
晋韵晋韵 88 责编 张 波 和 亮 史 慧 E-mail:tyrbzbb@126.com2024年 6月 27日 星期四

游雁丘园
赏古诗词

⑺

双
飞
亭
楹
联
赏
析

双
飞
亭
楹
联
赏
析

狄
宝
心

一源活水四分流

“ 采 樵 遇 仙 ”的 故 事 ，在 我 国 流 传 甚
广。东晋虞喜《志林》记载：“信安山有石

室，王质入其室，见二童子对弈，看之。局未
终，视其所执伐薪柯已烂朽，遂归，乡里己非

矣。”在太原西山，也有类似的传说。
在西山新道村和小卧龙村一带，流传着五哥

放羊、坐化成仙的传说。五哥原名柳宗英，出生在
晋源金胜村。因为上有四个未成年夭折的姐姐，下
有四个年纪相连的妹妹，所以被称为五哥。

五哥 13岁那年，天下大旱，汾河边上山地几近绝
收。柳母体弱多病，家中里里外外靠柳父一个人支
撑。于是，一位住在西山上的亲戚，介绍小宗英到西
山小卧龙为一户姓吴的地主放羊。

五哥勤劳机灵，把羊儿养得膘肥体壮。回村后，
又帮东家担水、劈柴、扫院子，吴家对五哥特别满
意。吴财主有一独生女儿叫玲玲，生得俊俏喜人。
五哥收工回来，玲玲经常把母亲蒸的枣儿窝窝带出
来给五哥。时间长了，两个年轻人熟络起来。五
哥在山坡放羊，碰上了好看的野果或者红艳艳的
醋柳柳（沙棘），总要连枝带叶地扛回来；碰上野
花，就摘回来戴在玲玲头上。玲玲不在身边时，
五哥一边放羊，一边对着一座座山峰唱：“六月
里呀，二十三，五哥放羊在草滩，身披那个毛
毡手打个伞，想起了玲玲就唱一段……”

又过了一年，五哥料理的羊群，从
来时的 30 来只增加到 100 多只，五哥

便想去靠近石千峰水草更肥美的黑
寺岩放牧。离家远了，五哥和玲玲

难得见面，于是，家里的大花狗
成了两人的信使。大花狗穿

戴 上 玲 玲 做 的 带 绣 花 的
小 褡 裢 ，给 五 哥 捎 去

可 口 的 枣 儿 窝 窝
头，又为玲玲

捎 回

新鲜野果和美丽的山丹丹花。
这天，五哥来到黑寺岩一个叫神龙洞的地方，把

羊 群 赶 到 小 溪 边 后 ，隐 隐 地 听 到 前 面 有 争 执 的 声
音。他寻着声响站到高处，只见两位白胡子老头正
盘腿坐在大石头上对弈。因为一步棋，两人争得面
红耳赤。五哥看得入了迷，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哥瞥
见石头上放着一颗红枣，便弯腰拾起来放进嘴里。
这时，一旁的老者说：“你怎么还在这里？还不赶快
去造福乡邻！”五哥一惊，整颗枣儿竟然囫囵咽进肚
子里，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五哥清醒过来
后，早不见了老者，也不见了羊群。放羊铲子原地不
动地立在旁边，一抓，山桃木做的铲把子早已腐成了
渣渣。

原来，下棋的神仙是一心度化五哥的汉钟离和
吕洞宾，五哥吞吃的那颗红枣更是万年仙丹。传说
天上过一日，人间已百年。五哥观棋吃枣的时候，人
间已不知过了多少年月。这期间，柳家父母相继过
世，六妹柳春英嫁到了晋祠，坐化成了水母娘娘；七
妹柳福英治病救人，坐享在董茹村奶奶庙；八妹柳雨
英远上宁武，护佑汾河源；九妹柳雪英则嫁到了榆次
鸣谦，造福于河东百姓。而五哥，则是坐化于黑寺岩
神龙洞的放羊仙，后演变为龙王爷、虸蚄爷，在山上
行云布雨，福泽乡民，在山下兼治蝗虫，有求必应。

五哥遇仙的这段岁月，玲玲一直没有忘记他。
一天，五哥托梦给玲玲，叫玲玲八月初三去龙岭岗。
玲玲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了曾经和五哥对山
歌的地方。那里草木茂盛，几年间已长出了大片密
密缠绕的藤萝。睹物思人，玲玲百感交集，恍惚间像
见到了五哥，不日竟坐化成了仙子。乡亲们在龙岭
岗盖起了玲玲殿，每年农历八月初三一早，将远行的
龙王请来，为这对西山儿女过节。

赵忙秋 赵玉明 张文平 整理

“采樵遇仙”的太原版本

由于地理、气候及耕作习惯的关系，太原人对面
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青睐和依恋。经成百上千年的
积淀，太原人凭一双巧手，可以将一掬面粉、一块面团
玩出十八般武艺。

剔
剔拨股是太原的特色面食之一。
做剔拨股，需两件专用工具。一件是剔拨股板

子，也叫铁匙儿，前方后圆，约四寸宽，后面有个尖尖
的尾巴弯起，安一截短木柄供把持。另一件叫铁筷
子，比普通筷子长一些，前端细而尖，后端稍粗。操作
时，将搅好的面铲一团置于铁匙儿上，用铁筷子擀压
成薄饼。然后，将铁匙儿架到锅沿上，用铁筷子将面
从前端剔成三寸来长、筷子粗细，拨入滚水锅中。

压
有一种叫饸饹的面食，是压出来的。
压饸饹需要专用的“饸饹床子”。饸饹床子有四

条腿，可架空在锅的上方。横梁是一根方木头，中间
开一个上下通透的圆筒形孔，孔的底部固定一块钻有
众多小眼的铁皮。圆筒上方，是一个与之配套的木活
塞。木活塞随上面压杆的起落，可进入圆筒内上下运
动。将面团填入筒内，利用杠杆原理压下活塞，面经
挤压，通过铁皮上的眼，成细长条落入锅内。

杵
有一种叫“杵（cuo）糊糊”的面食，由于简单省

事，经常被拿来做太原人晚饭的主食。
锅（常用底较平的铫儿）中水烧开后，一手抓面粉

往水中均匀地撒，一手拿双筷子在锅中顺一个方向不
停搅。边撒边搅，边搅边撒，面入水即熟，杵到稠稀正
合自家人口感时，即可食用。蘸着炒好的西红柿酱，
再配点青辣椒，看着养眼，吃着可口。

削
吃刀削面的面要和得稍硬点，盖湿布饧约半小

时，然后揉成长方形样的面团。削时，左掌托面团，右
手持削面刀，将面从前端一刀刀削于沸水锅中。“削”
的技术，在诸多面食加工方法中，算是难度较大的一
种。技术到位的厨师，削成的面呈柳叶状，两侧薄，中
间稍厚。煮熟后爽滑筋道，十分可口。

搓
太原有一种面食是“搓”成的，就叫“圪搓搓”。
加工圪搓搓，一般用莜面，面要和得稍硬些。揪

一团面，用双手相搓，即可搓成细长的面条。也可揪
一小块面团，用双手搓一下后压扁，成一个中间宽、两
头尖、约两寸多长的面鱼，可在箅子上滚压出波纹。

摊
“摊”出来的面食叫“糊儿（也叫黄儿）”，可分为两

种。一种“干面糊儿”，将茭子面搅成糊状，用勺子舀
了摊于抹了少许油的鏊子上烤制而成。另一种叫“起
（发）面糊儿”，是面糊发酵后摊制而成。摊干面糊儿
所用的鏊子大，中凸无沿，摊出的糊儿大小不一，厚薄
较匀。摊起面糊儿的鏊子稍小，中凸有沿，摊成的糊
儿大小一致，周围有厚厚的边。

揪
揪片是太原一种很有特色的面食。

揪片须用白面。将面和好揉匀揉筋道后，
擀成约一分厚，划成约一寸半宽、适当长度

的 面 片 。 然 后 ，左 手 执 面 片 ，右 手 拇 、
食、中三个手指，从面片头上揪出

一寸左右的片状，丢进开水
锅中即可。

擀
手擀面在太原也叫“切条子”，不仅家常食用，还

曾是事筵的早餐必备。
将和好的面团置案上，用面杖碾轧开来。然后将

面饼裹到面杖上，反复推拉滚压。期间需展开撒些
面粉防止粘连，擀好的面要求厚薄均匀并成大致的
圆形。擀成约铜钱厚时，用刀顺面杖划开，再切成细
面条。

抿
“抿曲儿”是太原的一种传统面食。
做抿曲儿，需两种专用工具。一种叫“抿曲儿板

子”，是一个长方形木框，框内固定一块钻有香柱粗
细、紧密排列小眼、下凸上凹的铁片。另一种叫“木
匙儿”，是一个端部稍显弧形、约两寸来宽、带把的厚
木铲。

当锅滚开后，将抿曲儿板子架到锅沿上。然后，
挖一坨搅好的面团放于凹槽内，再用木匙儿推抿面
团 。 面 即 因 挤 压 而 透 过 小 眼 成 细 细 的 短 条 落 入 锅
内。这种面条细而碎，不经咀嚼也可下咽，别有一番
风味。

拉
拉面是山西四大面食之一，在太原同样受人青

睐。百姓家日常食用的，是一种相对于专业厨师操作
更为简单的“小拉面”，也称为“拉条子”。

小拉面和面时需加少许盐，当面饧好时，用面杖
擀压成适量厚薄的面饼，再用刀切成四棱的粗面条。
拉面时，一根一根用双手拉拽成细面条，丢入锅中煮
熟即可食用了。

捏
饺子也叫“扁食”，是捏出来的。
白面和好饧到，在面板上揉搓成直径约一寸的细

圆条，然后或切、或揪成均匀的小面团。再将面团揉
成小圆饼。撒上面粉后，用小面杖擀成一张张薄薄的
圆面片。然后，在面片中间挖上适量馅子，双边对折
捏到一块。最后，双手将角状的半成品一挤，一个上
部有折，下部滚圆的饺子便捏成了。

推
“圪朵儿”也叫“猫耳朵”，是“推”成的。
将和好的面搓成拇指粗的圆面条，夹于左手食

指、中指间，右手从其上揪一小坨，顺势用拇指在左手
掌一推，即成一猫耳状的小卷。随揪随推，熟练者一
会儿即可推下一小堆。曾见有巧妇双手操作，将面切
成指头肚大小的方块，用拇指在案板上摁住一推，也
可推成一个圪朵儿，速度更快。

拌
“拌汤”是一种太原特色汤食。
锅中水 开 以 后 ，将 碗 中 已 准 备 好 的 白 面 粉 ，边

加 冷 水 边 用 筷 子 搅 拌 ，拌 成 细 碎 的 小 面 疙 瘩 后 ，
拨 入 锅 内 ，边 拌 边 拨 。 羊 肉 、鸡 蛋 、粉 条 、豆 腐 及
多种蔬菜都可加入汤中，既省事又可口，早晚均可
作正餐。

还有种“拌”出来的面食叫“拨烂子”。以前家里
人口多，太原人做拨烂子多用“熥”的办法。将胡萝
卜、土豆、茴子白等擦丝或切块放入锅内，稍加
点盐，适量加水。待水烧开后，将拌成碎块
状的面粉放入，焖熟后即可食用。

蘸
“蘸”在太原也是一种面食加工方

法，这种面食叫做“蘸片子”。
将白面（或掺入少量豆面）掺水搅成

较稠的糊状。将豆角、生菜、茄子、土豆等蔬
菜切成适宜的条或块，用面糊将菜蘸裹后，丢
入开水锅中煮熟。捞出后，佐以各种浇料，即
可食用。

掐
太原“掐疙瘩”，是“掐”出来的。
吃掐疙瘩，得用白面。面和好稍饧后，擀成

约半分厚的面片，再划成约两寸宽的条。左手持
面条，右手三指从面条头上，将面掐成小块。随掐
随丢入开水锅内，煮熟捞出即可食用。

掐疙瘩同揪片，做法、吃法相似，但一个是“揪”，
一个是“掐”，面的口感味道便不尽相同。中国文字
的博大精深，于此也可见一斑。

滚
太原的元宵，是“滚”出来的。
滚元宵的工具，主要是笸箩，外加一个大柳条笊

篱和粗面箩。将适量粉湿的糯米面放入笸箩内，将
已加工并切成小块的馅料在笊篱内淋水后倒入面粉
中。在一块面案上推拉笸箩，使馅料来回上下翻滚以
粘上面粉。滚到一定程度后，用面箩捞出半成品并
筛去多余面粉，再将半成品放入笊篱淋水。淋水后
的半成品，倒入笸箩再滚。其间视情况添加面粉，
重复多次，直到元宵滚到设定大小为止。

拨
刀拨面与刀削面，有些相似之处。
将白面和好，饧半小时左右，揉筋道后擀

成约一分厚的面片，用刀划去多余部分，使其
呈一尺左右的方形。在面案及面片上撒上
面粉，再将面片折叠四五层后，双手持刀
（带双把的专用拨面刀），从前端连续将
面切透并向前拨出。这样拨成的面呈
三棱状，吃起来又是一种口感和风味。

剪
剪刀面因制面工具用剪刀而得

名，又因剪出的面条呈鱼形，亦叫剪
鱼子。

在面粉中加入清水和少许盐
和 成 面团，锅里水煮沸后，转小
火开始剪面。取一小块面团
拿在手中压扁，然后用厨
房专用剪刀沿着边缘剪
下小面鱼至锅中，然
后开大火煮至熟
透。口感类似
刀削面，很
筋道。

一声惊晚笛
数点入秋云
此 楹 联 题 于 雁 丘 园 双 飞

亭 ，取 自 元 好 问 诗《八 月 并 州
雁·三乡时作》（卷 七），现录全
诗于下：

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
一声惊晚笛，数点入秋云。
灭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
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
并州，为古九州之一，属地

包括今山西大部及内蒙古、河
北之一部。三国之后则以今太
原附近地区为并州。三乡，镇
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今属福
昌县。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
夏，元好问避乱南渡侨居三乡，
在高秋思乡之季，情怀更切，遥
望南来大雁，兴发人不如雁之
悲慨，十分沉痛。

“ 八 月 并 州 雁 ，清 汾 照 旅
群”，这是诗人在仲秋季节仰望
北来鸿雁的悬想。《摸鱼儿·雁
丘词》曾写太原汾水边大雁殉
情事，此情此景刻骨铭心。颔
联暗用“惊弓之鸟”典，传神之
笔更惊心动魄。本《元遗山集》
卷十四《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
题石龛》“冥鸿正恐 絓 疑网，脱
兔不忘投茂林”，言侥幸逃脱忻
州屠城之祸的惊恐心态，二者
是何等相似。哀劳，大雁的哀
鸣 声 。 颈 联 化 用 生 父 元 德 明
《同 侯 子 晋 赋 雁》：“ 楼 中 见 新
过，夕照送明灭。欹枕数声来，
疏窗耿残月。”杜甫《孤雁》：“孤
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望尽
似犹见，哀多如更闻。”尾联由
雁及人，进行类比，托出主旨，是全诗的重心所在。

在历代诗人中，思乡诗写得较多且好的，应推元好问。诗人五
月至三乡，八月望到从家乡方向飞来的大雁，遥想这些大雁由北往
南路经蒙古军占领区，傍晚才在汾河岸边安息。不料一声笛响，疑
是劲弓，迅速腾飞，径入高云，直至河南，余悸仍在，高空奋飞，力竭
声哀。尾联言自己比雁更可怜，思致与唐韦承庆《南中咏雁》“万里
人南去，三春雁北飞。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近似，但说得更为
简明精要，收到画龙点睛之效。从章法看，前三联直承不转，皆属
铺垫，至尾联结穴处推出全篇感伤所在，且只点明结果。至于其成

因是蒙古势力太强大，还是金廷苟且偷安不思进取，
则引而不发，篇终接微茫，言有尽而意

无穷。
这首诗前三联以我观物寓

我于物，使所写之雁具有自我
际遇和时代悲剧的色彩。尾

联直抒由雁兴发的感慨，但
又不脱离雁，切合前人所
谓咏物诗贵在物中有我、
我中有物、不接不离、言
近 旨 远 的 审 美 范 式 。
陆 次 云《五 朝 诗 善 鸣
集》中称赞：“遗山五律
俱 清 老 ，佳 处 直 逼 少
陵。”此诗足可当之。

雁丘园双飞亭
邓寅明 摄

晚清举人、著作等身的文史专家、晋阳名士刘
大鹏先生，曾有诗咏晋水：“一源活水四分流，灌遍
南畴暨北畴。万顷畛畦资泽溥，千村黎庶颂恩稠。”
以难老泉为主要源头的晋水，从悬瓮山下源源不断
涌出。自古以来，晋水流域的数十个村庄就利用晋
水灌溉农田，种植水稻莲藕。但如何给各村分水
呢？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很久以前，晋水
流域南北两方的村民，为争用水权常常引起纠纷，
甚至发生械斗闹出人命。后来，官方出面调停，于
难老泉边置一口烧沸的大油锅，锅内放铜钱 10 枚，
约定哪一方有人能从锅里捞出几枚铜钱，哪一方就
可分得几分的水量。这时北河上花塔村的一位张
姓青年，以舍己为人的精神，勇敢地跳进油锅，捞起
7 枚 铜 钱 后 殉 身 。 此 后 ，晋 祠 水 就 北 七 南 三 分 开
了。北河的渠长也一直由花塔村的张姓村民担任。

以上只是个民间传说，其实，晋水延续多年的
分水格局，是逐步形成的。据史籍记载，远在东汉
安帝元初三年（116），就曾经修理春秋末期智伯决
水灌晋阳城时开挖的旧沟渠，用以灌溉北面农田，
这就是海清北河的前身。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开
凿了南面的鸿雁南河和鸳鸯中河。虽然那时晋水
流量很大，但用水没有章法，更没有约定俗成的“水
程 ”，水 到 处 漫 流 ，灌 溉 不 了 多 少 田 地 ，利 用 率 不

高。同时，老百姓怕官府以用水为借口增加税赋，
都不敢挖渠引水浇地，清清的泉水就泄入汾河，白
白地流走了。

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陈知白出任平晋县
令（当时这一带属平晋县所辖）。他是四川阆中人，
史志记载他“强干有为，识大体”。陈知白到任后，
走访体察民情，深为晋水不能被充分利用而惋惜。
在获悉了其中的原委与弊病后，决心引导人们把晋
水充分利用起来。他“剀切晓谕”，三番五次发布公
告，不厌其烦，言辞恳切地给人们解释，百姓才知道
官府要“以水加赋”的说法，是无中生有的胡乱猜
测，开始大胆用水了。

接着，陈知白和县里的另一位主要官员郭京决
定设法兴修水利，他们深入调查，探勘了地形，并对
土地面积进行了摸底，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后开
始施工。从难老泉源头出水口处，砌石为塘，中横石
堰，石堰上凿有 10个孔，每孔方圆 1尺，把水分为 10

分。北面地势高，水流向上缓慢，所以北面的海清北
河分水 7 分，穿过庙墙流出祠外。从纸房村折而向
北，在赤桥村又分为上、下两条河，上河往北直达晋
源、金胜、董茹一带，下河往东下流，灌溉小站、小站
营、五府营等村的田地。南面地势低、水流急，分水 3

分，这 3分水又分为三股：鸿雁南河分水 1分半，从奉

圣寺山门前往南
流，灌溉索村、王
郭、三家村一带田
地；鸳鸯中河分水
1分，流到奉圣寺前
就折而向东，灌溉长
巷、东庄、万花堡等村
的 田 地 ；又 新 开 一 渠
名陆堡河，从鸿雁南河
分水半分，穿过卧云桥向
东偏北而流，灌溉塔院、大
寺等村田地。此后，晋水全
部被利用了起来，水田扩展为
6万余亩，“民利于是大溥”。

随后，陈知白又动员人们在
各条渠上兴建水磨，方便百姓加工
粮食。经过一番治理，晋水流域清流潺
潺，稻浪翻涌，莲荷飘香，水磨鳞次转动，一
派江南风光。老百姓享有了晋祠水利，得到了
实惠，都称颂陈知白的功德，说他堪比战国时期
治理漳河的西门豹。陈知白任满调离时，百姓“遮
道相送”，舍不得让他走。新中国成立前，晋水流域
每年祭祀水神，也都要设他的禄位同时享受祭祀。

逛古城逛古城 尝美食尝美食 品诗韵品诗韵

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
““玩转玩转””面食面食

郝妙海

食品街夜景
米国伟 摄

李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