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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话旧

雀儿，学名麻雀，老太原人也称其
为“家雀儿”，掏雀儿即掏麻雀窝。儿
时的物质匮乏，孩子们玩的游戏都是

“就地取材”，掏雀儿便成了春夏一项
快乐的游戏。

麻雀头圆尾短，嘴部呈圆锥形，翅
膀短小，生存能力极强，所以种群数量
庞大，又因性格活泼、鸣声喧噪，所以
很招小孩子们喜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住
的是砖瓦平房，尤其乡村多数房屋破
旧不堪，房檐头经常住着雀儿，生产队
的马棚里、草房里住的雀儿更多。四
五月份的天气不冷不热，正是雀儿繁
殖的旺季。晚上雀儿们都回窝了，于
是小伙伴们拿着手电筒，搬着凳子或
梯子，探到房檐边上去掏雀儿。雀儿
喜光，手电一晃，雀儿就“啾啾”地叫唤
开了，朝着光线飞，这样雀儿窝就被我
们找到了。掏出来的雀儿，有刚孵出
来没几天，还是红皮鸪儿的，人工养不
活，就重放回窝里，让老雀儿再养着；

有羽毛快丰满的，捉回去后经过精心
喂养，驯化成为善通人性、会简单表演
的宠物；也有的小孩子把它们圈在竹
笼里，充当观赏鸟，或者拿根细绳拴住
雀儿的脚爪，当老鹰架着玩。从小被
玩大的雀儿还很黏人，见了我们就“啾
啾”叫个不停；有的见了空中自己的同
类时，还招呼它们飞下来共享食物。
当然也有的雀儿长大后随同类远走高
飞一去不复返，心里不免感到一丝惆
怅，但是想到它们本该是要回归大自
然的，欣慰之感又油然而生。

掏雀儿也有讲究和忌讳，就是掏
的时候不要说话，一方面害怕惊飞睡
觉的雀儿；另一方面害怕有蛇从张开
的嘴钻进肚子里。至于掏雀儿蛇爬
进肚子里的事是听大人们说的，我们
从来没遇到过，也许是大人怕顽童们
过于淘气故意吓唬。但是，为了以防
万一，雀儿窝下面的墙边上没有鸟粪
痕迹的，我们都不掏，害怕是蛇洞；或
者用一根小棍子捅进雀儿窝里先“侦

察”一番情况。掏到雀儿窝后，小伙
伴们赶紧找虫子、小米等吃的，忙忙
碌碌，闹闹嚷嚷，比一群真正的雀儿
还雀跃。

掏雀儿还派生出一些谚语和歇后
语。如“掏雀儿掏出蛇来”，寓意某些
人做事时只看到眼前利益，没有考虑
潜在的危险；“掏雀儿，躖（duàn）犵狸
（松鼠）”，引申为不务正业，成了少数
顽皮无聊孩子的标签；“掏雀儿掏出个
猫杏鹘（一种隼形禽类的旧称）——不
像个鸟儿”，是歇后语“嗑瓜子嗑出个
臭虫来——啥仁（人）都有”的翻版；

“烟洞眼内掏雀儿——没在兀荷里”，
“兀荷”是老太原方言里的“那个里
面”，这句歇后语的意思是解决问题的
思路不对，找错了地方；还有“老鹰窠
里掏出雀儿——一窝不如一窝”“掏出
来的家雀儿——翅不硬”。

如今，麻雀已被列入保护动物，
人鸟和谐共处的今天，但愿现如今孩
子们的游戏能有更多的大自然气息。

曾经的小店镇，是原太原县四大古镇之一，位于
旧时府、县官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古称“四达道也”，就
是四通八达的意思。

明清时期，小店镇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
利，逐渐发展成有影响的商贸集镇。当时有三个大
的庙会，促进了集市的活跃，农历逢双日进行集市活
动，基本是农民前来粜粮，购置生活用品，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那时的集市，北起东官道吕祖庙，沿凤凰街，店铺
一家挨一家，排列到南官道顶端下庄道口，计 164家。
连同分布在草市街、堡西街、文昌庙街、十家庄等地的
其他各业店铺、作坊，总计有将近 200 家，从业人员
1500余人。

旅店业 20多家，北有德和店，占地 3.5亩，规模较
大；南有吉祥店、大米店、大盛店、富有店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
时，出太原，经小店，就在富有店住宿。还有好多骆驼
店，专供骆驼及客商往来住宿。

酿造业中的义和永、福聚永、昌盛永、福元昌、瑞
兴、汝林等 10 多家醋坊，担负着小店周围十里八乡、
15000多人的食醋需要。当时基本采用送醋上门记账
赊销，秋后集中清账，交粮顶款的办法。

20多家饮食业各具特色，聚兴园饭店的面食、三
盛元的元宵、谦盛斋的糕点、许二货烧饼铺的油酥切
饼等，深得顾客赞赏。

那时，十几家制炮业也是小店一景，生产的二踢脚、
一声雷、起火、鞭炮等上市量曾占到太原市场的一半。

枣介糕是阳泉盂县民间办喜事时不可或
缺的压轴美食，谐音“早结”，寓意早生贵子。
在当地，新娘子上轿前，众人端出枣介糕，新娘
子要吃掉最中间的一颗枣，象征新生活红红火
火，步步高升。

枣介糕的制作很讲究。做糕前，首先要挑
选饱满的大枣，去掉枣核，然后在水中煮，煮到
锅里只剩下通体油光的枣，锅里基本没有水之
后关火。这道工序是为了把枣里的甜味全部
煮出来。

黄米面很黏，往面里掺水时不能太多也不
能太少。过去在农村做糕时，要提前一天用水
把黄米泡好，第二天把泡过水的黄米控干，然
后在碓臼中捣成面，这样的面粉带着水分，不
用掺水就能用。

现在从商店里买的黄米面是干透的，所以
做糕前要在面粉堆里挖个坑，放上水。过几个
时辰，面把水全部吸收之后，用双手揉搓面粉，
让面和水混合均匀。

枣介糕要好吃，最关键的就是和面这一
步。锅里的水开了，把掺好水的面均匀地撒在

蒸笼底层。刚开始，面的颜色是淡黄色的，随
着蒸气慢慢从面的缝隙里冒上来，淡黄色的面
一片一片地变成嫩黄色。这时，再把准备好的
枣均匀地摆上一层，然后撒第二层面，等到第
二层面变成嫩黄色时再摆第二层枣，就这样一
层面、一层枣，共做三层面三层枣，最后一层枣
摆好后下边的面也就基本熟透了。冒着热气
的枣介糕黏、软、甜、香，上好的枣介糕，甜软、
细腻、丝滑。太原曾经的商业集镇之

小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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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晋商独树一

帜。太原是晋商之都。早在汉唐，太原所产的铜器

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已销往海外。太原的商业活

动曾经非常活跃，许多商业集镇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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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枣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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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老公 92 岁高龄的奶
奶离世了，我们赶回应县老家送老人
最后一程。由此也见识了应县的丧葬
习俗。

“游街”——回望来时路
奶奶下葬前两晚，每到晚上 7时左

右，亲人们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街”
活动。队伍并排两列，一列男丁，由身
为老人长孙的老公和长重孙的儿子手
捧老人遗像开路，长子等子侄紧随其
后，每人手上都拿一根“丧棒”和一盏明
灯，为老人照亮前路。另一列是女眷，
由我和婆婆作为长孙和长子媳妇排在
女眷队首，带领众女眷和男丁一道重走
老人生前常走的路，所有女眷的手上都
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等到香即将燃尽时
就会及时再换一根，寓意“延续香火”。

为了让“游街”更加“有动静”，两
列队伍前端邀请了“鼓匠”和“秧歌”开
道，走走停停，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算
是替老人隆重地和乡邻告个别吧。众
人跟在热闹的“鼓匠”和“秧歌”后面缓
缓前行，村头的小庙、曾经的老宅还有
老人生前遛弯儿的空地，“游街”队伍
一一走过。

夜空中，不时有烟花升腾，一番璀
璨夺目的绽放之后又归于平静，像极了
这缤纷绚烂后最终归于尘土的生命。

“送祭”——口碑“试金石”
除了葬礼当天邀请亲友前来祭拜，

下葬前一天下午还有一个接受乡邻自
发祭拜和供菜的“送祭开放日”。相对于
亲友的亲缘关系及深厚交情，未收到葬
礼邀请的乡邻们和老人关系可谓“非亲
非故”，即使以前交往不密，但大家会因
为老人生前的品行而对其尊敬和爱戴。
这个乡邻自发祭拜和供菜的“开放日”堪
称口碑“试金石”。逝者生前品行如何，
在这一刻自然知晓。大家在家里准备几
样美味小菜，盛放在精致的小碗小碟中，
用托盘恭敬地给老人供上。

“出殡”——祝福后来人
正式下葬的日子到了，送行的所

有男丁女眷排成两列纵队向坟地方向
缓缓移动。最特别的是女眷的一列纵
队，作为长孙媳妇排在队首的我手捧
一个装着大馒头和饭钵的包袱，需要
双手小心翼翼捧着，不能手滑掉了东
西，更不能“打了饭碗”。一块绵延几
十米的白布巾“斗篷”，从前到后先后
覆盖了老人长孙、长子、子侄媳妇以及
女儿外孙女等所有女眷的头部，女眷
们依次站立，共同头顶这块布巾“斗
篷”缓缓前行，所有人都想着同心协力
步调一致，不能乱了步伐影响队伍前
进。我想，戴这种特殊的头巾“斗篷”，
不正是寓意着良好家风要一脉相承延
绵不绝吗？带着老人的祝福，让子孙
更加优秀、家族更加兴旺，一代又一代
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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