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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河 套 水 草 繁 茂 ， 有 的 是 大 片 的 草 滩 和

肥 沃 的 土 地 ， 飞 禽 走 兽 遍 地 都 是 ， 兔 子 、 沙 鸡 、 野

鸡 随 处 可 见 。 黄 河 鲤 鱼 进 入 河 岔 和 渠 道 的 水 湾

中 ， 得 之 甚 易 。 河 套 有 句 民 谣 “ 棒 打 兔 子 瓢 舀 鱼 ，

锅 台 仡 崂 捉 沙 鸡 ” 。 清 代 以 后 随 着 内 地 人 口 的 急

剧 增 长 ， 人 地 矛 盾 日 益 凸 显 ， 于 是 大 量 山 西 、 陕

西 的 农 民 赴 河 套 谋 生 。 这 些 移 民 租 种 蒙 古 王 公

的 世 袭 领 地 ， 形 成 了 河 套 地 区 的 农 业 雏 形 。 随 着

农 业 的 推 广 ， 大 量 的 汉 人 相 继 涌 入 ， 河 套 的 人 口

结 构 遂 发 生 质 的 变 化 ， 以 往 的 单 一 蒙 族 人 口 结

构 ， 逐 渐 为 蒙 汉 二 元 人 口 结 构 取 代 。 从 此 ， 河 套

的 生 活 风 俗 也 出 现 了 蒙 汉 两 种 形 式 ， 并 且 出 现

了 两 种 文 化 风 俗 相 互 交 融 的 情 形 。

打 开 清 光 绪 年 间 姚 学 镜 编 撰 的 《 风 俗 志 》 ，

书 中 记 载 了 移 民 河 套 的 汉 人 “ 饮 食 衣 服 渐 染 蒙

古 习 俗 ” 。 其 实 西 口 和 各 地 走 来 的 汉 人 不 但 在 饮

食 和 服 饰 上 渐 近 蒙 族 服 饰 ， 而 且 居 住 的 房 屋 、 人

情 礼 仪 等 多 方 面 同 样 掺 杂 了 蒙 族 的 一 些 生 活 习

俗 。

从 民 国 年 间 王 文 墀 编 撰 《 风 土 习 俗 纪 略 》 中

可 以 查 证 ， “ 河 套 渐 染 蒙 俗 ， 服 御 由 来 简 陋 ， 衣 则

羊 裘 一 袭 ， 足 以 御 冬 ； 食 则 酸 粥 一 瓯 ， 足 以 永 朝 ；

住 则 茅 茨 三 弓 ， 足 以 容 膝 。 家 无 垣 ， 室 无 牅 ， 居 然

有 夜 不 闭 户 风 ； 衣 无 表 ， 食 无 羹 ， 俨 若 守 太 璞 不

完 之 素 。 此 衣 食 住 只 求 需 要 ， 不 尚 安 适 之 习 惯

也 。 ”

这 段 话 讲 述 的 是 当 时 走 西 口 到 来 的 移 民

们 ， 在 当 地 的 居 所 、 衣 着 和 饮 食 。 但 从 书 中 我 们

无 法 看 出 为 啥 会 出 现 西 口 走 来 的 移 民 ， 要 渐 渐

靠 近 蒙 族 地 区 的 生 活 习 俗 呢 ？ 有 句 话 叫 “ 走 胡

地 ， 须 胡 礼 ” 正 是 说 到 了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上 。

揭 开 当 时 大 的 背 景 ， 我 们 不 难 解 开 这 个 谜

团 。

当 年 西 口 移 民 来 到 河 套 ， 主 要 是 进 行 农 业

种 植 开 发 ， 每 年 来 此 种 地 的 晋 陕 农 民 们 开 始 的

时 候 都 是 像 候 鸟 一 样 ， 春 来 秋 归 。 因 此 ， 当 春 天

到 来 时 ， 走 西 口 到 来 的 农 民 们 选 择 一 处 地 势 较

好 居 住 地 ， 仿 照 蒙 古 族 游 牧 民 的 蒙 古 包 ， 搭 建 一

个 简 陋 的 茅 草 窝 棚 ， 叫 做 茅 庵 。 搭 建 茅 庵 因 陋 就

简 ， 就 地 取 材 。 茅 庵 是 用 柳 芭 和 木 棍 搭 建 的 ， 外

面 抹 上 泥 巴 ， 可 做 临 时 居 所 。 待 到 明 年 再 到 别 处

去 种 地 ， 那 么 就 可 以 随 手 把 这 座 茅 庵 废 弃 或 扔

掉 ， 也 造 不 成 多 大 的 损 失 。 而 再 到 新 的 地 方 可 以

马 上 重 新 搭 建 新 的 茅 庵 。 搭 建 茅 庵 是 没 有 长 远

的 打 算 ， 都 是 暂 时 有 个 遮 风 避 雨 之 处 ， 有 个 临 时

吃 饭 睡 觉 的 地 方 。

茅 庵 因 为 是 临 时 的 遮 风 避 雨 之 地 ， 所 以 四

周 没 有 院 墙 ， 也 没 有 窗 户 ， 门 口 挂 个 草 帘 ， 大 部

分 时 候 是 人 起 炕 光 ， 家 里 除 了 做 饭 的 锅 碗 和 简

单 的 不 能 再 简 单 的 烂 被 子 以 及 满 炕 的 蒲 草 ， 就

再 也 没 有 啥 值 钱 的 物 件 ， 所 以 当 时 开 垦 之 处 都

是 夜 不 闭 户 。

在 沿 河 地 带 搭 建 茅 庵 有 天 然 的 有 利 条 件 ，

遍 地 的 芦 苇 和 蒲 草 采 集 非 常 容 易 ， 而 且 芦 苇 和

蒲 草 不 但 可 以 搭 建 茅 庵 ， 还 是 走 西 口 的 农 民 们

晚 上 铺 盖 的 极 好 材 料 。

现 在 我 们 沿 河 一 带 有 许 多 叫 三 座 茅 庵 或 五

座 茅 庵 的 地 方 ， 最 初 就 是 这 样 来 的 。

王 文 墀 编 撰 《 风 土 习 俗 纪 略 》 中 讲 道 ：“ 他 们

衣 食 住 只 求 需 要 ， 不 尚 安 适 之 习 惯 ” ， 从 实 际 情

况 来 看 ， 不 是 那 些 走 西 口 的 农 民 们 不 想 有 一 个

舒 适 的 居 所 ， 而 是 受 条 件 及 贫 困 所 致 ， 没 有 那 个

能 力 去 建 更 好 的 居 所 ， 那 时 首 先 吃 饱 肚 子 才 是

他 们 的 第 一 需 要 ， 因 此 他 们 建 不 了 像 蒙 古 族 游

牧 民 那 样 的 毡 包 。

后 来 有 的 农 民 走 西 口 的 年 头 长 了 ， 也 有 了

一 些 积 蓄 ， 便 慢 慢 开 始 想 在 固 定 的 一 个 地 方 进

行 耕 种 。 有 的 农 民 用 黏 土 打 墙 开 始 建 房 ， 房 顶 搭

上 木 头 椽 子 ， 盖 上 柳 条 芭 子 ， 铺 上 芦 苇 和 蒲 草 ，

再 抹 上 泥 巴 ， 就 出 现 了 最 初 的 土 房 子 。 于 是 这 样

的 土 房 屋 的 建 成 ， 河 套 一 些 地 区 的 农 民 就 出 现

了 定 居 的 现 象 ， 不 再 像 以 前 那 样 春 来 秋 归 。

刚 开 始 ， 建 好 的 土 房 子 ， 由 于 夏 季 洪 水 或 黄

河 春 秋 季 节 河 水 经 常 泛 滥 出 岸 ， 处 于 低 洼 处 的

房 子 都 被 淹 没 倒 塌 。 后 来 农 民 们 建 土 房 子 就 会

选 择 地 势 较 高 的 圪 旦 修 建 ， 于 是 就 有 了 现 在 许

多 地 名 叫 圪 旦 的 地 方 。 例 如 那 里 最 先 住 了 叫 姓

温 的 ， 就 叫 温 家 圪 旦 ； 最 先 住 了 叫 王 宝 的 ， 就 叫

王 宝 大 圪 旦 ； 同 姓 人 家 集 居 的 地 方 ， 就 以 姓 氏 命

名 ， 如 乔 家 圪 旦 ， 李 家 圪 旦 等 ； 还 有 的 称 圪 梁 、 圪

堵 ， 如 大 树 圪 梁 ， 田 家 圪 堵 等 。

后 来 渐 渐 地 一 起 居 住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土 房

子 也 越 建 越 多 ， 村 庄 也 慢 慢 随 之 出 现 。

河 套 地 区 的 衣 食 ， 多 受 了 晋 西 北 和 陕 北 生

活 风 俗 的 影 响 ， 或 者 说 是 以 晋 西 北 和 陕 北 人 的

衣 食 习 惯 为 主 色 调 ， 当 然 也 有 许 多 蒙 族 元 素 在

里 面 。

河 套 地 区 古 代 的 穿 衣 习 俗 也 有 许 多 和 晋 陕

人 穿 着 一 样 ， 喜 欢 春 秋 冬 季 穿 一 个 红 腰 腰 和 甩

裆 大 棉 裤 ， 冬 天 寒 冷 的 季 节 穿 白 茬 子 羊 皮 袄 ， 头

上 系 着 白 毛 巾 ， 这 和 晋 陕 民 歌 所 唱 “ 羊 勒 肚 子 手

巾 哟 三 道 道 蓝 ， 咱 们 见 了 面 面 容 易 拉 话 话 难 ” 里

描 述 的 穿 着 很 是 一 样 。 而 这 些 穿 着 的 特 点 其 实

都 是 从 晋 陕 那 里 传 入 的 习 俗 。

饮 食 方 面 ， 河 套 人 早 年 吃 糜 米 酸 饭 酸 粥 ， 是

向 晋 西 北 人 学 的 ， 晋 西 北 尤 其 是 河 曲 素 有 吃 酸

饭 酸 粥 的 习 惯 ， 做 的 酸 粥 也 最 纯 正 最 好 吃 ， 那 时

贫 穷 的 农 民 一 生 生 活 俭 朴 ， 能 够 每 天 吃 上 酸 粥

也 是 一 件 奢 侈 的 事 情 。 据 说 做 酸 粥 的 糜 米 种 子

是 昭 君 出 塞 带 来 的 ， 自 王 昭 君 以 后 ， 河 套 地 区 有

了 种 植 糜 黍 的 习 惯 。

做 酸 粥 的 糜 米 也 有 好 赖 之 分 ， 上 农 家 肥 尤

其 是 上 羊 粪 地 的 糜 子 收 获 后 米 粒 金 黄 ， 吃 起 来

特 别 有 劲 道 ， 咀 嚼 起 来 味 儿 甘 甜 醇 香 ， 捞 捞 饭 也

颗 粒 饱 满 ， 粒 粒 滚 圆 ， 米 汤 黄 绿 色 。 锄 搂 过 的 糜

黍 耐 旱 ， 出 米 率 高 ， 做 饭 耐 熬 ， 能 做 出 更 多 的 饭

量 。 有 经 验 的 老 农 常 常 说 “ 锄 搂 八 遍 ， 八 米 二 糠 。

锄 地 一 遍 ， 恰 如 浇 水 一 次 。 ” 所 以 勤 劳 的 庄 稼 人 ，

种 植 一 季 糜 黍 要 锄 搂 糜 黍 好 几 遍 ， 最 后 才 能 种

出 上 等 的 糜 黍 精 品 。

酸 饭 富 有 营 养 ， 常 吃 精 米 酸 饭 的 人 ， 脸 色 红

润 ， 皮 肤 细 嫩 绵 光 洁 白 、 水 色 丰 满 ， 慢 慢 就 会 出

落 的 漂 亮 惹 人 爱 。

用 糜 黍 做 的 食 物 还 有 很 多 ， 但 大 部 分 做 法

也 是 从 晋 陕 两 地 传 来 的 ， 比 如 山 药 焖 米 饭 、 糜 米

捞 饭 、 米 凉 粉 、 炒 米 等 等 美 食 的 做 法 。

河 套 地 区 还 有 一 种 “ 和 合 饭 ” ， 这 种 饭 的 做

法 是 在 煮 糜 米 稀 饭 的 锅 里 下 进 面 条 或 面 片 ， 再

加 上 一 些 蔬 菜 叶 子 ， 一 起 煮 熟 后 ， 拌 上 炝 好 的 油

盐 葱 花 即 食 ， 这 是 陕 北 人 带 过 来 的 吃 法 。

有 句 民 谣 ：“ 梁 外 的 酸 粥 ， 沿 滩 的 糕 ， 后 套 的

馍 馍 实 在 好 。 ” 这 句 民 谣 也 点 名 了 不 同 地 理 环

境 ， 种 植 的 植 物 因 为 吸 收 的 营 养 不 同 ， 那 么 最 后

做 出 来 的 食 物 会 有 不 同 的 特 点 。 梁 外 人 做 的 酸

粥 要 比 滩 上 人 做 的 酸 粥 好 吃 一 些 ， 而 滩 上 人 做

的 糕 要 比 梁 外 人 做 的 糕 好 吃 一 些 ， 那 后 套 人 蒸

的 馒 头 当 然 最 好 吃 。 这 也 是 一 些 人 的 说 法 ， 其 实

哪 里 的 食 物 好 吃 ， 也 许 和 当 地 的 水 土 更 有 关 系 ，

和 那 里 土 地 里 所 含 营 养 成 分 密 不 可 分 。 在 生 活

中 ， 大 家 住 在 一 起 ， 就 要 互 相 交 流 ， 互 相 学 习 食

物 的 做 法 ， 于 是 渐 渐 融 合 就 形 成 了 河 套 美 食 的

特 色 。

河 套 人 饮 食 喜 酸 ， 不 仅 吃 酸 捞 饭 酸 粥 ， 还

有 酸 烩 菜 、 酸 蔓 菁 、 酸 黄 瓜 等 等 ， 醋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调 味 品 ， 这 都 是 受 了 为 数 居 多 的 山 西 人 的 影

响 。

相 传 河 曲 人 吃 酸 饭 ， 始 于 北 宋 ， 那 时 辽 兵 常

常 入 侵 ， 老 百 姓 为 避 兵 祸 逃 入 深 山 ， 有 时 候 泡 好

的 米 丢 下 ， 几 天 后 回 来 舍 不 得 丢 掉 就 凑 合 着 煮

粥 吃 ， 结 果 味 如 酸 奶 ， 黄 亮 坚 韧 ， 口 感 极 好 。 后 来

就 出 现 了 酸 粥 这 样 的 食 物 。 酸 粥 的 品 味 极 佳 ， 如

红 腌 菜 油 辣 椒 抹 酸 粥 、 胡 麻 盐 抹 酸 粥 、 烂 腌 菜 就

酸 粥 等 ， 这 些 小 菜 和 作 料 的 加 入 ， 使 酸 粥 这 种 食

物 锦 上 添 花 。 河 套 有 首 民 歌 唱 道 ： “ 山 药 酸 粥 辣

椒 椒 菜 ， 你 是 哥 哥 的 心 中 爱 ” 。

“ 早 上 酸 粥 中 午 糕 ， 晚 上 焖 饭 上 油 炒 。 ” 这 句

民 谣 揭 示 了 那 时 人 们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当 时

一 些 富 人 的 生 活 写 照 。 农 民 爱 吃 酸 饭 ， 跟 生 活 环

境 有 关 系 。 河 套 地 区 春 秋 气 候 干 燥 ， 农 民 吃 上 酸

饭 顶 着 烈 日 劳 动 ， 解 暑 解 渴 、 也 不 上 火 。 农 民 劳

动 了 一 天 ， 身 体 觉 得 疲 累 的 时 候 ， 一 进 家 门 就 痛

饮 几 勺 酸 米 汤 ， 浑 身 无 不 感 到 清 凉 爽 快 。

河 套 地 区 由 于 多 民 族 的 融 合 ， 其 饮 食 文 化

也 是 丰 富 多 彩 的 。

“ 亲 不 过 的 姑 舅 常 在 ， 香 不 过 的 猪 肉 烩 酸

菜 ” 。 猪 肉 烩 酸 菜 也 是 河 套 地 区 最 有 名 的 饭 食 。

猪 肉 烩 酸 菜 流 传 于 河 套 地 区 已 有 上 百 年 的 历

史 ， 农 民 们 自 家 所 饲 养 的 家 猪 膘 肥 体 壮 、 肉 质 上

成 ； 长 白 菜 经 过 腌 制 ， 色 泽 鲜 绿 ， 富 含 水 份 ， 最 适

宜 做 猪 肉 烩 酸 菜 。

猪 肉 烩 酸 菜 中 最 有 特 色 的 是 槽 头 肉 烩 酸

菜 。 入 冬 后 ， 在 农 村 杀 猪 是 一 件 大 事 ， 左 邻 右 舍

都 要 帮 忙 ， 一 大 锅 喷 香 诱 人 的 槽 头 肉 烩 酸 菜 赛

过 所 有 美 味 佳 肴 。 地 道 的 河 套 农 家 猪 肉 烩 酸 菜 ，

在 制 作 时 加 入 了 料 酒 、 葱 丝 、 蒜 末 、 姜 丝 、 辣 粉 的

烹 炒 ， 加 入 酱 油 、 醋 、 八 角 、 花 椒 、 小 茴 香 等 等 作

料 的 文 火 慢 炖 ， 做 熟 了 吃 起 来 松 软 可 口 ， 酸 中 带

香 ， 猪 肉 肉 多 而 无 膻 味 、 肉 软 烂 绵 香 、 肥 而 不 腻 ；

酸 菜 滑 嫩 爽 口 ， 汤 少 而 不 干 硬 ， 无 论 是 泡 米 饭 还

是 就 馒 头 ， 都 是 上 好 的 家 常 便 饭 ， 如 果 再 佐 以 几

瓣 大 蒜 ， 喝 上 几 盅 浓 香 的 白 酒 ， 那 味 道 更 是 鲜 美

至 极 。 酒 足 饭 饱 之 际 ， 再 喝 一 碗 热 腾 腾 的 开 水 泡

酸 菜 ， 便 真 正 体 会 出 美 滋 滋 的 河 套 特 色 猪 肉 烩

酸 菜 美 味 的 精 髓 所 在 了 。

西 口 传 来 的 美 食 和 蒙 族 地 区 的 食 物 互 相 融

合 ， 更 是 让 美 食 达 到 了 一 个 时 代 的 巅 峰 。

河 套 地 区 的 油 糕 粉 汤 或 者 炖 羊 肉 蘸 糕 那 是

非 常 有 名 的 佳 肴 。

油 糕 是 与 河 套 人 有 生 死 之 缘 的 美 食 , 吃 油

糕 是 河 套 人 家 的 一 件 大 事 。

河 套 地 区 ， 每 逢 大 事 必 定 要 吃 糕 ， 过 去 条 件

不 好 ， 村 里 邻 近 几 户 人 家 必 有 一 副 两 副 捣 糕 用

的 碓 臼 碓 杵 。 河 套 地 区 尤 其 是 婚 丧 嫁 娶 时 一 定

要 吃 糕 的 。 以 致 于 后 来 村 里 有 老 年 人 去 世 ， 不 说

死 了 ， 而 是 说 “ 吃 了 糕 啦 ” ！ 一 进 腊 月 ， 家 家 户 户

要 捣 年 糕 ， 只 要 走 到 村 里 到 处 都 能 闻 见 炸 油 糕

的 香 味 儿 。 过 年 以 后 ， 每 天 一 顿 猪 肉 粉 汤 软 油

糕 ， 吃 得 欢 欢 实 实 。

软 溜 溜 的 油 糕 ， 是 河 套 美 食 的 灵 魂 。 “ 一 条

扁 担 软 溜 溜 ， 担 上 黄 米 呀 到 苏 州 呀 呼 而 嗨 ， 苏 州

爱 我 的 好 黄 米 ， 我 爱 苏 州 的 好 闺 女 呀 呼 而 嗨 。 ”

流 传 在 河 套 地 区 的 一 首 民 歌 唱 出 了 河 套 油 糕 的

出 名 ， 在 这 里 把 做 糕 的 黄 米 与 苏 州 的 美 女 联 系

在 一 起 ， 说 明 河 套 做 糕 黄 米 的 出 名 。

做 糕 的 黄 米 是 种 植 的 黍 子 脱 粒 而 来 ， 所 以

黍 子 也 有 品 质 之 分 ， 做 出 的 糕 软 则 黍 子 为 上 乘 ，

反 而 硬 则 为 下 乘 。 黍 子 种 植 的 品 种 和 环 境 不 同 ，

品 质 相 差 千 里 。 在 这 一 村 种 上 是 软 米 ， 在 那 一 村

种 上 则 是 硬 米 。 红 泥 地 一 个 品 质 ， 砂 土 地 又 一 品

质 。

吃 油 糕 远 远 不 止 红 白 喜 事 和 过 年 过 节 的

事 。 盖 房 子 ， 有 “ 上 梁 馍 馍 压 栈 糕 ” 一 说 。 上 梁 只

是 一 道 工 序 ， 压 栈 乃 为 竣 工 庆 典 ， 可 见 油 糕 的 地

位 远 在 白 面 馍 馍 之 上 。 还 有 “ 搬 家 不 吃 糕 ， 三 年

闹 不 好 ” 的 说 法 ， 另 外 哪 户 人 家 生 孩 子 过 满 月 都

必 须 要 吃 糕 。

在 河 套 相 传 着 一 个 故 事 ， 说 庙 里 住 着 大 小

两 个 和 尚 ， 老 和 尚 爱 吃 油 糕 ， 在 门 前 的 地 里 种 了

一 片 黍 子 。 小 和 尚 怕 干 活 儿 ， 每 当 老 和 尚 让 他 干

活 儿 时 ， 他 总 对 老 和 尚 说 ： “ 种 不 种 吃 不 上 。 ” 老

和 尚 有 道 行 ， 不 计 较 小 和 尚 。 锄 地 的 时 候 ， 小 和

尚 不 想 锄 ， 又 说 ： “ 锄 不 锄 吃 不 上 。 ” 之 后 每 一 个

生 产 环 节 ， 小 和 尚 总 要 说 一 回 “ 做 不 做 吃 不 上 ” 。

老 和 尚 次 次 宽 恕 小 和 尚 ， 从 来 不 与 他 计 较 。

最 后 一 天 做 糕 吃 的 时 候 ， 老 和 尚 把 糕 蒸 好

坐 上 油 锅 ， 要 小 和 尚 去 抱 柴 火 炸 油 糕 。

小 和 尚 边 走 边 说 ：“ 炸 不 炸 吃 不 上 ！ ”

老 和 尚 终 于 忍 无 可 忍 ， 拿 起 烧 火 棍 追 出 门

去 打 小 和 尚 ， 小 和 尚 跑 得 很 快 ， 老 和 尚 追 得 很

远 。 过 了 好 大 一 会 儿 回 来 一 看 ， 案 板 上 的 糕 不 见

了 。 老 和 尚 十 分 疑 惑 ， 觉 得 就 漏 了 这 一 个 空 ， 怎

么 糕 就 不 见 了 呢 ？ 跑 出 去 再 看 ， 原 来 两 只 野 狗 把

案 板 上 的 素 糕 叼 走 了 。 老 和 尚 觉 得 是 天 意 ， 只 好

苦 笑 着 双 手 合 十 ， 席 地 而 坐 念 起 经 来 。

这 是 一 个 调 侃 吃 糕 的 故 事 ， 其 实 吃 油 糕 最

好 的 搭 档 是 粉 汤 ， 油 糕 粉 汤 那 吃 起 来 真 是 爽 快

自 由 。 然 而 吃 素 糕 就 又 有 另 一 种 吃 法 了 。

吃 素 糕 最 好 的 绝 配 肯 定 离 不 开 炖 羊 肉 。 把

羊 肉 炖 好 了 ， 夹 上 素 糕 一 块 儿 一 块 儿 地 蘸 肉 汤

吃 ， 吃 一 块 儿 素 糕 再 吃 一 块 儿 羊 肉 ， 吃 得 真 是 满

嘴 舒 适 ， 满 嘴 羊 肉 香 ， 那 种 感 受 那 种 快 慰 简 直 无

以 言 状 。

为 啥 河 套 地 区 吃 糕 这 样 盛 行 呢 ， 因 为 糕 本

身 是 一 种 美 食 ， 人 们 爱 吃 ； 再 一 点 吃 糕 也 包 含 预

示 着 将 来 步 步 登 高 的 美 好 祝 愿 。

河 套 地 区 的 文 化 礼 仪 也 多 受 晋 陕 两 地 的 影

响 很 深 ， 在 过 年 节 祭 祀 、 婚 丧 嫁 娶 、 日 常 生 活 礼

仪 方 面 与 中 原 北 方 各 地 也 差 不 多 ， 晋 陕 来 到 河

套 的 移 民 ， 除 了 沿 袭 已 有 的 礼 仪 习 俗 外 ， 也 多 受

属 于 强 势 群 体 的 晋 西 北 人 和 陕 北 人 影 响 。 有 了

一 些 特 别 的 形 式 。 比 如 每 年 农 历 七 月 十 五 过 中

元 节 ， 这 一 习 俗 就 是 晋 西 北 人 带 过 来 的 。 这 天 ，

家 家 户 户 要 蒸 馍 祭 祖 ， 上 坟 烧 纸 祭 祀 先 人 ， 还 要

蒸 面 人 人 、 面 鱼 鱼 互 送 亲 朋 ， 以 娱 儿 女 。

河 套 地 区 有 些 沿 河 地 带 ， 每 年 在 过 七 月 十

五 的 中 元 节 ，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节 的 时 候 ， 都 要 搭 台

唱 戏 ， 同 时 放 河 灯 ， 为 当 年 在 黄 河 上 走 船 而 死 难

的 人 超 度 亡 灵 。 从 清 末 到 民 国 年 间 这 种 风 俗 一

直 特 别 盛 行 。

说 到 河 套 民 风 ， 自 古 到 今 ， 有 多 少 人 都 用

“ 民 风 淳 厚 ” 四 个 字 来 概 括 ， 河 套 人 的 朴 实 厚 道 ，

胸 怀 宽 容 大 度 ， 常 怀 怜 悯 悲 天 之 心 ， 善 以 待 人 。

河 套 人 不 虚 假 客 套 ， 少 繁 文 缛 节 ， 性 格 豪 放 直

爽 。 这 种 民 风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受 了 蒙 古 族 习 俗

的 影 响 ， 同 时 也 是 在 走 西 口 的 历 史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 当 年 走 西 口 的 人 一 路 艰 辛 跋 涉 ， 走 到 哪 里 就

住 到 哪 里 吃 到 哪 里 ， 常 常 受 到 当 地 他 人 的 包 容

接 济 ； 走 西 口 的 人 后 来 定 居 下 来 ， 就 同 样 也 常 常

怀 着 一 样 的 怜 悯 之 心 包 容 和 接 济 他 人 。 久 而 久

之 ， 就 形 成 了 河 套 这 特 有 的 民 情 民 风 。

坐 在 北 国 商 城 里 ， 一 片 冷 清 ， 孤 寂 如 野 草 般 疯

长 。 六 月 末 的 日 光 暴 晒 着 下 午 的 时 光 ， 天 色 湛 蓝 ， 零

零 星 星 的 白 云 在 头 顶 或 远 方 如 羊 儿 ， 散 乱 无 序 ， 似 乎

在 啃 着 青 草 一 类 的 东 西 。 一 些 不 算 大 的 鸟 从 商 场 的

上 空 滑 过 ， 几 只 鸽 子 还 抛 出 稀 稀 拉 拉 的 哨 音 ， 匆 忙 从

头 顶 掠 过 。 几 个 孩 子 躲 在 一 隅 ， 从 兜 里 摸 出 弹 弓 ， 想

象 着 鸟 落 下 来 的 那 些 事 情 。 一 些 擦 出 火 的 风 ， 自 上 而

下 燃 烧 着 夏 天 的 意 象 ， 往 日 的 忧 愁 ， 被 一 些 铭 心 的 事

所 驱 赶 ， 那 些 缤 纷 的 三 叶 草 舒 展 心 中 的 惬 意 。

稀 疏 的 过 客 ， 慢 悠 悠 地 踏 着 小 城 的 随 意 ， 一 副

与 己 无 关 的 样 子 ， 反 正 也 没 多 大 事 情 。 意 象 纷 飞 ， 心

情 散 漫 ， 彼 岸 宽 远 ， 偶 有 涛 声 ， 浪 花 也 不 知 何 处 。

二 楼 的 一 处 檐 角 ， 晾 在 时 光 背 后 ， 有 两 只 燕 子

与 影 子 对 视 ， 与 那 根 有 些 寿 命 的 钢 筋 ， 形 成 一 个 鸢

尾 。 一 些 渊 源 探 出 了 芽 翼 ， 藏 匿 的 语 音 飘 然 落 下 ， 一

些 梦 想 或 许 有 了 出 口 。

两 只 斑 鸠 上 蹿 下 跳 ， 余 光 扫 视 不 及 的 范 畴 ， 说

不 定 就 藏 匿 着 一 张 婚 床 。 一 些 不 识 时 务 的 麻 雀 ， 听 见

敌 意 的 排 斥 从 暗 处 渐 渐 靠 近 ， 一 丝 惊 恐 从 天 而 降 ， 两

滴 稀 屎 仓 惶 地 落 在 墙 上 ， 白 色 的 印 迹 仿 佛 冒 着 热 气 ，

翅 膀 一 扇 就 站 在 一 颗 杨 树 的 枝 杈 上 ， 把 自 己 也 当 作

了 一 棵 树 ， 向 下 偷 窥 ， 想 象 着 影 子 下 仰 躺 的 姿 势 。

六 月 末 的 高 原 ， 太 阳 伸 手 可 摸 ， 气 温 能 攥 出 水

来 。 雨 水 在 南 方 缝 制 了 登 高 望 远 的 帘 子 ， 睁 大 了 眼 也

不 过 寸 目 的 留 恋 。 北 方 的 土 地 上 崩 开 了 一 道 道 裂 缝 ，

插 进 手 掌 抽 出 满 掌 的 委 屈 和 不 安 。

商 场 的 四 个 大 门 ， 从 不 同 的 方 向 盛 开 ， 来 来 往

往 的 花 朵 ， 面 对 的 是 不 同 的 走 向 。 我 想 起 了 我 的 人

生 ， 每 道 门 都 是 敞 开 的 襟 怀 ， 一 步 走 错 了 ， 就 是 挽 不

回 的 扼 腕 ， 疼 痛 的 须 瞬 间 就 长 成 了 根 。

人 到 中 年 ， 该 放 下 的 就 要 放 下 ， 回 归 的 路 已 打

上 标 签 ， 选 择 的 余 地 去 而 无 多 ， 背 着 十 字 架 一 意 孤 行

的 人 ， 就 是 做 了 夸 父 也 会 累 死 在 路 上 。

小 菜 园 蜗 居 在 县 城 的 新 城 区 ， 大 门 和 一 处 叫 银

肯 公 园 的 地 方 ， 隔 路 相 望 。 每 天 早 晚 间 ， 绿 意 穿 过 窗

缝 ， 梦 幻 仙 游 入 室 ， 舒 适 和 噪 音 似 两 把 锋 刃 ， 自 相 矛

盾 地 交 锋 ， 射 穿 我 恬 静 地 记 忆 。 我 站 在 五 楼 的 阳 台

上 ， 隔 窗 望 见 红 衣 白 裤 ， 飞 翔 的 姿 势 ， 我 看 到 了 那 些

血 液 流 动 的 方 向 。

就 在 这 座 小 城 的 钢 筋 水 泥 的 夹 缝 中 ， 我 营 务 着

一 处 面 积 不 大 的 一 个 小 菜 园 。 说 是 菜 园 子 ， 也 只 能 在

放 大 镜 下 观 摩 ， 面 积 少 得 可 怜 ， 自 娱 自 乐 种 植 少 许 蔬

菜 而 已 。 小 区 的 绿 地 最 初 由 苜 蓿 草 构 成 ， 虽 算 郁 郁 葱

葱 ， 但 从 没 见 过 一 棵 树 的 影 子 ， 连 蹦 蹦 跳 跳 的 麻 雀 也

无 藏 身 ， 灌 溉 、 锄 草 的 活 计 无 人 操 持 ， 绿 地 不 绿 ， 几 年

间 绿 意 变 成 苍 凉 ， 草 枯 地 荒 。 于 是 ， 几 户 居 民 铲 去 萎

靡 的 苜 蓿 草 ， 挥 锹 耕 耘 ， 撒 粪 翻 地 ， 搂 畦 拢 堰 。

就 这 样 ， 我 家 的 园 子 地 就 此 新 鲜 出 炉 。 园 子 地

被 我 分 割 成 大 小 均 等 的 十 个 畦 子 ， 像 我 的 十 个 心 爱

的 宝 贝 ， 水 肥 、 翻 耙 、 搂 锄 ， 待 遇 平 等 。 十 畦 子 地 ， 我 根

据 家 人 食 菜 的 喜 好 ， 安 排 种 植 。 两 畦 子 野 菜 ， 六 畦 子

蔬 菜 ， 两 畦 子 玉 米 。 我 精 心 打 造 ， 丝 毫 不 敢 怠 慢 ， 每 日

五 点 半 闻 晨 即 起 ， 左 瞧 瞧 又 看 看 ， 询 诊 问 脉 。

十 畦 子 地 地 块 虽 小 但 各 有 千 秋 。 两 畦 子 野 菜 ，

一 个 品 种 为 沙 芥 ， 另 一 个 品 种 为 沙 葱 。 沙 芥 是 头 一 年

深 秋 我 从 库 布 其 沙 漠 中 采 回 来 的 种 子 ， 沙 葱 是 我 从

沙 漠 腹 地 移 栽 的 野 菜 。 这 两 种 野 菜 ， 种 植 简 单 ， 沙 芥

根 系 发 达 ， 适 合 流 动 沙 丘 等 松 软 土 地 上 栽 植 ， 翻 地 要

深 ， 耐 旱 不 喜 涝 ， 属 两 年 生 草 。 头 一 年 发 芽 、 生 根 、 长

叶 ， 来 年 蹿 苔 、 开 花 、 结 果 。 沙 葱 属 于 簇 生 ， 根 系 稠 密 ，

喜 水 类 多 年 生 草 本 。 两 种 野 菜 均 是 沙 漠 地 带 极 富 营

养 的 原 生 态 野 菜 ， 活 血 化 瘀 ， 对 人 的 身 心 健 康 大 有 裨

益 。 沙 芥 不 宜 稠 密 ， 叶 片 长 出 半 月 有 余 ， 即 可 间 苗 。 沙

葱 细 如 针 状 ， 一 株 即 有 一 二 十 根 ， 喜 疏 依 稀 密 ， 沙 芥

根 深 一 米 以 上 ， 植 株 高 大 ， 而 沙 葱 仅 够 两 寸 。 两 种 植

物 ， 挨 临 傍 伴 ， 一 个 是 生 活 在 沙 漠 ， 一 个 是 沙 漠 的 外

延 繁 衍 ， 两 者 从 同 一 个 高 原 而 来 ， 又 在 新 的 地 域 做 了

邻 居 。

六 畦 子 蔬 菜 中 ， 黄 瓜 、 西 葫 芦 、 茄 子 、 胡 萝 卜 各

有 一 畦 、 西 红 柿 。 另 有 芋 头 稀 疏 地 分 散 在 园 地 的 夹 缝

间 ， 见 缝 插 针 地 服 务 着 我 和 我 的 家 人 的 舌 尖 。 我 的 菜

园 子 ， 别 看 地 块 不 大 ， 但 品 种 还 不 少 ， 分 门 别 类 ， 我 的

寻 常 悸 动 的 心 在 汗 滴 中 纵 情 绽 放 。

每 日 闲 来 ， 我 都 到 我 的 菜 园 子 走 走 。 看 看 风 景 ，

晒 晒 心 情 ， 心 之 地 时 常 泛 起 无 形 的 妖 娆 。 蛐 蛐 的 清

脆 ， 瓢 虫 的 静 谧 ， 麻 雀 的 欢 快 ， 燕 子 的 起 舞 ， 鸽 子 的 倏

然 ， 意 趣 袅 娜 ， 构 架 成 一 个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的 小 世 界 。

我 家 的 菜 园 子 七 月 底 即 可 开 园 。 一 畦 黄 瓜 ， 一

个 世 界 。 叶 片 墨 绿 的 长 势 ， 结 出 超 然 纯 情 的 想 象 ， 我

的 心 情 也 随 之 澎 湃 汪 洋 。 忽 然 某 日 ， 叶 片 上 爬 上 来 星

星 点 点 的 蚜 虫 ， 吸 附 在 叶 面 上 ， 茎 叶 似 乎 有 种 疲 软 的

态 势 ， 翻 转 叶 子 ， 虫 子 星 罗 棋 布 ， 给 人 感 觉 ， 不 进 行 虫

害 处 置 ， 瓜 秧 大 有 灭 顶 之 灾 。 于 是 ， 与 人 寻 求 对 策 。 农

学 家 出 招 说 ， 用 农 药 即 可 秒 杀 。 养 生 家 则 说 ， 用 扔 掉

的 烟 头 浸 泡 ， 喷 洒 叶 面 ， 不 日 即 可 剿 灭 。 对 于 我 来 说 ，

我 宁 可 轻 火 慢 工 ， 也 不 急 功 近 利 。 宁 要 假 以 时 日 ， 也

要 听 从 养 生 家 的 忠 告 ， 那 样 既 避 免 了 农 药 的 残 留 ， 也

利 于 身 心 健 康 。

原 来 看 似 稀 稀 拉 拉 的 西 葫 芦 ， 叶 子 冒 出 来 后 ， 嫩

条 极 速 疯 长 ， 藤 条 越 畦 而 过 ， 扩 大 领 地 ， 还 释 放 出 毫

不 留 情 的 霸 气 。 花 开 花 落 ， 果 实 十 几 日 即 可 采 摘 ， 肉

素 随 选 ， 鲜 嫩 爽 口 ， 开 胃 润 肠 ， 余 味 绵 久 ， 三 五 日 不 食

即 感 或 缺 。

两 畦 子 西 红 柿 ， 选 取 了 两 个 品 种 ， 一 个 是 红 色 ，

一 个 是 黄 色 。 平 常 给 我 们 的 感 觉 ， 按 感 性 所 知 ， 柿 子

之 中 黄 为 贵 。 其 实 不 然 ， 通 过 我 的 种 植 才 知 晓 ， 原 来

黄 柿 子 和 红 柿 子 师 出 同 门 ， 属 一 类 品 种 ， 除 了 颜 色

外 没 有 本 质 区 别 。 因 而 在 市 场 上 ， 商 家 说 黄 柿 子 种

子 价 格 就 高 ， 纯 属 忽 悠 人 的 哄 抬 物 价 。 在 柿 子 成 熟

期 ， 我 每 天 早 早 起 床 ， 对 那 些 即 将 成 熟 的 柿 子 ， 小 心

采 摘 ， 生 怕 粗 心 大 意 的 我 ， 损 伤 了 柿 子 的 叶 脉 或 经

络 。

某 日 ， 柿 子 种 群 里 发 现 两 株 袖 珍 小 柿 子 混 杂 其

间 ， 遂 当 心 肝 宝 贝 ， 精 心 护 理 ， 相 继 成 熟 。 每 日 晨 起 ，

我 把 成 熟 的 柿 子 装 在 篮 子 里 ， 红 黄 相 间 ， 大 小 不 一 ，

色 彩 纷 呈 ， 心 情 如 柿 子 般 五 彩 纷 呈 。 而 且 家 种 柿 子 ，

与 市 场 上 出 售 的 柿 子 ，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 以 农 家 肥 为

底 肥 ， 没 有 化 肥 做 铺 垫 ， 也 不 喷 催 熟 剂 ， 自 然 成 熟 ，

性 价 比 不 在 同 一 起 点 ， 味 道 沙 甜 味 美 。

胡 萝 卜 ， 色 泽 发 黄 ， 三 五 日 取 之 几 株 ， 去 缨 清 洗 ，

切 片 或 剁 节 ， 清 嚼 抑 或 蘸 酱 ， 嚼 之 清 脆 甘 甜 ， 味 道 天

然 淳 朴 。 时 常 拔 几 颗 胡 萝 卜 ， 擦 丝 水 焯 剁 碎 ， 和 适 量

牛 肉 搅 拌 成 牛 肉 胡 萝 卜 馅 ， 包 成 饺 子 ， 味 道 非 同 一

般 。 混 杂 于 其 他 作 物 的 芋 头 ， 无 拘 无 束 地 行 走 在 我 的

菜 园 子 里 ， 非 但 没 有 受 到 丝 毫 的 委 屈 和 挤 压 ， 反 而 放

开 手 脚 ， 士 气 如 虹 地 抢 滩 登 陆 。 长 势 茂 盛 ， 叶 片 肥 厚 ，

根 茎 块 大 水 多 ， 现 调 腌 制 搭 配 ， 调 剂 食 用 ， 是 全 家 人

甚 为 欢 喜 的 下 饭 菜 。 玉 米 的 栽 培 最 为 简 单 ， 成 熟 后 ，

隔 三 差 五 扳 几 棒 ， 嫩 滑 爽 口 ， 绵 甜 入 心 ， 全 家 人 足 足

吃 了 个 把 月 。 这 些 看 似 寻 常 的 玉 米 ， 还 常 使 友 人 的 餐

厅 心 花 绽 放 。

在 食 品 安 全 令 人 担 忧 的 当 今 ， 家 中 拥 有 一 处 小

菜 园 ， 对 于 人 到 中 年 的 我 ， 其 乐 无 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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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落尽草菁青，柳絮纷纷掠小城。

却见田间千树雪，依然郁郁唤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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