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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风俗】

文明教化在文庙
□庄学/文 笑红尘/图

【洛阳老话】

耍婆婆

【老庄探路】

南关大白菜
□寇北辰 郭弋

河南府文庙一角

街道命名，大多有依据。老城的
文明街便是依据河南府文庙（简称府
文庙）命名的。上次说到御路街，从
此街向前走，就是文明街。

站在御路街南头，向西是三复
（府）街，向东就是约200米长的文明
街。文明街的历史不长，1927 年冯
玉祥军队进驻洛阳，大概是逐西洋
文明之风，河南府文庙前的这条小
街被命名为文明街。不过，也有人
认为此街名是从当时设在府文庙内
的“明德中学”和“文庙”的名字中各
取一字而成。

其实，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
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与武
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天下有文
章而光明”“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
方曰明”，注重礼义教化，即符合儒
家思想。相对于以敬奉至圣先师孔
圣人的河南府文庙，“文明街”这名
儿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明街比较窄，南边为民居，显
得有些破旧。北边主要是河南府文
庙，也有一些零散的住户。如今，文
明街东边与道尊街相对的一部分已
被拆除，目光掠过残雪下的碎砖乱石
远望，不远处就是东大街鼓楼。

河南府文庙始建于金，原为文宣
王庙，后称文庙，是河南最大的文
庙。六进院的建筑，可以想见其曾经
的辉煌。在它的东边，还有传说妥寄
关公首级的“妥灵宫”。

府文庙为府庙合一，据说洛阳各
县的秀才必须到府学拜师学习，才有
资格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所以无
论是官府衙门还是以文求功名的文
化人，都往来于府文庙拜谒孔圣人，
可以想象这里的热闹和鼎盛。就连
闯王李自成进入洛阳，也下令保全府
文庙。洛阳的有志之士在这里设立
了明德中学，后来在文庙内设立了文
明街小学。

府文庙历经战火蹂躏，见证了洛
阳城疮痍满目的历史。随着洛阳人
口的增多，周边被居民、商家蚕食，府

文庙日益萎缩，大门影壁、牌坊也被
拆除。日本侵略者空袭洛阳时，大成
殿被炸毁一半，文明街十余户居民遇
难，日军驻洛阳警备司令部占据此
地，“文明”之地成了人间炼狱。

府文庙正在恢复性重建，这一
带将成为老城明清古城整体保护性
开发建设工程中的重要部分。如
今，文明街的路边伫立着一块“河南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府文庙”
的石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府文
庙将以另一个样子展现在我们面
前，文明街也将旧貌换新颜。

过去没有反季节蔬菜，冬季天
寒地冻，地里除了菠菜，似乎没有其
他蔬菜。所以，市民要冬储白菜、萝
卜、大葱等。

洛阳的冬储大白菜以南关出产
的最为有名。农谚这样形容南关的
优质大白菜：“大白菜，白生生。裹
得紧，瓷锭锭。菜叶白光光，芯是微
微黄。帮子长又长，吃着不丝穰（方
言，指没筋）。”

我们家吃白菜，一般有五种做法：
凉拌菜心：将菜心洗净切碎，

加盐、油、醋，一会儿就拌好了。早
晚喝粥时就着吃，很下饭。平时招
待客人，用它当下酒菜，既方便又
可口。

炝白菜：炝白菜是洛阳冬季酒
席上凉菜的“四大金刚”之一，不可
或缺。做这道菜炝汁儿很关键。备
好葱、蒜、黑木耳、红秦椒，把姜切成
丝，备小海米若干。在锅里加适量
油，油热，将葱、姜等投入，微炒，再
加醋，刺啦一声，即可端锅备用。

将白菜洗净、切段，在开水中氽
一下，放在一个瓷盆内，撒盐，凉后
加盖儿。

吃时取氽白菜一碟，浇汁儿。
这炝白菜红、黄、白、黑四色俱全，煞
是好看。香、辣、脆、酸、甘，营养丰
富，非常可口，喝着老白干就着炝白
菜，真叫过瘾。

炒白菜：炒白菜属于热菜，与
牛、羊、猪、鸡、鸭肉合炒都很出味，
与白豆腐、炸豆腐、豆筋一起炒，吃
斋念佛之人最喜欢。

做白菜卷：这是水席中的一道
名菜。把白菜叶切成长方形，包入
肉馅、素馅均可，包好后用细线缠
紧。肉汤煮沸后，放入白菜卷，滚过
两遍，加韭黄、海米、香菜、味精即
可。上桌解线食之，味鲜可口。

做酸白菜：将白菜洗净切成块
儿，在开水中烫一下，冷却后放入
缸内，铺满缸后加清水，高出菜面
3寸左右，压上石头，20天后即成
酸白菜了。用它做包子、酸菜饼，
非常爽口。

假如主妇喜欢盆景，可以将白
菜根放在盛有凉水的碟子里让其发
芽，摆在绣房里，更显得“云拥妆台
晓，花开绣阁香”，其虽不是水仙，胜
似水仙。

白菜浑身是宝，营养丰富。我
吃凉拌白菜，竟能通肠，保持大便畅
通，比吃药要强得多。

不少地方都有结婚时闹洞房、耍
新郎的风俗，洛阳也不例外，甚至还
有耍婆婆的风俗。

儿子结婚了，娶回一个如花似玉
的媳妇，当婆婆的自然心花怒放。街
坊邻居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婆婆。结
婚当天，就在婚礼开始前，便会有人
把墨汁、锅底灰或者鞋油、口红之类
的东西，从身后往婆婆的脸上抹，婆
婆顿时成了“花脸婆”，又来不及清
洗，只好就这样被众人推上婚礼台，
让台下的人笑成一团。

这还不算完。等到过年的时候，
婆婆还是大家取乐的对象。邻居们
会想尽办法，拿婆婆开玩笑，或让她
唱个曲儿，或逗她学狗叫，可谓花样
百出，让大家乐一番。如果表演不
了，那就得给大家买糖果。

曾经有一个开朗的妇女，整天

和大家说笑话，大家都说这人“吃
耍”。她当了婆婆的那个大年初一，
大家吃完了饺子又聚在一起。有人
突发奇想，就提议：“以前都是你耍
别人，这回你当婆婆了，其他人的节
目都不用表演了，你就来个特别的，
学驴叫吧！”立即有人附和：“俺家还
有驴围脖呢，你也一并戴上，卖啥吆
喝啥嘛！”

在众人的笑声中，这个婆婆大大
方方地戴上驴围脖，学了两声驴叫，
然后问大伙儿：“驴都叫了，兴不兴受
惊乱跑？”大家一听更乐了：“兴啊！
咋不兴呢？”“那我可跑了啊！”这个婆
婆一边说，一边转身跑出了大门，转
眼跑得不见了踪影。过了几天，那家
人急着用驴拉车，为了要回驴围脖，
不得不给她买了一包糖果来换。这
次耍婆婆一时广为流传。

□张清贤

公公、婆婆成了花脸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