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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

C03版随笔 ▲

C05版连载▲

C04版写手

▲

C07版漫画 ▲

C08版玩吧▲

C06版网事

【老洛阳话】

昨天，我跟河南中医学院的洛阳
籍学生程丽颖网聊，问她端午回不回
家。她说她对端午节文化没有认识，
此节对她而言就是吃粽子——她不喜
欢吃粽子，也就没打算回家。

我仍不死心，撺掇她打探其他同

学的想法。她去问了一个“思想深刻
的学长”，学长说，端午节就是送礼的
节日……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满心期
待天之骄子们能讲出一些体面而深
刻的话，弘扬传统文化，可惜现实很
不给力。

也许是为了安慰我，程丽颖又说，
她其实很愿意过这个节，苦于不知该
做些什么，连搞形式主义都不会。

感谢她说了真话，真实总胜过粉
饰完美的谎言。

前一阵子，我路过老城区柳林街，
年逾古稀的王灵芝正在家门口摆摊
儿，卖她亲手缝制的香囊。（左图）香囊
挂在架子上，花红柳绿，煞是好看。不
时有人驻足，挑挑拣拣，三五元买一
个，笑嘻嘻离去。

程丽颖要是有王灵芝这样一位奶
奶，估计就不愁端午节怎么过了。王
奶奶能讲出许多过节的习俗——

端午前后正是麦收时节，老洛阳
人不但吃粽子，还吃油饺子（又称油
角子）。

五月初五，出嫁的闺女要带着粽
子、油饺子、糖糕、油条等回娘家，这叫

“麦子到场，闺女瞧娘”。娘家也会给
婆家回礼，俗称“送端午”。

相传，从前有一户河洛人家，小姑
子总欺负嫂嫂。嫂嫂的爹娘心疼闺

女，就炸了油饺子，趁着端午节送给
亲家尝鲜：“送上油饺子，当与小姑
食。今日虽为女，明日也为媳。韭菜
虽弱小，年年成新绿。长短可包涵，
家兴凭和气。”绵里藏针，提醒小姑子
善待嫂子。

这个传说的核心是家和万事兴。
河洛人过节基本上围绕着家庭进行。

老洛阳人过端午也去户外——带
着自家儿女，黎明前出动，到山野里采
集新鲜艾草，回家扎成一束悬在门上，
或是和杂粮一起装进香囊避邪，或是
燃了驱蚊避瘟。

喝雄黄酒也可避邪。小孩子则
手脚系上五色丝线搓成的“花花绳”，
戴上绣着蛤蟆、蜈蚣等“五毒”图案的
兜肚。

在门上贴钟馗像，去关帝庙烧香，
是善男信女过端午的做法。

现今的大学生崇尚科学，吃粽子、
戴香囊还可以，若让他们喝雄黄、拜钟
馗，即便做了，恐怕也觉得滑稽。

民俗文化学者陈连山认为，民俗
文化的传承，须仰仗对传统文化内涵
的了解。然而，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个
渐进的过程，急不得。

有聊胜于无，搞搞形式也是好
的。形式搞得到位，或可由表及里地
培养习惯，到时候你不让人搞形式，他
反而觉得缺点儿啥呢。

现在流行一个新词叫
“造”，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
中，常有“你这么帅你家人造
吗？”“我造了”等话语。这里
的造就是知道的意思，这种
造词法并不稀罕，古时就有，
在洛阳话中更多。

“知道”怎么成了“造”
呢？这得从语音说起。古时
候没有拼音，要认读生字，可
以用直音法、读若法、譬况法
和反切法。反切法是比较常
用的，你只要用上一个字的声
母来拼下一个字的韵母就可
以了。反切使用多了，以至于
到了汉末，民间竟兴起了一种
新的语言，叫反切语，类似今
天的新词语，比如“叵（pǒ）”
就是“不可”二字的反切，而

“孔”则是“窟窿”的反切。
反切语在洛阳话中非常

多，数字里常说的“哟、俩、
仨”便是“一个、两个、三个”
的反切。在元曲《高祖还乡》
里有这样两句：“一面旗白胡
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
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面
的“胡阑”和“曲连”都是洛
阳话。“胡阑”就是“环”的合
音，“曲连”则是“圈”的合
音，用的都是反切语。今天，
绳子什么的揉成一团，老洛
阳人会说“一胡阑”，见人家
烫了发，还会指着说“一头曲
连毛儿”。

反切语是一种语言游
戏，充满了智慧和情趣。《镜
花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
有一紫衣女子向多九公等人
请教反切，见无人回答，便淡
淡一笑，说了一句“吴郡大老
倚闾满盈”后，飘然而去。后
来多九公们才明白，这紫衣
女子原来是在用反切来骂他
们不学无术，“吴郡”就是

“问”，“大老”就是“道”，“倚
闾”就是“于”，而这“满盈”便
是“盲”，合起来不正是“问道
于盲”吗？

流行语中也早有“酱紫
（这样子）”的反切语，这是对
港台话的模仿。今天，如果
你听到有人对你说：“你造
（知道）吗？俺宣（喜欢）你好
久了。”千万不要惊讶，那其
实是一种新的示爱方式。

此树挺神奇“守护”小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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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点儿形式也很必要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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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洛阳话

你“造”吗
俺“宣”你好久了

□姚智清

在黄河小浪底大坝西南方半岛
上，有一座突兀的小山，山巅有一棵
古柏，旁边立有石碑，碑上刻着“神
树”二字。

此树为侧柏，编号为豫C1612，树
龄500年，树高6米，冠幅9米。

相传，黄河曾是一条桀骜不驯的
黄龙，奔腾呼啸，给下游人民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大禹为了降服它，在黄
河的最后一道峡谷小浪底设下了坚
固的关卡，并选择农历六月初六这一
吉日，派他最能干的小儿子来此防
守，驯服了“黄龙”。黄河到此便风平
浪静，不再危害下游百姓了。

时间久了，大禹的小儿子脚下
生根，不知不觉化成了这棵古柏。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此树称
为“神树”。

还有人说此树是王母娘娘的一
把雨伞，故又称“伞树”。

每年的六月初六，附近百姓都要
到这里上香祈福。 张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