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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店口街：土沟变闹市
□庄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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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惜字纸
□沙草

【老街旧话】

盐店口街一角

从老城区马市街西行，过一座
桥，就到了盐店口街。金业路，将
短短的盐店口街分割成东、西两
段。两段连起来也仅有百余米
长，但从这里开始，与以住户为主
的马市街、贴廓巷、吕氏街就不一
样了——商店多了起来，商业气息
更浓了。这不仅是因为它靠近金业
路、丽景门，还因为它有历史渊源。

盐店口街东与马市街隔桥相
望，西与豫通街连接。

此街虽短小，但来头不小。过
去的洛阳城，西关外便是城郊。这
里原是一条土沟，与西边的豫通街
一样，都是通陕通晋的官道。

洛阳是“九州腹地十省通
衢”，晋商的骡马车队从新安县过
黄河，经孟津的横水，再从这里进
入洛阳城。尤其是山西的食盐，
在洛阳城销量很大。城内不允许
设立市场，晋商的食盐交易、集散
便都集中在这里。人们或采购自
用，或批发销往他处，食盐的生意
很红火。

这里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有许
多商人沿着沟边儿建起了商铺。

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多居民搬
迁过来，两侧的建筑物越来越多，

路面经过多次整修，盐店口街完成
了从郊外小路、土沟到城市街道的
嬗变。

这里的居民感慨，十几年前的
盐店口街两边高、路面低，一遇到
暴雨就成河，顺街而流，路面泥泞
难行。2000年前后，政府投入资金

将路面硬化后，市政设施也一一到
位，居民们也不再离不开雨鞋了。

这一道不长的街道，却有盐店
口街、豫通街、五贤街等数个街道
名，给城市管理以及居民生活带来
了些许不便。因此，有人建议将这
条街道的名称统一一下。

老屋的大木箱顶上摆了3个笸
箩，直径从15厘米到35厘米不等。
紫红色的油漆依然光亮，最大的那
一个还用布包边漆过，结实耐用。

小笸箩可用来盛放糖果、核
桃、花生、柿饼、大枣等，摆在方桌
上招待客人。柿饼内加核桃、花生
仁，是非常好吃的零食。

大笸箩是老母亲用来做针线
活儿的，里面放着黑、白、红、蓝各
种线板，线上别着大大小小的针，
还有剪子、钳子、粉线布袋儿、袜底
板、线缒、扎花的竹绷子，甚至还有
一本旧书，书内夹了许多纸花，是
往枕头套、鞋面扎花用的。

老母亲是勤俭持家的里手，每
天打发我们上学后，她便搬一把竹

椅，拿起笸箩，找个地方做针线活
儿。我们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
无一不是她做的，正如古人所言：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

过去，孩子到六岁就要启蒙入
学了，男孩子读《弟子规》，女孩子
则念《闺训千字文》。《弟子规》大家
很熟悉，《闺训千字文》说的是什么
呢？让我抄几句大家共赏：“拣柴
执爨（cuàn），煮茗焚香。补拆浆
洗，绣凤描凰。针线精致，裁剪审
详。最忌懒惰，活计匆忙……”

如今，街上店铺林立，你只要
有钱，想买啥就买啥。就拿穿戴来
说，有模特引领时装潮流，男女应

时服装花样翻新。人们不管是进
店选购还是网购，都很方便。新衣
穿上没几天，又有新款服装流行。
爱美的姑娘们便把旧衣服一扔，又
去买新的。老人看见心疼，把孩子
们不穿的衣服拿去卖，谁知一角钱
一斤也没人要。她们狠狠心将其
扔到垃圾堆里，拾破烂的也不感兴
趣。这真是暴殄天物，令人痛心啊!

有些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没有
养成动手用脑的习惯，却养成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的恶习，讲时髦、摆
阔气、好逸恶劳。你若要求他们勤
俭针黹、剪裁缝补、拆洗连缀，那不
是赶鸭子上架吗？

前一阵子，媒体讨论“家风”
“孝道”“三字经”等，这当然是倡导
优良家风，给社会增添正能量，这
很重要，也很有必要。我们的确应
该“养正于蒙”，重视孩子的德、智、
体教育，虽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看河南电视台《汉字英雄》节目，有道
题是要参赛选手写出“示”字旁的字。评
委于丹说，这个偏旁最早的意义是祭祀，
所以带“礻”偏旁的字，都和祭祀有关，如
祝、礼、福、禄、祉、禧、祷、神、祗等。她还
说，现在城里人的敬畏之心越来越淡了，
对这个字的本义不大了解。

这使我想起了老城老街的旧风俗——
敬惜字纸。

奶奶曾对我说，家里是不能随便把字
纸乱扔乱丢的，更不能将其当手纸，那是
对圣人的大不敬。

我当时想，这可能与爷爷教过私塾有
关，私塾里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当然
要对孔子敬重有加了。

后来，我听父亲讲，我家斜对门有个
熊姓的老汉，按辈分，我该叫他熊爷爷。
他经常背个篓子，拿个长夹子，在街上专
门拾写过字的纸，积攒到一定时候，就找
个僻静的角落，恭恭敬敬地将这些废纸
烧掉。

敬惜字纸的传统早在宋代就有了。
写有字的废纸不可随意丢弃、践踏、糊窗、
封坛或与其他废物混杂，而要丢入字纸
篓，焚烧成灰后收集起来。每隔一段时
间，人们便开坛祭拜造字之仓颉，然后将
字灰送到江河边，称为“送字灰”或“送字
纸”。相应的，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专为焚
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集字纸旧
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

清朝曾有大量的《惜字律》，劝人敬惜
字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谕
人们敬惜字纸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不
免带有因果报应的色彩。但是，敬惜字纸
体现出了人们对造字祖师仓颉的敬重和
对汉字的敬畏，这是令人感动、怀念的。

如今，电脑、手机越来越发达，语言交
流越来越顺畅，但我们仍要感谢吾乡吾
祖，敬畏汉字。

母亲的针线笸箩
□寇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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