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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舌尖上的洛阳话
□姚智清

““记忆中的老物件记忆中的老物件””之之

逮虱子逮虱子
还得靠篦还得靠篦子子

□记者 张丽娜 实习生 王琪

【老洛阳话】
【娜说河洛】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在中国人心里，吃是头等大事，洛阳话里
就有许多关于吃的词语。

先说酒席。洛阳人讲礼数重规矩，红白
喜事都要摆酒席，这在洛阳话里叫“过事
儿”，也叫“摆场儿”。“场儿”就是酒宴，“官场
儿”是指正式的酒宴，“有场儿”就是指有酒
宴要赴。赴宴不叫吃饭，叫“坐桌”或“吃
桌”——你想那桌子怎能吃下肚？但洛阳人
就是这样霸气。

洛阳的酒席分等级，“整桌”是指完整的
水席，比较隆重，8碟16碗共24道菜。一般
人就算在家里“摆场儿”，心里也会分出等级，

“八碗四”（4盘8碗）是招待贵客的，“五碗四”
（4盘5碗）是招待一般客人的。

就是最平常的早饭和午饭，咱洛阳话也
跟普通话不一样，叫清早饭、晌午饭，交代得
清清楚楚。晚饭在洛阳话里叫喝汤，这里的
汤指的是米汤或面汤，和古汉语里表示热水、
肉汤的汤是两码事。

晌午饭是正餐，洛阳人晌午一般吃面
条。说到面条，还真得提一提洛阳的浆饭。
浆饭就是浆水饭，也叫浆面条，把面条下到绿
豆酸浆里，再放上花生、绿豆、芹菜丁等，最后
把韭花酱、辣椒油各来上一小勺，那味道真是
没的说。不是有句俗话是“浆面条热三遍，给
肉都不换”吗？不过，这也只是咱洛阳人才能
享受得了的美味，外地人初闻这酸味还真有
点儿受不住。

说到面，洛阳还有糊涂面，不是清楚糊涂
的糊涂，而是洛阳人喜欢把稠乎乎的吃食前
后加上“糊涂”二字，比如糊涂面、黄面糊涂，
若是爽爽利利的，则叫成汤面条、黄面汤。

洛阳话里还有一个字很特别：甜。你到
洛阳大街上一走，随处可见“甜咸牛肉汤”的
招牌，洛阳话里的甜指的是不放盐或少放盐，
跟糖没半毛钱关系。

突然想起在小学门口吃大绿豆的情形。卖
家必是位大爷或大妈，吆喝着“大绿豆……”，用
一小块纸卷成的巴掌大小的锥形小桶盛绿
豆，撒上盐，两分钱一桶，大家你一口我一口
地吃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大概就是舌
尖上最美味的记忆。

本周公益电影为《分手大师》，周四、周五
凭工会会员证或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
张，凭《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1月17日15：00

你逮过虱子吗

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最近正
火。一个洛阳老太太对着满屏幕的云鬓花颜，
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些女人头发恁长，
都不怕生虱子？”

在洛阳话里，“生虱子”要念成“sēng
sāi”。生了虱子就得逮虱子，在20世纪80年
代以前的洛阳乡间，逮虱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常见场景。

过去洗澡不方便，人们逢年过节才去澡堂
子彻底搞搞个人卫生，有些人一年到头也洗不
了几回头，这就难免生虱子。虱子个头儿小，它
们藏在头发里祸害人，让你痒得要命，干着急没
办法。这时候就得让他人帮忙逮虱子。

见过公园里的猴子吧？俩猴儿一前一后
蹲在猴山上，扒拉着猴毛逮虱子，逮住一个搁
到嘴里咬死一个。老辈人逮虱子的画面跟这
场景差不多——当然，人不会把虱子搁在嘴
里咬，而是直接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将
其挤死。

倘若头上虱子泛滥，逮都逮不完，那就得出
动篦（bì）子了。

一回疼，二回爽

老洛阳人无论贫富，家里几乎都有一把篦子。
篦子多用竹子、牛骨等材料制成。它的外

形跟梳子有点儿像，但两边都有齿，而且齿比梳
子的更密。

相传，制篦子的祖师爷是春秋时期的陈七
子。陈七子犯罪入狱，头上生虱子，他将竹制刑

具改造成了篦子，用来清除头上的寄生虫。
古代有句顺口溜，叫“贼如梳，军如篦”，说

的是窃贼像梳子、官兵像篦子：小偷一般不会把
你家的东西全偷走，而贪婪的官兵无孔不入，几
乎把老百姓的财产搜刮完了。

可见篦子是梳子的加强版。用篦子篦头，那
些密齿能把头上的头皮屑以及虱子统统刮掉。

使用篦子是有技巧的。一个洛阳姑娘小时
候头上生虱子，她奶奶给她篦头，一篦子下去，
她就跳起来喊着痛满院子跑——篦子的密齿刮
着头皮、揪着头发，确实很疼。

然而，篦头跟按摩一样，初次疼，再次爽，篦
头次数多了，头皮不痒、头发滑溜、舒筋活血、神
清气爽，人是会上瘾的。

所以，过去人们也管理发师傅叫“篦头师
傅”——掏钱让理发师给自己篦头，可见其中
妙处。

情长赠梳子，发短不胜篦

篦子不但实用，还有装饰功能。在古代，梳
子、篦子合称梳篦。古人好留长发，梳子不离
身，篦子不离手，不知是谁想出了将梳篦插在发
间当发饰的法子，众皆效仿，蔚然成风。不信，
请数一数《武媚娘传奇》里武则天的头上插了多
少梳篦。

古书《清异录》有云，洛阳“富二代”崔瑜卿，花
重金给一个妓女做了一把象牙梳。这不单是礼
物，也是定情信物，插在头上看着美，心里更美。

短发族、脱发族用不上篦子。“诗圣”杜甫老
了以后，“耳聋须画字，发短不胜篦”，甚感惆怅。

记忆微凉，当年篦头逮虱子，竟也成美好
回忆。

洛阳桥梁扫描

涧河上最早的铁路桥

【河图洛影】

（资料图片）

它是涧河市区段唯一的
铁路桥，也是涧河上最早的
铁路桥，东边连着五女冢村，
西边连着同乐寨村。洛阳人
习惯称它为铁桥。1954年8
月，这座桥由河北丰台桥梁
厂承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涧
西建起几座大厂，这座铁桥
对几个大厂的生产发展起
到巨大作用，至今依然没有

“退休”。
符运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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