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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我的同

胞们!

献给一切热爱延安和研究延安的志士

仁人们!

——作者置记



自 序

陕北黄土高原，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它既贫瘠，又富

饶I既落后，又先进，既愚昧，又文明；既闭塞，又开放⋯

⋯一分为二，舍二为一，矛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在这一

块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四十年(现行年半百，除读大学及初参

加工作时十年客西安外，一直生息于此)，苦苦研读了它四

十年，虽未研读出真正的底蕴，不敢就说是得其精髓、得奏
神韵了，然自信于地表地貌、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民俗民

意，民间文化艺术、历史上曾居住过的人物等等。也大概是

知之颇多。惜前人并未着意刻画过这块神秘的土地，于是扰

不自量力，默默地承担起撰写它的义务来。又窃喜近年来心

态平和，后官也尚清闲，于是便能较公允较冷静地予以播

摹，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这样一本纯地域性的散文

集l《延州列土志》．

书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或许并不是作者的初衷，．

或许作者当时就并没有多少初衷。我应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

从未有过写这本书的详细计划，我更多地是唱《信天游>，

想到哪里就写到那里，想写什么扰写什么。因是没有前人手

扰修筑的樊篱，没有范文或范本，可任我心随笔至，尽力捧

洒·所以我写起来又颇觉轻松，倒不象是蝙删的什么志书的’

一样，戴了很长时问的紧箍咒。



延安地区，很小很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版

?囝上，只占二百几寸分之一。延安地区，又很大很大，土地

面积相当于一个台湾省，比东欧的阿尔巴尼亚，西亚的科威

特，卡塔尔．巴林，不知叉大了几许?更为可贵的是，这是

埋葬着人文初租轩辕黄帝的一块民族圣地，这是曾作过中国

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的一块革命圣地。有此二圣，难道还不

值得大书特书，昭示全世界，以俾留芳百世吗?

我将书名叫成了列土志，是因为我已尽我所知，言别人

之未言，道别人之未道，非志而何?可我得郑重声明，这并

不是一本志书，并不是每人每事每言每语皆有出处，皆有文

献资料。这只是一本散文集，作者是严格地用散文的手法进

行描摹的。因为我私心认为，象现在这样写，可读性才很

强，才能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才能占有更多的读者。老实

说，我的这种心态有点过分讨好读者，有点故意迎合读者的

胃口。但写一本书，总是为给读者看的，不能吊起读者的胃

’口，只板藉脸就事记事，那就无异于煽工具书或资料书了。

我很自信这本书是有用的。是会拥有相当多的读者的。

尤其是现在仍在延安地区各县(市)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一般

干部们，他们应该读这本书，应该充分了解他们生活和为之

服务的这个地区，不仅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还能把它当

成民情民风民言民俗民志民生来读，只有充分地认识了它，

才能充分地献身于它，建设它。当然，对于生活在这块黄土

地上的普通人民，亦即芸芸众生们，我更含了无上的崇敬成

份。以此，我执意在书的扉页上要题上这样一行字：献给生活

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我的同胞们l

我把所有热爱延安、研究延安的人士作为挚友。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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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当然，我更希望他们用挑易fJ的目光朱

评判这本书。

浏阳河

】992年孟冬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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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风土人情

风情记略

黄土高原腹地上的延安，也许是华夏最古老．开发最早

的一块土地了。且不说轩辕黄帝这位人文初祖的陵寝所在地

黄陵县，也不说大禹治水时的起始地宜川县壶iZl，单就近年

来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的大量遗物，就可证实地球上最早的一部分人

类，确在这里生活过。而历史上长期以来多民族杂居，又构

成了这里弛特的风俗民情。

吃饭穿衣

延安地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无霜期短，水源奇缺，

黄土层虽厚，却只能生长五谷杂粮。受此条件限制，农民群

众的生活习惯便是t吃饭，喜食莽面圪凸、养面冶铬、浊

糕、油馍、米酒、黄米饭、黄米馍、’豆钱钱饭、苜蓿库勒，

洋芋库勒、豆角库勒．榆钱库勒、槐花库勒(库勒相当关申

的“麦饭’’，两字为土语，不知该怎么写，笔者以为很可能是

已经汉化了的不知那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凉粉，碗砣、

麻汤饭，荷包蛋、炖羊肉、羊杂碎，羊腥汤、小米捞饭⋯”·

主食差不多全部是粗粮，烹调却用心良苦，蒸，炸，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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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都用上了，郎所谓粗粮细作，尽量可口，既讲究吃饱，

又讲究吃好。在北方农村，斗胆地说，，很可能最数延安人饮

食的种类多样化了，有些食物的名称，任何食潜上都没有记

录，也找不到和土语相适应的汉字，只能让人怀疑是已经消

失了的一种或几种语言的残留语汇。一般地说，延安农民对

自己的吃食是相当满意的，对自己的烹调手艺，也颇有点

以敝帚自珍黟。所以，吃饱吃好以后，还要歌而咏之：“荞

面圪凸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

糕，冒上性命往你家里跑黟，“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

的米酒降给亲人喝矽，“头一回看妹妹你不在，你的妈妈给

我吃了些扁豆捞饭酸白菜黟，“煮了些钱饯下了些米，大路

上搂柴瞧一回你力等等。
． 生活在=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当代人，很讲究食物的营

养。笔者绝没有对上边提及的延安人的食物进行过营养成份

的分析，但武断地说，不知从何时起延续至今的这些食物，

营养肯定屉丰富的。不然，女人为啥都如花似玉，出了象貊

婵这样的俏丽美人l男人为啥都体魄强健。出了象吕布这样

舶伟岸武夫呢?

除宜川，延长、延川三县靠黄河岸的几个乡镇外，延安

．地区的其它县(市)均不产棉花。可延安的气候，又好象只

有冬夏，没有春秋，冷刚过去热便来，热才消退即转冷。再

如上黄土极其松散，风一吹，便吹来满天黄尘。大概也就是

受这种种条件的制约吧，延安的农民，穿衣服也别具一格，

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衣饰美学。冬天，多穿老羊皮袄，而且不

上布面，外表就是熟化了的羊皮，夏天，多穿白布汗衫，当

地土话Ⅱq褂爵；冬夏的交替时间一般穿夹袄坎肩。从以上的

2



服饰样品看，好象和北方其它的地方也没有多大区别。但紧

接着的特色就来了，这就是不管春夏秋冬，农民何总爱在头

上勒一条羊肚子毛巾，夏天当擦汗手帕用，冬天当帽子戴。

而且羊肚子毛巾的勒法，也和山西等其它相近的地区不同，

是朝额头前拢的，决不拢在后头。自从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

住过十几个年头后，羊肚子毛巾好象已成了陕北农民的特有

服饰。匾家们最是敏感，画中人无论长怎样一张脸，是怎样

的一类体型，只要头上勘一条羊肚子毛巾，读者便会一日认

定足陕北入。一般地说，地瘠民贫几个字现在仍可以用在延

安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生活并不怎样富浴，自然地衣服的

质料也顾不得讲究。但延安人在做衣服的做工上，选衣料的

颜色上，又却十分考究。主要是喜欢大红大绿，喜欢绣花。

往往是帽子、头巾上绣花，垫肩上绣花，围裙上绣花，烟布

袋、荷包袋上绣花，鞋帮上绣花，袜子上绣花，袜底上绣

花，贴身穿的褒肚上绣花，差不多从头到脚，统由各色花的

图案组成，对如此多花、漂亮奇特的服饰谁又不眼热呢l以

此陕北民歌中。“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我的哥哥是个庄稼

汉，，，“羊肚子手巾三道邋红，我的哥哥参加了八路军"，

“你妈妈打你不成材，露水地里穿红鞋"，“你穿上红鞋炝

畔上站，把哉们年轻人心搅乱黟，“正月里闹元宵，荷包绣

开了，，等等歇词，无一不是对自己衣服的炫耀。

农时节日

也许姓历史太悠久了，也许是各族人民留下的文化遗产

太丰富了，也许足自然灾害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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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太畏惧天神、鬼魅了⋯⋯总之，．延安农村的节日是很

多的，从农历正月到腊月，月月有节日，一户农民，每年至

少要过二三十个节日。

正月是一年之始。农时节日也以正月里为最多。初一，

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叫作春节。但过春节却有点别致。其一·

是，初一日每家都只吃两餐饭，早餐，几乎是清一色的水饺。

延安盛产萝卜，水饺住琥以自萝卜和胡萝卜为主，肉馅又以

羊肉为主。除夕夜里就包(延安方言叫捏)下一锅盖饺子

(延安人多使用高粱杆纳的锅盖，锅盖上可放置生熟食

物)，其中有一只，中问包着一枚铜钱(近年来铜钱少了，

多数人家便以镍币替代)，叫作福饺子。这只福侈子和其它

饺予包的一模一样，待黔上来了，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或饭桌

旁，看谁吃出这枚铜钱就是谁今年这一年有福气，交好运。

春节的下午饭，才是正餐，年茶饭矿’多么丰盛就在这顿饭展

示。所谓“穿衣吃饭量家当打，谁家年过得怎样，村里人心

里大概是有讲的。但好在又有所谓“初一不出门"的约定俗

成的老例，春节这天没人随便到别人家串门，所以每家究竟

吃了些啥饭，就只有自家知道了。其二是，春节的早晨，在

太阳没出山以前，是禁止动用扫帚，笤帚的，1日俗认为如早

晨便扫炕扫地，会把福气扫掉，于是就一任炮皮果核纸屑撒

满一地，以显示其家过年的丰饶。太阳出山后，家家才开始‘

打扫卫生，迈入新的一年了。其三是早晨开门时，要放炮仗，

谓之“开门炮一，旧俗认为开门炮是欢迎灶君归家，即灶君

前的古对联说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移的回宫。如不

即时放炮，得罪了灶马爷，这一年在吃饭问题上便会很不吉

利。其四是晚上要在院子里燃一堆篝火。或柴草点燃，或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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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块垒成火塔塔均可。总之，火焰高，燃得时间长便为吉·
利。

初二初三初四很快过去，挨至正月初五，又一个也许是

最惹人眼热的节日便降临了。这个节日nq“送穷媳妇黟或

“接财神爷，，，也叫“送五穷’’或“接五财神"。“五’’无

疑是指五谷而言，这也就决定了这个节日是特定的农家的节

日。这个节日的过法也很奇特。首先，是早晨敬家神时，先

从财神爷牌位前敬起，先为赵公元帅上香放炮，虔诚者，往

往还会跪在赵公元帅神像前，暗暗地乞求其保佑，或口中念念

有词地矗恳其赐福。送穷节吃什么饭好象没有具体规定。晚上

在院子里燃火也和春节晚上相同。最别致的足，这一天家家

户户都会去小河沟里凿一些冰块，冰块必须是品莹洁白，冲

洗得千干净净，拿回家时又必须摆放在财神爷的牌位前。儿

时我最爱干给财神爷打冰的事了，但总不明白为什么敬冰给

财神爷。某次忍不住问奶奶，奶奶在避开父母亲后才告诉

我，那冰便足代表银子呀，你看它的颜色、形状不是和银子

一样的吗l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每次打冰都打得很多，以

致消溶后在财神爷牌位前的脚地上留下湿湿的一摊，久久不

得干。但不知为什么，我家却总未成为村里的富户。想来也

许是我的心毕竟不诚，半信半疑吧。

过罢送穷节，便见初六日的人年了。人年区别于除夕夜

的鬼年，过法和过大年一模一样。毫不逊色。初七日，延安

叫“人七，，，也和初一日的春节一样过，不再一一赘述。其

后，就是正月初十日的“老鼠嫁女一节。旧时卖的年画，民

间剪纸，都把这嫁娶的仪式描绘得过分排场。其实这个节

目，原本很寒酸。早晨除了照例放炮外，也不敬神祗II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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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挂灯笼，不燃篝火，一切静悄悄的。倒是全天有两个忌

讳：一是全天不吃米，必须每餐饭都吃面食。俗语云老鼠燎

女节吃了小米，夺了鼠食，脖子上便会生老鼠疮(淋巴结

核)，也有说老鼠嫁女节吃了米，这一年老鼠便肆无忌惮地

遭残粮食的。二是全天不做针线，谁家这一天傲针线，谁家

的姑娘便失了巧慧，成为笨手笨脚的蠢女人。奶奶还曾告诉：

我，这一天晚上人睡定后窑洞里能听到迎亲的唢u^声，但昕

到后不要出声，不要坏了老鼠们的好事。如果破坏了老鼠的

婚事，就要找不下媳妇，一辈子打光棍。遗憾的妊我虽年年

这一天都晚睡，常想听到唢呐声，甚至按老人教给的方法把

耳朵伸进炕灶(延安叫投灶)里听，却总连一次也没听到，

我想，老鼠也跟人一样，害怕人们窃听私房吧l ，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或称灯节。放炮．燃篝火，挂灯‘

笼，照得彻夜通明。延安农村的灯笼最常见的是四方形、匾

筒形，用白纸粘住表面，在四方格上或写“吉星高照”．

“满院生辉’’、 “春回大地"，或题对联。手艺巧的，也不
过是把灯笼制成转动的，风一吹就转，叫“转灯弦或“走马

灯矽。当然，手巧的媳妇姑娘是绝不会放弃这个自我表现的’

机会的。她们会在糊灯笼的自纸上粘贴上各种剪纸图案，以

炫耀手艺的精巧。元宵节，延安地区旧前却并不吃元宵，西

不产大米，便改吃“茶’’。“茶黟是米茶，元宵节的泡制米
茶叫“淘茶，，。原料用硬糜子面(黄米面)、芝麻，核桃

仁、杏仁、瓜子仁等组成。熬茶时特别注意加进去豇豆，黄

豆、红豆(菜豆)、芸豆等各色名豆，加进去了皮的玉米

仁，成为一种很稠的食物。延安的米茶多种多样，但以元宵

节的米茶最具特色。在延安农村，也许元宵夜里的“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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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劳是一年中最红火的乐事了．九曲，也叫“九曲黄河
阵"。空旷的平地上，用高粱秸秆竖起一排排栅栏，栅栏与

栅栏间所留出的路弯弯曲曲，共有九次走过去再返过来的曲

折，但每返过来又会向新的一曲前进。高粱秸秆的顶部托一

只白萝卜．白萝卜中间被挖空，注入了麻油(小麻油、蓖麻

油均可)，麻油中间设置一根灯芯，自然地便成了一盏小油

灯。“九曲黄河阵秒中共有360盏灯，象征一年的360天。转

九曲，必然是全村男女老幼一齐出动，连病人也由亲属搀扶

着或背着转。所谓转，就是沿着高粱秸秆围成的曲曲折折的

路线走，走到九曲的中心后再退了出来。有条件的农村，转

九曲队伍的前头或有唢呐锣鼓伴奏，或有秧歌队伍伴舞，常

常是一边走，一边扭。转一圈九曲，意味着一年将顺顺当

当，没有麻缠事。九曲黄河阵里的360盏小油灯，是视为特

殊的吉祥物的，年轻的夫妇，谁家得了这灯便会养小子(生

男孩)。因有这一陋俗，每每是九曲转完了，油灯也便被人

们偷拿完了，空旷的地上。狼籍不堪，象遭了一场浩劫。但
愈是如此，农民们便愈感到当年的九曲转美了，转愉快了。

转九曲常常要转到深夜才作罢。

元宵节后一天，正月十六，延安农村有一个十分奇特婀

节日，叫“燎百病糟节，就是疗病节。这个节日主要在晚上

过。夜幕降临后，家家户户在院子里点燃一堆旺旺的柴火，

待柴火烧得正盛的时候，从大人到小孩，一个一个依次从火

堆上跳了过去，把身上的百病便全燎(了)了。人跳完后，

还要把被褥衣服抱过来，也在柴火堆上方绕一绕，意味着把

铺盖上的病菌也燎(了)了。有些爱动的小男孩，还抱着家

里养的小羊，小狗．小猪、小牛犊，一次又一次不惮其繁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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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柴火堆上跳过去，把牲畜的百病也燎(了)了。“燎百

病彦节不敬任何神祗，无疑地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封建迷信活

动。肌肉，体肤，衣着、被褥，用火烤烤，尽管不可能消除

百病，但总归是会对健康有益的。这一节日，很值得长久保

留下去。 ．

正月十七，十八也有节日，fi|f“送蛐蜒蝎子炒节。过的

时问也是晚上，也是在院子里打一埕篝火。但人们不再在簿

火上空跳过，也不围着火舞之蹈之。是一眼盯着柴火，看着

让其燃烧成灰烬了，才从屋子里取出铁湫，一铁锹一铁锹将

尚未熄灭的灰烬铲倒在坡洼下或大路旁，谓之将蚰蜒，蝎子

等毒虫送走了，这一年全家人将太太平平，不j辱会受到毒虫

的伤害啮咬。送蛐蜒蝎子节附带有打扫卫生的习俗。勤奋沟

农家，在铲倒灰烬时是连院子里的垃圾也一起铲着倒掉的。

倒灰的人还有时口中念念有词，指明蛐蜒蝎子将送往何地何

家何人，一般大家的统一口径是“送到大路上不伤人"，但

若遇有仇家，也可直接祝托把蚋蜒蝎子送给某仇人某仇家

了。我小的时候，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每次送蛐挺蝎予，总

爱说送给美国，送给大坏蛋杜鲁门。

正月二十三，是整个正月的最后一个节日了，也挂灯

笼，也燃簿火，也吃年茶饭。这个节民闯一直说不太分明。

多数人说是老君节，给太上老君过节日。据一位德高望重的

我们族内的长辈说，太上老君的生日就是正月二十三，他饲

养牛，派牛到人间给人们耕地，减轻农民的精神和体力上的

负担，所以这个节日既叫“老君矽节，也叫“牛"节。在笔

者的记忆中，小时候过这个节日，阁村人(男人们)要到邻

近的老君庙里去敬香。敬香回家后，要给自家喂养的耕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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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楮饲料，．即喂黑豆等粮食。最讲究的农户，也有这一晚给

耕牛披红挂彩的。按理说，老君爷不是牛，老君节和牛节原

本是很难统』的。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两个节日使统一成一

个节日了，可能是老君曾骑过青牛的缘故吧。在西岳华山

上，就有一景叫作“老君犁沟"，是一段极艰险的石级山

路，据说尼当年老君赶着青牛犁下的。这神话和老君节极有

暗合处。笔者揣测，老君节和华Lb老君犁沟很可能同是来自

一个传说。
‘『

·
’

屈指计算起来，初一，初五，初六、初七，初十，十

五，十六、十七或十八，二十三，正月天延安农j对共有九大

节日，也许尼暗合九九归一的哲理，九已成了最多数，不能

再复加了。就是这九大节日，吃光了农家妇女准备了一个腊

月的年茶饭，’“过了正月二十三，挽起袖子快上【【l矽，享受

便得告终，乳周丽复始地开始新的一年的劳作。从腊月二十

三过小乍剜正月二十三大年过完，整整一个月。‘年之内，

十一个月受苫，一个月享福，这种习俗在延安农村已不知延

续了多少年，还不知将要延续多少年?

农谚云。“肥正月，瘦二月，死不下的三四月"。正月

是丰盛灼，二月却相形见绌，甚卫滤贫。在延安农村，二月

最主要的节日也是睢一的节日是二月二的“龙抬头打。龙抬

头，是说“雷惊天地龙蛇蛩"，从此，天不再下雪了，是转

为下雨。延安农村，旧俗“有饯没饯，新脑(头)过年"，

过大年大人小孩一定要理发。又有俗语说“正月里聋8脑(推

头)费舅舅"，因此，一个正月大人小孩不能理发。什么时

间理发呢?就是二月二。龙揄头了，人也要抬头，而抬头的

最早的时辰便选在二月二，所以=月二也甚至可被认为是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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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节。由于龙抬头是紧跟着正月里的节日过的，家家户户都

有意留了一些年茶饭，以此饮食和过年也没多大区别。这个

节日的吉时良辰仍在夜晚。入夜以后，家家在缺月照耀的院

子里生起一堆柴火，待火焰升高后，端来半碗清水，清水里

泡进去一些小米，向火堆倾洒过去，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

待大火收敛了，人们又把未燃烧完的余火分成十二堆，俚语

称“拨火堆刀，一堆一堆排出顺序(多半为圆形)，以观其

先熄灭和后熄灭的过程。～般以为，象征哪一个月的火堆先

燃烧完了，那～个月雨水便较多。反之，象征哪一月的火堆

还烧得较红，那一个月便缺雨，是红日当空。或者有人会哂

笑说：‘‘这完全是愚昧落后，是封建迷信秒。但延安的农民

们对这种观火堆而进行天气预报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们认

为，既然古来就是这样观天，作为一种节日礼仪，谁又把那

当成是科学种田的指南了呢l另外，二月二过后，灯笼便被

郑重地收藏起来了，闹秧歌的锣鼓家伙也从此入库了，从这

一点看，二月二又可以说是由农闲转为农忙的节日。

瘦二月尾清贫的。三月，在温饱还没解决前的陕北，简

直就有点令农民们象是“谈虎色变刀的月份了。陕北气候寒

冷，春天来的迟，农历二月农民们虽已开始劳作，但也只是

送送粪，翻翻地，或种一部分早秋作物而已。而三月。那是

春种的最繁忙的季节，人和耕畜都不得闲散。所以在十二属

相中，“牛矽的犯忌的月份就是三月。但日子再苦，人们也

不会忘了轻松自己，忘了过节。三月也有一个较为重要的节

日“三月三"。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过三月三特别隆重。

但北方的延安，却寒碜多了。延安童谣云：“三月三，苦菜

芽儿顶破山"，无非是说到了三月，才算真正的万物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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