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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左麟书

北京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送来郑云山同志著的 q密云风

物史话》书样，让我给写个序言。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字，

也不懂该怎么个写泣。但是郑云山同志的文章，我还是很愿

意读的。因为他写的东西，不仅内容充实，文笔梳畅，而且

朴实无华，富于幽默。这种印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北京日报工作，他是中共密云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作为报社的通讯员，写来的稿件，篇

篇有针对性，而且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特别是所述事实，

非常有意思、，本身就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是报纸的一位优秀作者。二十多年过去了，最近又读到他

的著作《密云揽胜>) ，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现在是密云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且然工作任务很重，但是写起东西来，还

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密云揽胜》写得很吸引人，我一

口气读完了。它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第一，密云的自然

景色非常美z 东部有海拔2200米的雾灵山，六月积雪不化，

九月雪花飞扬声西部有海拔1400多米的云蒙山，鸟兽很多，

被称为天然动物园F 有水珠从山石缝隙摘下，声声似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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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戚继光览景题词的"圣水鸣琴" ;有京都第一爆、双八

景、小八景、旧八景和新八景...…第二，密云历史悠久z 早

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时，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渔阳

郡F 到北魏时，改渔阳郡为密云郡 F 隋唐五代时，密云郡改

称檀外J;到明朝时，密云郡改为密云县。第三，密云名胜古迹

多 z 县内有400多华里古长城，起伏于燕山山峦之中 p 有中

外闻名的大水库，被誉为燕山丛中一颗明珠;有白龙潭、黑

龙潭、黑山寺、三教寺 p 有白乙化将军纪念碑 p 有国际游乐

ij;…… 

生活在这里的密云人非常勤劳。他们在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中改造世界，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解放后，特别是近

十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密云的生产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生

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郑云山同志对生活非常留心，观察得非常细致，从身边群

众言谈话语和风俗习惯的变化中，发现很多有趣味的东西，

由于他勤于写作，善于撒取，终于著成了《密云风物史i舌》

这本书。这是一部心血结晶。它没有说教，没有强加于人的

东西，篇篇都是密云人生活的写照，从中可以受到很多启发，

很值得一读。

我还觉得，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史

料的权祟，也为编写《密三风物志》等书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可以说是编写这类志书的前奏。对其它地方，也有值得

借鉴的意义。

让我写个序言，我只能说这么几句话。

1989年5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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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茶·晚酒·饭后烟

碎."胁.....φ‘'今......，.牛..φ..... ."，...，..........~.，......很.......千.........非 "'"ν，伞......--伞..似..很.......你...，..，.事‘，。然.. 

人生以何为美的享受?这没有严格的限度，更没有显著

的标准。这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人

们的享受总是要从实际出发的，同时还受城市与农村，年龄

的不同，男女性别等差别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受社会历史阶段

的制约。

密云农村有句人所周知的俏皮话，讽刺那种脱离实际的

人"你真是做梦当衙役一一想出了国"。你看"衙役"不

是官场最低层的人吗，然而农材老百姓却看做是高不可攀的

"梦想"。还有更可笑的一段故事，夫妻俩开玩笑，妻子

对丈夫说"你太馋，又好穿，做皇上也达不到你的要求。"

丈夫说: "我要做皇上，烧饼、麻花不离嘴，浆洗板的大夹

袄一天换一件。"妻子说: t，那我可侍候不过来。"真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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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俗话"庄穰老冬天穿件大皮袄一一烧得受不了"。当皇

上就这么高的生活标准"吃上烧饼、麻花，穿上浆洗板大

夹袄"就是最美好的享受了。

小穰盼过年， I日社会农衬过旧历年，比较好一点的农

户三十晚上吃扮条炖猪肉，大米干饭，初一早饭吃上白面白

菜猪肉饺子就是最美的年了。过年了，小孩穿上件新衣服，

姑娘买上几朵花，男孩买上一把花炮。概括地说是: "丫头

要花，小子(男孩)要炮(花炮) ，媳妇做件花棉袄，老头

要个大毡帽，老太太要白布新裹脚。"这就是一年一次最理

想的礼物，如果得到了，便是美好的享受。

农村的老年人最理想的生活享受，是"早起茶，晚上

洒，饭后一锅烟"。至今也流传着"早茶、晚洒、饭后烟"

的说法。老年人把这个生活习惯，做为一种美不可比的幸

福。老年人对儿女的要求也就是"日不断茶.天不断酒，叶

子烟常有"。如果我们到农村去，注意观察可以发现，早晨

两位老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喝过茶了没有" ?白天两个老

头坐在一块聊天，或下象棋，总是你抽我一锅烟，我拧你一

袋烟，互相品烟的香味和劲头。还要问这样的烟家里还存多

少?断没断过锅儿，空没空过烟口袋?以表示互相关心的意

思。晚饭后，两个老头见面则要问"喝两且没有" ?如果互

相都表示喝过了，就说: "不错呀，老来福。"如果一方摇

头，贝Ij两者都要叹息一声: "不行啊!"一方说"没口福"。

一方说: "苦呀! " 

农村老年人"早茶，晚酒，饭后一袋烟"的要求，在今

天的经济条件下是低标准，在旧社会普通农户是高标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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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小农以上农户，比较孝顺的儿女，才能给父母这样的待

遇υ 那时的茶是普通的花茶，酒是普通的白酒，即今天的

"老白干"或者"二锅头"之类，当时以高粮陈酿为上等酒，

至于烟就是大叶子旱烟，人们见而总是要歇歇脚，抽锅烟，

来人待客首先让"抽一锅子旱烟"以表热情。当时有 A种

说词， Ri!"烟酒不分家，谁有用谁家"。如今酒是曲酒，烟

是卷烟一一还有过滤嘴，人们叫的"带把烟"，至于茶种类

就更多了，品位高而无限。

旧社会农村老人H昂的是小烧酒，把洒倒进j西壶内，以铜

?因壶最讲究，用微火温过，热;四喷鼻香， f喝下去暖心又舒

服，老年人晚上喝上三两热泪，镇静安神，增加热量，减少

起夜(撒尿) ，舒筋活血，有利健康长寿。饮酒的菜不很计

较，炒两个鸡蛋.煮两个咸鸡茧，咸菜甥拌豆腐，妙 ·盘

豆腐，炒一小盘花生米，都是好酒菜。而今当笑话说的"一

个鸡爪子二两洞"并非虚构。老人们自我欣慰的说: "有洒

没有菜.精神也愉快，喝;再就咸菜，生J舌也不赖"。总之，洒

在人们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成为安度晚年的·大生活要

素。所以老年人特别计较洒，侍候老人，特别是晚饭要把酒

放在策一位，对老年人以i目相待，必能讨老人们的皆大欢喜。

早茶对老年人来说有保健作用，老年人喝茶有助于新陈

代谢。早晨起来口干舌燥，嘴里粘，胃里热，需要喝茶水止

渴生津，润肺、润咽、调胃。通过喝茶增加水分补给热量，

情理胸腔、肺腑，增加食欲，早饭吃得饱，身体一定好。有

利健康长寿。

饭后烟也很有说词，许多人都说吃完饭以后，抽袋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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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香，也有情心、利口、提神的作用。老年人讲究抽"顿

姻"，用他们的话说z "抽烟不宜过多，如果烟不离嘴，嘴

不离烟，必然是口干舌燥，肺、胃湿热，饮食无味"。惟有

.，顿烟"最好，饭后这一袋烟最香。他们教诲青年人说"烟

要少抽，洒要少饮。 l喝酒适量，抽烟有顿。有利健康，不会

损伤身体。"

早茶、晚酒、饭后烟的生活习惯，来自农材的老年人。

今天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正在宜生

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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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之俗

也列.......、~.........鸣 -ν... 叶，~ψ.叫.. 剑'命也冽'ψ~~也付'ψ 也列...曲，.叫， ... 叫， ... 叫.. 例'叫， ~ψ.~-叫，-叫， ... 也-叫，~-哈，

饮酒，是密云人民生活中的一大习俗，人们在谈论生活

肘，似乎言必有酒。如果每顿饭有酒相伴，能呻上二两，那便

是一大享受。民间家庭有事，或来往人情的礼品之中 • i西是

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要缺了酒，就失去了礼品中的核心，

简直是不成敬意了。

酒，在Â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管家庭经济

状况如何，来人待客不可没酒，哪怕饭食差一些，只要有

捕，便是热情的款待p 农家办红事、白事不可没有酒，哪怕

是盘碗中的内容次一些，只要杯中有酒就算过得去p 逢年过

节，一家老少都要喝上几杯团圆泪，没有酒就认为这个年节

过得太冷清p 农户修房盖屋，搞建设i青帮工，务必准备酒，

l哪怕最次的酒，也得要喝上几蛊p 敬老养老，为老人改善生

活不能没有洒p 托人办事搭情送礼也少不了两瓶酒p 直至家

庭解体时也要喝散伙泪。总之，没有洒的礼，没有洒的餐，就

显得太冷，太挠，就不能表达深情和厚意。

密云农村很讲究"酒、烟气什么事都要"有烟、有洒"。

老年人更特别计较喝悟，做儿孙的如果每天能让老人一顿喝

上二两酒，那老人便感到一大幸福，体现儿孙的孝顺。农民

中有一句谚语"早茶、晚酒、饭后烟"。儿孙们在老人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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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诞辰〉和年节送上一、二瓶酒，以表示祝愿老人"民

寿"，酒和"久"字同音，九九重阳节，含"长寿"吉利之
意。接待近亲要上洒，人们说z "接待近亲不上洒，关系不

长久。"
密云喝酒有十个不干怀不行z 双方碰了杯不干不行z 碰

了杯，杯中的酒没喝干净，再罚一杯不喝干不行，行了洒令不

干杯不行，祝了酒辞不干杯不行，提议干杯者首先自己先

干，不干没有诚意，当然不行z 长辈与晚辈喝酒，民辈给晚

辈搞上了杯，晚辈不干杯不行，不干就是不尊重长辈，也是

不礼貌s 晚辈祝长辈健康长寿的洒，双方必须干杯，不干不

行，不干不吉利J ii国宴开始，举起的第一杯捕;不干不行，不干

不能往下进行p 酒宴进行中间来的客人，为表示末晚了的歉

意，这头杯酒不干不行s 宴席的主人与客人为表示欢迎和谢

意这杯酒不干不行。这卡个干杯的习俗盛行于密云县农村，

喝将起来，一醉方休。

喝酒不喝醉就是没喝好，让f再没喝，就是没让好，都是

不实心落意。密云人最讲究"实诚"让洒让到家.喝j西要

实诚，直至喝到酷町大醉。醉了才意味着主人和客人都尽情

尽意了。

饮酒要助兴，农忖最讲究划拳行令，什么"俩奸，七个

巧，五魁手，八匹马，全来了"。说些逗趣的话，行一些逗

趣的酒令。有一首逗趣的酒令，"螃蟹一呀，爪八个呀，两头

尖呐，烧饼大的个呀! "还有表演"脖一缩呀.眼一合

呀，爬啊爬，进沙窝呀"农材饮酒要求热热闹闹，通过划拳

行令，把酒宴的气氛推向高潮，给人们以极大的兴奋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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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材，老年人中还流传着三不喝 z 一不喝闷酒。有不

愉快的心事，又无处诉说，一醉解千愁，这种闷洒I喝下去容

易生病，禁喝"闷酒"。二不喝凉洒。说什么E喝凉酒，使

官钱，终究是病。所以习惯把酒温热了喝，这样感到舒服。

三不喝空肚子酒。就是饿了不要用洒充饥，饿肚子喝酒伤

胃。老人们的经验之谈是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很值得

后生酒囊们借鉴。但是，醉酒者也有"人生有酒须当醉"的

歪词，致使一醉方休者不乏其人，酣酒的醉鬼屡见不鲜。醉

酒者神态迷糊，言语不清，出酒吐酒，实应戒之，以防止酒

精中毒。饮酒过量有致命的危险，一醉方体之俗万万不可提

倡，要改变"人生有酒须当醉"的陋习，提倡三不饮，形成

文明饮酒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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