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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奎玉

霜降柿叶红，故乡秋意浓。
遍野红如火，蜂蝶鸟语中。
柿红味香甜，采摘忙不停。
堪比香山美，南郭一盛景。

“南郭柿子、北梯梨，枣圪塔小麦
没有皮；屯里葱、马铺头蒜，干樊李子
赛鸡蛋。”这几句顺口溜，是大家对虞
乡方圆几十里内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称
赞。

八月秋风渐渐凉，九月离不了棉衣
裳。随着天气变冷，火车路南的柿子树
叶由绿变黄，由黄变红，漫山遍野红彤
彤的，像燃烧的一团团火，其美景不亚
于香山红叶。这是南郭村才有的柿子丰
收美景。

柿子熟了，蜜蜂在头顶嗡嗡地飞，
喜鹊在柿树枝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尽情享受着秋天送来的美味佳肴。小伙
伴们也不甘示弱，成群结队到柿园“下
馆子”（当地人们把去柿园吃软柿子叫

“下馆子”）。
柿子熟了，人们忙碌起来，摘的

摘、担的担、提的提、端的端，大筐
子、小篮子，大人、小孩齐把柿子往家
里搬。我家的老黄狗也来凑热闹，跟着
我在柿园里跑来跑去。村里通往柿子园
的大道上、小路上，熙熙攘攘，好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虞乡柿子的品种很多，据说有十几
种。总的来说分为两大类：一是甜柿
类，不用人工去涩，当鲜果吃；二是涩
柿类，放软了或人工去涩才能吃。南郭
的柿子属于第二类，现在新栽了很多柿
子树，也属于第二类，不能做柿饼，只
能当鲜果吃。

在众多的柿子品种中，上市最早的

是胎里红，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即可去
涩食用；最好吃的是珠柿，口感甜香。
很久以前，小孩儿没奶吃，软柿子可当
乳汁喂食。关于柿子还有句顺口溜，

“芦核粘，珠柿甜，想吃镜面掏现钱”
就是来形容柿子好吃程度的。

镜面柿、白柿、牛心柿、斑点柿是
做柿饼的主要品种，个大肉厚，做好的
柿饼肉红霜多，香甜软糯。斑点柿，就
是表面有黑色斑点的柿子，外地人不
吃，柿子商人也不收，他们认为斑点是
虫害所致，其实不然，只有当地人知
道，斑点是自然形成的，是南郭独有的
好品种，这样的柿子吃起来格外甜。

柿子做成的柿饼放在密封的瓮里或
者阴凉处，最长能存放一年，是南郭村
家家户户待客送礼的必备特产，也是除
农业以外收入最多的产品。如果每家能
生产500斤~1000斤柿饼，按现在的价
格可以收入 5000 元到 10000 元。可惜
现在新栽的白柿树不能做柿饼，老柿树
越来越少，会做柿饼的老人也越来越
少，能吃到的好柿饼也不多了。

柿饼好吃，做起来可不容易。第一
要把握时机，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
早了柿子没熟透，做成的柿饼不甜发
硬，不出霜；晚了也不行，熟过了削不
了皮，做不成柿饼。天气热了更不行，
容易发软发酸。什么时候好呢？当地人
说，农历九月十三以后，早晚凉，白天
热，昼夜温差大，是晒柿饼的最好时
机。还有不能是有连绵阴雨的天气。

天气转凉，做柿饼的时机到了。太
阳落山，堂屋扯了一个大灯泡，锃亮通
明。大人们开始了晚上的劳作，削顶的
削顶，削皮的削皮，一筐筐的半成品送
到了屋外，孩子们在屋里屋外嬉闹，狗
子和猫儿一里一外，宁可躺着睡觉也不

肯离去。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讲着张家媳妇、李家小伙，东村西坡的
趣闻、轶事，好不热闹。

柿子削好以后，要摆到村南野外的
石头滩上晾晒。雨水把村南的泥土冲走
了，只剩下石头滩。风吹走了灰沙，石
头上干干净净的，晒柿饼最好了。白天
太阳一晒，石头发烫，早晚天气凉，野
风嗖嗖一刮，一冷一热，柿子收缩变
软。

午夜到天亮以前，石头滩上最热
闹，人们争先恐后要把旋好的柿子往石
头滩上送，路上川流不息，灯火通明，
滩上灯笼、火把、手电筒在天上地上晃
动。石头滩地方有限，谁摆上谁用，这
叫“抢滩”。一般情况下，三天即可完
成一遍晾晒，然后收起来堆上，沤第一
遍，一天后再摆出来晒第二遍，两三天
后再沤第二遍。

随着柿子颜色由鲜红变成暗红，柿
子由硬变软，开始一遍遍捏成柿饼，经
过一两天晾晒 （不能暴晒，只能阴干）
后，开始收堆，以柿饼的干湿决定码堆
的薄厚。这时，柿饼就可以上瓮了。随
着气温的降低，柿饼慢慢长出柿霜。这
时必须及时翻看，不可温度升高，以免
柿饼返潮。适当的温度、湿度能让柿霜
越积越多，白白的裹在柿饼上。柿霜除
了甜，还有清凉的感觉，据说还可以医
治口腔溃疡。

做柿饼前后要有二三十天。上瓮
后，只要天气不热，基本上不用再管
了。春节前就能吃，也能拿到市场上去
卖了。买柿饼的人问哪里的柿子？卖柿
子的人都说南郭的，其实这个人也不一
定是南郭的，只因为打着南郭柿饼的名
号好卖。

白柿做的柿饼最好吃，软软的，霜

厚厚的，夹上花生核桃更好吃。童年记
忆中的味道，离家 60 年从没忘掉。外
婆、舅妈都知道我爱这一口，每年不管
我什么时候回来，都会给我留着柿饼。
如今外婆、舅妈都不在了，表弟强娃每
年清明节都给我送十几斤，好一阵美
餐。

柿子可以新鲜时吃，放软了吃，做
成柿饼吃。此外，过软发酸的柿子还可
以做醋、酿酒。柿子醋和酒据说有软化
血管、降压的功效。现在有不少人专寻
柿子醋和柿子酒，只可惜现在这东西不
多了。

南郭往北一里地，有一个东西大
道，人称官道。南北东西交会处东北
角，原来有一个茶坊，地基高出地面两
尺，有六米到八米见方，纯砖灰结构，
尖顶，门朝南，没有窗户。相传它是为
慈禧西逃做中途小憩而建。当年她路过
此地，虞乡县长就把南郭柿饼献给她品
尝。小时候我常去茶坊里玩，“哇”一
下，茶坊里回音的哇声就会由大变小，
余音绕梁。那个年代、那个年纪，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现在茶坊早已荡
然无存，仅留下一个土台，还有村里人
口中的“茶坊”这个名字。

曾几何时，南郭柿子是我们当地人
走亲访友必带的礼品，如今，南郭柿子
更成为我们接待远道而来客人的佳品，
很多来到这里的国外友人也特别喜欢吃
南郭柿子。一次，孙常公社把送柿子给
外国友人的事，交给南郭大队社员石月
胜办理。石月胜是个细致人，他做了一
个精致的小木箱，装了满满一箱柿饼，
交给了公社。这是我在老家时，石月胜
亲口告诉我的。

南郭柿子真的名副其实，名不虚
传，好吃又相思。

南 郭 柿 子

□贾玉祥

峨嵋岭是一条横亘于河东大地中部
的高峘，南北宽约三四十里，东西长约
一百多里，横跨临猗、万荣、盐湖、夏
县、闻喜等地，是运城市传统的粮棉基
地。但在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上，从古至
今竟无一条河流、一个湖泊，因而岭上
多了些山岭的干枯，少了些水的鲜活。

千百年来，这里十年九旱，滴水如
油，祖祖辈辈都是在靠天吃饭，一直挣
扎在贫穷线上。改革开放后，这里引来

了黄河水，打下了深井，大片大片的
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从此，峨嵋

岭 上 换 新 颜 ， 百 里 花 芳
香，万亩瓜果甜，

人 们 奔

波在笑声中，生活在幸福里。
在峨嵋岭上数不清的村庄中，有一

个十分特别的小村。它位于一处凹槽
中，三面环岭，一面临沟，村中间则是大
片大片的梯田，因此远看不见村，走近有
人家，这就是盐湖区上郭乡郭家岔村。

在村子的东南方，有条很久以前留
下来的深谷大沟，名为石门沟，沟中间
有座连接南北的石拱桥，叫作石门桥，
甚是高大雄伟，也不知何时何人所建。
多少年来，从稷王山下来的洪水就从这
条沟中排出。近年来，由于平沟造田，
南边的深沟不见了，变成了一大块一大
块的良田，而北边的深沟失去了排洪作
用，则形成了一个湖泊，长约千余米，
宽约三四十米，湖水清澈，水中有鱼、
有野鸭。这湖泊的出现为这千年旱垣增
添了水的灵气，于是，这里从此也有了

湖光山色，有了清淩

淩的水、蓝盈盈的天，有了山岭在水中
不断变化的倒影，也引来了垂钓之人。
在这片土地之上，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独
一无二的风景。

此外，这里还是《天仙配》神话传
说故事的发生地——郭家岔村土地庙。
传说在东汉末年，万泉县小淮村贫苦农
民董永因无力葬父而自卖自身为奴，当
他行走到郭家岔村土地庙时，却被慕其
孝心、专门为他而来的七仙女挡住了去
路。七仙女百般“刁难”，董永难以脱
身，最终在七仙女的一番操作下，以此
处土地爷为媒，庙前古槐树为证，与七
仙女结为天地良缘，由此而成就一段仙
女与凡人相恋的美丽爱情佳话，在中华
大地上广为流传。于是这里的土地庙有
了名，土地爷有了名，连庙前的槐荫树
也名扬天下。

因此事，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有了小小的名气，
也有了每年农历二月十八的古庙会。
据说这天是土地爷的生日，为感谢他
的古道热肠和成人之美，到了他生日
的这一天，天不亮，四面八方的人们
便会汇聚在这里，烧香许愿，拔花求
子，于是寂静了一年的小庙变得人山
人海，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
鸣，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歌舞队也会前
来助兴献艺，更有戏台上专业剧团的
精彩演出。庙前小广场和走道上各种美
食香气袭人，叫卖声不绝于耳，煞是热
闹非凡。

正应了古人的那句名言：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 深 ， 有 龙 则
灵。

峨 嵋 岭 下 郭 家 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