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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糖人吹出笑颜来，手艺工巧胜天才。多彩

甜蜜如花簇，聪明乖巧博人夸。

这首古诗，说的就是吹糖人。

吹糖人是较为古老的民间手工艺，即便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是养家糊口、维持生

计的小生意。那“吹”出来的糖人，晶莹透亮，薄

如蝉翼，既好看，又好玩，还能吃，瞧着心里就

甜甜的。

那天在中大街溜达，看到一个吹糖人的摊

位，正散发着特有的香甜气息，一下子把人拉

回童年那甜蜜的记忆。

遥忆当年，吹糖人的小贩们，担着挑子，走

街串巷，招揽生意。挑子的一头是个带架的长

方柜，柜子下面有个半圆形开口的圆笼，里面

有个小炭炉，炉子上面的铜勺里，放满了糖稀

（麦芽糖熬制而成），这也是吹糖人的主要原

料。挑子的另一端是个竹筐，外挎个大绳兜，用

于装换取的破烂。之所以收这些废品，是因为

当时老百姓没闲钱，只好把平时积攒的破铜、

烂铁、旧鞋帮子、碎布条等收集起来，甚至连妇

女梳头掉下来的长发，也缠成团，掖到土墙缝

里留着给小孩吹糖人。

小孩们只要听到小铜锣的响声，都会飞跑

到家，翻箱倒柜，找出废铜烂铁、牙膏皮、坏鞋

破裤去换这些麦芽糖制作的公鸡、花猫、猪八

戒等等小糖人。

“吹糖人”也叫“捏糖人”，人们起初是为了

养家糊口，渐渐地成了民间手工艺术品。是中

国传统民间技艺之一，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

是一种纯手工纯自然的手工行当，但是全国各

地都有“吹糖人”的存在。只不过，各地的吹糖

人都有各地的地方特色，都印烙着地方风格情

调在里面。

按照其制作的工艺不同，可分为吹糖人、

画糖人和塑糖人。

围观吹糖人的现场操作，那犹如看了一出

魔术表演———一小勺糖料，经过艺人吹、捏、

刻、剪，瞬间便成了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理想

之物，人们无不赞叹吹糖人手艺的高妙。吹糖

人的作品丰富多彩，有《西游记》里的唐僧师

徒，动物有十二生肖、花猫、翠鸟，还有兵器，如

大刀长矛等等。其制作工艺精细，产品生动逼

真，既能给儿童当玩具，玩腻了又能吃，有独特

的艺术性、生动的趣味性，且价廉物美大众化，

深受群众的喜爱。

吹糖人必备的材料包括糖料（精选大麦熬

制而成）、精选白糖、食用色素等。熬糖料用的

火炉、小锅、铲子等，还有铜盆、火盆、剪刀、柴

棒、小吹筒、小刻刀、镊子等不一而足。

吹糖人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其最重要

的原材料就是麦芽糖。

麦芽糖在中原地区也叫“糖稀”。制作麦芽

糖也相当费事，先是把小麦或大麦杂质去掉，

淘洗干净后，放在木桶或陶瓷缸内，放清水浸

泡二十四小时后，捞出来晾干，等麦放出二个

小叶芽子时，放在蒸笼里加温蒸熟，然后置于

自做的压榨机，压榨出来的液体就是麦芽糖。

麦芽糖原色就是乳白色，放入蔗糖加温熬制就

是金黄色的麦芽糖了。

吹糖人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把麦芽糖变化

成吹糖人材料。把麦芽糖放在土灶台铸铁锅，

用小火慢慢熬制。同时，要用铲子在锅内不停

地来回翻腾，时不时地把铲子沾上麦芽糖往上

这么一提，看看麦芽糖能否挂住铲子。当麦芽

糖能挂住铲子后，就可以熬制成吹糖人的材料

了。

将熬好的“糖稀”加上不同色素，搁置于温

火盆上保温备用。吹糖人时取适量的材料，先

捏成基本形状固定在柴棒上，用小吹筒轻轻吹

成一定的大小，用剪刀、小刀、镊子等修成所需

的成品，一件精美的“小糖人”就新鲜出炉了。

而画糖人是用备料在石板上画；塑糖人则

以捏塑为主。

据记载，“吹糖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

代。但民间口口相传，“吹糖人”真正作为民间

手工技艺，应当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据说朱

元璋已获得天下，为了使自己皇位更稳固，把

自己的皇权能够更好地一代又一代在朱家传

承，就建造了一座“功臣阁”火烧功臣。刘伯

温是明初开国元勋，当然也在朱元璋要除掉

的功臣名单之中。他天资聪明，神机妙算，运

筹帷幄，知道情况后，想尽各种办法侥幸逃

脱。在逃跑过程中，偶然遇到一位挑糖担的

老人。老人知道刘伯温的惨境后，主动把糖

担交给刘伯温，二人之间互相调换了衣服。

至此，刘伯温就隐名埋姓，天天挑着糖担子，

走街串户，行走于乡野之间，过起了挑着糖

担子的隐居生活。

在卖糖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

软后，制成各种糖人儿，有小鸡小狗什么的，煞

是可爱，小孩们争先购买。在路上，许多人向刘

伯温请教吹糖人儿的技艺，刘伯温一一教会了

他们。于是这门手艺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现

在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工业极不发达

而完全依赖农耕的古代中国，夏、秋二季是老

百姓一年当中最繁忙的两个季度。春、冬二季

则是老百姓休养生息比较清闲的时段。而“吹

糖人”手艺活儿正好迎合老百姓的口味，所以，

这两个季节是每一位“吹糖人”师傅大显身手、

施展才能的高光时刻。

彼时，吹糖人的师傅一手扶持糖担子，一

手拿着小铜锣穿梭在大街小巷，“吹糖人”的吆

喝声此伏彼起，不大一会儿工夫，糖担边就围

来了一群小孩子。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捏成

的糖人儿，既眼馋也嘴馋。由此可见，“糖人儿”

既是解馋的食品，又是民间艺术品，是融食用

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传统民间技艺。

等到孩子们散尽，吹糖人的师傅带着既疲

惫又满足的身心回家了……

“吹糖人”是我们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中的

一朵奇葩，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然

而，历史的滚滚车轮阻遏不了科学技术前进

的步伐，有的老行当迟早是要退出人们的视

野，离我们渐行渐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怀念

里。

肩挑糖担走街巷，手敲铜锣哐哐哐。引来

孩童齐围观，吹个糖人好漂亮。

这是人们对吹糖人这类老行当手艺人的

颂歌。

一个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上开办的面粉

厂，生存40余年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诚实

守信，以质求胜。他们以厂为家，恪尽职守，身心完

全融入面粉事业中，用二老板之妻陈凤云的话说：

“面粉厂的事情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使梦中也

在诉说。”

———题记

那天在市区中大街散步，无意间听到甲、乙两

位中年女士的对话。甲问乙：“你家平常买面粉，都

去哪儿买”？乙答：“兴华面粉厂啊！那里的面粉不

掺增白剂等化学成分，是咱们市区出了名的老面

粉厂家，质量好，又筋道。”甲：“听说兴华面粉厂面

粉好，就是稍远一点。”乙：“哪怕跑远一点，我也要

去兴华面粉厂买面粉。”

两个人短暂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关注，触动了

我的灵感，同时唤醒了我38年前的一段回忆……

一

彼时，我在市化肥厂担任千余职工伙食的管

理员，经常来往于兴华面粉厂。我们厂的大部分

工人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兴华面粉厂是工人兄妹

们存储小麦的基地。他们把收获的小麦存入该厂

后，兴华面粉厂把原粮按一定比例折合成面粉

数，而小麦加工费用则由工厂买单。工人们常常

拿着兴华厂的面粉单据，到我这里兑换成饭票。

兴华厂不时会迎来我这位常客，结算加工费，拉

回面粉，供应伙食。因此，我与面粉厂的人很熟

络。

兴华面粉厂成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

洗耳河街道西西社区第七村民小组入股办的厂

子。坐落在丹阳西路北侧2000平方米的院内（现

洗耳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邻）。1986年我第一

次去兴华面粉厂办业务，就与负责人高法、会计

张子正和正当青春年华的闫志强打交道。闫志强

与我是同龄人，血气方刚。由于合伙入股者莫衷

一是，意见分歧，面粉厂走向散伙。这时候，闫志

强站了出来，睿智地接管了面粉厂。自此，他撸起

袖子，领着全家人，成了兴华面粉厂名副其实的

老板。

闫志强不善言辞，勤勤恳恳，为人低调实诚，

办事认真负责，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他与弟弟

两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弟弟新强与

哥哥配合默契，步调一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高敏、陈凤云妯娌情深，上天安排在一家，如同亲

姐妹，共同编织家的温馨、业的兴旺，妯娌团结，

同舟共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事一

起商量，相互包容，彼此从不计较。工作生活中互

谦互让，分配上不争利益之长短，在他们身上，真

正使我看到了什么是兄弟同心助发展，妯娌和睦

金不换的至深道理。

兴华面粉厂几十年如一日，以质量求生存，

以诚信求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市场小

麦价格波动很大，有些商家不讲信誉，为了眼前

利益，在价格上打坏点子，当价格低迷时，大量存

储小麦；价格飞涨时，高价抛售，获取高额利润。

当老百姓需要取存储的小麦时，不良商家面质倒

装，以次充好，不守信用，甚至无粮无面可取。因

此，那些年许多面粉厂由于管理不当、经营不善，

纷纷倒闭。

闫志强埋头做事，精打细算，很接地气，不被

一时利益迷失方向，不损害老百姓利益。无论什

么时候存粮，什么时间取面，随到随取，满足供

需，不哄抬物价，不赚昧良心钱，处处为群众着

想，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始终捂紧老百姓的粮袋

子。当时面粉掺添加剂盛行，一是降低成本，提高

产量；二是面粉白而细，增加卖相。为此他们家围

绕用不用添加剂还专门开会。老母亲力主不用，

一言九鼎。告诫孩子们：虽然现在困难些，但钱可

以少赚，心不能不安！群众吃了咱家的面，影响了

身体健康，咱心里能踏实吗？对老妈的话，孩子们

衷心赞成，言听计从。自此形成了家规，传承至

今。

“我们历来坚守商业底线，生产的面粉品质有

保障，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老百姓的信任，迎来了

一批批忠实的回头客，心中无愧，做人也安稳”。闫

志强如是说。

二
为了扩大经营，开拓进取。2010年，他们的厂

搬到了广成西路铁路立交桥南侧，占地5亩余。不

仅安排了当地居民就业，也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福利。此时，注册了“汝华”商标，厂名仍为汝

州兴华面粉厂。虽然现在的工厂离市区远了一点，

但慕名前来取面、购面者络绎不绝，每年麦收季

节，存入该厂原粮者的队伍排成长龙。

经过多年实践，他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生产经验，面粉的干湿程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如同

画师作画，轻车熟路。在激烈竞争的面粉市场中站

稳了脚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

40多年来，闫老板的兴华面粉厂从不掺假使

假，他们从收原粮开始就把好质量关，宁可收价高

一点，也要上乘的小麦。市质检部门每次来厂抽检

面粉，兴华厂的面粉均是优质标准。加工面粉不添

加任何化学成分，绝对是环保面粉、原粮原味。故

此，他的人，他的厂，声名鹊起，人气大涨。走进闫

志强的办公室，“质量达标企业”“诚实守信企业”

“爱心企业”等锦旗奖牌挂满了墙。

每年春节前夕，兴华面粉厂的面粉是需大于

供的，这个时间段，厂里会采取限量供应。但买面

的队伍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看到这么多人排队

买面，我确实有一种成就感和存在感，老百姓拥戴

我们，多年的付出也值了。但看到有些人坐在车

上，等的都打瞌睡了，不免有些愧疚。”二老板闫新

强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兴华面粉厂

从不打广告，不对外做宣传。但老百姓的口碑就是

最好的广告。一次，我在一家饺子店吃饭，看到他

们存储的面粉是兴华厂的，便和老板聊了起来。他

告诉我，自开业就认准了兴华面粉厂的面粉，不但

货真价实，而且守信用。接着他又补充说道：“咱们

市的城乡，用兴华面粉厂面粉的饭店、锅盔店等，

就有百十家呢。”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不叫自来。”一位家

住洛阳、在汝州工作的男士，回家时捎了兴华面粉

厂的一袋面粉，他们全家人吃了以后，直呼吃上正

宗面粉了。就这样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舍近

求远，从洛阳坐车专门进兴华厂购面粉者不胜枚

举。陈凤云不无动情地说：“俺们办厂的理念，不考

察市场及同行如何，按部就班，只要能顾本，微利

即可。别人是三分做产品，七分做包装，我们是七

分做产品，三分做包装，让产品自己说话。每斤小

麦的加工费由原来的0.05元到现在的0.07元，40多

年了，只涨了0.02元钱。我们不批发面粉，全靠零

售，靠诚实、靠质量信誉赢得顾客。每天生产的面

粉，基本没有库存。”

三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情况特殊，面粉供不应

求。有一位骑岭街道大张村的中年妇女，肾病手术

后，对面粉添加剂特别敏感。她拖着病体，央求别

人把她带到兴华面粉厂：“如果你们不先卖给我点

面，我怕活不成了，因为吃了添加剂的面粉，造成

我全身浮肿，两只眼都睁不开，万一再吃了咋办？”

在场的人非常同情，众口一词先给她解决。“这件

事使我触动很深，咱家的面能给大家带来健康，是

我们全家最大的心愿！”陈凤云这样说。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以前在兴华面粉厂做

过工的工人，提起闫家人，都竖大拇指，夸这家人

品好。曾在该厂工作多年的杜女士说：“闫家人厚

道，正直本分，三观端正，兢兢业业，做人大过做生

意。他们维护职工切身利益，关心我们的生活，把

我们当一家人看待，从不拖欠工人工资。”

富而思源、不忘初心。闫志强从善如流，致富

后不忘奉献社会，捐资助教、惠泽一方，疫情期间

捐款捐面，大爱无疆。

40年，弹指一挥间，厂址变了，厂名未变。当

年见面乐呵呵地向成品车间转运面粉的小伙子任

兴不见了踪影，他的儿子在该厂顶了班。当年的两

家人也成了含饴弄孙的花甲老人。取而代之的是

他们的下一代，接过父辈的班，传承了好的家风，

抱成一团，继续创造着他们的面粉事业。闫志强和

他的兄弟妯娌们，成了妥妥的顾问兼名誉领导。

如今的兴华面粉厂，拥有现代化的生产线，有

储存上百吨小麦的大粮仓和成品库房，干净整洁，

井然有序。精粉、普粉，50斤袋装和20斤袋装的，琳

琅满目，就像“林海雪原”的白衣战士，整装待发

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衷心地祝愿他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

汝州城区东北十几里地的箕

山脚下，有个村庄叫米庙。这个村

子原来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传

说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户姓米

的人家，一家人勤劳能干，农忙时

在土地上劳作，春种秋收，汗水掉

成八瓣儿。农闲时磨豆腐喂猪，做

酱油醋，走乡串户做生意。由于勤

劳能干成了一方富户，有土地有

作坊，不愁吃不愁喝，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家里虽然富了，但从不忘过

去的艰难日子，和乡亲们处得很

好，对人和蔼可亲，尊老爱幼。谁

家没有牲口种不上地，他把牲口

送去；谁家断了粮，他把粮食送

去：谁家的红白大事没钱办，他把

钱送去，乡亲们都很喜欢他。米家

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件事不满意，

老伴儿不会生育，眼看已过半百

仍是无儿无女。老伴儿几次劝他：

“我不能为你生儿育女，心里很不

好受。你还是再娶一个年轻的，能

为米家生个一男半女，也好接替香火。”他也总是这

样安慰老伴儿：“没儿没女，咋只能怨你呢，我就没有

份儿？接替什么香火，我们看得见吗？我们过得好好

的，何必去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呢！”

乡亲们看着这么好的老两口没有儿女，也都为

他们着急，有不少好心人劝老米再娶一个，要是真的

不想再娶，那就抱养一个，也好传宗接代。

米家老汉笑了笑说：“那才叫愚蠢呢，别人不知

道，自己还不清楚，那传的是谁的宗，接的是谁家的

代？那是买个烧饼揣怀里———自己哄自己！”

老两口就这样活到老干到老，相敬如宾，恩恩爱

爱地活着。

俗话说行了清风，就一定会有细雨，到了老两口

干不动的时候，村里人争着照顾。这家给他们提水，

那家给他们送柴，有了病争着为他们去请医生，争着

来侍候，和侍奉自己的亲人一样。临终时，米老汉把

村里的几个头面人物找来交代：“俺两口子下世后，

全部家产分给乡亲们，你们几个掌管，谁家有困难就

帮谁家解决，不要叫乡亲们过不去。”

老两口去世后，乡亲们每当想到米家的好处，

就到他们的坟上去烧烧香上上供。后来，大伙又

在村上为他们建了一座庙，塑了他们的像，逢年

过节都要去敬上一炷香，烧上几张纸。时间长了，

人们把这座庙叫成了米爷庙，那个村子也因庙得

名米爷庙了。再后

来，又被简化成米庙

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老行当之甜甜蜜蜜吹糖人
李晓伟

老百姓自己的兴华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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