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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消失的天津城隍庙会
文/甄明 插图/王海冰

津风物语·歇后语
卖红果儿的吆喝

就这一挂了
谷正义

天津味

八珍豆腐
八 珍 豆 腐 是 天 津

风 味 菜 肴 中 的 明 星 。
1992年，由随园酒家厨
师王建华创制，灵感来
自 于 名 菜 全 家 福 。 烹
调 中 添 加 了 粤 菜 调 料
柱侯酱、蚝油、生抽，丰
富 了 口 味 。 食材选用
海 参 、鱼 肚 、干 贝 、虾
仁、蹄筋、鱿鱼、香菇、
冬 笋 八 种 食 材 烧 制 入
味后，盖在豆腐上。菜
肴 色 泽 枣 红 ，
鲜香味美。

孙贻林

红果儿，又叫山楂、山
里红，色泽鲜艳，籽小皮
薄。营养丰富，药用功效
很高，具有消食化滞、补钙
健胃等功能。红果儿制成
的冰糖葫芦，津人俗称“糖
堆儿”。昔日，老城厢马庆
祥、丁伯玉的糖堆儿名气
最大，食客盈门，老辈人至
今记忆犹新。

蓟州山区盛产红果
儿，与河北兴隆、遵化相
连，形成了我国北方红果
儿的主要产区。每年中秋
节一过，商贩就从这些地
方趸，拉到各处兜售。他
们习惯把红果儿用细线穿
起来论串卖，一串就是一
挂，周长约一米，挂在脖子
上卖。卖红果的小贩一出
现，会引来多人围观。甭
管他们手头还有多少红果
儿，总要高喊：“快来买红
果吧，就剩下这一挂了！”
久而久之，便衍生出歇后
语：“卖红果儿的吆喝——
就这一挂了”，指所剩物件
很少。例如：“大叔您还挑
什么？卖红果儿的吆喝
——就这一挂了。刚下来
的黄瓜，顶花带刺，赶紧买
吧。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
儿啦。”

天津人把衣服称为
“褂子”。这条歇后语中的
“挂”与“褂子”的“褂”谐
音。此语也可用来戏谑，嘲
讽对方缺少替换的衣服或
多日不换洗衣服。如：“乔
哥，今儿个怎么又穿这件衣
服出来了，别是卖红果儿的
吆喝——就这一挂（褂）
了？”有时也指生活拮据：
“就这一挂（褂）了，除身上
穿的这件，一无所有。”

天津两座城隍庙
城 隍 为 道 教 中 守 护 城

池之神，所有设城的地方都
有城隍庙。

天 津 城 隍 庙 位 于 老 城
西北角，明永乐四年兴建。
清雍正四年，天津州人士缪
启乾出资建后楼五楹（五间
房屋）。雍正九年，天津由
州升府，遂改为府城隍庙。
乾隆四十一年，天津知县孙
景曾在旁边另建县城隍庙，
从此形成府县两庙并列祀
典的奇观。

各 地 城 隍 由 不 同 的 人
出 任 ，甚 至 有 些 地 方 是 由
当 地 百 姓 自 行 选 出 的 ，选
择的标准是殉国的忠烈之
士 ，或 是 正 直 的 历 史 人
物 。 天 津 府 城 隍 姓 裴 ，县
城 隍 姓 芮 ，一 位 伯 ，一 位
侯 ，不 知 出 自 何 处 。 天 津
的 城 隍 庙 平 素 香 火 一 般 ，
每至农历四月初一至初九
庙门大开，其中初六、初八
为 城 隍 出 巡 的 日 子 ，热 闹
非凡。

府 庙 后 楼 罩 棚 建 有 戏
台一座，台旁悬有乡贤梅小
树所题楹联：“善报恶报，循
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
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
场下场，都在当场”。梅先
生擅制联语，今在鼓楼上的
那幅楹联，为天津人娓娓道
来。而此联寓意深邃，对世
人颇具劝惩含义。

城隍会有含义
城 隍 会 各 地 皆 有 ，但

时 间 不 同 ，含 义 不 同 。 天
津 的 城 隍 会 又 称 鬼 会 ，出
会有多重含义。据张克家
《城 隍 庙 会 记》介 绍 ：“ 易
（经）曰 ：城 复 于 隍 。 城 隍
犹城池也，有功于民，则祀
之 宜 也 。 而 独 令 其 司 鬼 ，

则 巫 觋（x?）为 之 。 曰 出
巡 ，傩（nu?）也 ，所 以 逐 疫
也。曰赦孤，孤辜通罪也，
古者郊则肆赦之义也。其
期 为 四 月 初 六 初 八 ，龙 见
而 雩 ，亦 寓 祈 雨 之 意 。”城
隍 最 初 为 守 护 城 池 之 神 ，
到了明清时代演变成“阴”
官。天津城隍会含有三重
含 义 。 其 一 ，城 隍 出 巡 又
称“ 傩 ”，即 驱 赶 疫 鬼 ；其
二 ，城 隍 会 还 有“赦 孤 ”的
含义，因为“孤辜通罪也”，
赦孤也寓意赦罪；其三，城
隍 会 选 择 农 历 四 月 初 六 、
初八，有祈雨的含义。

正 因 为 城 隍 会 的 多 重
寓 意 ，迎 合 了 平 民 百 姓 的
多 项 需 求 ，尤 其 是 祛 除 灾
病 ，寄 托 了 追 求 美 好 生 活
的愿望。再加上天津人好
热闹，所以每年四月初六、
初八两日，纷纷扮作鬼样，
随 神 驾 出 巡 。 故 此 ，城 隍
会又称为“鬼会”。

城隍会出巡仪仗
城隍会虽有别于皇会，

但出巡仪式也很讲究。
出会这天上午，各路人马

“排衙如仪”，至中午开始出
巡。首先是门幡，其次为中幡，
接着为16面跨鼓，随后是秧歌、
高跷、重阁、杠箱等花会。其中
还有拾不闲、猴爬竿、五祖会、
杠子会、坛子会等。

城 隍 会 的 特 点 是 鬼
会 ，首 先 出 场 的 为“ 无
常 ”，高 二 丈 ，一 白 一 黑 。
随 后 称“同 顺 ”，为 阴 阳 界
纱 帽 官 ，穿 着 半 黑 半 白 衣
服 ，身 高 低 于“无 常 ”。 接
着 是“ 意 善 ”，即 面 涂 蓝
靛 、发 为 红 髯 的 大 士 。 随
后“ 德 顺 ”，演 绎 渡 桥 故
事 ；“五 福 ”由 酒 色 财 气 四
鬼 装 扮 ；“ 五 伦 ”，演 绎 包
公 案 故 事 ；“ 劝 善 ”，由 绿

色 魔 鬼 扮 作 ；“十 司 ”为 十
殿 阎 罗 。 紧 随 其 后 是“ 拾
魁 会 ”，多 为 美 鬼 少 年 ，头
戴 面 具 ，身 着 华 衣 。 对 此
《城 隍 会 论》描 写 详 细 ，
“ 公 子 哥 ，把 鬼 扮 。 只 图
夸 富 ，不 是 心 虔 。 鬼 脸
新 ，三 接 连 。 赤 金 额 ，绒
球 颤 。 点 翠 龙 ，珍 珠 嵌 。
夹 裤 袄 ，花 闪 缎 。 披 肩 搭
胯 玻 璃 片 。 薄 底 靴 ，云 头
是 挖 垫 ，长 裤 巾 ，绣 花 是
三蓝。手中拿玻璃勾魂片
一 面 ，摇 头 摆 尾 ，好 像 疯
癫。”再后称“五魁”，扮作
终 南 进 士 ，二 鬼 执 灯 。 最
后 一 会 为“都 魁 ”，五 人 涂
金 面 ，手 持 钢 叉 ，是“ 赦
孤”时的逐疫者。

鬼 会 过 后 ，府 城 隍 驾
到，执事清道，先是飞虎旗、
回避牌、衔牌，然后黄罗伞，
“轿为永寿轿，大于常轿，围
以绿呢，饰以金饰，冠以花
顶”。府县城隍分别出会，
仪 仗 略 同 ，其 中 府 以 崇 闳
胜，县以精致胜。最后是官
衙的仪仗压阵。“座马青衣，
金瓜宝扇。悠扬大乐，宝座
光悬”。其中捕厅的銮驾、
道署的镖枪“光辉耀眼”。

城 隍 出 巡 两 天 的 路 线
不一样，初六日，由城隍庙
后街绕前街；初八日由前街
绕后街，出入四城。

城隍会是娱乐场
旧 时 ，农 历 三 月 皇 会

刚 过 ，就 迎 来 城 隍 会 。 据
《城隍会论》记载：“一进四
月，热闹开端。香火车，来
不 断 。 进 香 黄 旗 ，空 中 飘
展 。 又 听 得 锣 鼓 声 响 ，河
沿 上 ，排 满 了 香 火 船 。 无
非是：献袍挂匾，求福求寿
保平安。”说明城隍会不仅
天 津 城 的 人 热 衷 ，还 有 四
乡的人乘车船前来参会。

“游人众，买卖全。吃
食 玩 物 ，摆 在 庙 前 。 不 分
贫 富 ，皆 把 会 来 看 。”游 人
多，少不了吃喝，购买新鲜
的物品，可见城隍会，还是
物资交流的集会。

城 隍 出 巡 当 天 晚 上 还
有灯棚。一进山门，庆善牌
坊望如灯塔。“灯彩多，花样
全。亮堂堂，镶的全是玻璃
片”。这些灯多为社会人士
赞助，分段搭棚，其中卫安
水会出的灯笼、灯旗为护棚
会，鞋行商人出资为同善茶
棚。城隍庙的瓦房陈设许
多洋货，其中美人大镜最为
耀眼。这一天，城隍庙外围
的灯棚也是争奇斗艳。皂
班灯棚设在谢公祠，运署灯
棚在山门前，城守营的灯陈
设在昭忠祠。其中道署老
茶棚最为出名，“清而且雅，
简而不繁。灯的式样不一
般。精巧玲珑，南方手段。
屏灯字画，大有可观”。

城 隍 庙 后 楼 别 有 洞
天。如连昌宫献供，排满几
案。“干鲜海味，寿桃八仙。
异卉奇花，幽香扑面。时新
盆景，罗列阶前。”府庙戏台
中间，设摆古玩。两廊中还
挂满了津门画家绘制的山
水、人物画卷。

县 庙 戏 台 ，奏 古 曲 数
段 。 文 人 雅 士 唱 和 昆 曲 ，
“一曲终，一曲连。竟听得
乐而忘返。夜尽风寒怯衣
单。隔邻鸡唱月西残。”

天 津 城 隍 会 兴 盛 于 清
代 ，张 克 家《城 隍 庙 会 记》
写 于 1920年 前 后 ，王 仁 安
见 后 称“ 此 三 十 年 前 事
也”。1900年庚子事变后，
城 隍 庙 后 楼 为 巡 警 占 用 。
民 国 时 期 ，府 庙 只 存 大 殿
一 座 ，县 庙 地 基 被 改 作 民
房 。 城 隍 庙 已 荒 废 ，城 隍
会也就无从谈起。

旧时天津卫每年

有两项万人空巷的盛

会，一为天后宫的皇

会，另一为城隍庙的

城隍会。说到天后宫

的皇会，许多人耳熟

能详。而提到城隍庙

城 隍 会 ，知 之 者 甚

少。在旧时的天津

卫，城隍会“热闹排

场，不亚于皇会”，常

常见诸于文字记载。

为让读者了解这一民

俗活动，笔者翻阅华

乃文征集的《城隍会

论》、张克家《城隍庙

会记》、老拙《城隍庙

会鬼会经过》等历史

资料，将相关内容整

理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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