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丝小枣又名仙枣，也

叫仲思枣。每到秋收时节，

田野中的金丝小枣像红宝

石一样缀满枝头，让人看了

不禁垂涎欲滴，也给当地人

带来了收入。据考证，金丝

小枣已诞生 1400 余年，是

南北朝时期的献县人刘仲

思所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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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风物

金丝小枣为何又名金丝小枣为何又名““仲思枣仲思枣””
■赵殿超 马倩

地名里的沧州

张二庄村位于青县陈嘴乡，但最开始时
村名叫“扎耳庄”。相传，其村名与明朝孝宗
皇后张娘娘有关。

明朝青县兴济（今属沧县）确实出了
个张娘娘，就是明孝宗张皇后。明成化六
年（1470 年），张皇后生于兴济镇，“姿色出

众，知书达理”。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
二月，被选为太子朱祐樘之妃，时年 18岁。

明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张娘娘由妃
子被册封为皇后。婚后，明孝宗和张皇后形
影相随、谈笑风生，两人非常恩爱。

据民间传说，选妃的太监、宫女们接

了张娘娘后，沿着京杭大运河北行回京
城。路上，众人打扮太子妃。当宫女们给她
穿好霞帔、戴上凤冠，拿起耳环来给她戴
上时，才发现她耳朵上没有耳朵眼儿。

众人慌张，这可怎么办？现扎吧！太监
便吩咐把船停下，给太子妃扎耳朵眼儿。

这时，船已离开兴济城二里多地了。停船
给张娘娘扎耳朵眼儿的地方，河西岸正
好有个村子。从此，人们便把这个村子叫
作“扎耳庄”。大家叫来叫去，后来就叫成

“张二庄”了。

张二庄：张娘娘停船扎耳朵眼儿
■王庆安

刘仲思是北齐瀛州乐城县陈家口
（今属献县）人。他家中兄弟四人，长兄刘
轨思为北齐王朝名宦，任国子博士，三弟
叔思、四弟季思均为小吏。刘仲思厌恶官

场的尔虞我诈，纷争不息，专心研究果树
的栽种培育。

当年，刘仲思听说河东猗氏县有一种
奇异的枣，果实像鸡蛋一样大，果皮薄，肉
鲜美，晒干以后容易储存。于是，他长途跋
涉去该地寻找，发现了一种奇异的枣，当
地百姓称之为“羊角枣”。这种果实长四至
五寸，酸甜味足，可以生食，但晒干以后干
瘦少肉。

刘仲思将枣树幼苗带回家乡后辛勤
培育，最终只有一部分树苗成活。结出的
枣子酥脆甜美，但个头很小，当时的人叫
它秦椒枣。秦椒枣在生长过程中容易被虫
子蛀蚀，被蜂叮咬，晒干后干硬，但极耐储
藏。

于是，刘仲思满怀希望地将当地的
枣树与秦椒枣树结合种植，让它们根株
挨着生长。两年后，他先将两棵树干的
内侧各剖开一半，将两棵树合并为一
棵，用白布扎紧，蜂蜡封固。第一年，合
并种植的树仅成活了一棵，一半长当地
枣，另一半则长秦椒枣。第二年开始发
生明显变化，两种枣的特性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七年以后，两树逐渐合二为
一。

如此，一个新的品种出现了。这种枣
大小在一二寸之间，枣皮纹路细而呈紫
红色，枣肉温润甜美。掰开半干的小枣，
可以清晰地看到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
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金丝小枣也由此
得名。后来，人们争相引种，时称仙枣或
仲思枣。

隋大业二年（606 年）九月，信都郡

守选仲思枣 400 粒进贡朝廷。隋炀帝亲
自品尝并分赏群臣及后宫，众人品尝后
赞不绝口。从此，仲思枣的名声誉满天
下。

金丝小枣不仅色泽美观、甘露可口，
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
很好的滋补食品。我国民间早就流传着
这样的谚语，“五谷加小枣，赛过灵芝
草”。

隋大业四年，刘仲思 17岁的孙女得
了一种怪病。她面色惨白，头昏眼花，浑身
散发着一种腐败酸臭的气味。当时，她正
值妙龄，因为这种怪病，没有媒人登门提
亲。一家人愁眉不展，整日唉声叹气。万般
无奈，刘仲思斟酌选择仙枣果肉、桂枝心、
白瓜子、松树皮放在一起研成碎末，制成
蜜丸给孙女服用。

服食三个月后，孙女面色如玉、身泛
香气，人称“香姑娘”。刘仲思打来井水，将
枣皮与桑叶同煎煮。每日让孙女用此水洗
眼睛三次，不到一个月，“香姑娘”眸如秋
波，如同天仙。

相传，乾隆皇帝到沧州一带巡游。途
经献县，见路边枣树果实累累，他顿时喜
上眉梢，上前摘枣一颗。掰开时金丝闪耀，
吃在口中甘如含蜜，喜言道：“沧州自古草
泽之地，然金丝小枣风味殊佳，如是者鲜
矣？”

屈指算来，到现在金丝小枣的历史已
经有 1400多年了。如今，金丝小枣经过一
代代果农的精心培育，在原来的基础又出
现了很多优良品种。

沧州老俗话

零碎八五

零碎八五形容琐碎不成系统的东

西。比如，“搬个家也挺难的，大件拾掇

拾掇，零碎八五的要么送人，要么卖破

烂儿，就别要了”。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想飞：生活总是由诸多零碎八五的琐
事构成。

秦云峰：我们这儿说“零儿八碎”。

宁津祝华东：我们也说“零儿八碎”。

知微庐主：“零碎”是词根，“八五”是语
缀。

马金铃：这 个 词 相 当 于 鸡 零 狗 碎
吧。

王吉仓：我们说“零碎八股”。

马金铃：我认为核心词就是“零碎”，其
余都是缀词，凑音节用的，用字也没那么严
格。

王维方：鸡零狗碎、一地鸡毛、乱七八
糟、零零散散、零打碎敲，这些应该都是一
个意思。

孙克升：泛指碎而多的。如，“有一次
搬家，我那零碎八五的太多了。剪下来小
报纸片，一半的墨块，带雕刻的破木片
……其中有一纸箱老书、老信件不舍得
扔”。

王海池：我们说“零碎八角”。

曲炳国：昨天听老家人说，也叫“零碎
八辈”，指型号、样式、大小不一的各类零散
物品。

冬东：零碎ba-nao（巴脑）、零敲碎打，
就是一点点儿地干，时间不整装。零儿ba-xi
（巴稀），买菜时零头儿不要了，就说：“零儿
巴稀（或毛儿巴稀）地就算了，不指着这些。”

有守株者：也叫“毛儿巴分”。

马金铃：也说“毛儿八西”，借指小钱。
如，“你就给个整，毛儿八西的零头就不要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