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八大碗

老汝州的素胡辣汤，别有一番滋味。名气大的，当属

中大街西关桥头的“胡老四传统胡辣汤店”、群艺馆北侧

老电影院的“老丁胡辣汤店”、南关桥头的“老字号传统

辣汤店”、东关桥头的“亚平胡辣汤”。“胡老四传统胡辣

汤店”的素胡辣汤，已申报为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素胡辣汤所用原料为豆腐丝、豆角、鸡蛋饼丝、辣椒

丝、葱花、胡椒粉、粉条、花生米、面筋，对原料、香料配比

严格，食材加工考究、味道清醇，因颜色浅，无色素添加之

虞。食用时添加红醋或陈醋，入口爽滑，味道清淡醇厚，食

用后有沁人心脾之感。

每天清晨，老汝州人或来汝州出差的外地人，到街上

热腾腾的胡辣汤锅前，看着锅沿上堆簇着炸得金黄的鸡

蛋丝、墨绿的豆角段、鲜红的辣椒丝、外黄内白的豆腐丝、

白中透绿的葱丝……在蒸腾热气的衬托下，简直是一幅

绝好的水彩画，哪个不馋涎欲滴？若是舀一碗热汤，捏几

撮菜，最好放一小勺醋，这一碗酸辣爽口的胡辣汤将令人

终身难忘。

所以汝州有顺口溜说：“到老汝州不喝素胡辣汤，到

头来叫你悔断肠！”曾有作家来汝州，喝完素胡辣汤，随口

笑吟道：

汝州胡辣汤，色清味又香。

一碗穿肠过，谁还思故乡？

寻味线路：
从市标出发。1.沿广育路南行，过老二门街至十字街

直行，至南关桥头素胡辣汤店；2.沿广成路西行，至洗耳路

左转，直行至中大街482号，即到西关桥头胡老四胡辣汤

店；3.沿广成路西行，至望嵩路左转，直行至中大街，再向

南200米右转至老电影院老丁胡辣汤；4.沿广成路东行，至

城垣路右转，直行至中大街牌坊，即到东关桥头亚平胡辣

汤店。

八大碗,顾名思义,就是8种菜品。汝州八大碗是以独特的农

家口味，使用本地的食材，经过扒、焖、酱、烧、炖、炒、蒸、熘制作

出八道菜，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酥烂柔软，汤鲜味醇。“八大碗”

是我国民间饮食文化的一枝奇葩,不少地方都有,且因地方文化

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八道菜分别是：大碗酥肉、扣碗方肉、红条子

肉、荷叶粉蒸肉、烩丸子、海带豆腐菜、喜庆八宝饭、大拌菜。随着

群众生活的提高，经过反复研究，汝州八大碗摸索出一套独特的

制作工艺。历经的传承人按照严格的程序和工艺。其技艺主要在

选料、刀工、火候的掌控以及配料的选择上下功夫，由此制作的

菜品独具特色。汝州八大碗结合汝州人的饮食特点，荤素搭配，

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历经百年的传统饮食，以上等的口碑形成

了当地风格的土菜系列，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很好的印象地位，

形成了汝州传统的饮食品牌。

2017年“汝州八大碗”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汝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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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寇纠集五、六万兵力发

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豫西洛

阳和偃师、孟津、新安、渑池、宜阳、洛宁、

临汝等十几座县城相继沦陷。7月，党中央

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授命皮定

均、徐子荣组织“豫西抗日先遣队”南下豫

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和组织豫

西人民抗日。皮定均任支队司令员、方升

普任副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同时还成

立了豫西工作队，负责豫西的政权建设。

豫西工作队，是从晋察冀边区干部中

挑选出30多名河南籍干部组成的。我原在

太行一分区工作，也被抽调到这个队工

作。为了及早深入敌后，和地方党组织取

得联系，接应部队渡河，工作队的同志就

化整为零，化装成小商小贩，深入敌后，活

动在洛阳、偃师、孟津、伊川一带。因为我

家住在西峡县，离这里较远，由工作队的

鲁嵩同志，把我介绍到新安县新都村他姐

丈家（他姐丈姓王）隐蔽下来，为了掩人耳

目，说我是国民党十五军的流散人员。当

时，我化装成卖花生、食盐、纸烟、糖果等

的小摊贩，游乡串户，到处叫卖，以便和地

下党取得联系。

1944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帮

助群众刨红薯，忽然见到咱们部队从黄河

北岸过来了，我立即把工具送回去，担起

挑子追赶部队去了。从新安、洛宁、宜阳、

伊川到临汝一直往前追赶，也没追上。以

后我打听到部队往嵩山一带去了，我就又

到巩县，到了偃师的佛光峪才和皮、徐首

长见了面。我们研究决定把潜伏下来的豫

西工作队的同志收拢起来，发动群众，迅

速建立地方政权。于是，我们先在密县的

五支岭建立起中共密县县委和抗日县政

府，我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时间不

长我又到十九支队、巩县等地工作。1945年

6月，组织上把我调到临汝，当时我是接替

党峰同志任县委书记职务的。因为形势变

化，我们俩没有来得及见面，他就离开临

汝走了。皮徐支队建立的党组织叫豫西地

委，也叫一地委，主要负责人是徐子荣、史

向生、皮定均。一地委下设嵩山区和箕山

区两个工委。登封、临汝属箕山区，工委书

记是一支队三十五团的政委马毅芝同志，

工委驻在登封的白栗坪。临汝县委和政府

设在距白栗坪很近的大峪店。大峪店这个

地方周围都是土匪、地主武装和日伪势

力。南边有土匪焦道生、黄万镒；西边有地

主武装梁小舟；北边有土顽杨香亭；东边

有日伪席子猷。临汝县抗日政府当时有大

峪店及和沟2个区。县里的组成人员，我任

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林野平任县长兼

独立团团长，陈其双任副团长。那时我们

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武装力量。

1945年6月，我到临汝的前几天，一时

归顺我们的地主武装梁小舟公然叛变了。

我在大峪的3个多月时间，整天和梁小舟

打来打去。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开辟扩大

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跟土顽打。梁

小舟盘踞的袁窑村，南边有一个山寨，为

梁家所筑，名曰袁窑寨。我们配合一支队

三十五团的兵力，把袁窑村攻开了。梁小

舟带领一部分顽固分子，聚集在袁窑寨上

和我们长期对抗。我们正准备攻打袁窑寨

的时候，河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来了，他

提出：“不能把寨子硬攻下来，倘若硬攻咱

们会有多大伤亡呢？”在场的谁也回答不

上来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敌人占领居高

临下的有利地势，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一

定会很大的。”因此，我们只把袁窑村打开

之后，就不再打他的寨子了。

当时，有一个区干队，一个队长叫秦

光善，另一个队长叫王天一。秦光善后来

随军南下，我在桐柏还见到了他。

1945年6月，我到大峪店以后，日本鬼

子就再也没有侵入过大峪这块根据地。到

8月15日日本鬼子就无条件投降了。我记

得有一天，到离东白栗坪18里的一个村子

工作，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天上一个小白

点，并听见“隆！隆！隆！”的响声，才知道

是美国的战斗机，到白栗坪后，就听到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

我们在大峪期间，任务有四条：一是

扩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二是搞减租减息；

三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四是筹集给养，

支援我们的队伍。

当时大峪西边的梁小舟叛变了，南边

的焦道生、黄万镒和咱们没有直接关系，

尤其黄万镒这个人很坏。我到大峪后，去

找地主李汉臣，动员他交出一支20响的手

枪，也算表示对我们抗日的支持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临汝和登封

的一部分合并，成立登临县政府，孟庆彦

同志是县委书记，我是县长，时间很短，没

有开过会，有事我们俩一商量就可以了。

我们是1945年10月10日“双十谈判”结

束后，因国共双方在谈判中商定黄河以南

有8个根据地叫咱们撤出，豫西就是其中

之一。我们撤出以后，南下打下了桐柏、光

山等地，在豫南桐柏和鄂北与我军会合。

1946年国民党调动兵力围剿我们，我们就

组织突围。组织上叫我化装打扮成商人，

穿上大褂，利用关系搞了一张国民党的通

行证，坐火车到郑州，而后到临沂华东军

区，由华东军区派两辆大卡车，把我们一

批干部送到烟台。

（该文根据1983年3月29日，封中斌来

汝州时的座谈录音整理而成）

（文章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

供）

我在临汝大峪根据地的回忆
●封中斌

汝州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每座城市都

有每座城市的滋味。舌尖上的世界，深邃又简单，

含蓄又直接。用美食诠释一个城市本不易，何况

人文如此厚重的汝州？真正理解这座千年古城的

味道，更难。

都只说众口难调，谁又知个中滋味？

味蕾带队，乡愁组团。寻常巷陌中，我们试

图抢救风味小吃，探秘绝世佳肴，寻萝卜白菜的

归宿，寻柴米油盐的艺术，寻地大之物阜，寻厨

艺之提炼，自寓谓“寻味行动”。

味道，沿着历史脚步，沿着文化传承，沿着

汝河汤汤，沿着茶马古道，沿着大街小巷，浸润

着、洋溢着，向前行走。

汝州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100

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湾原始部

落里，茹毛饮血的祖先，偶遇山火点燃，终于吃

到烧焦的熟食，如此兴奋狂欢，如此津津有味。

怎不说是人类得到的第一只原汁原味的烧烤？

从果腹到美味的跨越，何等伟大！何等进步！我

们想象，那该是汝滋汝味的最初。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本。“吃喝”乃食事，

向来无小事。描写汝州民间疾苦的《诗经·汝

坟》，早已传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

怆然叹息；黄帝问道广成子，在汝州崆峒山上问

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佐五谷，以养民人”的

“至道之精”；神汤温泉引来十帝三妃沐浴游玩，

哪个不是锦衣玉食？王莽撵刘秀，人困马乏、饥

饿难耐之时，总有布衣救急，哪怕是一个黑窝

头；唐代汝州人孟诜，集学者、医学家、饮食学家

为一身，撰著世界上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

草》，被誉为世界食疗学鼻祖，汝州也因此成为

名副其实的养生之地；炉火连天的汝河两岸，汗

流浃背的制瓷工匠们，一直守候在窑炉旁，总是

忘记送来的饭菜香；甩跷登台演出的前夜，排练

节目的汝州曲子玩友，早已饥肠辘辘，时刻惦记

着师娘送来的美味夜宵。

文化亟待传承，美食贵在精心。选一地儿，

支一锅，添一把民俗，舀一瓢情怀，切一段历史，

撒一层文化，用心熬制、用爱搅拌，少时，即可散

发出幸福的味道。

谁知道死面锅盔为啥不“死”？

谁知道瓷圪垱馍为啥不“瓷”？

谁知涮汝州粉皮最多旋几旋？

谁知“汝州三明治”有几层？

谁知汝州八大碗究竟几热几凉？

从饮食制作技艺的申遗，到百年老字号的

传承，记忆中的美食总是千滋百味。探寻之旅，

酸甜苦辣，百味尽尝，只一人带路，便可闻香止

步，知味停车。于是，我们多了一层对食材

配料的敬重感，浓了一分对锅碗瓢盆的仪

式感。

如果说，汝州人的一天是从豆浆油

条开始的，那么，汝州人的生活，就像一

碗豆沫或胡辣汤，辣麻、醇香、丰富、

滋养。寻上寻下，拍来拍去，最终我

们发现，褪去繁华，无视饕餮，只要

入滋入味，粗茶淡饭也是人间美味。

《汝滋汝味》，用风味小吃、特色

美食、家常饭菜、节日饮食、待客菜

谱、美食广场七个板块100多道花色

菜谱，讲述美食故事，传承饮食文

化，品鉴汝州味道。

致敬美食，谨此以飨。

汝州美味最滋养

汝州风味小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多达数

十个品种。这些小吃有荤有素，甜咸俱有，形态各

异。发展至今，风味小吃成为汝州美食文化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而且小吃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另外

一种涵意。虽然一样是讲究采用当地新鲜的食材，

但是制作方法繁复、做工讲究，比讲究填饱肚子的

主餐更为繁琐，已经成为一种汝州的饮食文化，绝

非只是在三餐之间填饱肚子的层次了。

汝州风味小吃的不断发展，代表着汝州人文

化生活的精致化。随着经济发展，人类生活水平提

高，吃在日常生活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再加上工

作紧张，人们开始厌弃正餐而青睐小吃。因为小吃

不必讲究礼仪，可随时方便地解决饥饿问题。如

今，汝州城内无论早上和晚上，所有小吃店都人满

为患，人们或全家出动，或几个朋友一道，或个人

独行，把早、晚的“餐桌”移到街上，既品尝美味，又

一饱空腹，乐在其中。

风
味
小
吃

老汝州的素胡辣汤

汇报当中，其

他的县委书记谈

得比较常规：是怎

么做的，怎么发展

的，优缺点是什

么，还有自我批评

等内容。习近平同

志的汇报则与别

人明显不同，他在

谈正定县的发展

思路时，体现出的

是一种大局观，一

种深远的战略眼

光。他从一个小县

城的发展，谈到中

国的人才战略、资源战略，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人口

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兴

亡的关键。而且，他还谈到，北方传统农业地区，要重点

促进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因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

商不活”，只有三者并举，均衡发展，才能全方位适应发

展的需求。再一个，习近平同志还提到了地区发展要有

长远规划，提到了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提到了要有“工农

联盟”的思想等等。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让与会人员

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

年轻人思路很清晰，很有创造力，很有思想。

散会以后，我和尉健行副部长交换意见，我说：“习

近平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有这么长远的

战略眼光，这可是一个栋梁之材!”

尉健行同志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那你就写个简

报吧。”

我在给胡耀邦同志的简报中写道：“我们召集了十

多个县委书记，大家都谈得比较具体，特别是其中有一

个讲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有‘工农联盟’的思想。我们

感觉到他是个栋梁之材。”胡耀邦看了简报之后，在“栋

梁之材”下面画了三条横线，这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后

来向我透露的。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

是栋梁之材。这个栋梁之材，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

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后来，中央决定把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建厦门这个改

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去锻炼。临行那天，我送他上飞机。

在机场，我作为中组部的同志，和他谈了话，希望他到了

福建厦门，要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要扎实，等等。

习近平同志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我说：“这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组织上只是给

你创造工作的条件。”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也去看过他。后来，

他调到宁德以后，我和福建的两个同志也一起去看过

他。

采访组：请您就当时的考察和这么多年对习近平同

志的了解，谈一谈他的工作特点、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反

映出来的素质和品格。

何载：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

是勤学加实干。我去过正定好几次，每次去他办公室，

都看到桌子上摆着大量书籍、报刊，有马列主义著作，

有毛泽东思想著作，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总是堆得

满满的。他平日里都是博览群书，一有时间就抽空加紧

学习。

习近平同志也非常善于向老同志学习，我认识的

很多老同志和他都是好朋友，无论北京的，还是地方上

的，习近平同志都经常和他们谈心，向他们请教一些问

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工作提供参考，从不自以

为是。此外，青年干部们对他也都很熟悉，反映他非常

善于和大家交流，从同志们身上取长补短、开拓思路。

通过不断学习，习近平同志处理工作上的问题越来

越得心应手。他工作上踏踏实实，也注意总结经验，上

升为理论认识。他自己写的书，题目都是他自己出的。

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工作，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他

都了解得非常细致。

比如《摆脱贫困》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就很感动。这

本书是他在福建宁德的调查，里面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他

自己写的，其中还有一两篇记者的采访稿。没有学问，

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没有丰富的工作实践，更写不出这

样的文章。

善于学习，是干好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领导干部

需要具有综合素质，对一个地区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

都要熟悉和掌握。而习近平同志不仅是熟悉和掌握，关

键是他“干一行，学一行，成功一行”。他在正定先抓农

业，农业上去了；抓工业，工业上去了；抓文化教育，文

化教育也上去了；管党建和干部，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地

调动起来了。

（未完待续）

汝州·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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