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非遗 民 间 故 事

天熊山养蚕坡中有块几十亩平坦的林地，叫封王坪。坪中

古时有座封王台。为啥大山之中有封王台，这还得从太昊伏羲

和女娲时期说起。

很久前，太昊伏羲和始祖母女娲，在大峪地区的大鸿寨

和天熊山生活时，最初住的是山洞或石坎。后来，女娲辅佐

伏羲在这里造屋棚、养畜禽、造文字、制甲历。教人养蚕缫

丝，或用兽皮葛麻等制衣做帽，以鹿皮为礼，实行族外通婚

制。女娲还做笙簧、烧陶器、做木轿，用于接送老弱病残和新

婚嫁娶。传说石人头上得三顶轿，就是女娲制造的。锣鼓山

的锣鼓洞，就是女娲创建乐队的住宿地。鹳顶山就是女娲驯

养鹳鸟捕鱼的饲养地。蜜蜡山是女娲教人养蜂治病的试验

地。女娲在汝河以北培养了大鸿氏、葛天氏、二鸿氏、祝融

氏、风王氏等部落的骨干力量。伏羲便在封王坪这里生活及

筑起高台，除了把女娲封于汝河以北做首领外，其他骨干人

员到中原早已选好的地区安家落户。伏羲也决定到密县淮

阳去安家。临别，女娲举行了欢送大会，挑选最好的精干人

员，带上生产工具和家禽家畜及一些衣物和本族图腾“龙”

图，让她的金凤凰和龙马，把新官和他的部下送往新选之

地。

后来，天皇伏羲在淮阳不幸去世。中原各部落首领又回到天

熊山封王坪，大家一致推举女娲登上封王台，让女娲当中原各部

落总首领，扛上“龙”的图腾大旗，率领中原华夏民族继续奋斗。这

就是史书上说的伏羲去世后，中原各部落一致推举女娲为“皇”，

统领中原的那段历史故事。

讲述者：王化堂
整理者：樊忠义

皮影戏，旧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

烛或燃烧的酒精等光源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

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

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

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

土气息。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据史书

记载，皮影戏始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元代时

期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汝州马家皮影的影人制作和精湛的演出操纵技

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马家第一代

高祖父马百义十九世纪初学习皮影制作以及操纵表

演开始，五代秉承，马家皮影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

几经风雨和劫难。清朝末年，社会动荡，这项技艺几

乎面临失传，为传承皮影艺术，马家皮影也先后从汝

州迁往安阳、灵宝、信阳等地，最后又回到汝州，才得

以传承至今。马家皮影的音乐唱腔风格与韵律都吸

收了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音乐体系的精华，从

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家皮影表现形式。

2018年“汝州马家皮影”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

为第五批汝州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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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杨楼锅贴馍俗称“牛舌头馍”，是地道的汝州特产。

制作方式都是以纯手工制作、铁锅烧煤烘烤而成。

据传，宋代杨六郎（杨延昭）充军发配到汝州监酒，其间

见当地百姓制作此馍工艺独到，将馍贴入锅边，锅底兑水，

蒸烤结合，熟后喷香味美，焦黄鲜亮，底酥层多，筋道爽口，

因此杨六郎将这种馍命名为锅贴馍。

早期传统烤制工艺复杂，效益低廉，烟熏火燎，卫生条

件差。此后由汝州蔡记几经多次实验改进，研制出无烟

火、无污染、纯环保的锅贴馍专业蒸烤锅。在传统烤制工

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纯手工制作，传统调料秘方，

纯老酵头发面。熟后秋冬可存放4—7天，春夏可存放2—4

天不变味。

汝州民谣：

杨楼锅贴馍，看着像牛舌。

吃了谁不夸：天下第一馍！

寻味线路：从市区向西（或向南）至杨楼镇十字路口，有
杨楼锅贴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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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

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胜

利地揭开了伟大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策应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党中央决定陈谢兵团

渡河南下，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革命根据

地。陈谢兵团辖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我当

时任晋冀鲁豫太行四专署副专员。这次渡河

南下，我担任太行三、四专区参战民兵、民工

的总指挥，三、四专区参战民工有1万多人。

三分区武委会武装部长李荣、四分区武委会

武装部长刘玉更担任副总指挥。我们的任务

是随陈谢兵团九纵队进军，九纵打到哪里我

们就跟到哪里，除配合主力作战外，搞好后

勤支援工作。

1947年8月10日我们开始出发，经过博

爱县城，越过济源县的王屋山，到达了大队

集结的黄河渡口。在船只缺少的情况下，我

们克服困难，强渡过河，追上了主力部队，继

续前进。我们途经刚被我军攻克的新安县

城，涉过河水猛涨的洛河，穿过尚未解放的

宜阳城西郊、临汝县南端的寄料街，翻山越

岭，到达鲁山县的背孜街。经过多天来的艰

苦急行军，这才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机会。

陈谢兵团自8月下旬渡河南下挺进豫西

以来，正逢雨季，我们经常是冒着暴风雨，沿

着泥泞的山间小道前进，有时夜间也要赶

路。那时我虽有马乘，因为长时间的艰苦急

行军，仍感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而我们那

些荷枪实弹的战士和肩挑弹药的民工，在这

种恶劣的气候中夜行军，从来就听不到谁有

什么怨言、牢骚。

我们刚到豫西时，沿途农村的群众是不

了解我们的。他们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上豪

绅恶霸的欺骗宣传，害怕共产党、害怕解放

军，他们在山头上放瞭望哨，一见我们部队

就大声呼喊，让他们村里人赶快往山里跑。

我们进了村往往除鸡狗之外，连个人影也找

不到。如果赶到当地群众做饭的时间，他们

会不顾饥饿，放下锅里刚做熟的热腾腾的饭

菜，一家人全跑光。但是，由于我们的部队和

民兵、民工，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而且对群众态度和蔼亲善，使群众

深受感动，认识到解放军是好军队，是人民

的子弟兵。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欺骗宣传很快

就被揭穿了。我们的军队、民兵、民工所到之

处，广大群众无不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

1947年10月的一天下午，秦基伟司令员

在九纵司令部临时驻地宝丰县大营镇接见

我。他说：“前委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开始建

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辟豫陕

鄂新解放区，由你任临汝附近几个县的专

员。”他又接着问我：“现在你带有多少干

部？”我说：只有一个，是带民兵、民工参战的

温县县委宣传部长王武烈。秦司令员说：由

他来任临汝县县长。这时我主动问秦司令

员：留不留一些队伍协助我们开辟这一带的

工作？他说：“现在部队作战任务很大，给你

们留不下队伍，靠你们自己去闯吧！”第二天

天刚亮，我和警卫员、马夫便西行，返回我们

的驻地临汝县城西南约20公里的小村和尚

庙。当时我和王武烈身边连警卫员、马夫、民

兵一共只有19个人。当天下午我们就一齐到

和尚庙村北边的大程村，集合群众开大会。

会上我作了自我介绍，又介绍了王武烈同

志。然后，我简要地宣传了我党我军对于新

解放区的政策。当时我们想快点组织起以贫

雇农为核心的农会，再建立一支地方武装，

使我们在新区很快站住脚。所以，会后我们

的同志便带领参加会议的群众到该村几户

恶霸地主家里，分了他们的粮食和浮财。那

时我们这种很“左”的行动，名之曰：“走马点

火，遍地冒烟”。当时我们还向群众宣布：我

们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就驻在你们村南的

和尚庙，你们有什么冤枉，就到那里去找政

府，我们给你们作主。

在我们驻和尚庙村的前几天，也是按照

在大程村的做法，到附近大村开大会，带领

群众分恶霸地主的粮食和浮财。这种做法只

是群众中少数勇敢分子或个别土匪小头目

敢于和我们接近，给我们提供一些当地的情

况。这些人之所以敢于和我们接近，与陈赓

将军指挥的部队强大军威有极大的关系。而

大多数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开始驻在小

村和尚庙是为了村小便于警戒。在我们已经

打起了专员、县长的名义后，更不好马上离

开该村。不过当时我们认为那一带隐蔽的敌

人地方团队，一时还摸不清我们的实力，所

以在前三、四天的夜间我们仅派一两个人放

哨，其他的人都去睡觉。几天后，估计敌人可

能摸清了我们的情况，就采取每天拂晓前离

开村子到三、四里以外的地方，防止敌人对

我们包围袭击。在和尚庙村驻有十二、三天

后，就转移到临汝靠近鲁山县境的隆兴观

（今寄料镇观上村）去了。隆兴观有一个拥有

武装的恶霸地主（注：王景元），全家都逃往

大城市去了，我们就驻在他那所修有高墙炮

楼的宅子里。此后，前来和我们接头的、提供

情况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在不长的一段时

间，我们就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还

在隆兴观附近的村子，发动起反霸斗争。当

时我们开支的经费主要靠隆兴观南面寄料

街小煤窑卖煤的收入。现在看来，当时的作

法是违反党的新区政策的。我们驻在隆兴观

约20多天的时间里，九纵司令部同我们暂时

失掉了联系。纵队首长非常关心我们，派出2

名战士去临汝县附近寻找我们，不幸的是，

那2名战士夜宿大营镇时遭到敌人暗害而牺

牲。纵队首长听说两位战士被害的消息后，

又派出一位队列科长带领着全副武装的一

个班找我们，最后终于在隆兴观见到了我

们。接上头后，队列科长传达纵队首长的指

示，让我们和他一起回宝丰县。当我们到达

宝丰城南的马街时，纵队司令部因有战斗任

务已经离开，只有政治部还没有走。于是，我

见了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相互介绍了一些情

况。为了宣传党的政策，谷主任让我以专员

的名义起草一个布告，起草后经谷主任修

改，交当地石印厂印刷。同时尽快刻制了“豫

陕鄂边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的印章。布告

印好后，在临汝、宝丰、鲁山等县到处张贴，

使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得到广泛的宣传。

1947年11月中旬，九纵司令部驻扎在宝

丰城东街的福音堂。我随九纵政治部也到了

宝丰。秦基伟司令员等纵队首长，研究建立

豫陕鄂五专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确定了领导

成员，地委书记由纵队政治部的敌工部长张

衍担任，司令员由三旅（九纵下辖二十五、二

十六、二十七三个旅，这里说的三旅是二十

七旅———编者）副旅长黄以仁担任，副司令

员由牛子龙担任，我任专员。时隔不久，前委

为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决定由四纵、九

纵各旅帮助地方建一个分区。我们所在的五

分区由九纵一旅（即二十五旅———编者）担

任。这时地委书记是一旅政治委员冷裕光，

军分区司令员是一旅旅长蔡爱卿，专员还是

我，增加了一个副专员李尧如，他是禹县的

一位民主人士。当时确定五专区辖临汝、宝

丰、郏县、禹县、鲁山、襄城等六县。俟后不

久，以随军南下的干部为骨干，把临汝、宝

丰、鲁山、郏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配齐了。我

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临汝县委书记王云

清、县长王武烈；鲁山县委书记戴云程、县长

李涵若；宝丰县委书记任瑞廷、县长黄明；郏

县、禹县、襄城的干部记不清了。1948年2月

间，地委又增加了两位副书记，一个是张健

民，一个是李庆伟。

刘梅，男，汉族，1910年出生，河南省清

丰县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

联大学习。1938年3月参加革命。先后任山西

省潞城抗日县长、太行区行政干校校长、晋

冀鲁豫太行四专署副专员等职。1947年11

月，任豫陕鄂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领导

并组建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和临汝县人

民民主政府，为汝州及豫西地区的彻底解放

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刘梅任山西

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省委党校副校长。

1957年3月任山西省五台县委第一书记。

1959年任山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75年至1983年任太原工学院党委书记、院

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代表。2007年1月16日因病去世。文章撰

写于1986年。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我在豫陕鄂五专署的一些回忆
●刘梅

汝州

浆面条是汝州的传统名

吃。是以绿豆浆发酵制作面浆，

经特殊工艺而成的面条。汝州

浆面条，既经济，又可口，是汝

州人普遍喜食的一种风味小

吃。

做浆面条最重要的就是打

浆了，浆常用的是绿豆浆和面

浆（其它有红薯浆等，这必须得

等到季节才有），而最好吃的是

绿豆浆，家庭最常用的是面浆。

做浆过程其实就是发酵，放入

发酵物，充入适量的水，放入少

许曲，然后放置24—48个小时，

等发酵物溶解或者浆味很醇厚

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面条是普通的面条，当然

有讲究的人非手工面不吃的。

煮面条的水中必须调和成稠稠

的面汤，然后放入适量的浆，多

少以个人口味定夺，喜酸的就

多放一些了。然后等面汤滚了

后，放入面条煮，等面条8成熟

时要放入事先炒好的配菜，比

如小白菜、青菜等等，不要炒的

太熟了，也不要放入锅中太早，

否则等面条熟了就没有菜的味

道了。煮面不需要太长时间，大

概15分钟也就好了。起锅前要

放入盐、拍碎的大蒜、葱花（喜

欢吃韭菜的也可放入少量）、花

椒粉少许，还有最关键的味精！

记住，这道饭千万别放酱油，破

坏颜色。

还要放入调制好的咸花

生豆（可夹杂一些青豆）和芹

菜段（用热水过一次，去掉涩

味就可以了）。喜欢吃辣一点

的有三种选择，一是大蒜瓣生

啃，二是辣椒油搅拌，三是韭

花辣子酱，这尤以韭花辣子酱

为最佳了！

有游客吟一顺口溜道：

汝州浆面条，喝着就是好。

来了不想走，此味哪里找？

寻味线路：市区各小吃摊

点、夜市以及宾馆均有浆面条

供应。

浆面条

杨楼锅贴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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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王台的传说

“近平同志把人民看得很重，人民也把
他看得很重”

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从县情

谈到国情，从经济发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从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话题虽然广

泛，却始终围绕着如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

采访对象：赵德润，1946年生。担任新华社记者

期间，曾采访习近平同志写成通讯《正定翻身记》，发

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上。2009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德润同志，您1984年采访习近平同志

的报道《正定翻身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也是

他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出现。可以说，这篇报

道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赵德润：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委书记近平同志

带领人民改写了“高产穷县”的历史，我有幸见证并

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一直不知道这篇报道是“第一

次”。十八大之后，《人民日报》推出一个重点报

道———《七常委与(人民日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

个报道把每一位常委第一次被《人民日报》报道和署

名文章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情况做了梳理。

我后来得知，发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二版

的通讯《正定翻身记》，是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

在《人民日报》上。而习近平同志署名文章《中青年干

部要尊老》同年12月7日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1984年这一年，习近平同志两次上《人民日报》，这也

正是他在正定干得风生水起的一年。

采访组：1984年您到正定采访，是上级派给您的

任务吗？

赵德润：不是。一般说来，记者采写文章，有“规

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正定翻身记》这一篇不

是“规定动作”，不是谁派的任务，而是我的“自选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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