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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的烙馍又叫饼馍，

是一种特色传统面食，据说

已有2000多年历史。做法是

用未发酵的面粉和成柔软的

面团，再用擀面杖擀成厚度

约0.1厘米、直径约30厘米左

右的圆形。然后在鏊子（一块

圆形中间稍微突起的铁板）

上烙熟，即可食用。烙馍，面

粉最好用石磨面，不含任何

添加剂，吃起来筋道有嚼头，

细品余味香甜。

由于烙馍是死面做成，

经热烙后既干又筋，吃时如

果不卷菜，吃一个牙就嚼酸了。俗话说：“烙馍不卷菜，吃着使

劲拽。一个没吃完，大牙都拽坏！”所以一般烙馍都是要卷菜吃

的。大都炒个醋熘绿豆芽、醋熘土豆丝、青椒肉丝、孜然羊肉，

抑或是猪肉炖粉条，都是吃烙馍的好菜，吃起来味道各不相

同。配上一碗小米粥或者玉米粥，拌个黄瓜或者再来一份榨菜

丝，就是一顿很好的中餐或晚餐了。

汝州童谣：

清早起来去上学，没吃早饭心不慌；

买张烙馍卷上菜，吃饱笑着进课堂。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成路向东，至城垣路右转，

过丹阳路，至塔寺街口烙馍卷菜门市；2.市区其他小吃摊位、夜

市均有供应。

高大巍峨古韵悠然的青石牌坊，金光闪

闪的大字“中大街”，流光溢彩的“承流宣

化”，一下子将我从现代化的厂房拉回到了

记忆深处慢悠悠的古巷旧时光里。

安详的老街，古朴的窗棂，清一色的青

砖黛瓦，一切仿佛凝固在明清时代的古郡梦

华里。

记得小时候，中大街是最繁华的街道。

每到快过年时，母亲就会带着我来中大街办

年货。两边的老式青瓦建筑，各色各样的商

品琳琅满目，百货店、布匹店、鞋店一应俱

全，热闹繁华，人声鼎沸，妈妈拉着我的手恐

怕走散。忽然一阵扑鼻的香味袅袅飘来，我

高兴地顺着香气寻找，见西关桥头东北侧摆

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独具特色的锅台，细细一

看，原来是用来支汤锅的竹筒，两头粗，中间

细，养眼又舒心明亮雅致的米黄色。竹筒的

上面是一个特制的大汤锅，汤锅的周围有一

圈10厘米多宽的锅沿。锅沿上满满一圈摆满

了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切成细丝的金黄色

鸡蛋皮、切成细花的碧绿碧绿的香葱、黝黑

透亮的木耳、鲜艳夺目的红辣椒丝、嫩黄嫩

黄的豆腐皮、清新亮丽的小豆角……再看锅

里，不稀不稠的热汤呈酱红色，里面漂着像

小鱼一样鲜滑柔嫩的汝州粉条和蜂窝状的

面筋。

我问妈妈：“这是什么饭啊？”老板一听，

哈哈大笑：“小姑娘，你是第一次来我们中大

街西关桥头吧？这是咱们老汝州最地道的胡

辣汤！”光看这五彩缤纷的配料我就垂涎欲

滴了，妈妈笑着给我买了一碗。老板拿着洁

白的毛巾往手上一擦，麻利地给我盛了一碗

热汤，然后拿着木制长勺顺着锅沿一溜抖

擞，各种各样的配料已进入木勺中，他的手

又一抖，五颜六色的配料就到手中的汤碗

中，他又拿起一个精致的小醋壶，淋上一小

勺香醋，说：“姑娘，好了！”

我接过来迫不及待地吃起来。粥咸淡适

宜，酸酸的、麻麻的、辣辣的，汤汁粘而不沾，

勾兑的面芡稀稠适中，豆角吃起来咔嚓咔嚓

又脆又鲜，鸡蛋皮香酥嫩软，粉条滑溜劲道，

豆腐皮香润耐嚼，面筋软而不腻，越嚼越有

味，清爽可口，素雅简约。不一会儿，一大碗胡

辣汤就见了底，不仅肚子暖融融的，浑身上下

都酣畅淋漓，舒服至极，真是意犹未尽啊！

长大了，读了文友的文章，才知道这胡

辣汤竟和苏辙有很大的渊源。传说，苏辙在

汝州任知州时，那年，正值新麦上市，他让家

厨给他做碗面，家厨用新麦和面，怎奈新麦

子太黏，无法擀出劲道的面条，厨子顺手将

和好的面团扔进水盆里，重新用陈麦面做了

面条。侍奉老爷吃完，家厨觉得面丢了可惜，

就在水里揉搓，意想不到竟揉出了劲道的面

筋。家厨就用揉面筋的面汤和揉出的面筋，

配上一些木耳、金针菇、葱、姜、辣椒给自己

做了一碗汤。

正蹲在门口吃，苏辙闻见香味好奇地

问：“偷偷做了什么好吃的？这么好闻，叫我

也尝尝。”这一尝不要紧，素爱辣的苏辙大呼

好吃，就叫家厨再做一碗。家厨见老爷喜欢，

就别出心裁又另配上生姜、辣椒、胡椒、八

角、肉桂等调料，配上高汤，并加上面筋、豆

腐皮、鸡蛋饼等辅料。苏辙一吃，只觉一股热

流从胸膛之中直散到肌肤毛孔之末，汗出得

淋漓尽致，饭吃得有滋有味，大呼：“好麻好

辣的汤！”因放有胡椒辣椒，从此，这粥就叫

胡辣汤了。

后来，这胡辣汤的做法就在老汝州流传

了下来，后人又根据喜好加入很多时令蔬

菜，并配上汝州的特产粉条，胡辣汤就成了

独具特色的汝州小吃。

这么多年了，每到周末，我都会骑着单

车从城东北穿越整个小城，来到西南角的西

关桥头，远远地就对老板大声喊着：“来一碗

胡辣汤！”

在我的内心深处，老汝州中大街总有一

些传统美食让我迷恋，让我沉醉。虽然它们

是普通的、平民的、简单的，甚至是市井的、

世俗的、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它们在老百

姓的心中永远是最实实在在、最贴心暖胃的

美味。那些朴实无华的味道和天然淳朴的食

物，已经成为一种情感和绵长的记忆，滋润

着汝州人的生活，丰富着平平淡淡但却有滋

有味的烟火人生。

令我留恋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遗存于

此的历史和文化。中大街有个有名的仁义胡

同，位于中大街十字街东约150米路南，介于

中大街与南后街（文峰街）之间。胡同全长

87.9米，宽仅有1.3米。每次走到这里，母亲就

会给我讲仁义胡同的故事。相传清朝的时

候，原本没有胡同，两家为盖房子垒活墙，争

执不下，其中一家修书一封寄给在朝做官的

家人。做官的家人回书一封：“千里修书只为

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

当年秦始皇。”孝顺的孩子们听了很有道理，

垒墙时就让出2尺。另一家一看，人家谦让，

咱也不能争啊，也让出来2尺。这就形成了一

条1米多宽的小胡同。

仁义胡同因谦让而得名，也见证了“争

之不足，让之有余”的道理，更是人们对谦让

美德的崇尚和向往。传说仁义胡同全国有6

处，我们老汝州就有一处，可见我们老汝州

优良的谦让美德源远流长。

记忆深处还有钟楼。小时候和父亲到钟

楼市场卖西瓜，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这里

的菜市场就已经车水马龙了，老汝州一天的

繁华就从钟楼的早市开始了。那时对钟楼几

乎没有了解。直到前段时间市政府拨款对钟

楼进行全面修缮，我才知道原来钟楼竟是一

处古老的文物。钟楼长25米，宽18米，面积

450平方米。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汝州

知州章世麟改建于州署前，系六角重檐攒尖

式建筑，尖上置宝葫芦状饰物，造型古朴，线

条流畅。钟楼内悬大铁钟一口，重9999斤，铸

于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钟楼内铁钟

于解放初期损毁。楼门开于背面，可做戏楼

或群众集会时官员讲话之用，两侧明柱上装

饰木雕飞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老汝州

城内一座标志性建筑。1981年，原临汝县人

民政府拨款重修，1983年5月25日被批为县

级保护单位。

如今，市委、市政府响应百城提质工程

的号召，在建设“汝瓷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

城、豫西南区域性副中心城市”的奋进道路

上，对老汝州这条曾经最繁华最具代表性的

古巷进行改造，在保护中大街传统街区风貌

的基础上，修旧如旧，古色古香，着力将历史

性景观与现代生活有效整合，打造魅力古

城，传承历史文脉。

看着修葺一新的钟楼阁、重铸的大铜

钟，古色古香的老街焕发新的妆容，行走在

中大街的青石路上，漫步在鲜花装扮的花影

秋韵里，忠孝祠、文庙、张绍文故居、红石坊

与青石坊，一个个古老而又具有文化标志的

名字划过脑海，一下子唤起了我浓浓的乡愁

和遥远的记忆，绵远香醇……

孙利芳

提线木偶源于秦汉，兴于元、明、清，是集说、唱、表演、音乐等于一

身的传统戏剧。汝州提线木偶制作的材料主要是纸或较轻的木料。木

偶的形象多是一些动物或历史人物，表演方式采用布景后悬丝表演。

建国后，汝州提线木偶曾一度绝迹。近年来，在小屯镇吴岭村民间老艺

人孙如和弟弟孙占科的努力下，根据其祖先传承的技艺，重新整理，精

心改编，在继承祖先的传统技艺以外，推陈出新，让这一民间技艺观赏

性更强，也使得这项民间技艺发扬光大、重放光芒。

2016年“吴岭提线木偶”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汝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孙如。

刚鑫雨 杜宏伟

凉粉是汝州一种

传统食物，主要原材料

是红薯粉或绿豆粉，将

红薯粉或绿豆粉泡好

搅成糊状，水烧至将

开，加入白矾并倒入锅

中，煮熟后放凉凝结即

成，白色透明，呈水晶

状。然后用刀切成条

状，装在碗里，用酱油、醋、辣椒油拌匀即可食用，清凉爽滑，为

夏季风味食品。凉拌时也可不用刀子切凉粉，而是用一个特制

的圆形的像浅勺般上面布满圆孔的铁皮———锼子一圈圈在凉

粉上盘旋，粉条就从那一个个圆孔中出来了，然后装在碗里，

加上红色的辣椒水、绿的荆芥、麻油、香醋、细盐、大蒜汁等调

料。

凉粉的吃法除凉拌外，还可煎炒食用。煎粉和凉拌相比有

点复杂，那是个手艺活儿，卖煎粉的并不卖凉粉。卖家先将凉

粉切成麻将大小，然后在锅里放上油、盐、葱、姜之类，用文火

将凉粉煎成金黄，香气四溢，让人垂涎。煎炒的凉粉又脆又香，

美味无穷，是汝州城内十分受欢迎的食品，摊前吃客无不吃得

津津有味。有一食客随口吟道：

凉粉真是好东西，凉拌热炒总相宜。

汝州美味不虚传，令人不禁大朵颐。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成路西行，至锦绣路夜市，

有炒凉粉摊位；2.沿广成路西行，至望嵩路左转，直行至汝州

剧院，左转后火神庙街有王记炒凉粉。

2019年的“寒假”比任何一年都长，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节奏。从2020

年1月29日全民宅家开始，从坦然过寒假到元宵节

后“停课不停学”，几个月来，你由最初的积极上网

课，踊跃参与课堂互动，到临近开学一段时间的逃

课、刷课、课堂互动不积极，甚至和同学在手机上聊

一些与课堂毫不相关的事情。这我都能理解，谁无

年少无畏时？

但你要明白，老师网上讲过的内容，等到开学

时，根本不会重讲。况且，你的学校通知返校后就要

进行摸底测试。我突然为你担忧，“你到底在家学进

去了多少？假期中没有好好学，开学后老师的讲课

进度又快，跟不上是不是就要被老师放弃了？”是

的，我对你没有充足的信心。我突然想起疫情期间

那些在山上搭帐篷学习、在村支部借光借网学习的

孩子……条件艰苦，他们无论如何还是要学习。我

知道，你只不过有时管不住自己，玩心大了一点，但

你要明白的是，从电视剧、游戏、聊天中获得愉悦感

的时间恰恰是你们可以抓紧时间查漏补缺，实现弯

道超车的好机会。

5月8日，看着你扛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我在

校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才离开。我希望，开学后的你

首先要有决心，信心，重要的是要有恒心，要坚持不

懈，给自己定一个学习计划，安排好每天的学习任

务，对学习产生兴趣，要认真，刻苦，有钻研精神。其

次，是“光明正大”地好好学习，“幼不学，老何为。玉

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知识是每个人成才

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最

后，一定要让自己成为自律的人，因为自律的人知

道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该做正确的事，自律的人会为

自己的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会为自己的梦想而

持续不断地奋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未来握在你自己手中，

虽说读书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但无数的事实证

明，读书是让你成才的最有效的捷径，也是让你获

得快乐的源泉。幸福不是从天而降，开学了，好好学

习吧你！

陈晶

古街新韵意境悠

烙馍卷菜

凉 粉

吴岭提线木偶

提线木偶表演

收心复学 不负韶华

1984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当时，正处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模式也正处于变革和

争议的初期。石家庄地区是我国北方的粮食高产区，而

正定县特别突出，是河北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

“跨长江”的县，也是有名的“高产穷县”。粮食产量很

高，老百姓却很贫困，甚至吃不饱肚子。实际上，整个石

家庄地区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是正定更具代表性。出现

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当时农村经济受“以粮为纲”的

束缚。那个时候，新华社发过《从“极左”的影响下解放

出来》等文章，主要报道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给农民

更多自主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

他们的生活。这些报道有些是我参与的，有些是分社其

他记者写的，在当时比较有影响。人们由此更加了解

“以粮为纲”的禁锢，导致农村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群

众生活贫困等问题。例如，有很多地方不允许农民种棉

花和瓜果蔬菜，为了保持“粮食高产县”的桂冠，粮食种

植面积说什么也不能降下来；甚至有些地方，农民自己

种了瓜，大队干部还要给犁掉，重新种上粮食。有一篇

文章《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专门批评了这件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化变迁、新旧思想交锋、领

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识亟待转变的时代，我自己对

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就一直寻找农村变革

的典型。有一次，我参加河北省委一个会议，时任石家

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向我介绍了正定县的变化，说来

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思想解放，工作干得不错，很

快改变了正定县的面貌。会后，我专门收集了正定县的

相关材料，发现这个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

产，群众收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却没有掉下来。也就

是说，这个典型的“高产穷县”保持了高产，同时也摘掉

了“穷县”的帽子，发展工副业对粮食产量并没有产生

不利影响。我眼前一亮，决定抽时间到正定一探究竟。

于是，通过正定县通讯组长高培琦与习近平同志约好

时间，就直接跑到正定去了。

采访组：您到正定的这次采访，是第一次见到习近
平同志吧？初次见面，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赵德润：那天是1984年4月17日，正定离石家庄很

近，路上没用多少时间，我很快就到了县里，见到了习

近平同志。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时间不长，习近平同志

介绍了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城乡经

济发展概况，他建议我先下去看一看。正定所有的乡

镇、村庄、农户随便看，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好的差的都

看看。看的过程中，可以随机找人谈话，了解真实情况，

回来再细谈。 （未完待续） 汝州·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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