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花，是汝州的一种特色油炸面食小吃，把两三股条状

的面拧在一起，用油炸熟即可，有甜、咸两味之分。麻花金黄

醒目，甘甜爽脆，甜而不腻，口感清新，齿颊留香；好吃不油

腻，多吃亦不上火；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小麻花热量适中，低脂肪，既可休闲品味，又可佐酒伴

茶，是理想的休闲小食品。因其制作简单，食用方便，被历来

的文人墨客大加赞誉。

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曾写有一首赞美麻花的诗———

《寒具诗》：

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后火神庙街贺氏麻花，名气颇大，生意红火。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成路西行，至望嵩路左转，直

行至后火神庙街63号贺氏麻花。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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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竹林话东坡
●李晓伟

汝河南岸，那一片竹林，那一片翠色，与

水相映生辉，是人心如止水的颜色。

远处，似有笛声若有若无地从宋朝传

来，不知名的曲，却牵动人心。

苏东坡与竹，说来话长，就从这片竹林

蔓延开去。

苏东坡与竹有着浓厚的情缘，他的这种

情缘，不仅表现于家乡，也不仅表现于任上，

而表现在他所能看到的所有竹子，包括如今

汝河南岸边的那片东坡竹林。

苏东坡的家乡四川眉山有一个东坡竹

园。园不大，景雅致，专为东坡钟爱竹而建，

在全国都不多见，颇得外地朋友钦羡。

细数东坡与竹最深厚的渊源，莫过那首

《于潜僧绿筠轩》。光看题目，不了解苏轼的

人莫名所以。但一说诗的内容，很多人耳熟

能详：“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

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特别是“不可居无竹”“无竹令人俗”更是口

口相传，成了苏东坡爱竹的代言词。

苏东坡爱上汝州的竹，应该是形势所

致、环境所致、情绪所致。汝河南岸那片竹

林，与苏东坡家乡的那片东坡竹园相仿，葱

葱郁郁，叠云青影，款款摇出七分醉意三分

情趣。放眼之处，萧萧万竿，气宇轩昂，捡一

片竹叶，于嘴角边颤动出悠闲，和着三五鸡

啼、鹅鸣于翠荫溢出声音愈见翠绿悠扬……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苏轼

由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广东英德市）知州。

由定州至岭南数千里，举家远迁，费用浩大，

只好再次到汝州找他的弟弟苏辙（汝州知

州）筹措路费。住了十多天，苏辙带他游了温

泉、龙兴寺、汝河，最后又领他到汝州郏城小

峨眉山游览。

二人站立于山巅，北望嵩岳逶迤，南瞰

汝水如带，脚下两道山梁“峰峦绵亘，状如列

眉”，青山绿水，风景如画，酷似家乡峨眉山。

二人站立于河畔，两岸垂柳依依、蒲苇

藕菱移步换景，交错变幻，诸般美景和水中

倒影悠悠然地随舟倒行，像渐次打开的山水

长卷，叫人目不暇接，迷离遐思，颇有那种

“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意境。

苏东坡放眼望去，河中之岛，星罗棋布，

满目叠翠，郁郁葱葱，点缀影印在明净如镜的

河中。水面烟波浩渺，碧空中几只白鹭徘徊飞

旋，凉风徐来，周身顿觉舒坦无比，一股“天高

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

移步竹园，苏东坡再也不肯挪步。他吟

诵着他的那首《竹》：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

竹。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萧然风雪意，

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故山

今何有，秋雨荒篱菊。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

绿。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他对竹十分偏爱，在他的诗作中，竹诗

比比皆是，不下百首。年轻时，“门前万竿竹，

堂上四库书”抒写抱负；中年时，“疏疏帘外

竹，浏浏竹间雨”转向闲适；老年时，“披衣坐

小阁，散发临修竹”已达超脱……纵观东坡

写竹之变，似乎看到先生对人生的思考，对

世事的感叹。

竹能入列“梅兰竹菊”四君子，可见古人

多好竹。

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郑板

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从

“竹林七贤”到白居易到苏东坡，无一不与竹

有着不解之缘。而真正能有“可使食无肉，不

可居无竹”这种境界的，非东坡莫属。在处理

精神与物质的倾向性选择上，他显然指向了

前者。但他并不因为竹之雅，就排除肉之俗，

能二者得兼，才是真实的苏东坡。所以他又

说：“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好竹连山

觉笋香”，那竹笋烧肉的美味，从汝河岸边飘

向各地，从宋朝飘到现在……

岁月无言，那竹无言。

每根竹子都是直挺挺的，向着天空生长。

阳光透过竹叶，散落下来，星星点点。与竹有

关的，多是些清幽风雅之物。倘若一间酒馆生

在竹林处，赶路的人都会闻香下马。要是禅院

坐落在竹林处，总是会有禅心雅静的人，停留

不去，便有了“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清风扫过竹林，似乎有笛声悠扬的声

音。在人声鼎沸的城市，即便是种了几株竹

子，也是听不见的，风过竹叶的声音，被车马

喧嚣盖住。到了这里，那就是另一般景象。静

下来，会听见很多美妙的声音。苏东坡循着

竹林小路，一路思索，做人当像竹子一样的

挺拔和高风亮节，有一颗空灵通透的心，有

一身风雪压不弯的傲骨。

在竹林里漫步，一切都慢了下来。连说话

的语调也是轻缓些许，脚步自然是慢慢移动

的。竹林深处，有一个古老的石槽，不知道是用

来做什么的。他顽皮地脱了鞋子，赤脚在石槽

上走动，脚底生出的凉意，由下而上，让整个身

子都清凉起来。时间久了，也许觉得脚板太凉，

赶紧盘腿坐在上面，入定，净心，在不自觉中。

尽管这一年，这一刻，他已年逾花甲，政

坛失意，但还有什么烦恼，能挡住他爱竹喜

竹的赤子之心呢？

苏东坡一生对竹情有独钟。食与竹之间

的关系，可上升为物质享受于精神享受之间

的关系。他的笔下，竹与画之间的关系也非

常密切，诗词书画样样精通的东坡，不仅爱

竹而写竹，画竹更是继承与创新齐飞。

说起东坡画竹，绕不开一个人，这便是

苏东坡的表弟，宋朝的画竹高手文同（字与

可）。因共同爱好墨竹，苏东坡与文同常讨论

画竹，感情甚笃。东坡对于画竹的理论，最为

精辟的见解莫过于“画竹必先成竹于胸”。这

也是成语“胸有成竹”的本源出处。苏轼、文

同画墨竹，光大了“湖州竹派”。后世画家，从

元代赵孟頫、顾安到倪瓒、夏昶等，凡写墨

竹，无不受到文同与苏轼的影响。

更厉害的是苏东坡画朱竹开创一派。苏

轼在任杭州通判时，有天坐在公堂，一时兴

起，随手拿起毛笔蘸着朱砂，画了一幅朱竹。

生机勃勃的竹子火红热烈，十分另类。有人

说：世间只有绿竹，哪来的朱竹？他便反问：

我们也用黑墨画竹，世间哪有墨竹？据说由

于他的首创，后来文人画中自成朱竹一脉。

东坡朱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竹石不分家，苏轼善画竹，也擅长画石。

苏轼把自己的作品与文同的比较后指出：

“吾竹虽不及，而石过之。”如今，苏东坡留存

于世的《潇湘竹石图》《枯木竹石图》，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永不磨灭

的魅力。

汝河如练、时光飞逝。近千年的时光悄

然而逝，也许，正是因为苏东坡“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的雅致，才成就了这个葳蕤

了近千年的竹林。

汝河见证了苏东坡在汝州的过往，这片

竹林也记下了他匆匆的脚步。在竹林，像他

一样，修一颗淡静之心，也不枉这片竹子的

清幽之境。世俗的诸多杂事，被抛掷在脑后，

留下的是眼前这一根一根青翠欲滴的竹子，

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竹林里，有人置放了石凳石桌。若是三

五好友，摆上精致的茶具，在清风竹幽中，聊

几句贴己的话，便是夏日午后最惬意的事情

了。而如今，这片占地60余亩竹林正在按照

东坡的意愿打造：一条小径、三座小亭、些许

石桌石凳正在逐步进行建造和安放，让久居

城市的人挣脱坚硬的钢筋水泥，增添一些自

然淳朴之心。

在这片竹林，像苏东坡一样，沾一身清

雅。

彼时，暮色渐浓，他已经分不清竹子与河

水的颜色，满眼翠绿，如兰似麝，生生不息。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