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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家常滋味的

人，这一点我是越来越肯定的。

这里所说的家常饭，不是刻意渲染那

些吃货们所要求的无肉不欢的家常，而是

实实在在萝卜白菜之类的那一种朴素的家

常。以至于情愿一日三餐稀饭豆芽大蒸馍

等等，当然，有油馍更下饭。

在中原，尤其是汝州，各种馍是餐桌上

的一霸。现在大街小巷、商场超市里各种馍都

能买到，且价格也十分平易近人。即便有一些

馍搁以前并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比如烙油

馍。但如今满大街的小吃店都有卖，很轻易就

能让人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地吃上一块。

烙馍，顾名思义就是在鏊子上烙成的。

鏊子大多是铸铁的，近年来也有了熟铁和

铝合金做成的，用法也大致相同。特别是电

饼铛的出现，更是让烙馍唾手可得。鏊子不

大，直径一尺二寸左右，烙馍随着鏊子走，

直径也就一尺左右了。

所谓烙馍，主要在“烙”，同时制造烙馍

要两道技术关要过，一是“擀”，二是“翻”。

烙：标准话念烙（lào），但汝州人念烙

luò（落）。无论是念luò或是念lào，意思

均为用器物烫熨，也表示把面食放在烧热

的铛或锅上加热使熟。

“擀”要擀得薄、匀、圆。烙馍多用白面

为原料，少有掺有杂面。先将面调水和得软

硬适中，最好让面“醒”一会儿。面和得硬

了，擀起来较难；和得太软了，擀好了也会

变形，所以和好面是擀的第一步。将和好、

“醒”好的面分成单个面剂儿，然后用特制

的小擀面杖擀，擀的又大又圆又匀且薄。

记得以前外婆烙油馍时，会在水里

加点盐，在案板上把面堆扒出一个小坑，

一点点添水，直到把面和成很软的面团，

然后将面团用擀面杖擀开，折一次抹一

层油。面团起粘的话，就稍微撒点面噗，

然后撒上葱花。如果之前盐放的少，擀面

时可以再均匀地撒上一点。擀面时能把

一个面剂儿擀得很薄很薄，然后抹上一

层油，撒些葱花儿，再折叠起来再擀薄。

就这样擀擀折折，直到圆润光洁，这样做

出来的就有层次了。

鏊子烧热后，外婆会把鏊子上表面擦

得一尘不染，再抹上一遍油，接着才把擀好

的馍坯放在鏊子上，中途要不断地用翻馍

批儿翻动和转动。把馍烙到五成熟时最为

关键，这时的火苗不能太大，还要在鏊子表

面再均匀抹一遍油。一只手按压在馍的中

间，并慢慢地拨动旋转，另一只手操动翻馍

批儿从馍的边沿向中心掬压，一圈又一圈

……薄薄的就油馍被掬松了。最后烙熟的

油馍要从鏊子上小心地托下，轻轻地放在

盛馍筐儿内。

外婆烙的油馍，最大的特点是食用时

用手捏住馍边提起轻轻一抖动，整个油馍

马上散成一层儿一层儿，又软又细又均匀。

馍里面散出的热气掺着葱花儿和芝麻油的

香味升腾起来，弥漫了整个屋子，不等油馍

入口就已经把人给“香”晕了。

性急的孩子们不等大人把烙馍切开，

撕下一块撒丫子就跑，边跑边往嘴里塞。

最为好吃的，是两面焦皮中间那柔软

的馍心。入口柔若棉花，若有若无，若隐若

现。用牙齿轻轻咬开，面香油香葱花香合为

一体在口腔弥漫，那滋味，啧啧。

这是烙油馍。若是烙饼馍，则是另一种

做法。

和好的面不放油也不放盐，擀好后放

在鏊子烙熟即可。烙饼馍的火候是很关键

的，火旺容易糊，火小烙的不香。热热烫手

的烙馍，卷上几根葱、几根咸菜，或是抹上

面酱，便是很不错的主食了。

饼馍不耐吃，下得快，一张一张总是吃

不够。若一家人口多，则需要烙出一大摞才

够吃一顿。所以，烙饼馍一个人是忙不过来

的，需要有人帮忙。卷起饼馍，那柔韧的口

感、脆爽的大葱咸菜、满满一包的菜香，常

常让人在回味无穷中想起自己的家和记忆

中的亲人。

据传，烙馍是由秦汉时的“白饼”演

变发展而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宋

代《东京梦华录》中有“荷叶饼”的记载。

据清代《调鼎集》记载：“薄饼：秦人制小

锡罐，装饼三十张，每客一罐饼，小如柑，

罐有盖，可以贮。馅用炒肉丝，其细如发，

葱亦如之，猪羊并用，号曰‘西饼’”。由此

可见，陕西“秦人”制的薄饼，就是现在的

烙馍。烙馍这种民间的面点食品不但历

史悠久，并且名气匪浅。

小时候，天天能吃到烙油馍，那是个很

奢侈的梦想。

在那个物资较为匮乏的日子，除非家

里改善生活，不年不节很少有人家去费油

费盐烙油馍。如果这家人连着几天吃烙油

馍，会被邻居们笑话不会过日子。

所以在那个年代，油馍不是想吃就能

吃的。天天都有油馍吃，那是一个近乎乌托

邦的存在。

说起来，烙油馍也算是地方特色的传

统面食了。在汝州，凡是把面粉加水调匀，

蒸熟或烙熟、发酵或不发酵做而成的食品，

都叫“馍”。有“饼馍”、“油馍”、“蒸馍”、“锅

馈馍”等诸多品种。

“锅馈馍”尽管也叫“馍”，但比起烙油

馍来更是奢华。以前烙油馍好歹是家里做

的，而锅馈馍则没见哪家哪户自己做。家里

有客人来，大人们会招呼孩子：去，到街上

买两块锅馈馍来。由此可见锅馈在“馍”中

间的地位至高无上。

即便是油馍，在汝州也分为两种。一种

是烙油馍，另一种是炸油馍。烙油馍平时多

少也能吃到，而炸油馍则是节日的食品，或

是走亲戚时的礼品，在此不做赘述。

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如今，随时

随地都可以吃到烙油馍，但已不是年少时

的那种滋味，也吃不出当年的亲切感和踏

实感了。

印象中，年少时候的滋味是静谧的，悠

长的，长的足以终生回味；那时的滋味也是

安静的，一个人拿一块烙油馍就可以毫不

受干扰地坐在房前屋后，静静享受阳光透

过魅蓝，把这种滋味烙在心上。

金鼎商务酒店位于汝州市广成路与风穴路交汇处，地处繁华商业区，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位于六楼的金鼎小吃城主要突出养生饮食、特色小吃

和健康绿色的主题，各色美食应有尽有，可以找到返璞归真的美食享受，找

到家的味道、温馨和甜蜜。

主要美食有：老汝州腌黄菜、凉拌鸭杂、羊肉杂苛、汝州粉蒸双拼、汝州

灌肠、凉拌猪下水、青菜烧豆筋、汝州特色馄饨、扣碗肥牛、油卷馍、菜包馍、

手工蒸馍、绿豆汤、米酒鸡蛋茶、羊肉糊汤面、茶面糊涂、糟萝卜菜、大枣银

耳汤等。

寻味线路：金鼎商务酒店在市标西北角，广成中路150号，上酒店六楼

大厅，即为金鼎的老汝州特色小吃城。

在中岳嵩山南麓与伏牛山冲积带中间是

一条发源于洛阳嵩县深山的淮河支流“北汝

河”。北汝河在汝州市杨楼镇与庙下镇境内朝

北折了个大弯，这里便成了汛期北汝河的泄

洪区，并孕育了一块10公里方圆沟渠纵横的

肥沃土地，这里雨量丰沛、光照充足。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国家为了开发利用伏牛山区的

煤炭资源架起了连通两岸的汝河桥，修筑了

简易的庙梨公路。

从庙下境内跨过汝河桥路东的第一个

小村庄叫孙家渠，沿沙石混黄土铺设汽车

路，向南走，路东是凸起的河坡，路西一檩高

约数六七米的沙丘，上面长满杨槐灌木丛，

好像是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这里才是北汝

河古河道的南岸。过一条叫北小渠沟的小溪

流，便看到了路西一座绿水缠绕的小村庄。

跨过用青石板搭建的小桥进村，还能看到水

中的游鱼和邻村岸边茂密的水草与荷花，村

东头寨壕边一眼用河卵石砌成的水井是全

村唯一的饮用水源地。街上牛车走过的铁辄

印和行人路过的泥坑痕使得街上坑洼不平，

这就是我的出生地———下水磨村，村子不大

却住着200多户人家，李姓和刘姓占大多数，

其余都是外迁户。

进村便是不足3米的街道，两边是大小不

一、高低错落的一方方散发着异味的积肥坑。

印象中，村里最好的房子当属表哥家的青砖

灰瓦二进小院。主房三间二层，还有黑明的大

方桌，院内的铺地青砖都招人眼馋。其次就是

李光三和李丑家的五间头大院了，他家东隔

壁就是一间有二门的院落，后院是村医范光

福一家和刘其昌、王来福组成的下水磨大队

卫生室；前院临街住着我奶奶的亲侄子李骡

子一家，他是村里最出名的木匠，三间临街南

屋一间住人，另两间全放的是木匠家什，逢年

过节各家劈柴做饭都会去他家借木锯和斧

头。我的一大家人就住在他家对面一个北屋

临街的大杂院，院里有临街五间北屋，四家共

用临街一个门楼出入，我家是进院右拐里面

的两间临街土坯房，阴雨连天屋内要用锅、

碗、瓢、盆接落下的雨水和打扫房后粪坑倒灌

进屋的浸水，晴天夜晚房顶能看星星，床底下

长出桐树细白的嫩芽叫人爱怜。

脖子上托着一个大瘤的奶奶是我们家的

家长。年轻时的父亲是邻村刘庄完小学的校

长，还当过乡村农会干部，算是村里见过世面

的知识分子，也是村里出名的大孝子。他和俺

娘还有我住在坐西朝东的两间厦房里，一间

住，南隔壁一间是整齐码放晒干的红薯片，檩

条上吊挂着用红薯秧子包裹着的干红薯叶子

和俺娘纺线用的纺花车，小麦和白面用陶缸、

瓦罐装着放在奶奶住的临街屋。大姐、二姐都

是从这个院子出嫁的，三姐陪奶奶在北屋住，

北屋正对着李柱、李国胜的爷爷、奶奶一大家

子的二门。俺家院子东南角是一个堆积农家

肥的土坑连着猪圈，土坑东沿二门里住着俺

队的生产队长李旭腾一大家子，那时候他可

是我心目中最大的官了。听父亲讲，他是下水

磨的外甥，舅爷的先人是明朝从山西洪洞县

被官人用绳子串连拉着走来下水磨这里定居

的，他就是在下水磨村出生的人。我小时候，

村东头不光有现存的两间菩萨庙还有紧挨寨

壕边朝东的一间庙屋，后来是大队的代销店。

小时候我常去这里替家里买点灯的煤油和

油、盐、酱、醋什么的，替奶奶买红、白砂糖时，

我都不忘要捎带两块水果糖先塞进嘴里。

上世纪六七十代，杨楼公社下水磨村南

有三座磨坊。磨坊由大水磨、小水磨和俺四

队在北苇园河坡上的水磨组成，这些磨坊靠

流水驱动木架子上方斗轮子做为动力，带动

木轴上的两扇圆形石头磨盘转动。好像是八

十年代后，我们村的名字才被篡改，简化成

“下水”二字，当时只是为避开“磨”与“摸”同

音而已。六七十年代无论学生的作业本上还

是出生户口地填写的都是杨楼公社下水磨

大队。大水磨归第三生产队所有，磨倌好像

是刘铜娃，原址是在现今黎良路口东北角；

小水磨位置是在现今下水与杨楼的边界处

的西南方向，但这三座水磨都是五六十年代

的产物，不足以影响到下水磨村村名的由

来。真正决定“下水磨”成为村名的应该是老

辈人口口相传的一条用青石板铺路的“上水

磨”和“下水磨”。但历经北汝河改道、解放后

“分田到户”、五几年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后，除拆毁了三座水磨，也看不到了村

东与黎良交界处的东苇园、村西赵庄与王小

寨之间的西苇园、大水磨东的成片黄澄澄的

一块块水稻田地、村南的大渠“二道沟”和村

西边南北走向的“头道沟”水渠，以及环绕全

村寨壕里的水草、荷花和菩萨庙后大片腊木

条灌木丛。

从水源地源头流向和地平面落差来分

析，“上水磨”的位置应该是村西赵庄与佛堂

和刘庄土地边界处，如果水源是来自寄料镇

的炉沟河或杨楼南坡和陈沟流域，排水渠渠

尾在孙家渠排进汝河的，从河水途经而论，

“上水磨”的位置应该是在杨楼与下水的边界

一带。影响到下水村原名“下水磨”的磨坊原

址应该在现今菩萨庙和庙梨公路东，南到黎

良路口北到王小寨村路口的路基下或偏东一

带。

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下

水磨，见证了我们先人在这里变水患为水利，

运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使

得我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

息、安居乐业。

汝州郎记羊肉，系中原特色名吃。经多年摸索发展，从原来简

单经营羊肉汤和羊肉面开始，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发展成为羊

肉系列美食体系。不仅羊杂闻名，羊肉也极具特色，全羊菜肴，品种

丰富，味各不同。并根据季节时令，将羊的各个部位用不同的方法

因材施艺，精制成菜，极具特色，新鲜味美，物美价廉，深受大众青

睐。现在主要有位于朝阳路的郎记烧烤涮锅、郎记朝阳轩和郎记五

洲国际店等美食场所。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风穴路北行，至朝阳路向东，过建

兴街即到，路南为郎记羊肉烧烤涮锅，路北为郎记朝阳轩；2.沿广

成路向东，行至龙山大道右转，直行至五洲国际广场，为郎记羊肉

五洲国际店。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盛唐伟大

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他性格豪迈，渴望建立功

业。他粪土王侯，傲视权贵，同情人民，关心政局。有时

也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情绪。他是屈原之后最

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以惊世骇俗的手笔，创造了瑰

丽奇伟的意境，又毫不矫饰，真诚地显露自己的内心世

界。诗风雄奇、飘逸、真率、自然，对当时和后代都具有

重大影响。

大诗人李白在26岁至35岁的10年间，曾两次莅临汝

州，留下了千古佳话。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李白总

共到了206个县，登了80多座山，游览了60多条江河川

溪，20多个湖潭渊流，用27年徒步丈量了大半个中国。李

白通过游历，眼界逐渐开阔起来。26岁那年，李白偕从

弟在游览了洞庭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汝州，游览了龙

兴阁。唐代时，汝州辖七县，梁、郏县、鲁山、叶县、襄县、

龙兴、临汝，州治在梁县（今汝州市）。龙兴阁高峻巍峨，

雕梁画栋，古朴典雅，远近闻名。

李白登上龙兴阁后，远眺伏牛群山，近观汝水碧

波，看到这些绝美的景色，心情愉悦地写下了《夏日诸

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

夫槿荣芳园，蝉啸珍木，盖纪乎南火之月也。可以

赴台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顺此意也，遂入精胜，得乎龙

兴。留宝马于门外，步金梯于阁上，渐出轩门，霞瞻云

天。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乡路，还疑

梦中；开襟危栏，宛如空外。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起予者谁，得我二季。当挥尔凤藻，挹予霞殇，与白元老

见俱莫负古人也。

在这篇序里，李白赞美了汝州的秀丽山川，表达了

渴望建立功业的人生抱负。

游汝州之后，李白南返江夏，在安陆（今湖北安陆

县）与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寻求入仕之道。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秋，35岁的李白从安陆

出发，经襄阳、方城，第二次来到了汝州。在汝州少时逗

留，马上奔赴洛阳。他在《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

城》诗中写道：“朝发汝海东，暮临龙门中。”“汝海东”指

的就是汝水东北岸，汝州州治梁县。

汝州城东有三个村庄，一个叫拐李，一个叫撂棍张，

一个叫留王店。为啥它们起了这么三个奇怪的名字呢？

这里也有传说故事。

相传，王莽药死了年幼的皇帝，篡夺了汉朝的政权，

自己当起了皇帝，家住河南南阳的刘秀起兵讨伐。王莽

的势力大，刘秀的势力小，刘秀常常被撵得到处逃窜。

有一天，刘秀被王莽赶到汝州，丢盔弃甲，连马匹都

丢掉了，刘秀穿过汝州城向东一路奔跑。一天下来刘秀

已是筋疲力尽，天黑时到了距城八里的一个小村落，刘

秀再也跑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气说：“实在

走不动了，咱就在这里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走吧。”

随从一听心里一怔，心想：那咋行，王莽要是追来，

咋办？就说：“主公，这儿离城才八里，天还没有黑透，要

是王莽的追兵继续赶来，我们可咋办？咱还是跑吧!”刘

秀看了看随从说：“你们说得有理，但我实在走不动了!”

随从说：“那就找一根棍子拄着走。”刘秀点头同意。大家

就四处找棍子，找来找去找不来，刘秀看到附近有一棵

不大的树，枝叶繁茂，就从地上站起来走到树边踮起脚

来攀到了一根树枝，用力将其折断，修了修拄上它继续

上路了。后来这个小村就因为刘秀在这里崴(用力折断

的意思)过一根棍子做拐杖，这里的村民又以李姓为多，

就被叫作“拐棍李”。后来就叫“拐李”。

刘秀一行继续往前跑，又走了几里来到一个村庄，

打算住下，一打听这没有店铺，前边不远有个大村庄，就

决定赶到前边村庄过夜。听说到前边能住下了，刘秀心

里一高兴，把拄着的拐棍使劲一撂说：“走，到前边住

去。”因为刘秀在这里把棍子撂了，这个村庄又张姓居

多，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村庄叫作“撂棍张”。

刘秀和他的随从往前走，又走了数里，终于来到了

一个大村庄，他们在村里大吃一顿，吃饱了肚子，就安安

稳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秀他们又上路了。那个

大村庄，因为刘秀在那里

住过一夜，后来就被叫作

“留王店”。

据《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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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下水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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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李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