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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方言称捉迷藏为“藏麻胡”。据说，有一年汝州来了一支队

伍，其中有个头目姓麻，名叔谋，是个胡人。人称麻胡。他性情暴烈，

狠毒无比。他有个嗜好，专门把不满周岁的婴儿上笼蒸了吃，汝州

百姓恐慌不已，一提起麻胡，无人不恨，无人不怕。连正在哇哇大哭

的孩子，只要一听大人吆喝：麻胡来了!也会马上闭上了嘴巴，停止

哭闹。

为了保全婴儿们的性命，人们纷纷把孩子转移到外地亲戚家，

或者藏匿起来。总之，为了躲避麻胡，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人们怨

声载道。麻胡的暴行，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为了安抚百姓，皇上下

令斩杀了麻胡。人们奔走相告，拍手叫好。顽皮的儿童们你追我赶，

嬉戏笑闹。渐渐地，孩子把对麻胡的嘲笑和憎恨隐含在追打嬉戏

里，那就是：由一个伙伴扮演麻胡。其余的同伴躲藏到不同的角落、

处所。扮演麻胡的要跑着在较短时间内找到他的同伴。

这就是“藏麻胡”的由来。

讲述者：陈信义
整理者：陈 凝

因其耐叨，花生米在酒桌上

号称“东方不败”。

花生米适合众人餐，也适合

一人饮，江湖独步，左右逢源，是

名副其实的“江湖菜”。

既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

房；既可以阳春白雪，又可以下

里巴人。喝酒人的江湖情结，全

在一碟花生米里。

“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能

有几相逢”的慰藉，颇含花生米

的味道。孤独时刻，异乡的夜，一

盏白炽灯，一碟花生米，一杯家

乡酒，足以书画一个人的江湖。

花生米的高光时刻，莫过于

各具特色的城市夜市。无论是水

煮还是油炸，寂静或喧闹的夜，

花生米，总能化为豪气和思念的

下酒菜。

然而夜市，不过是花生米

运用之妙的一个缩影，我们能

吃到的江湖美食，大都有一抹

花生米的灵动音符；而如“醋泡

双生”、“孤独求败”等等“升级

版”，这些更为清雅的风味……

花生米着实担当其中的“灵魂

主唱”。

最江湖也最生活的花生米，

打开了酒徒的生活之味，更是中

国美食味道的底子。腰斩《水浒

传》的文学评论家才子金圣叹在

被陷害临终时说过一句遗言：

“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

味”，颇具生活雅趣。

所谓吃香喝辣，辣入喉的白

酒配上香脆的花生米，越喝越

香。

夏日炎炎，街口路边摊，几

瓶各色啤酒，一碟花生毛豆，就

能和朋友畅谈一夜。普通小饭

馆，或者家庭聚餐，或者独酌，陪

伴美酒的“最佳伴侣”，一定是那

一碟花生米。

有好事者曾经分析过，为什

么下酒菜里常常出现花生米，是

因为中餐的各类菜出品时间不

同，先上一碟花生米，宾客就可

以举杯畅饮，等到菜色上齐，花

生米可能还没吃完。同时，边喝

酒边吃花生米，还可以先填填肚

子，避免空腹喝酒。

成为夜市标配，花生风头无

两。同时，豆浆配油条，西红柿炒

鸡蛋，方便面下调料包，中国人

的设定里，就认定喝酒该配花生

米。

而所有下酒菜中，油炸花生

米出现的频率最高，主要是制作

方法简单快捷实惠。

如果是在家庭，油炸花生米

和饭店里做法是不一样的，家庭

版油炸花生米，实际上不用放那

么多油，步骤也很简单，花生米

洗净晾干，放入锅中干炸一会

儿，除其水分，直到锅内花生米

变色，开始出现连续噼噼啪啪的

响声，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刚出

锅的花生米，可以趁热倒入一小

勺白酒，搅拌均匀，这样的花生

米不仅含有酒香，而且更加香

脆。等花生米凉透，撒上少许盐，

就可端盘上桌了。

有的地方不放盐放糖，而北

方人口重偏咸口，大多数油炸花

生米都放盐。无论是咸还是甜，

花生入口那一声“咔嚓”，成为最

灵动的瞬间。

花生米的香脆口感，不仅

能大大提升吃货们的愉悦感，

其浓郁的香气，还能对酒香进

行弥补。嚼着花生喝酒，酒的刚

烈化解在了花生米富含油脂的

柔情之中，酒香会在口腔中扩

散到最佳境界。像花生这样浓

郁厚重的香味，才能在酒香中

脱颖而出。

为什么歪果仁喝烈酒喜欢

加冰、加水、加各种饮料，中国人

什么都不加？因为他们喝酒不下

花生米。有人调侃，和一个中国

人绝交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喝

酒，别备花生米。

而水煮的花生，则是另一种

风格。用盐水、辣椒煮熟的花生，

风味极具独特，据说著名的美食

家蔡澜先生尝到，都不禁惊呼：

“鲍参翅肚，走开一边吧。”

人声鼎沸的夜市上，带皮水

煮的花生剥去外壳后，果仁浑圆

滋润，香味愈发醇厚浓郁，汁水

饱含食材本味，夹三两粒入口，

忍不住食指大动，不消片刻，一

碟花生便只剩下空壳。夜深离场

时，间杂倒在桌下的，除了横七

竖八的酒瓶，往往还会有一层厚

厚的花生壳。

由此证明，花生是一种很有

江湖气的食物。

花生的起源地，目前仍是说

法不一，有的说明末清初来自海

上丝绸之路，从南美经菲律宾漂

洋过海而来。有的从考古花生化

石，唐元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出现

对花生的研究：“花生，味甘微苦

性平。”据此研究认为，花生也可

能原产自中国。

这样无关疼痒的争论，交给

所为的专家去研究吧。但不管其

来自何方，花生自古以来都受到

民众喜爱。

这一条数百年的美食长路，

在有了花生后，则变成了一条通

向酒局的“金光大道”，民国时期

的文人墨客，以花生米配酒为雅

趣。

花生又被称为长生果，有一

定的食疗功效，同时，民间很多

婚礼上新人床帐上常常放上花

生红枣桂圆之类，取花生好生养

之意。如此好吃又寓意圆满的食

物，不仅仅是一种零食，也是民

间烹饪的主要食材。作家古龙在

小说《边城浪子》里塑造了一个

剑客杀手路小佳，最喜欢吃花

生，他说：“我喜欢杀人，也喜欢

银子，因为不杀人就没有银子，

没有银子就买不到花生。”对爱

花生如痴的侠客来说，只要有花

生，不吃饭也没关系的。

作家许地山的著名散文《落

花生》就写了全家人一起播种收

获品尝花生的喜悦与满满的收

获。曾入选小学六年级课本的一

篇课文《一夜的工作》里讲述周

总理日理万机，深夜加班工作，

就是一小碟花生米，花生米并不

多，可以数得清颗数。而爱吃花

生的陈云每天吃花生米，都是不

多不少，正好十三粒。因为陈云

同志身体虚弱，吃花生米是养生

之举。

一粒粒的花生米似乎穿越

时代，穿越文学，又具备着别样

的人文情怀。

花生本身也是能榨油的作

物，再在热油里一滚，待油香味

飘出，撒上一把盐，盛盘上桌。

闻着已是奇香，唇齿咀嚼间

更有浓香。酒之辛辣，更能被温

吞地中和。

很少有像花生这样海纳百

川又兼容并包的食材，既可以当

红花，又甘为绿叶，酸、甜、咸、

香、辣，占尽五味之欢。花生这东

西，什么滋味都能应付。

在佐酒的菜色里，花生米是

主角，但在家常菜里，它却是配

角。即使是配角，花生也有其不

可或缺的滋味。拍黄瓜或调变蛋

里如果放几粒花生米，会更加活

色生香。

然而在更多时候，花生是用

零食的形态存在。无论任何滋

味，花生都是游刃有余。

花生酥、糖霜花生、怪味花

生，都是人们日常打磨时间的最

佳零食。长时间的出行，或者闲

暇的追剧时光，一袋花生零食，

就能轻松拉高你的幸福指数。生

活中的小小快乐，其实往往都来

自于这种不起眼的食物。

花生这位“灵魂多面手”，简

单说就四个字，香脆爽口。

唐朝那时候，应该没有花生

存在。如果有，白居易在约刘十

九喝酒的时候，是一定会提到

的。

是啊，有花生米陪伴的时

光，是令人满意的时光。酒中的

日月，就算是入愁肠的酒，也会

因为有这一碟碟的香浓花生米

而温暖平和。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一

碟江湖，就按江湖规矩来。菜不在

多，有吃就行；酒不在醇，有味就

行。一碟花生米，半斤猪头肉，二

两老白干，大侠，您楼上请。

风穴禅院，汝水之北，嵩少之南。曾有

“风穴”“七祖”“千峰”“白云”“香积”等名

相传。千年香火旺盛，游人络绎不断。白云

悠悠千载，名寺享誉中原。

缘何以故？七世同堂古建群，中原古

建博物馆。唐代之七祖塔，宋代之悬钟阁，

金代之中佛殿，元代之塔林，明代之天王

殿、罗汉殿、望州亭，清代和民国之观音

阁、涟漪亭、接圣桥、大雄宝殿，无不科学

价值卓越，文物价值连城，艺术价值峰巅。

拜七祖塔，自上而下美观流畅，九层

方塔禅意绕身，抛物线型而粗细相间，古

朴秀丽若火焰祥云。经风雨雷电魏然屹

立，历时光长河神韵犹存。白鸽翩翩落塔

尖，颂和平盛世；白云飘飘绕塔顶，听檐铃

入魂；木鱼笃笃绕塔身，悟佛境梵音。

登悬钟阁，歇山钟楼飞檐挑角，方形

石台坚固雄伟，十米木柱架横梁，悬挂铁

钟近万斤。晨钟暮鼓寺愈静，声声入耳化

人心。

观中佛殿，歇山单檐，金代殿堂，木架

工艺，金碧辉煌，科学严谨，古朴大方，香

烟袅袅，梵音绕梁。

拜大雄宝殿，绿筒瓦，黄滴水，正脊紫

黄绿白饰八条雕龙，中置佛光麒麟驮神奇

宝瓶，五光十色，琉璃斑斓，庄重古朴，威

武壮观。

座座殿堂，设计巧妙科学，做工精雕

细刻。木质框架，墙倒屋不塌；雕饰飞檐，

艺术之宝典；香火连天，至善之彼岸。

悠悠古塔，身藏高僧之舍利，承载佛

教之灵魂。或砖或石，或六角，或八角，或

圆顶，或方坟，或单檐，或密檐，造型各异，

式样繁纷。更有明代白云禅寺恭公无为长

老塔，砖制仿木，五层六面密檐，二十四幅

砖雕图案，龙凤鹿马麒麟惟妙逼真，牡丹

菊花荷花争奇斗艳，尽显古代建塔艺术之

高超，塔林之精品天下美名传。风穴塔林，

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融历史宗教美学哲

学之元素，旅游观光不可不去之圣地，建

筑雕刻书法艺术之宝库。

缘何以故？深山藏古寺，八景飞高清。

雨歇中天拥翠来，峰峦壁立锦屏风①。远离

凡尘读圣书，吴公洞内史书通②。仙风犹存

白玉桥，悬壶济世杏林情③。绝壁悬崖洒玉

露，晓霁轻卷珍珠帘④。菩提慧根色味甘，

灵水银波大慈泉⑤。清辉月色锁玉魂，禅润

苍穹共婵娟⑥。空山月明人声静，悬钟阁里

钟声远⑦。极目群山如画卷，翠色紫岚起云

烟⑧。

风穴八景，藏文化于秀美山川，赋人

文于自然景观，佛光飘渺，九天飞仙。

缘何以故？风穴有禅皆净土，汝上莲

社育文风。七祖禅师传佛法，汝州法席冠

天下。慈悲济世，化导众生，日日香烟夜夜

灯。心若莲花，空灵博大，便能超然恬淡；

与人为善，修心养性，方能参透人生。慈悲

为怀柔软心，荟萃儒风耀汝城。初唐诗人

刘希夷，诗情永驻夷园中。王维偶过香积

寺，赋诗安禅制毒龙。宋代大儒吴几复，吴

公洞中下苦功。吏治清明正德年，尊师重

教文昌殿。清代进士屈启贤，清廉教育桂

香庵。清代进士有任枫，入山见寺耳闻泉。

静思悟道兼儒学，先贤精神永流传。

缘何以故？碑碣刻文纪实纪事，诗词

歌赋碑文留名。或龙虎仙鹤为饰，或千年

神龟为魂。或篆或隶，或楷或行，诸体兼

备，端庄遒劲，浑厚朴实，洒脱豪顺。集书

法碑刻于一身，传诗情画意于碑文。既有

“遥看寺插白云边，风穴松门故法筵。不住

钟声鸣万壑，翛然香气接三天。山围雁塔

浮金界，水涌龙宫喷玉泉⑨”之雅句，又有

“叠嶂云千树，平桥月半川”之诗篇。既是

寺院之发展史，又堪称书法诗文艺术之长

卷。

登望州亭，北眺嵩山少室莲花，南望

汝水倩影绰绰。峰峦参差天造莲台，巍巍

古寺柏影婆娑。九龙朝风穴，千峰翠绿生。

楼台巍峨，宝塔高耸。碑碣林立，古朴凝

重。唐朝七祖，宋代悬钟。龙泉神水，涟漪

有亭。珍珠帘卷，曲径幽明。青松傲骨，银

杏玲珑，莲花静雅，梅花香浓。白云缭绕，

祥云卷空。禅声浸润，紫云空灵。慈悲为

怀，与世无争。善良博爱，满院清风。时光

静好，笑对人生。超凡脱俗，缕缕禅浓。一

草一木，一山一石，皆有佛性；一砖一瓦，

一殿一堂，众心共鸣。

美哉！我汝州风穴！

【注释】：

风穴寺八景。道光《直隶汝州志》卷一

《风穴山》记载:建寺曰白云，内有八景。①

锦屏风：峰峦壁立，千花竟发时浑如锦屏。

②吴公洞：州人吴辨叔读书处也。③升仙

桥：桥横洞口，费长房见壶公悬壶卖药，固

师事之，得其传，归隐此山，一日投竹化龙

于桥上，乘而仙去。④珍珠帘：危岩珠瀑，

喷若垂帘。⑤大慈泉：在大悲阁前，水从山

峡石罅中流出，入珉池，池上有亭，额曰

“醒心”。⑥玩月台：月出山巅，清光如水，

甚堪把酒问青天。⑦悬钟阁：高阁凌霄，钟

鸣谷应。⑧翠岚亭：岚光缥缈，恍若画图。

⑨出自明代河南监察御史方大美游风穴

寺的诗。

一 碟 花 生 米
●李晓伟

咏 风 穴 寺
●孙利芳

藏麻胡的由来

（上接第2808期）

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3

年多，从思想修养到行为遵

循，从工作作风到群众关

系，他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

作为领导干部的职责，做到

做人唯正、做官唯民、做事

唯实、思想观念唯新。“四

唯”成为他交出为人民服务

满意答卷的思想准则和工

作准则。

做人唯正，是领导干部

履职尽责的道德基石。近平

同志严于律己，勤政廉洁，

并和县委一班人首先从自己做起，认真落实关于思想作风建设

的“县委六条”，守正于道德规范，守正于党性原则，守正于理论

指导，守正于方针政策，谋正道、干正事、树正风、扬正气，为干

部队伍立起了标杆。领导班子自身做好了，其身正，不令而行，

就自然地释放出正能量，机关内外、全县上下也就自然形成正

风正气，成为主导和推动全县工作的正能量。

做官唯民，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宗旨。3年多时间

里，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关心群众冷暖，做好百姓呼声最高、企

盼最切、休戚相关的急事，而不是旁骛于不干痛痒之事。注重于

长远发展，抓准牵动国计民生全局的大事，举纲张目，而不是旁

骛于无补群众根本利益的杂事冗务。倾心倾力一心为民，始终

注意群众意愿、舆论褒贬，对工作适时进行调整或修正，而不是

习惯于个人拍脑袋，失于主观片面。这期间，经济建设、文化发

展所成就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一宗旨原则的产物。这样的实践

说明，唯民不是口号、空话，而是实事、实干。

做事唯实，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实践检验。近平同志和

正定县委一班人，在思想、作风、工作上都紧扣一个“实”字。思

想上求实，不唯本本，只唯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融“两气”于一体。作风上求实，坚持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亲笔书信四机关领导，要大家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

时间下基层、跑乡村，寻求“源头活水”。工作上求实，强调结果

之实，不摆花架子，不练虚功夫，不唱过场戏，一切工作务见实

效。正是唯实当头，从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出发而有了“半城郊

型”经济发展的路子，而有了短短3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

的快速发展，而有了老百姓的肚子饱了、腰包鼓了、日子好过

了。

思想观念唯新，是领导工作与时俱进的可靠保证。“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是中华文明五千

年长盛不衰的推进器。不保守，观念新，体现在县委、县政府工

作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变革种植模式、经济结构、探索“半城郊

型”发展之路，释放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念“人才

经”、请顾问团和学习取经，则获得了借石攻玉的外源助力。如

果说农、工、商发展解读了经济概念的传统含义，那么旅游兴城

则谱出了与时俱进的崭新音符。如果说经济发展、旅游带动只

是物质文明的解读，那么正定古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开

发利用，则是文明全息的深邃解读。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正定

超常速度的发展正是这样闯出来的，一开新面的“人才经”正是

这样念出来的，人文旅游的“正定模式”正是这样创出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时，还是一位不满29岁

的年轻人，而当时正定的县委班子主要成员几乎都比他年纪大

很多。据你们所知，他是如何与大家处理好关系、共同团结奋斗

的？

朱博华：“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礼之用，和为贵”，

这在近平同志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领导班子的班长，他

做到了“和以带班”。他知道，每一位县委常委都是县委领导班

子的一员，都是在县委领导下工作。如果说自己和班子领导成

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自己要做得更好。合力才能出智慧、有力

量。作为年轻干部，他从内心里尊敬老同志。对县领导班子的老

领导，他用心地向他们学传统、学作风、学经验。作为班子“一把

手”，他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而且要做得最好。以其身正带动一班人不令而行。他和一班

人在一起，一门心思都在想工作、为工作，凡事开诚布公、实事

求是。当然，领导班子也难免出现矛盾，甚至争执不下，但有一

条，就是不搞小动作。谁和谁有了点意见隔阂或工作分歧，一个

实事求是，一个求同存异，一次谈心交流的生活会就化解了。在

这样一个和谐氛围里工作，大家都是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的感觉。有的同志说，还真有点儿像革命年代。

作为正定全县45万人民的带头人，近平同志做到了“和以

率众”。县委领导群众干什么? 就是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建设正

定，为民致富、为民造福。为此，就要围绕群众脱贫致富做文章，

使之成为经济大合唱的主旋律和最强音。针对群众中普遍存在

的怕冒尖不敢富、没技术不会富、没家底不能富几个问题，县里

采取发展专业村、扶持专业户、培树万元户等措施，让广大群众

少了顾虑、多了底气、有了门路。村看村，户看户，全县看干部。

有了县委、县政府一马当先，不用强制，不用命令，就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群众的万马奔腾。

风穴寺 宋乐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