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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绝对有一

种具有当地特色的酒。“古者少康初箕作帚、秫酒。少康，杜

康也。”从杜康酿酒的故事出现在《说文解字》，酒文化就成

了中国文化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粮食酿出的酒

记录着中国大地上人们的生活态度。汝州历史悠久，很多

人可能不知道，与汝瓷相伴的还有一种酒，那就是汝州的

宋宫酒。

有人说酒桌文化是了解一个地方人性格的最好方式。

汝州人爱喝酒，端起酒杯，汝州人能立刻让你感受到中原

大地上人们的憨直。古语有言“无酒不成席”，汝州人的酒

桌礼仪是不先喝酒就不算是开席。

对于汝州人来说，饮酒不仅是席间助兴，喝酒是一种

汝州人的待客礼仪。宴席开始，主人将酒分到小杯，然后用

盘托起，当着众人再把小杯的酒倒入一个大杯，主人一饮

而尽以示敬酒之诚意。

酒桌上的朋友，不只是简单享受口腹之乐趣，大家是

在一起感受一种文化、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所

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如果此时恰好桌上有宋宫酒，“胜却人

间无数”大概说的也就是此景吧。

宋宫酒，听名字就不难猜到，这酒一定和宋朝有关。相

传，宋朝年间，杨家将在此征战，杨六郎曾在汝州负责军中

酿酒，杨家将的威名振奋了酿酒的士

兵，于是大家协力酿出了传世的好酒。

传说虽然有待研究，但是宋宫酒却千

真万确是古法相传。

和很多地方一样，汝州人但凡有

人生大事，如结婚、生孩子、做寿、搬迁

等，都会聚餐饮酒，而宋宫酒就是汝州人们生活变迁的见

证。和很多地方一样，敬酒时都想让对方多喝点酒，以尽

主人之谊，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

如果感受过汝州酒桌盛情，一定想走进酒坊看看酒的

酿制过程。宋宫酒业早把整个过程浓缩成展览，鲜活的雕

塑如同一幅酿酒连环画，在博物馆里陈列着。古香古色的

酒文化博物馆，仿佛带你回到从前的老汝州。

历史跨越到1 982年，临汝县酒厂建立，1 985年更名为
临汝县宋宫酒厂，1 988年，随着撤县改市，于是有了汝州市
宋宫酒厂。1 992年7月，汝州的酒在布鲁塞尔第三十届国际
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1 993年3月，又在香港
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特别金奖和银奖。

在宋宫酒业的酿制车间，“粮必精、水必甘、曲必陈、器

必净、工必细、储必久”的古训依然未变。有人说能存在很

久的东西，一定有它的使命。宋宫酒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

有自己的使命，还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使命。

如今经过1 2年的积累沉淀，宋宫酒业又成功注册了
“临汝”“望嵩楼”“汝酒”等商标。“汝瓷”与“汝酒”的结合，

像是对汝州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诺。而坚守这种承诺的人正

是用劳动为汝州默默奉献的人们。

喝酒的乐趣就在于同样的酒，在不同的时候给人带来

不同的感觉。品宋宫的酒，酒未至而香飘来，入口之初微

甜，甜香之后又有着微微的辛辣。

有人说交朋友就如同饮酒，不同的时间，酒的味道

不一样。好的酒不在于喝酒时是怎样的体验，而在于尽

兴多少杯之后，酒依然不醉人。朋友也是如此，真正的朋

友，不在乎一时之性情，而在于共同的体验与长久的相

守。

宋宫的酒，像是汝瓷的一个好朋友，任岁月流转而相

守着不变的友情。

真正的朋友就如同酒与瓶的关系，不开封则守着岁月

静好，开封后也不惧分离，因为酒香已经渗透到了瓶子的

深处，这种味道是时隔多年也还会留有的联系。

宋宫酒做法
食材：高粱、玉米、小麦、大米、糯米、大麦、荞麦、青稞

等粮食。

做法：原料粉碎，使淀粉充分被利用；将新料、酒糟、辅

料及水配合在一起，为糖化和发酵打基础；蒸煮糊化，利用

蒸煮使淀粉糊化；蒸熟的原料，用扬渣或晾的方法，使料迅

速冷却；采用边糖化边发酵的双边发酵工艺，扬渣之后，同

时加入曲子和酒母；入窖的醅料既不能压得太紧，也不能

过松。装好后，在醅料上盖上一层糠，用窖泥密封，再加上

一层糠；最后把醅中的酒精、水、高级醇、酸类等有效成分

蒸发为蒸气，再经冷却即可得到白酒。

特点：醇香馥郁、幽雅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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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翔（1 91 3- 1 983年），郏县薛店镇吴村人，又名吴
秉一，出身于农民家庭，1 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
豫西郏县农民暴动筹备活动，1 939年因护送1 6名爱国青
年去延安而被捕入狱，后经我党地下组织多方活动搭救，

1 94 0年出狱。这年5月1 7日，吴凤翔在开封山陕甘会馆华
北日本特务总部刺杀了日本天皇亲外甥吉川贞佐少将。

之后，吴凤翔回到郏县召集旧部在临汝城东北常楼村成

立了豫西抗日剿匪军。

1 939年4月，临汝地委统战部长兼武装委员王象乾受
豫西省委派遣到郏县建立党组织，4月中旬郏县工委成立，
工委委员王永泉于4月1 7日在临汝城东三十五里的王楼村
召集郏县吴凤翔、王文成、关德水及临汝的焦道生、王会堂

等地方武装领导人在王会堂家聚会，商讨联合抗日事宜。

会议期间大家一致拥护抗日，并签订了联合抗日协议书。

吴凤翔的豫西剿匪军共1 500余人，由王文成、关德
水、陈天祥等几支地方武装力量组成，吴凤翔任剿匪军司

令，王文成、关德水任副司令，陈天祥任参谋长。剿匪军分

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由吴凤翔兼任，驻扎在临汝城东北的常

楼村；第二大队大队长由王文成兼任，驻扎在郏县老爷岭的莲花顶；

第三大队大队长由关德水兼任，驻扎在临汝城东留王店西寨。剿匪

司令部设在常楼村，常楼村位于箕山南麓。北与大峪抗日根据地相

连，和八路军皮徐支队互为犄角，遇有情况可互为支援，东有焦村焦

道生，西有黄庄黄万镒这两道屏障护卫。因为吴凤翔和焦道生、黄万

镒是拜把兄弟，交情甚笃，南有第三大队驻守在留王店西寨，扼守南

部咽喉，这就是吴凤翔为什么不把司令部设在郏县而偏偏设在临汝

常楼的真实原因。

1 94 5年6月的一天，吴凤翔接到郏县县城内线报告，说近日鬼子
从郏县县城向驻守临汝县城的日军运送一批物资。吴凤翔听后很是

激动，决定打掉日本运输队，吃掉这批物资，这不仅可以打击鬼子的

嚣张气焰，同时也为剿匪军储备更多的粮食和物资。当天吴凤翔就

派一个叫张廷的手下去郏县城打听鬼子运输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押

送人员、武器配备及详细行走路线。

张廷，郏县黄道人，原是牛子龙的护兵，此人机智敏捷，胆大心

细，枪法数一数二，能百步穿杨，枪打飞雁。牛子龙去郑州加入军统

后，张廷就跟随了吴凤翔。张廷有个近房哥哥在县城伪军队里做饭，

通过这个近房哥哥想打听出运粮的详细情况应该不会太难。

张廷接受任务后便打扮成一个卖菜的菜农，一大早挑着两筐鲜

嫩水灵的黄瓜和芸香菜来到伪军大队部门前，把担儿往门口一放，

嘴里不停地吆喝着：“新摘的黄瓜、芸香菜便宜卖了。”不大一会，张

廷的近房哥哥腰里围着白围裙，手里提着个大竹篮走了出来，到跟

前一看愣住了，见是弟弟张廷，心中一愣，他不是干了游击队吗？咋

会来这里卖菜呢？心里直打嘀咕。

“大哥，你看这菜多鲜嫩啊，还带着露水呢，俺刚在菜园子里

摘的，来几斤吧？”张廷见近房哥哥一副吃惊的样子，他怕门口的岗

哨看出端倪起疑心，赶忙给他递了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双手拿着

两根黄瓜递到近房哥哥面前。

近房哥哥马上明白了张廷的用意，接过黄瓜看了看便说：“行，

怪嫩，就来几斤吧。”称黄瓜时，张廷低声对近房哥哥说：“你回去想

办法打听下日本鬼子的运输队啥时间去临汝送东西，有多少人押

运，是牛车还是汽车？”

张廷的近房哥哥迟疑了下说：“试试吧，不知道能不能打听出

来。”

“明天早晨我还来这里等你。”

“知道了。”张廷的近房哥哥提着竹篮走了。

第二天，张廷又担着两筐菜与近房哥哥见了面，近房哥哥告诉

他明天，也就是6月1 6日，驻郏县日军少佐杉本将派一小队日军及李
长有的伪军大队押送运输车辆去临汝，大约有十辆牛车。

张廷回到常楼剿匪军司令部把近房哥哥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

了吴凤翔。吴凤翔召集陈天祥、陈长福、吴小兵等人开会，研究这次

伏击战该怎么打。经过分析，大家都认为李长有的伪军大队虽然人

多，但都是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要枪响一冲锋，他们比兔子跑

得都快。关键是那一小队日本兵，日本人武器装备好，单兵作战能力

强，不容小觑，必须集中力量消灭鬼子兵。

吴凤翔带人沿着郏临公路走了一遭，认真察看地形后，决定把伏

击点设在郏临公路的韩店至肖庄段。那一段路不仅弯多，而且路面坎

坷，牛车经过时不好行走，路侧南边就是汝河，河滩里柳林茂盛，沙丘

众多，便于隐蔽和埋伏。吴凤翔回到常楼剿匪司令部命令陈天祥、陈

天福带领三大队天黑前埋伏在肖庄，当运输队到达后不要开枪，先放

伪军大队过去后迎头痛击后面的小鬼子；自己亲自带领一大队埋伏

在韩店，当战斗打响后，要兜住鬼子的屁股打，截断鬼子逃回郏县的

后路，这样两头夹击，即使鬼子再凶残也不愁吃不掉他们。

日本少佐杉本十分狡猾，为了保密，避免消息外泄，他让运输队

1 6日吃过晚饭天色黑透后才从郏县县城出发。凌晨时分，运输队开
始进入了伏击圈，果然是李长有的伪军在前，日本兵在后，运输车队

行走在中间。陈天福、陈天祥放过前面的伪军和车队，当鬼子行进到

伏击圈后，陈天福大喊一声“打”！队员们一起开火，手榴弹劈头盖脸

地砸向鬼子。日本鬼子遭到突然袭击，“呜哩哇啦”地叫着四散寻找

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这时吴凤翔带着人马从后边打过来，不到2 0分
钟战斗就结束了，1 5名日军全部被击毙，缴获“三八大盖”1 0余支，轻
机枪一挺，粮食及其他物资6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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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将军在汝州的故事（下）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李翔宇

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河南抗日根据

地，同时也为河南军区第三、第四、第六支队

开辟新的活动地区，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

研究准备向汝河以南的伏牛山地区开辟新

的抗日根据地。1 94 5年4月2 1日、4月2 5日，王
树声、戴季英两次将此计划电告中共中央。

1 94 5年5月1 日，河南区党委在大峪店召
开会议，研究抗日斗争形势，讨论下一步的

行动方向。会议认为，目前日军西移，我军正

可利用时机，进军伏牛山之嵩县、伊阳、鲁

山、临汝、南召地区，迅速建立伏牛山边区根

据地。这样既可以沟通同新四军五师的联

系，使豫西与豫中嵖岈山连成一片，又可巩

固豫西抗日根据地。河南区党委将此意见电

告党中央，5月2日，中央复电称：“如你们认
为向伏牛山有利，可以这样做。”

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后，河南军区与区党

委研究决定，以小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坚

持现有根据地，集中第一、第三、第六支队，

以及张之朴的河南抗日义勇军约3000人，由
军区统一指挥，沿汝州、汝阳以南，襄城、郏

县、宝丰以西，除县城日军据点外，横扫过

去，直指南召。然后，由南召向东发展，沟通

与新四军第五师的联系。

为了确保伏牛山战役顺利进行，王树声

任伏牛山战役总指挥；河南军区同时决定，成

立伏牛山战役前线指挥部，直接负责作战事

宜。第一支队司令员皮定均任伏牛山战役前

线司令员，第六支队政委张力雄任前线指挥

部政委，方升普担任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

伏牛山战役分为东、西两线作战。皮定

均率领第一支队、第六支队及以及张之朴的

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向伏牛山西线的汝州、

汝阳、嵩县、鲁山、栾川进军；第三支队司令

员兼政委陈先瑞，率领河南军区直属部队和

第三支队向伏牛山东线之宝丰、鲁山、南召、

镇平一带进军。

1 94 5年5月2 1 日，伏牛山西线部队———
八路军河南军区六支队和一支队35团2 500
人，由临汝大峪店和登封白栗坪出发，经焦

村、纸坊、龙王店附近，在石庄、虎头一带夜

渡汝河，向汝州西南部进发。22日黎明，抵达
蟒川镇的娘庙村，在随军工作队员刘波涛家

里建立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孔祥祯任县

长，刘波涛任副县长。县政府成立后，张贴布

告，宴请地方绅士，并开展了购买粮草等活

动。

1 94 5年6月1 5日，继八路军背孜街歼敌
64师1 63团后，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司令
员张之朴的率领下，向岘山东麓的李店、坡

根、平王宋(今九峰山)一带进军。当时，在这
里称霸的是打着“曲线救国”旗号，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64师1 64团，在反动团
长南国成的指挥下，频繁的进犯八路军，杀

害抗日积极分子和八路军战士。

张之朴率领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主力，

采取军事斗争与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打

垮了顽军1 64团，打跑了张伯祥领导的国民党
临汝县流亡政府，占领今寄料镇大部分地区。

1 94 5年6月1 6日，经河南区党委批准，在
九峰山地区的李店村南庙（菩萨庙）建立了

临汝县抗日民主政府（李店），张之朴任县

长。临汝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召开了地

方绅士会议，并张贴《河南人民抗日军八大

主张》，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位于娘庙、李店的两个临汝县抗日县政

府建立以后，河南区党委和省军区领导考虑

到这个地区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统治区

的结合部，地域狭小，又经常有国民党军队

出入，不便于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为避免两

军摩擦，王树声决定撤销娘庙、李店两个抗

日县政府。

1 94 5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

指示，王树声领导的八路军忍痛撤离伏牛山

区，主动撤回大峪店，继续巩固和扩大以临

汝、登封为中心的嵩箕抗日根据地。

伏牛山战役是我军历史上一次著名的

山地运动战，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指战

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对顽军“有理、有

利、有节”的作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击破的作战原则，采用掏心战术，利用奔袭、

跃进、强攻等手段，对盘踞在汝州西南部九

峰山及鲁山、汝阳、嵩县、南召等地的日伪军

和顽军展开了全面进攻，歼灭顽军四个整营

又五个整连，俘虏顽军千余人，并缴获了大

批军需物资，解除了顽军对河南抗日根据地

边缘地区的威胁。同时，建立了中共河南第

三地委、第三专署和第三军分区，下辖六个

抗日民主县政府，开辟了东至临汝县蟒川、

寄料，西至嵩县木植街，东南至南召县马市

坪，西南至栾川明白川、内乡县两河口，北至

汝阳县城，总面积1 500平方公里、人口达2 0
余万的伏牛山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行动，

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沉重打

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战争胜利后

三大生力会师桐柏山和豫西地区的提前解

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巧取梁家寨，严惩叛匪梁小舟、梁须臣

梁小舟、梁须臣是盘踞在大峪店西部袁

窑的大土匪，一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皮徐

支队进驻大峪店地区，为了团结抗日，支队

首长研究并派地方工作队的欧阳景荣、党峰

做争取“二梁”的工作。在积极靠近八路军的

当地知名人士于培周的周旋下，“二梁”愿意

在皮徐支队领导下抗日救国。在其后的一段

时间里，“二梁”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是，梁小舟、梁须臣的土匪本性未改。

他们把归顺八路军领导作为权宜之计，脚踩

两只船，应付搪塞八路军。对此，八路军曾提

醒过“二梁”，但“二梁”不听。 1 94 5年6月 1 4
日，梁须臣向八路军路泉医院送军粮，送的

更少，部队将其送粮的骡子扣住，督促其照

数送粮，“二梁”恼羞成怒，借机叛变，成了日

本鬼子的忠实走狗。

1 94 5年7月，县独立团、区干队在一支队
35团一个连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袁窑村，消
灭了梁小舟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查抄了“二

梁”的全部家产。梁小舟带领一部分顽固分

子逃进袁窑寨，凭借工事，垂死挣扎。

正当部队准备强攻袁窑寨时，王树声将

军策马赶到，问道：“把寨子硬攻下来，咱们

会有多大伤亡？”在场的人谁也回答不上来。

接着，他指着寨子说：“敌人占领着居高临下

的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一定很大。

既然强攻不行，我看不如智取！”在王将军的

建议下，部队停止了强攻。同时，虚张声势，

说要调来迫击炮攻寨，吓得梁小舟连夜弃寨

而逃，袁窑寨不攻自破，减少了一次不必要

的流血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民主，

迫切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重建家园。但

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

裁、内战、卖国的方针，内战危机极其严重。

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和平，避免内战，1 94 5年
1 0月，王树声忍痛率部撤离临汝抗日根据
地，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任中
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

委员。1 94 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
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

江防线。1 94 7年7月，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
合刘邓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清剿”，为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

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总军械部部长等职。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

第十届中央委员。1 97 4年1 月7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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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习书记到体校视察，都是说：

“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办办。”这说明，习书

记确实是个办实事儿的官，就算你不想

给领导添麻烦，他也能探出你心里的话

来，能说出你心里的事儿来，帮你解决实

际困难。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好多领

导都做不到。一般人，谁愿意没事找事、

自找麻烦呢！

采访组：请您讲一下习近平同志当
年任命您为正定县体委副主任的经过。

王庆广：当时，我们留村体校在全县
比赛、石家庄地区比赛中都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并且向国家队输送了樊建欣、成

红霞两名队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体

校能向国家队输送两名队员，这在当时

真是个奇迹，轰动了全县。

县里决定任命我当体委副主任，习

书记在县招待所宣布的任命书。但我个

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领导，也不会做行

政工作。我还是喜欢干些具体事儿，喜欢

创业，一心就想搞好乒乓球训练，也舍不

得离开体校。我和县里说明我的意思后，

县里就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到体委报到，

但主要还是以体校的工作为主。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留村体校当年
是在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下从留村搬到

县城的。他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体校搬

到县城后效果如何？

王庆广：习书记多次到留村体校视

察，和我有很多交流，他积极鼓动我把留

村体校搬到县城办学。他这个人很敏锐，

发现留村体校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局

限。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体校几乎只

招收留村的学生，生源面窄，以后要面向

全县、全省甚至全国招生才能得到更好

发展，如果要这么做，至少要依托配套设

施比较完善的正定县城才可以办到。二

是体校名声在外，有很多举办大型活动

的机会，但受到条件限制，很多事情都办

不好。

这第一点，是关于未来发展的，我那

个时候并没有切身的体会，也预见不到。

但这第二点，习书记考虑到了，我确实也

感同身受。在留村，曾经举办过两届河北

省业余体校乒乓球比赛，每届都有200多
人来村里吃、住。那时，村里条件太有限

了，我们在操场临时搭帐篷当食堂，在教

室里把桌子并起来当宿舍，给孩子们买

了2 00多个小蚊帐，一人一个支起来。我
们还从县招待所拉来杯子、盘子、碗和桌

子。吃、住、比赛，都要一样一样去经管，

即使这样仍然搞不好，因为村里条件实

在太艰苦、太简陋，我们忙了半天，孩子

们的条件也没多大改善。

不能顺利举办类似的活动，体校的

发展自然就受到很大限制。后来在习书

记推动下，体校搬到县城，一下子发展得

很快很好。体校如果还在留村，生源受限

制，举办活动受限制，学校发展受限制，

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乒乓球

训练基地。

事实上，习书记在 1 982年刚刚来正
定当副书记的时候，就着手推动把体校

搬到县城去。我当时思想保守，舍不得离

开留村那块地。公社领导给我传达了县

里的决定，又给我做思想工作，劝我搬到

县城，说那样有利于学校发展。后来我才

慢慢认识到学校搬迁的重要意义。

（未完待续）

民间故事

风穴寺周围的山上有许多柏树。这儿的柏树和别的地方的

柏树不一样，树干全都扭着劲往上长。

传说贞禅师在这儿坐禅修行时，有一个聚宝盆。这个聚宝盆

特别灵验，不管再珍贵的东西放进去，都能够一变二，二变四，四

变八，生生不息。有一天，贞禅师要到远方去讲学，他怕带着这个

宝器不方便，留在庵堂里吧，也不放心，怕别人偷走，左思右想也

没有想出好办法。这时候贞禅师看见庵堂前的一棵柏树，而且这

棵柏树和周围的柏树不一样，是扭着劲儿往上长的。贞禅师心里

忽然有了主意，就把聚宝盆埋在这棵扭劲儿柏树下边，好记，回

来后再挖出来就妥了。

贞禅师在扭劲儿柏树下埋了聚宝盆，放心地出外云游讲学

了。他这一去不当紧，一下子出去了四五年，等他回来时，风穴寺

大变了样。原先他坐禅修行的庵堂风吹日晒，早不见了踪影。贞

禅师并不急，心想：“庵堂没了，只要找到那棵扭劲儿柏，聚宝盆

还能找到。”谁知贞禅师左右一看，满山上的柏树都是扭着劲儿

往上长哩。聚宝盆也不知埋在哪棵树下？

据说后来俗家人也都上山找过聚宝盆，但谁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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