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菜古名为“菘”。苏轼曾称“白菘似羔

豚，冒土出熊蹯”，直接将大白菜与羊羔、熊

掌媲美。范成大说“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

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

把供”，更是直言山珍海味都没有大白菜来

得宝贵。

同时古人擅长于将自己喜爱之物做成

艺术品，并赋予美好的寓意。白菜与玉器相

结合，玉白菜则是“遇百财”，因此白菜成了

吉祥、财富的玉器代言人。

白菜就是这么一种既亲民又能高贵的

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它在身边的感

觉，导致我们意识不到它到底有多美好。

正如宋朝时期汝人烧制的汝瓷之美，

极简极雅。汝州人擅于发现身边之美，往往

能从日常生活的简单中创造美、重塑美。今

天金鼎酒店主厨张顺卫也要给我们展现这

样一种存在，简单朴实的外表下实则有着

一颗精美雅致之心。

张师傅说：“这几日在汝州寻访想必大

鱼大肉都吃腻了吧，那今天给你们做一道

白菜清清胃。”

张师傅口中的这道

白菜可不是普通白菜，

精选的是当年万历皇帝

深爱的小河白菜。“大碾

萝卜香菜的葱，小河的

白菜进北京。”这首在豫北浚县周边地区传

唱了上百年的歌谣，奠定了小河白菜在全

国白菜中的贵族地位。

明明都是白菜，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张师傅介绍道：“小河独有的土壤和水

质种出的大白菜叶多、帮嫩、味鲜甜而绵

软、清炖浑汤、纤维细，腌制、烹炒、烩炖皆

可。”小河白菜营养丰富，有养胃生津、除烦

解燥、利尿通便、化痰止咳、清热解毒等功

效，享有“菜中之王”的美称。

明朝成化年间，浚县人兵部尚书王越，

出将入相，文武全才，历经景泰、天顺、成

化、弘治四代，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傅。

王越“内行交际，实也卓绝，磊磊落落，

家无余财”。在和王公大臣们交往中，无以

馈赠，便将家乡特产小河白菜作为礼物，让

同僚们品尝。小河白菜口感好、营养丰富，

决然没有普通白菜垫牙或丝丝缕缕那种感

觉，让吃过它的人难以忘怀，一时间小河白

菜风靡全城。

时至今日小河白菜仍被当作白菜界的

“爱马仕”。

虽然和大部分食材比起来，白菜除了

淡淡的鲜甜，就没有明显的味道。但正是这

份无味，凸显了它最难得的特质。

小河白菜在张师傅的熟练刀技下立刻

被分解成几大块，帮叶完美分离。细细观

察，竟然在叶子上找不到一丝菜帮，菜帮上

也没有一丝白菜叶。接着取出金鼎看家配

料“海参”，洗净切丝。同时将新鲜大虾剥皮

取仁，留作备用。一颗咸鸭蛋打入碗中，蛋

清分离，留下蛋黄上锅蒸约1 0分钟，取出捣
碎。

小火加油，分别放入姜丝、面粉、花生

酱炒制香浓后加入已熬制好的高汤，放入

切好的白菜调味。约2分钟后加入捣好的咸
蛋黄取器盛出。备用的海参、虾仁过水捞出

放在表层即可。

菜帮子脆爽清甜，蔬菜叶顺柔细腻，看

着简单的清汤寡水般白菜竟是用老母鸡、

鸭、猪排骨、火腿等食材熬制出的高汤烩制

而成。海鲜、家禽、蔬菜，这三样看似毫无联

系的食材在张师傅手中完美融合，共同缔

造了这极致的口感。

在醇白香浓的大骨汤如潮水般的温暖

包裹下，新鲜嫩黄的白菜叶只露出一点俏

皮可爱的额头。白菜帮子在高汤的浸泡下

如同洗了个中草药材浴，浑身散发着醇厚

的浓香。高汤中的肉质分子一点一滴沁入

白菜纤维中，慢慢融成一体。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奢侈的感觉。宫廷

白菜代表着一种中华美食的艺术，看似简

单的外表下，藏着极深的功夫底蕴，只有亲

自品味过后，才会明白其中的精华与伟大。

宫廷白菜

食材：白菜50克、虾仁1 0克、海参7 0克、
枸杞子6个、香葱、盐、咸蛋黄、菌粉、高汤、
花生盐。

做法：首先把小河白菜切成块状；接着

把海参切成丝，虾仁一切为二，留作备用；

然后切少许姜丝，将咸蛋黄上蒸笼进行蒸，

1 0分钟后取出将其拍碎，留作备用；最后上
火加油，放入姜丝、面粉、花生酱进行翻炒，

待味道香浓后加入高汤，放入白菜进行调

味，炖两分钟后，加入咸蛋黄。待出锅之后，

放入盛器中，将虾仁、海参过水捞出之后放

在上面即可。

特点：咸鲜浓香、清淡舒适。
节选自美食图书《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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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成立于1 94 7年
1 1月24日，首任县长叫王武烈。王县长上任
之前，任温县县委宣传部长。他受组织委

派，带着2 000多民工和民兵，随中国人民解
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九纵过黄河支前。到

了临汝之后，五专署专员刘梅同志对他说：

“前委秦基伟司令员决定，把你留下来担任

临汝县长。”王县长当时表示：“组织上的决

定我无条件服从，但咋向温县交代，我带来

的这些民工和民兵咋办，如何安排？”刘专

员说：“这你不用管啦，民工交给民运科，民

兵先由我带着开展工作。”王县长又提出给

他些干部和部队。刘专员对他说：“这事我

也向秦司令员提过，但秦司令员说现在战

斗任务很重，不能给我们留人，今后如何开

展工作，只能靠我们自己闯了。”

就这样，王武烈和一部分从温县过来

的民兵在临汝县艰难开展工作。那时临汝

刚解放，解放军大部队往东边的郏县追击

国民党1 5师武廷麟部去了。临汝境内的国
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活动很猖獗，他

们纠集在一起，不断骚扰新成立的县政

府。王县长为了防备土匪袭击，经常带着

人转移驻地，夜里甚至换好几个地方，历

经艰险，好不容易才拉起了一支革命队

伍。1 94 8年年初，汝河北岸的土匪毛万年、
姚保安、刘殿宽、王老末等多股土匪，纠集

起1 000多人，向新生的县政府进攻，土匪们
高声叫着：活捉王武烈！在汝河南岸的石

台街、黎良村一带抢劫民财，杀害百姓。并

企图攻占当时的县政府驻地和尚庙村。

此时，王县长已带领刚成立的革命武

装力量从和尚庙村转移至观上村，闻讯带

领地方武装从观上村向土匪活动区域靠

近，准备与这股土匪交战，保卫新建的根

据地。

王县长率领的地方武装刚撤出观上

村，另一股土匪便乘虚而入，占领了观上

村。土匪们占领观上村后，大肆报复杀人，

将几位解放军伤员和进步群众残忍杀害。

消息传出，王县长听后愤怒异常，发誓要

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报仇。但是，如何对

待这股人数比自己多几倍的土匪部队，王

县长心中还没有万全之策。正在这时，突

然接到一个上级命令：让县政府接待一个

路过临汝的流动部队。

那天寒风凛冽，路过临汝的九纵26旅
的黄副旅长冒着大风敲开了王县长的办

公室门。王县长开门一看，只见黄副旅长

大冷天里身穿一件又破又薄的军衣，手脸

都冷得又红又紫。王县长先将自己的一件

旧棉衣披到黄副旅长身上，又吩咐警卫战

士去抱柴，让黄副旅长取暖。

黄副旅长一进屋，也不多客气，直接

对王县长说：“王县长，你快让人烧一锅热

粥，让我的战士暖暖肚子。我马上还要赶

路。”

王县长细问之后，才知道黄副旅长带

着一个营的战士，要到黄河北去领棉衣，

目前天寒地冻，全旅战士都和他一样，身

上还穿着薄夹衣，已经严重影响了战士的

战斗力。他和战士们在临汝吃一顿热饭，

马上就得出发北上。

王县长心中一动，忽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

他朝黄副旅长身边靠靠，十分真诚地

说：“黄旅长，我知道你任务紧急，我坚决

支持你的工作，但我有一个情况，想向您

汇报一下。”说着，王县长把临汝这几年发

生的匪情对黄副旅长做了简单介绍，最后

他说：“黄旅长，你和战士们能否在临汝稍

停几天，帮县政府把这股土匪剿除，然后

再走。”

黄副旅长沉默着不吭声。

王县长恳切地说：“黄旅长，这股土匪

不剿除，临汝的工作真的难以开展，群众

见土匪如此横行，都不敢和咱们的人靠

近。我手里的这支地方民兵，战斗力远远

不如咱们大军战士，你看……”

黄副旅长为难地说：“王县长，我十分

理解你的难处。可是，我真的不能多耽误

呀。”

王县长急了，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黄旅长，你如果真要走，我这个县长也不

当了，带这股地方民兵和你们一起往黄河

北去领棉衣，领罢棉衣，再回来和这些土

匪王八蛋斗。”

黄副旅长听了这话，笑道：“你说的是

真心话？”

王县长说：“真话假话，就看你如何计

划。”

黄副旅长这才认真地说：“这样吧王

县长，咱们都是干革命的，你有难处我能

帮不帮也就不妥当啦。我只能在临汝停留

三天，土匪能剿清不能剿清，我都得走。”

王县长大喜，说：“三天就三天！”

黄副旅长又说：“我要提三个条件。

一、我是路过，对地方匪情不了解，你要配

合我们战斗，把匪情摸透给我们。二、如果

有战俘要交给我带走，补充我的队伍，如

果有确实该枪决的土匪首要分子，也要交

给我处理。最后一条，剿匪结束后，你要想

办法给我的战士们改善一下生活。记住，

肉菜要管饱。”

王县长一口答应。

王县长实际上早就侦察清了土匪活

动的规律，因此，他当时就向黄副旅长详

细汇报了情况，黄副旅长当即说：“这样，

剿匪行动今天夜里就开始，你只需给我派

些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交给我，别的你就

甭管了。”

黄副旅长制订了一个“分兵合围”的

剿匪方案。当天夜里，临汝县地方武装部

队按黄副旅长指挥，埋伏杨楼至石台街一

带的南坡上。次日五更黄副旅长亲自带着

一支部队，由石台街挺进往东北攻击，由

黄副旅长的一位营长带一支部队从另外

一个方向进击，向土匪部队发起总攻。只

听一阵冲锋号声响过，一支骑兵部队高举

着马刀，冲锋在前，后边步兵紧随其后，阵

地上枪声如同热锅炒豆。战士们高喊：“缴

枪不杀！”眨眼间，骑兵已冲进土匪阵营，

只见刀光闪闪，几个土匪的头颅已滚落在

地。土匪们哪见过这阵势，阵营立刻大乱。

头尾不顾四散溃逃。有一股1 00多人的土匪
向西北逃跑，在一处河堤前被预先埋伏的

解放军一举全歼，更有无数土匪顾不得脱

掉鞋袜，连滚带爬地蹚着汝河水北逃。可

是他们哪里能逃过久经善战的解放军，在

汝河北岸的庙下街一带，这股土匪彻底被

打垮。黄副旅长带队在战场上抓获了三四

百个匪兵，还抓住了国民党胡宗南部派来

收编土匪的团、营级副官各一名。

在县政府审讯那位团级副官时，他感

慨地对黄副旅长和王县长说：“贵军神勇，

鄙人佩服。那些土匪简直如同一堆豆腐渣，

不堪一击。”

这次战斗，不仅消灭了1 000多名土匪
武装，而且震慑力极大，临汝境内的土匪武

装闻讯，好长时间不敢活动。

战斗结束，黄副旅长既扩充了队伍，也

收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王县长当天即安排

区村干部熬了五大锅肉菜，犒劳了参战士

兵。黄副旅长非常高兴，应王县长要求，将

几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留给地方处理，

带着他的部队往黄河北出发了。出发时，

王县长又发动群众，捐献了一批棉衣和肉

粮，让黄副旅长带走路上使用。

黄副旅长走后，王县长将几个土匪头

子带到观上村，召开了公审大会。然后，把

几个主要匪首带到几个牺牲烈士的坟前就

地枪决。

此后不久，临汝全境就成立了三个民

主区政府，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也搬到

了临汝县城。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
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我是1 931年暑假后，考入省立十中（临汝中学）读
书的。1 932年9月，因我姐姐出嫁，我从学校请假回家，
在家停留期间，在伊阳县城（今汝阳县），由李林川、

王照熙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革命形势

正处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开始不久，苏区各方面都

很困难的情况下。洛阳党组织派翟盘石（伊川酒后

人）和我谈话，他说：“当前，我们主要是扩大党的组

织，壮大党的力量，支援反围剿斗争。”同时，他还给

我交代了如何办理发展党员的手续，如何画红五星、

镰刀、斧头、做党旗、唱国际歌、宣誓及誓词等问题。

1 932年下半年到1 933年春，我在临汝省立十中，
先后发展了同学王朝俊（宝丰县人）、范明智（临汝娘

庙人）、李贵韶（汝阳人）、高矗（汝阳人）、王振东（郏

县人），还有宝丰苇子营村的刘继光6人加入党的组
织。我们7个人建立了一个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我发展的这几个党员，都举行了入党仪式，但都

没有填什么表，我记得宣誓是在城西大约二里左右

一个庙里（注：报恩寺），我们假借去那里玩，在那庙

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仪式。

当时，上级党组织跟我联系的人是李林川，我们

是用秘密的通信方法进行联系的。具体方法是：用中

药“白芨”，把碗底翻过来研磨后，用新毛笔把字写在

两行字中间，对方看时再用黑矾水抹在字纸上，字迹

就显示出来了。

1 934年5月，我接到李林川的密信，得知伊阳县的
党组织已被破坏。他在信中说，“我们组织内的梁国

贞，在他父亲的威胁下，暴露了党员身份。为了安全

起见，以后不要再和我联系了，等候洛阳南关帝冢派人跟你联系。”

我一直等到1 934年夏季学校毕业时，也没有人和我接头。至此，我们
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各奔前程，以后我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

联系了。

1 934年，我在省立十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陆军学校，我见到李
林川也在那里当学员。王振东毕业后，考入信阳师范学校。1 936年到
延安抗大学习。1 939年，我回临汝见到了刘继光，我看他有点消沉。
以后听说他学中医了。在临汝只是在学校发展党的组织，没有开展

大的活动。

（张有奇，男，1 91 5年2月生，河南省汝阳县三屯乡东赵堡人，
1 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曾担任中共省立第
十中学（临汝）支部委员会书记。他是汝州市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

员，也是汝州市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2 001年1月2 1日因
病去世。）

来源：汝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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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91 9期）
我积极按照县里的决定，到县城搞学

校建设。县里当时给了体校4亩多地，但给
的经费比较少，我就向留村老百姓借钱，白

天在城里盖房子，晚上回村里向大家借钱，

后来等省里和市里财政拨款下来，才把老

百姓的钱还上。学校建成以后，根据县里意

见，也为了照顾留村老百姓依依不舍的情

绪，一步一步逐渐把体校搬了过来。搬进县

城以后，发展很好，体校也越力、越大。

从1 984年开始筹备搬迁、征地、盖房
子，一直到1 986年初，学生全部过来，搬迁
工作前后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 985年就到福建
工作了，体校正式搬迁到县城的时候，他已

经不在正定工作了。

王庆广：是这样的。但习书记走了之后，

也一直关心基地的发展。1 993年，他在福州工
作期间，回到正定一次。那次，由市委书记李

海峰陪同，习书记专门到基地来看了。他很满

意，高兴地对我说：“王校长，现在和留村那时

候比起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 008年，习书记又来到正定，到基地视
察过一次。多年不见了，我们见面以后，我

主要向习书记汇报了基地的发展情况。我

说：“习书记，现在有1 1个国家、1 00多个国
外队员在基地训练，每天收入很多！”

习书记听了以后，微笑着对我说：“一

个县就有这么多国外队员来学习交流，你

不能光看经济效益，还要看到社会影响。”

回来后，我们专门召开了领导班子会，

学习领会习书记的指示。从十八大以后到

现在，基地这一批年轻的班子干得很好，兢

兢业业，大胆创新。现在，我们已经办成了

乒乓球职业学校，学生从小学、初中到中

专，毕业后升入大学。

这个平台，这种办学模式，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学生来我们学校学习、训练。这几

年，我们的升学率都达到1 00％，很多学生
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像北大、北体、山东大

学、武汉大学等等。现在，基地已经被国际

乒联批准为“国际精英培训中心”，以后来

的国外队员还会更多。

回想起来，习书记确实很有眼光。我们

还是小小的村体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

们未来的前景，推动我们搬到县城来办学。

当初搬家确实是搬对了，是我们基地能够

取得今天成绩的决定性环节。不搬就没有

今天的基地，更没有国际培训中心。

现在，基地正在搞建设、盖房子。房子

好盖，但是道路走错了可不行，走的道路如

果不对，房子盖得再好也不顶事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对
您有什么影响？

王庆广：习书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非常重视人才、关心人才。他在《河北

日报》发表“人才九条”，招揽了很多优秀人

才，使我们县的工作迅速发展了起来，这一

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学习了他这个

方法。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宋年间，汝州青龙山下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造瓷工匠，名叫郑

铁，郑家祖宗几代都靠烧瓷为业，特别是到了他手里，继承祖传汝瓷

工艺，扬长避短，更为精妙。郑铁年近花甲，妻子早亡，只有他和儿子

承汝过日子。承汝聪明伶俐，从小就跟着父亲操劳在窑场之间，十二

岁时，就成为一个有名的造瓷工匠了。相传，郑家烧的瓷盘、瓷碗等，

用它盛菜，可以防腐，也可以辨别有毒无毒，是宋代的珍品。不仅名

传天下，就是宋朝皇宫里所用的瓷器，也出自郑家之手。

这年，金兵进犯中原，北宋朝廷，把国都迁到江南。金兵走到哪

里，烧杀到哪里。郑老汉害怕金兵糟蹋了他的瓷器。便和儿子一起，

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埋在地下。郑铁有个老朋友，名叫严和，专门开个

店留宿贩卖瓷器的客商。他身边有个女儿名叫严英，自幼许配给承

汝。这一天，郑铁去见严家父女，对严和说：“兄弟，我郑家世代烧瓷

为业，积有祖传秘方，说句放肆的话，也算大宋的稀宝吧。如今兵荒

马乱，你我都已年迈，承汝虽然年幼，但性格过于刚直，恐怕也要吃

亏。眼看祖上的血汗，大宋的珍物怕要失传。我看英女也倒是个聪明

人，想把这世传秘方和烧瓷的本事传给她，万一我父子在兵荒马乱

中丧命。还可以让她把烧瓷技术传下去。”严家父女深受感动，立即

答应。郑铁当即把祖传秘方和多年的烧瓷经验一一传授给严英。严

英刻苦学艺，没过几天就掌握了这套本领。

不久，金兵果然到了汝州。领头的将军叫哈木真，这个人凶狠残

忍，纵兵屠杀百姓，汝河两岸，到处都有被他杀害的尸体。青龙山下

的烧瓷窑场，也被他糟蹋得不像样子。正在这时，哈木真接到金国皇

上圣旨，令他把汝瓷炉、瓶、洗、尊四大珍品送进金宫里。他得了这个

命令，就让手下人四处搜寻。但搜来搜去不是残缺不全，便是平凡无

奇，就是弄不到珍品。这时，一个投降金兵的宋人去向哈木真献殷

勤，说只要抓来郑铁，就能得到珍品。

哈木真听罢大喜，急命兵士把郑铁抓来，逼他马上烧瓷。郑铁仰天

哈哈大笑：“我大宋庶民，岂能为金人所用！我大宋珍品，岂能为金人所

有！”哈木真大怒，正想令兵士痛打郑铁，不料郑铁一个猛身，一头碰死

在桌角上。郑承汝听说父亲被害，料想哈木真不肯罢休，就连夜把埋在

地下的所有珍品全部毁坏，然后跑了出去，不幸中途又被金兵抓住。

这时，严英随父正在深山里避难，听说老公公已经自尽，丈夫又

被金兵拿住，非常悲痛，忙和父亲商量救承汝的办法。严和说：

“你一个女孩家，年龄又小，怎能救出他？不如在这儿隐身到金兵走

开，再出去烧瓷，流传后世，也不辜负他们的愿望。”严英听父亲说得

有理，只得大哭一场作罢。

夜里，严英在梦中忽听郑承汝叫她：“英妹，如今我被金兵抓住，逼

我烧瓷。我能为金人所用吗？哈木真把我活活打死。扔在青龙山沟。你

要给我报仇呀！”她还要上前和丈夫说话，一觉醒来，原是一场噩梦。天

亮了，她把这梦说给父亲。严和一听大惊，知道承汝已经不在人世。严

英哭着说：“既然他们父子已死，不如我拼着一条命，为他们父子报

仇！”说罢，就要下山。严和咋拉也拉不住，只好放闺女下山了。

严英下了山，果然听到承汝被害的消息。在乡亲们的协助下终

于找到郑家父子的尸体，她收殓了尸体，埋在一座悬崖下边，然后抱

头痛哭起来。正在她悲伤难抑的时候，忽然一位白发老人来到她身

边。老人问：“姑娘为啥痛哭？”严英一看，这老汉面容慈祥，不像个坏

人，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他说了一遍。老人说：“你可给哈木真烧

瓷去。到时捏一龙身，和汝瓷同烧，烧成之后，自然会为你报仇。”说

罢，老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严英这才明白是神人指点，擦了眼泪，向

金兵元帅大帐走去。

哈木真因金朝皇上催要汝瓷四宝，正急得上蹿下跳，听说一个

女子能烧制郑家瓷，简直高兴得如疯如狂，忙令这女子赶快动工。严

英按照白发老人的指点，暗暗捏了一条青龙放进烧瓷窑内。三天过

后，窑已烧成，哈木真听说，亲自领着一群金兵的头目到窑前观看。

严英见他们来了，就把窑门打开。不料刚打开窑门，一条青龙张牙舞

爪地出来啦。青龙喷出一股水，水越喷越大，霎时间青龙山下，一片

汪洋。哈木真和这一群金兵的大小头目，被巨浪卷走，一命呜呼了。

据传说，当时人们看见严英跨在青龙背上，在青龙山上盘旋一

阵，然后，一直向东南方飞去。后来，汝

瓷便在东南方一个叫龙泉的地方重新

烧制，所以取名叫龙泉青瓷。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龙 泉 青 瓷

民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