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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山东南有架山叫祖师顶。祖师顶独峰高

耸，峰顶状如蘑菇。据说,真武祖师曾在此修炼因此
得名。

传说，真武祖师是明朝建文皇帝。洪武三十一年，

建文帝以皇孙身份登基,引起朱元璋的几个儿子不服。
燕王朱棣造反，皇宫发生大火，建文皇帝从此看破红

尘，隐名埋姓，出家来到紫云山中修炼达四十余年。据

说建文皇帝出家早有前兆。那时候，京城街头有个老

头经常挂一把壶卖药，等买卖做完，自己就跳入壶中。

市人谁也没看见，只有建文皇帝在楼上看见了，很奇

怪，于是就去问老头缘故，老头只说了一句话：“你明

日再来。”便不再搭理他。次日建文皇帝果然按时赴

约，老头见了他很高兴，就带他一起进入壶中，只见壶

里玉堂华丽，美酒好菜满满的，两人一道喝完酒才出

来。老头告诉他：“我本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处分，

现在事情已经了结，我要回去了。”并嘱他不要将这件

事说给别人。建文皇帝再三央求老头带他一起走，老

头摇摇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临了我会来接你走。”

说罢，化一道灵光隐身而去。

老头一去，建文皇帝终日无心过问朝政，又遇上

他四叔朱棣造反，他就借这机会隐身到深山里了。

建文皇帝出家后，果然见到了那个老头。那老头

把他带到汝州紫云山深处,让他脚踩荆棘，走入虎狼群
中，老头叫他独自一人站那里，他竟一点也不害怕。又

叫他睡在一间快塌掉的茅草屋内，用一根烂草绳吊一

块万斤重的石头在他的心窝上，许多蛇争着来咬绳

索，绳索快断了，建文皇帝也不动一下。老头这样说

道：“你可教啊!”从此赐号真武，一心修炼。三十年后，
真武自以为修成下山，送别时老头又叫他吃粪便，粪

里有三条虫，特别脏，特别臭，真武感到恶心，不想吃。

老头说：“也罢，你差不多要得道了，命全在天，你去

吧。”真武下山来到蜜蜂嘴山脚，见一老太正将一大铁

杵在巨石上磨，真武不解其故，上前问老太到底磨铁

杵弄啥用。老太说：“磨成绣花针用。”真武又问：“啥时

才能磨成?”老太答：“功到自然成。”真武听后深受启
发，折身返回山上重修，说这是老头专门安排观世音

来点化他的。真武祖师后来游到武当山，最终修炼成

功。当地人在山顶建了一座祖师大庙，可庙没盖成山

就被压塌了，山下洞中的鲤鱼精被压出来，将祖师顶

前的大水潭喝干了。由于神大山小，不能在山上建大

庙，所以，至今祖师顶上仅存小庙一间。后来，朱棣念

其至亲，到湖北武当山上建成一座最大的教宫观，至

今还有这样的传说：每月的阴历初一至十五，到祖师

顶求神灵验；从十五到初一，在武当山灵验。因为真武

祖师只能在两地来回轮流值班主事。

至今祖师顶西北，蜜蜂嘴南坡上，仍能看到一大

平面石，人称磨梁石，石头中间有四五指深一道带红

铁锈的石槽，传说那就是当初观音菩萨点化建文皇帝

时的磨棒石。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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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1939年春，彦云担任中共临汝县委妇女委
员，主要负责临汝县的妇女工作，其主要任务是：

宣传抗日道理，动员妇女识字，做军鞋，支援抗日

前线，在妇女中发展党的组织。虽然当时是国共

联合抗日，但国民党政府在他的统治地区是不允

许共产党活动的，因此彦云改名何彦云，公开身

份是学校教员。

有一天，彦云和一位朋友做伴，去找县妇救

会的负责人桂友筠，商议成立失学儿童识字班的

事。二人走到西关洗耳河边，看见一群人围在一

个店铺前，不知发生了什么。二人挤进人群，只见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躺在地上，一个男子满脸

怒气，用脚狠狠踢她。那女人既不挣扎，也不求

饶，满脸尽是泪水。

看到这些，彦云忍不住了，拦住那男子说：

“大哥，有事好好说，不能这样打人。”那男子瞟了

彦云一眼，不屑地说：“我打我的老婆，要你多管

闲事。”

这时，人群中有人说：“这是学校的何老师，

好好跟人家说话。”听了这话，那男子态度略有缓

和，沉着脸不吭声。

彦云弯腰拉起那个女子，问：“他为什么打

你，怎么不反抗？”那女子不作声，抬眼看了彦云

一眼，满眼都是感激。

彦云忽然灵机一动，朝围观人群大声说道：

“老乡们，我知道咱这儿有一种说法，女人不算

人，打自己的老婆不犯法。但这是封建主义思想，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

治，强调人人平等。女人也是人，也能为国家和社

会做贡献，不是男人的附属品。现在是抗战时期，

女人也能和男人一样，走上战场保卫国家，打女

人就是犯法的。”

彦云这么一说，那个打人的男子挤出人群走

了。彦云回头对那女子说：“大姐，往后再有人打

你，你要反抗，可以到县妇救会找人说理，再不能

这么软弱让人欺负。”

那女人仍然默不作声，但看出来她很感激。

人群散后，彦云就和朋友去找桂友筠去了。

桂友筠对彦云想办失学儿童识字班的计划

很支持，经几日奔波，一个失学儿童识字班在县

城东关一座旧庙里开课。来学习的儿童很多，有

四五十名，都是八九岁大的男女儿童。彦云见这

么多的孩子们来学习，很兴奋，每天都抽出时间

来给孩子们上课。

有一天，彦云正在给孩子们讲课，只见一个

女子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来了。彦云一看，

这女子正是那天在洗耳河边挨打的女子。她急忙

停了课，迎出来，笑着说：“大姐，你怎么跑到这儿

来了？”那女子略带胆怯地问：“何先生，俺想让闺

女跟您学识字，不知中不中？您把她收下吧。”

彦云很高兴，说：“中啊，只是西关到东关这

么远，孩子谁接送？”

那女子说：“这个不怕，只要您肯收下她就

中。”

经过交谈，彦云得知这个女子叫陈秀云，

家是汝河南的，父亲是个农民。因为从前借过

她现在男人家钱，还不起，就把她嫁给了这家。

男人人虽不赖，但脾气粗暴，动不动就打她，她

也总是忍着。

从此之后，陈秀云每天都按时送自己的女儿

来识字班学习，和彦云的关系也熟络起来。彦云

发现陈秀云虽不识字但人很聪明，也很善良，便

有意和她多交流，想利用她和更多的妇女接近。

失学儿童识字班很受穷苦百姓欢迎。

一天，陈秀云对彦云说：“何先生，俺们西关

有好多和我一样的妇女，她们听说您在这儿讲课

的事，想让我给您说一下，能不能在我们西关办

一个妇女识字班，大家都想认些字。”

彦云急忙说：“可以呀，有没有地方办班？”

陈秀云说：“有，我家就有两间房子，虽然破

旧但不漏雨。您如果肯去，我马上和姐妹们把屋

子拾掇拾掇。”

彦云说：“中，让我先给妇救会说一下，回头

再跟你说。”

没过几天，西关妇女识字班也开课了。

果然像陈秀云说的，西关有二十多个三十来

岁的妇女非常高兴地来听彦云讲课。大伙儿都很

活跃，每次上课时她们听得很专心，还有人在上

课时提出问题，问：“何先生，真像您讲的，咱们妇

女往后也可自己做主，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

想和谁离婚就和谁离婚，这个世道真的对咱女人

们这么好？”

彦云认真地说：“婚姻自主就是解放咱们女

子的嘛。当然自主不是乱来，遇到你心爱的人，你

就大胆去追求，遇到你不喜欢的男子，谁也不能

强迫你和他结合。但不能想结就结想离就离，那

对男子也不公平。你们记住，女人再也不能像从

前那样，成为男子的私有品，我们要敢于独立，也

要能够独立，像穆桂英和花木兰那样，能为国家

和社会作出贡献。”

彦云的讲课很受女人们的欢迎。

那段时间，彦云也很有成就感，每天到妇女

识字班和失学儿童识字班讲课，虽然很累，但也

蛮有劲儿，同时她也结识了很多妇女。正当她打

算在几个最知心的妇女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时，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打乱了她的工作计划。

有天，县妇女救国会的桂友筠约她到临汝师

范学校去，想让她给师范的学生讲一讲抗战情

况，彦云愉快地同意了。这段时间和桂友筠相处，

桂友筠很看重她。彦云也觉得桂友筠很能干，也

有正义感。

二人一起到了县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老师

们都出来和她见面。彦云刚一和这些老师见面，

突然一位女老师上前一把抱住她说：“彦云，原来

何先生就是你，啥时候你改姓何？”

彦云仔细一看，这位女老师原来是她初中时

的同学，叫蔺凤娥。初中时两人关系很好。后来初

中毕业二人分开，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至少也有

五六年，没想到在这儿重逢了。彦云也很兴奋，和

蔺凤娥拥抱在一起。

这时，桂友筠插了一句话，问：“何先生，你原

来不姓何吗？”

桂友筠这么一问，让彦云的心突然一沉。

彦云姓彦名云，的确不姓何。自从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彦云曾化名何彦云、闫瑞英在各地进

行地下工作，为的就是不暴露真实身份。没想到

今天遇到了老同学，一下子暴露了。

幸亏彦云机灵，对桂友筠说：“我本来姓何，在

初中上学时，因为喜欢这个彦字，就单用彦云这个

名字在学校注册了。凤娥还以为我真的姓彦呢。”

从县师范学校回来后，彦云不敢大意，马上

将情况向中共临汝县委领导做了汇报。县委领导

听后很警觉，吩咐她说：“这是件大事，不可轻视。

这样，你马上离开这儿。临汝这地方是国民党政

府统治很久的地方，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你凶多

吉少，对党的事业不利。”

彦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在西关识字班结

识了几位积极分子，正要继续做工作，这么走了，

实在太可惜了。”

县委领导说：“县师范的教师们和国民党临

汝县政府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这事很容易

传到国民党县政府那里。不要多想了，你马上离

开，一刻也不耽误，这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

虽然对临汝心有不舍，但彦云不敢大意，简单

收拾收拾，当天傍晚，借着夜色悄悄离开县城，按

照党组织给她指定的地点，准备渡过汝河往南去。

不料她还未走到汝河，半路被一个人拦住了。彦云

仔细一看，拦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陈秀云。彦云

大吃一惊，奇怪地问：“秀云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陈秀云满眼含泪，柔声说道：“何先生，我知

道你要离开俺老汝州啦，俺来送送你。”

彦云越发吃惊，急忙问道：“你如何知道的，

是谁告诉你的？”

陈秀云说：“没人告诉我，是我看出来的。我

发现你今天神色不对，又在收拾行李，便一直瞧

着你，跟着来到了这儿。”说着，陈秀云从身后拿

出一个小布包，递给彦云说：“何先生，俺家太穷，

实在没啥送你，这是家里的几斤红枣，送给你补

补身子吧。”

彦云听了这话，泪水差点涌出眼眶，她郑重

地接过陈秀云递过来的小布兜，说：“大姐，我本

来是要向你告别的，只是时间太紧，没顾得上。我

走之后，你要保重自己，我走的事谁也别说，咱们

还会再见面的。”

陈秀云哽咽着说：“何先生，您的大恩大德俺

记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的。你路上多小心，我等

着呢。”说完，扭头走了。

陈秀云走后，彦云久久站在那儿。她很遗憾，

陈秀云是个很好的发展对象，可惜出了这档子事

情，说什么也来不及了。彦云站了好长时间，转身

要走的时候，忽然路边一株迎春花吸引了她的目

光。她弯腰把一朵刚刚绽放的迎春花摘下来，藏

在怀里，忽发感慨：陈秀云和她在临汝结识的好

多女子，多么像这刚刚绽放的迎春花啊！即使自

己离开临汝，但只要春天到了，这迎春花就会绽

放出绚丽的花朵。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迎 春 花 开

锅馈馍朴实，是有目共睹的，是无可置疑的，不接受反驳，

因为它最平民化。

在汝州，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富豪显贵，对锅馈馍皆情有独

钟。锅馈馍在汝州这座北方小城，与蒸馒头在主食市场各占半

壁江山。

那日，与几位朋友在家中小聚，席间谈起汝州餐饮，自然少

不了地道的汝州锅馈馍。一位朋友插言道：“锅馈馍虽好，但要

想走出去，其实很难。如今在南方，许多地道的乡土食品，早已

包装成盒，行销各地，甚至还成了馈赠礼品，难道汝州人爱吃的

锅馈，不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吗？”感叹一出，引发了在场诸友的

共鸣。

锅馈应该是由陕西传入汝州的，其特点素以“干、酥、白、

香”著称。炕好的锅馈馍，干硬耐嚼，内酥外脆，白而泛光，香醇

味美。但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什么吃食一到了汝州就会被

同化，变得花样繁多起来，不光有发面锅馈和死面锅馈两种做

法，其吃法也有干吃、泡羊肉汤吃、做成炒琥珀馍吃等等。当然，

最受欢迎的吃法，则莫过于热锅馈馍夹猪头肉了。

锅馈和猪头肉同为老汝州地道的传统小吃，锅馈夹猪头肉

的吃法，说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取半块冒着热气的锅馈馍，来

到卤猪肉的小车前，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多或少买上些肥而不

腻、香气逼人的猪头肉，趁热夹在锅馈馍里，猪油被热馍浸润，

热馍被肉香浸染，咬一口顺嘴流油，顾不上擦，迫不及待地就想

咬第二口。凡是吃过的人，回味起来总是赞不绝口。

锅馈馍的做法，是取麦面精粉堆在面案上，再按比例往面

坑里充水，并迅速和成面团。搁以前，如果是冬天，室内温度不

够，主家会在面案下放一盆炭火，通过加温，促使面团尽快发酵

起来。夏天温度高，不用另外生火加温。待面团发起（膨胀）后，

一边往里面兑干面，一边用力揉压面团，翻来覆去，直至面团不

沾手为止。接着揪下一块（为了均匀，可用称称），压成薄片，加入食盐、五香粉、味精

等，再揉成团，抹上一层油，再用专用的擀面杖反复揉合和匀就行了。

在老汝州，炕锅馈要用专用的炉子。这种炉子犹如桶形，半人来高，高大威猛，厚

重古朴。炉子的最下面是火，中间为凸出的炕道，最上面则为一平底铁锅。其做法是，

切一块称好的面团连压带擀，弄成长约8寸、宽约4寸的长方形，这时就可以放到上去
烙了。约烙3分钟，馍便上色发硬，能立住架子。这时，把平底铁锅挪到锅圈上，顺手把
锅馈从锅上取下，翻放到炕道再炕几分钟左右，再取出来放到铁锅上烘一下，水分基

本烘干了，颜色更加诱人了，锅馈就算成熟了。其整个制作过程，基本上以炕为主，故

而，老汝州都称其为“炕锅馈”。

炕成的锅馈能分为几层，成品锅馈馍外表黄白相间，内瓤起层。入口细嚼，外焦里

嫩、酥脆可口，甘美香甜，久存不坏，便于外出携带。可想而知，这是面食在汝州的一次

蜕变升华。

小时候，看炕锅馈也是一种乐趣。上学时走在路上，每逢走到炕锅馈炉时，总喜欢

偎在跟前，嘻哈打闹，撵不走，吓不退，冷不防伸手揪块面，撒腿就跑。炕馍人急了，会

扬起翻馍劈子照孩子屁股打去，当然不会真打。每逢父母偶尔发“善心”，发上一毛两

毛的，总要买上半块锅馈馍解馋，而跟随着的同伴们，则只有眼馋不止、口水直流了。

锅馈这东西，汝州人都爱吃，吃法也多。锅馈馍夹猪头肉，不仅是标配，也是绝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上述几种吃法外，如今又增加了夹羊肉串、夹豆腐串、夹海带

丝等，但凡能想到的、可以往里夹的，如今都可以夹进去。若出门在外，带上几块锅馈，

既方便，又可口。

如今，经过汝州人的多年实践，已摸索锅盔馍的最佳吃法：锅馈馍夹猪头肉，配一

碗热气腾腾的浆面条，能吃得满头大汗，大呼过瘾。

如果再能嚼上几枚大蒜，那真是“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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