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2月，我在临汝县留王店小学工作

时，经校长杜善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由杜善行同豫西区党委王志杰同志联

系。1938年暑假，杜善行和我同赴洛阳，要求

区党委的同志介绍我们到延安去学习，经王

志杰、纪希文等同志的劝阻，我们返回临汝，

随着形势的发展，待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下半年，党派何启光同志（现名

张德群）到临汝主持党的工作。他的社会职

业是洛阳行都日报社记者。随他到临汝的还

有彦云同志、李岱同志。何启光同志是中共

临汝地委的负责人，其组织成员有贺崇升同

志、彦云同志，其他不详。临汝地委负责临汝、

鲁山、郏县、宝丰、伊阳（汝阳）、嵩县等县党的

工作。1938年冬，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何

启光同志任县委书记，杜继甫同志任委员，杜

善行同志任统战委员，李岱同志任宣传委员，

彦云同志任妇女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县委以

下还设有支部，包括焦村、半扎、庙下等，城内

省立十中设有一个支部。在豫西区党委的直

接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工作：

一是举办了党员学习班。由何启光、贺

崇升等同志主讲党的建设、阶级斗争、怎样

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基本知识，为提高党员的

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程度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二是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编写墙

报，摘录新闻，宣传抗战形势。如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抗战三个阶段（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战略

反攻），让群众了解当时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

阶段，只要坚持斗争，必能得到抗日战争的最

后胜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罪恶活

动，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另外，刷写大字标语

如“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投降妥协”

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

众的力量。在庙下镇小学，由李岱同志组织歌

咏队，并向群众开展演唱活动。举办失学儿童

识字班。由彦云同志协助桂友筠（不是党员）在

东关开办识字班，吸收穷苦的工农失学儿童参

加，教他们识字，唱救亡歌曲。

三是搞统战工作。由杜善行负责，与国

民党的地方部队团管区的一些军官联系，争

取他们支持。

四是培养和输送干部。1939年4月，县委

决定派送李岱、彦云和我三人去确山竹沟党

校（当时叫新兵训练队）学习。数月后，我们都

因病返回原籍。1940年春，何启光、李岱、张魁

五、李中立等同志均赴豫皖苏边区工作。

五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当时原有的几个

党员是：何启光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强调

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多数党员都是

个别与何联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淮阳

地委书记，后调中央组织部、外交部、驻苏联大

使馆参赞、代办、驻越南大使馆党务工作，曾任

驻古巴大使，驻巴西大使，驻朝鲜大使；彦云，

原在偃师肖村一带搞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到

临汝；李岱，原在一个话剧团工作，1938年回临

汝家乡在庙下镇小学工作，同在一起的有杜继

甫、李广兴（现在云南省禄劝县商业部门工

作）；王朝栋，曾在半扎镇、临汝镇、庙下镇小学

工作，1942年2月与李广兴同赴洛阳邮局工作；

杜善行，焦村小学校长；1938年从陕北调来三

个同志，李书田、王正飞，另一个名字忘了，都

在焦村工作不久都走了，李是南召人，王是镇

平人；文明魁，陕州棉校学生，随学校迁临汝，

现在郑州市河南省银行学校工作。

当时党内的一些文件、书籍，分别在杜善

行和我家里保存，我曾把它藏在夹墙里。因国

民党军队占住我家房子，并要扒墙开窗，经我

母亲哀求未扒，待军队走后，我母亲恐以后发

生问题，就从夹墙取出来全部烧掉了。

1939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限制异

党活动法”等法令，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

害，我们的行动也遭到了监视，政治形势日

益恶化。1940年初，组织上决定转移力量，号

召能走的都到豫皖苏去，不能走的都要自谋

适当的职业掩护起来。1940年4月，何启光同

志赴豫皖苏工作，路经临汝镇时见到了我，

说他走后有王子平同志来接替他。王子平的

爱人赵惠贞同志也要来。何走后，王子平同

志到临汝，见到我，经我介绍，他到西南乡杨

楼村小学教书。不久赵惠贞也去了。王子平

同志和我商定，他改名王文德，家住洛阳，他

哥名叫王文道。1940年冬，放寒假前，我曾到

杨楼小学看望他们，王子平对我说，他将要

到陕西去。问他需时多久，他说说不定。问他

走后是否来人接替，他说可能没有。我说，如

没人来，以后怎么办？他要我设法隐蔽起来。

后来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见杨校长，他说王

文德回家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去陕

西了，但却回答说：“他回洛阳看他哥去了。”

王文德走后，一直没人再来，当时同志

们已各奔前程。我和李广兴在万般无奈中于

1941年秋报考了邮局招收邮务佐的考试，都

被录取，1942年2月，通知我们到洛阳邮局报

到，参加业务训练。

1942年3月，延安党组织派王庆年同志找

到了我，他的任务是采购医药、医疗器械，并

通知所有留在豫西的同志去延安。当时杜善

行在河南大学求学，王庆年同志说是王志

杰、王子平同志让他来找杜善行和我的，我

因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受邮局保结的限制，说

明暂时不能立即前往，并请他回去后向组织

上转告清楚。王庆年说：“你暂时不能去也就

算了，你的情况，我会向组织讲清的。如果以

后长期没有人来找你，你也不要以为党把你

忘了今后不要贪图多做工作，要很好地埋伏

起来，只要能够保存住自己，就是成绩。”走

时他还留下一个通讯地址，是陕西耀县柳林

村王方福收，要我只能在半年以内向那里去

信，超过半年就不要向那里去信了。6月间，

学习结束，我被派到南阳邮局工作，行前，我

按址给王庆年发去一信，告诉他，我到南阳

“油店”工作了，但是没有接到回信。

1943年春，我在南阳邮局接到从洛阳寄

给我的一件平信。是陈××（名字忘了）写

的，信中写着：“我这次做生意到洛阳找你，

知道你已去南阳了，下次出来，我一定去见

你。”又道：“我前天到吕祖庙去抽签，说今年

可见小运，明年要见大运。”我领会这是暗示

形势的好转，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又派人来

了，但信上只写着“洛阳旅次”，没写明地址，

我干着急，也没法回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到巩县邮

局工作。12月23日上午敌伪持电令将我拘捕。

电令上写着：“查奸匪王朝栋现任巩县邮局局

长，是豫西奸党主要负责人，经常把奸党的文

件及经费寄给周口其妹王凤娥，仰查报。”他们

搜查了我的住处，搜走了十几本抗战歌曲和文

艺图书，并拿走了几件信（大都是彦云寄给我

的，她当时在武功西北学院上学）。把我带到伪

县府，由张秘书和我谈话。另外他们又到局里

调查，也没有发现我寄款寄文件的情况，经全

局职工（局长除外）联名具保，他们以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于24日下午把我释放了。

我深感离开党的苦闷，怀念党的心情更

加迫切了，我写信告诉了李岱，他很快到巩

县找我。我们商议着怎样能到解放区的问

题，最后确定到南京梅园新村去找中共代表

团，我让李岱先到淮阳我妹妹王凤娥那里等

我。另请电信局一个同志代编个假电报，说

妹妹有病了，要我去看她。我用这个电报，请

准了十天事假，就到淮阳和李岱一同赴南

京。时在1946年4月。

李岱和我先后分别见到了代表团的同

志。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我俩的情况，我们要

求留在代表团，将来把我们带走。他说：“代

表团是负责和国民党上层进行谈判的，不负

责其他事务，团里的人数有定额，万一哪个

同志外出遭事，我们还能把他要回来，再多

增人是不行的。”我们要求去解放区。代表团

的同志说：“据我们所知，去山东解放区的交

界处，敌人封锁甚严，不容易通过。”我们要

求介绍到进步的书店当学徒。他也说没有合

适的地方。他要我们可能时仍回到原处，待

一有机会，就通知我们，或解放军打到时，跟

随部队走。就这样，我们只好回来，行前，发

给我们几元路费，又特别嘱咐我：“你出去要

注意特务的盯梢，万一出了意外，你们可要

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啊！”

我回到巩县，李岱返回临汝。5月间，我

接到代表团寄来一信，仍说没有机会，要我

等候，1946年7月，解放战争爆发了，从这之

后，我和组织上就没有联系了。

1947年初，我调到郑州邮局工作，直到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我才获得了新生！

（该文根据1982年5月1日在郑州与王朝

栋座谈时的录音整理而成）

整理：史占京 李翔宇
来源：汝州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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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区文庙院内，收存有古代造像碑

一块，因年代久远，碑身已断为两截，所刻造

像亦多有残缺。据相关资料介绍，该造像碑

镌刻于北齐时期(550年～577年)，距今已有

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关于该造像碑的来

历，尚不得而知。笔者在清代金石碑刻目录

著作《寰宇访碑录》中，查阅到汝州法行寺

内，古时曾有一块刻于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四月的造像碑，此后该碑下落不明。如今

文庙院内存放的北齐造像碑，是否就是法行

寺内旧有的北齐造像碑，还有待于观看碑身

的造像记后，再做确定。

文庙所存北齐造像碑通高1.5米，宽0.75米，厚0.23米，全碑

身首一体，无碑座，碑阳、碑阴雕刻雷同。碑首呈半圆形，雕刻四

龙盘绕浮雕图案，龙首分垂两侧，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首正中

处刻一尖楣拱龛，高29厘米、宽22厘米，龛内浮雕一佛二菩萨。

碑阳分为上下两部分，碑阳上部正中刻一拱形大佛龛，高51厘

米、宽61厘米，门楣饰忍冬纹，拱龛内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像，主尊高38厘米，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须弥座上，圆形背光，

身着袒右肩袈裟，二弟子及二肋侍菩萨分立左右。碑阳下部佛

龛内，雕刻供奉者形象，另有博山炉、护法狮子等。同时，在碑身

左右两侧均雕有佛龛，其最上层为帷幔式佛龛，上部饰有幔帐，

装饰有花绳、幡带，龛内浮雕一佛二菩萨像。佛龛下部则整齐地

排列着八层二十四个小龛，每龛均有一坐佛。该造像碑人物形

象脖颈粗短，两肩齐亭较宽，胸部微隆，躯体粗大，上身较长，下

身较短，袈裟、裙子较短，脚脖裸露较高，衣纹概括洗练，充分表

现了北齐时代独特的纤巧风格。碑身最下部的造像碑记，其文

字似隶似楷，且有篆书相杂，朴拙浑厚，属魏碑书体。

北齐国诈短暂，从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都

邺开始，到公元577年幼主高恒亡国为止，仅经历了六帝二十八

年。然而，在其统治集团据有的地盘内，拥有“寺院四万余所，僧

尼二百万以上”。佛教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北朝历史上的皇帝

多崇信佛教，北齐文宣帝高洋嗜杀成性，然其“酷喜释氏”，痴迷

于营造石窟佛像，上行下效，民间佛教造像也极为兴盛。当时除

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由皇家主持开凿外，诸多的佛教单体石

造像，包括造像碑、背屏式造像、圆雕造像和造像塔等，则多为

一般信徒们捐资兴造，它们多出自民间工匠艺人之手。造像碑

个体小、资用少、便于移动的特点，受到众多僧徒及民间信仰人

士的喜爱。

据《汝州市志》记载，公元550年后，现今的汝州市境内作为

北齐与北周两国的交界处，曾交替隶属于北齐和北周两国拥

有。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汝北郡移治于汝原县城（今汝州市

城区），寻改为汝阴郡，并废治城入梁县，汝阴郡领梁、汝原二

县，隶广州。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改北荆州为和州（仍治南陆

浑县），并改汝阴郡为汝北郡。汝北郡领梁、汝原二县，隶和州。

北齐承光元年（577年），改汝阴郡为和州（移治汝原县城）。和州

领梁、汝原二县，隶南襄城郡（治隔城，即今河南桐柏县西北）。

佛教造像碑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集雕塑、绘画、工艺、

书法、建筑艺术于一身，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汝州文庙

所存北齐造像碑刻工精细，刀法娴熟，形象生动，线条简练流

畅，是一块十分珍贵的佛教造像碑。说它珍贵，一是造像时代较

早；二是雕刻技艺精湛；三是保存相对完整；四是通过该碑可以

看出我国北齐时期的佛教兴盛之貌，是研究北齐时期佛教传播

发展难得的实物资料，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宗教、历史、地理、

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着较高的意义和价值。第五，重要的是，

该碑是汝州现存最早的

古代碑刻之一，实属稀世

珍品。 汝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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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日前，声

势浩大的第四届汝瓷小镇恋瓷集系列活动

在我市中国汝瓷小镇拉开帷幕。

汝瓷发源于汝州，素有“汝窑为魁”之美

誉。汝瓷历经千年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已成

为影响世界各地、代表河南的特色之一。汝

窑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因产于汝州而

得名，与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齐名。汝瓷有

两大特征：首先是其釉层中气泡的独特排

列，形成青中泛蓝、蓝中融青的奇丽釉色，具

体说如豆绿、天蓝、月白、天青；其次是汝瓷

开片形成的独特纹饰，所谓“蟹爪纹、蝉翼

纹、冰裂纹、鱼鳞纹”。

正是这独有的气质，才使汝瓷在世界瓷

林中一枝独秀，一脉相承。

近年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平顶山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汝

州市委、市政府秉承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发展

理念，深入推进汝瓷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汝瓷

产业的培育发展，进一步宣传推介我市的文

旅资源，塑强“汝瓷知己·汝州等你”的城市

品牌，擦亮“汝瓷”这一闪亮的国际品牌，叫

响平顶山“汝瓷之源”，助力全市陶瓷文化产

业振兴发展。

“十里蟒川河、十里大窑厂”。汝瓷小镇

同时与蒋姑山和九峰山两个生态旅游景区

相连接，汝瓷文化与山水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目前已发现宋、元以来40余处古窑址，园

区中的严和店在北宋时期就是中原地区最

大的青瓷烧制中心，2013年5月严和店窑址被

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汝瓷小镇按照文物保护、生态旅游、非

遗传承、艺术创新的指导原则，彰显“文化+

生态+产业+旅游+健康养生”的新型文化产

业发展思路。设计规划以功能分区明确，产

业布局合理为原则，分为“一河五区两主

线”；“一河”即蟒川河；“五区”即严和店古窑

址保护区、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蟒川河滨水

生态旅游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区、艺术家集聚区；“两主线”即汝瓷文化传

承发展主线、曲剧艺术传承发展主线。

以瓷为媒，讲好汝瓷故事。活动期间，除了

集中展示当代汝瓷艺术之外，不但有汝瓷大

集、非遗大集、娱乐大集、百货大集等休闲娱乐

业态，还有第三届汝瓷茶席大赛、第六届

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获奖作品收藏

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作品展、“中国汝瓷小镇杯”国际环境雕塑陶

艺创作大赛收藏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及赛事。

同时，“四季春晚·千乡万村唱起来”———2024

年全国“四季村晚”示范展示（汝州）暨河南省

“咱村有戏·千乡万村唱起来”系列活动及打铁

梨花、戏曲表演等非遗展演和文娱活动也相继

开展，让这场活动热辣滚烫、热气腾腾。

汝瓷的美，在于它不轻浮、不张扬，温润

如玉，不温不火，这种最为本真的美，才是其

精髓所在。中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题汝瓷

为：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

如今，经过几代汝瓷艺人的不懈努力，

让汝瓷“青”为其色，“玉”为其骨，“新”为其

魂，先后恢复研制出了汝窑豆绿、天蓝、月白

等十余种釉色，研制开发出汝瓷瓶、尊、炉、

洗、碗、盘、兽、人物、茶具、文具、酒具等共十

多类数百个品种，随着汝瓷小镇的开发建

设，汝瓷，已由传统化制作向集约化、产业

化、现代化的大踏步迈进。

岁月沧桑，风云变迁。漫步汝瓷小镇，

“汝瓷”元素弥漫在山岚间，让这座小镇越来

越发深邃幽雅。追梦汝瓷，让我们从小镇出

发。一条路，只要有人走过，就一定能留下脚

印；一个梦想，只要有人去为之奋斗，就一定

能留下一个瞩目的背影。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站在小镇的山坡

上，脚下的瓷镇一览无余，气象万千；远处的

群山连绵起伏、叠岚青翠，看云卷云舒之际，

将由衷感叹“小镇只一日，汝瓷越千年”。

吃过很多地方的烩面，我还是喜欢汝州的老

式烩面。那奶酪一般糊嘴的羊汤，只有细细几片的

羊肉，又宽又长的海带丝，粗大的老葱头，滑溜嫩

白的烩面片，裹着厚厚羊油的辣椒，一碗老式烩面

吃完，说不出的敞亮劲儿。

第一次吃烩面的情形如今依旧历历在目。那

是二十八年前的夏天，刚刚参加工作的我，还不会

做饭，一直在街上东一嘴西一嘴地买饭吃。在单位

同事的推荐下，我第一次到汝州剧院对面的饭店

一条街吃烩面。

这是一条一端连着望嵩路，一端连着前火神

庙街的拐尺形美食小吃街。一溜儿的饭店，集中了

很多知名的美食，有烩面、羊肉面、焖面、大盘鸡、

杨楼水饺等等。记得那家烩面馆，就在靠近前火神

庙街往里走大约五六家的样子，做饭的灶台临着

街，后面是二进深的饭堂，一直延伸到文庙的后

面。那时候文庙最北头的部分与文庙还不相连，是

一个单独的大杂院。那家的烩面据说在那一条街

做得最好，每天中午饭时都是一座难求。

等我下班赶到那儿的时候，虽然宽敞却黑魆

魆的饭堂里已坐了很多人。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叫

号机，也没有微信支付，都是去灶台跟前报一下

饭，就坐在那儿干等。谁前谁后吃，全靠老板或者

老板娘的心劲记着，吃了饭走人时再结账。

就坐在那儿喝茶，闲得无聊时剥几颗蒜头。

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烩面上来了，羊肉就寥寥

几片，又薄又小，喝了一口热辣辣的汤，真是又鲜

又香，嘴上立马糊了一层油脂的感觉。那又宽又

长的海带丝，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吃大烩菜或者乡

村吃桌时才能吃到的美味，一下子就唤起了我的

食欲。

拿起筷子轻轻搅拌，让每一根面条都充分裹

满那鲜美的红辣椒汤汁，然后夹起一筷子放入口

中。那雪白滑嫩的烩面片，看起来有点硬硬的而且

筋道的，没想到，轻轻一嚼，冰雪融化了一般就碎

了，仿佛煮熟的梨片。面条的爽滑与嚼劲在舌尖上

跳跃，汤汁的鲜美瞬间在口腔中四溢开来。那滋

味，既有面食的实在，又有汤汁的醇厚，让人吃了

一口便欲罢不能。尽管屋里有大吊扇呼呼啦啦吹

着，我还是吃得浑身冒汗，热汤，辣椒，绵长的面

片，真是一种享受。第一次吃烩面，连那漂着一层

红辣椒油的汤都喝光了，还有那几乎嚼不动的老

葱头。

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汝州老式烩面。那一家

烩面，我跟着吃了有六七年的时间。有时候，甚至

能中午连着吃上一星期而不腻烦。

后来进了汝州晚报社工作，有一次中午加班，

同事们一起去中大街南门口对面路北的一家饭馆

吃烩面。那一家烩面馆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

得饭馆还是瓦房的门面，大概两间那么宽，黑魆魆

的土地面，灶台就在饭馆的西一间，高大的煤火

上，坐着一个尖底的大铁锅，一位身材健壮的厨师

肩膀上搭着一块油腻腻的毛巾，不停地生炒羊肉，

再放入葱头，香味顿时溢满了整个饭堂。通入炉膛

的助燃电风机把火苗子吹得呼呼舔着锅底，厨师

用毛巾垫在锅耳把上，上下左右翻动锅里的羊肉

片、葱头，火焰在铁锅里不时爆起，添入滚烫的热

水，厨师忙着甩动长长的烩面片，围在灶台等着端

饭的食客发出啧啧赞叹，有人偷偷咽着哈喇子。

这个饭馆除了前面那一间多的饭堂，同样后

面还连着一间，饭堂里烟熏火燎，到处是黑魆魆

的，却坐满了食客。这一家的烩面同样是老式烩面

的，味道又好，成了我又一个经常光顾的地方。

后来渐渐发现，在汝州城区的大街小巷，有着

如此多的烩面饭馆，凡是卖羊肉汤的饭馆几乎都

有老式烩面，如富民一街的陈记羊肉、丹阳路的

丁记羊肉、望嵩路的郎记羊肉，这些羊肉汤馆的

老式烩面同样做得有滋有味。这么多的饭馆，不

仅丰富了我的味蕾，也让我越来喜欢着这老式烩

面。

等我走遍了汝州的乡村，更多的老式烩面吸

引着我。寄料镇老影剧院门口的金记烩面，临河的

门面，窄窄的宛如一根鸡肠，只一间，一直通到老

后面，每去一次，总是坐满了食客，闹腾腾红火。

或许是时代的发展使然吧，我先前吃过的汝

州老式烩面，饭馆总是烟熏火燎的样子，地上墙壁

上桌子上都是黑魆魆的油腻腻的，仿佛是从古代

延续过来的老店，没有一点新潮的装饰，很多的食

客不修边幅，大嗓门说着话，毫无顾忌地抽着便宜

的烟卷，夏天的时候顶多配上一个大吊扇，冬天就

靠炉膛里的火取暖。我却喜欢着这样的氛围，它让

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把一碗烩面连汤带面吃得一点

不剩，在这样的饭馆里吃烩面，真的是一种大快朵

颐的享受。

不知什么时候，随着城市的提升改造，伴随

着老门面的渐渐消失，老式烩面也越来越难觅踪

迹，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滋补烩面的兴起。说实话，

我的味蕾至今难以接受新潮的滋补烩面，那些粉

条，那些鹌鹑蛋，那些木耳，那些枸杞，却总让我

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抵触情绪，或许是怀旧的惯

性思维在作祟吧。偶尔，被朋友邀请着去滋补烩

面，面对这五味杂陈的滋补烩面，我的心里同样

五味杂陈。

于是，我经常去那些小街寻找不可多得的老

式烩面，如若发现一家味道很好的饭馆，更是如获

至宝。当我去到一些乡镇的时候，似乎这样的寻找

会容易了一些。而这样的饭馆，总会进入我之后品

尝老式烩面的路线图里。

如今，在汝州城区，仍然有几家做老式烩面的

饭馆，我也总会时不时去光顾。半块死面锅馈，一

碗烩面，最多再来一瓶汽水或者菠萝啤，足矣。

我想，对于汝州烩面的喜爱，我是深入骨髓

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和

情感的寄托。

喜欢你一辈子，汝州老式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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