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公山的屈辱和愤怒

信阳名胜鸡公山，古时山上人
烟稀少。 明朝，始有袁、王、宋三姓
人家，结庐居住，樵采度日。后来由
于山下连年灾荒，战事频繁，民不
聊生，才逐渐有难民上山。 鸡公山
后被当地地主霸占。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地处中原的鸡公山也打上了这
个历史的烙印。美国耶稣教牧师李
立生

1901

年来信阳设堂传教。

平汉铁路通车后，李立生买通
信阳知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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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白银购买地主叶接三随田
山场一处，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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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宽约
2

里。在
信阳知州曹毓龄手下报税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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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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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白银购买信阳人张君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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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
有山场一处，方圆

5

里，内有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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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在信阳知州徐佐尧手下
报税建房

2

幢。 随之，施道格又购
买吴家的

0.7

公顷山田。 远在郾城
的美国传教士饶裕泰也前来购买

熊家山场四五亩。前两次他们尚能
向信阳州府打个招呼，报个税。 后
来， 他们干脆把中国政府撇在一
边，私下议价立约，购地建房。

李立生、施道格占据鸡公山后，

得意洋洋地给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写
了喜报，领事阅后亲临鸡公山游览，

并写文章在西方报纸上发表， 大肆
宣扬鸡公山山径深幽，泉水甘美，气
候清爽，适宜避暑。又说该山府临新
店车站（现鸡公山车站），扼武胜关
之背，地势极其重要等。经过他们的
鼓吹， 又有一些外国人纷纷前来查
看。李立生等将已占有的山场、建筑
物分段高价卖给外地洋商和传教
士。 这样一来，在武汉、上海等地的
美、 英、 法等二十几个国家的传教
士、商人，以及设在武汉的英国穗丰
银行、华昌银行、法国永兴银行等，

蜂拥而来，在鸡公山上购山租地，盖
别墅、修教堂。他们还规定教会不准
华人行走， 外国人居留鸡公山境内

不准查户口。 把鸡公山变成了他们
的“公共租界”

.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略行为，遭到了信阳人民强烈反对，

他们纷纷提出抗议， 并向当地政府
提出责问。在人民的压力下，湖广总
督张之洞将此事上奏朝廷。 清廷责
成湖北、河南两省的督抚出面交涉。

鸡公山地权交涉案， 清政府前
后周折了两年， 到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年），才拟定了《鸡公山租屋
避暑章程十条》。 这个章程规定：凡
外国人所买的山地， 不管已经报税
还是未报税， 一概由中国方面出价
赎回； 然后在原教会地之外， 划出
61.5

公顷作为外国人避暑官地，已建
筑的房屋则由中国方面估价赎回再
租给外国人避暑。 今后外国人在山
上新建的房屋，也由中国给价收回再
行出租。 清政府尽管软弱，但在信阳
人民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还是维护了
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领土主权。

（据河区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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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船民绣品

淮滨绣品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朝，其中以五
毒枕，虎头枕，虎头帽，鞋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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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袋，动物香
包等最有特色。 绣品分双面绣，单面绣两种，线
条简洁明快，形象夸张生动。绣品主要出自淮河
船家妇女之手，兼采南苏北汴之长，头、鼻、眼细
腻之处，用针精巧，生动逼真，整个作品夸张变
形，具有“淮上”水乡的独特风格，是精美的传统
饰物。

1992

年以来，受到国内外注目，并远销境
外市场。 （据信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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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美食———

油酥火烧

“油酥火烧”又叫“香酥饼”“千层饼”，是用
面粉和油，加香油、葱花、食盐等烤制的一种食
品，用铁鏊烙制加火烧而成。 其制作工艺独特，

操作方法古老，风味别具一格。

油酥火烧始创于明代， 到清咸丰年油酥火
烧被列入汝州府

12

美食之一。 清光绪年间，息
县烙制油酥火烧的有很多家， 但只有熟食世家
熊明德， 在名师蔡安仁的指教下制作的油酥火
烧，味美艺精，久负盛名。

1942

年，熊明德带徒
传艺，城关镇的彭增仁拜师求学，技艺超前，驰
名中州。

相传，清末大学士、商城人周祖培每年回家
省亲路过息县时，不但要品尝，而且在回京时，

还要带一些献给慈禧和皇上品尝。据说，慈禧非
常爱吃“油酥火烧”。当时河南巡抚李鹤年，每年
秋后都要到息县品尝油酥火烧。 “千层饼”就是
李鹤年给起的名字。

1983

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食
指南》一书中，对油酥火烧的特点描述为：“外形
椭圆，细丝盘烧，色泽鲜艳，拿手即碎，酥脆香甜，

十分可口”。遗憾的是，由于油酥火烧制作成本和
技艺要求高，制作油酥火烧的店铺越来越少。

（据信阳新闻网）

信阳有中国最早的毛笔

历史上传说我国毛笔是秦代
蒙恬发明的，其实，远在蒙恬以前
我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毛笔。

古代的毛笔，极为简陋，或用
竹，或用毛，缀合一起，只要能染墨
写字，就叫笔。早在新石器时代，我
国便有毛笔出现了。 “仰韶文化”彩
陶上面的花纹、信阳市馆藏文物“马
家窑文化”彩陶上的纹饰，便是用毛
笔描绘的。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

也有用毛笔书写的痕迹。 可见我国
最早的毛笔，出现在中原地区。古文

献上于秦以前即有毛笔存在的记
载：《诗经·静女篇》有“贻我彤管”的
句子，“彤管”即一种红管的毛笔。庄
子说“舔笔和墨”

,

《韩诗外传》也说
“墨笔操牍”。 这就证明：秦代以前，

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和使用了原始
的毛笔。 蒙恬总结前人使用毛笔的
利弊， 加以改进， 成为更加进步的
笔，以枯木（或柘木）为管，鹿毛为
柱，羊毛为被，即谓苍毫（或鹿毫），

而不是兔毫竹管。 这种经过改进的
鹿毫毛笔， 比着仅能染墨成字的那
种原始笔来，有了很大的进步。

1957

年春， 河南省文物工作
队在信阳长台关先后发掘了两座
春秋晚期至战国的楚国贵族大墓。

显示了光耀夺目的楚国文化。该墓

除出土大量文物及青铜编钟外，还
出土有大批的竹筒和书写竹简的
毛笔，笔为竹竿兔箭毛制成，笔杆
细而精巧，长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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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还有竹
制笔套。出土毛笔的信阳长台关一
号墓，笔贮于小型工具箱内，箱中
还有铜钟、锛、刀削等物，是修理简
牍的工具（毛笔现藏于河南省文物
研究所）。

以上足以证明， 在蒙恬以前，

我国的劳动人民已经能够制作毛
笔，并且运用于书写。 而信阳长台
关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目前我国发
现最早的实物，比蒙恬造笔法要早
几百年，为研究中国毛笔的发明史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