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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湖边茶山拥湖环绕，在湖畔

品着香茗， 悠闲地看夕阳下的归帆，

如此美妙的意境你一定向往，但最负

盛名的南湾鱼你一定要品尝。

南湾鱼头汤是用信阳南湾湖所

产的南湾鱼头为主料，配以独特的佐

料，以木炭慢炖缓熬，鱼肉肉质细嫩、

鱼汤洁白如人乳，色鲜味醇。

南湾水极清、极纯，这也造就了南

湾湖的鱼肥肉嫩。 “南湾鱼”鱼肉细嫩，

以南湾湖水炖汤色泽奶白，味道鲜美。

南湾鱼不仅肉质细嫩， 还是驰名品牌

呢。 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及稀

有元素，其中有抗癌元素之称的“硒”，

含量是普通鱼类的

3

倍

~5

倍，尤其是

南湾白花鲢，头部富含

DHA

，素有“花

鲢美在腹，味在头”之说。

事实上，鱼头汤操作简单，把洗净

的鱼头放在油锅里煸一下， 放上葱姜

酒去腥，让肉收紧，然后放水炖煮。 大

约半个小时，再放粉皮、佐料，当然最

好放点辣椒，吊出鱼头的鲜味。再过几

分钟后， 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鱼头汤就

可以上桌了。

虽说如此， 但如果要想做出这样

的口味，除了调料的选择，更需要火候

的协助。鱼头汤要文火慢炖，直到鱼肉

炖烂，鲜味榨尽于汤，才是最入味的。

（余 乐）

魏延，三国时义阳人

(

今信阳市

三里店人

)

。 据 《三国志·蜀志·魏延

传》记载：魏延是蜀汉的一员大将，

性情很高傲， 当时同僚们都避让他

几分，独有长史杨仪不肯迁就他，时

常和他争执，他因此怀恨，两人“有

如水火”。 后来，诸葛亮病故后，蜀军

从前线撤退， 杨仪让大将军魏延殿

后，魏延很不服气。 杨仪便利用手中

握有兵权之际趁机诛杀魏延， 以报

私愤。 后来人们形容人和人之间关

系不睦、意见不合、不能相容，比作

“水火”，叫作“水火不相容”或“水火

不容”。

魏延是三国最有争议的人物之

一，颇具悲剧色彩。 著名的“空城计”

就与他有关。 据记载：蜀国的丞相兼

军师诸葛亮屯兵阳平时，有一次，派

魏延率大军去攻魏军， 只留少数老

弱残兵守城。 忽报魏军大都督司马

懿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来。 守

城军士闻报，无不惊恐，不知如何是

好。 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传

令大开城门， 还派人去城门口洒扫

道路，迎接司马懿入城。 诸葛亮自己

则登上城楼，端坐弹琴，态度从容，

琴声不乱。 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

况，心中好生疑惑，心想：“诸葛亮向

来办事谨慎，从不鲁莽冒险，今天为

何这样？ 恐怕城内早已布置了伏兵，

故意诱骗我入城。 对，我决不能上他

的当！ ”于是下令退兵。 由于魏延带

走了大军， 诸葛亮被迫使用的这个

计策，后来人们叫它“空城计”。

（据信阳市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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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花鼓戏是由豫南民间小调、山

歌 、歌舞 、小戏并融合楚剧 、黄梅戏唱

腔，吸收汉剧、曲剧的艺术特点，逐渐形

成的独具一格的剧种。

豫南花鼓戏演出， 人员少而精，演

员一专多能。 道白分

3

种：一是韵白；二

是口白，采用土语乡音，类似家常用语；

再一种是数板道白， 多由丑角采用，语

言幽默风趣。

1953

年，光山花鼓戏《夫妻观灯》参

加中南大区汇演并被评为优秀剧目。 随

后到中南海怀仁堂作汇报演出。 受到当

时在场观看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表

扬。

1989

年省文化厅曾在光山县举办了

大型研讨会， 有省内外

60

多名专家参

与研讨，由于豫南花鼓戏深受当地群众

欢迎，

2008

年， 仍有业余文艺团体活跃

在当地。

“光山花鼓戏” 是光山县特有的民

间艺术， 从

1967

年以来多次赴北京人

民大会堂演出，由于种种原因，与其他

民间艺术珍品一样，“花鼓戏”也面临着

后继乏人、无法传承的窘境。 为复兴这

项民间艺术，政府超常规投入，先后募

集资金

300

多万元，拯救“花鼓戏”。 如

今，“光山花鼓戏” 已有了

5

个培训基

地，

200

余名专兼职演员， 来自农民、医

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光山花鼓戏”已

成为一张金名片，在全国各地都有演出

活动，今年年初新版“花鼓戏”《夫妻观

灯》《顶椅》等走进省人民会堂，并获全

省地方剧目展演金奖。

文殊乡是信阳市第一个被命名为

“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的乡镇。 这一

命名是从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光山花

鼓戏艺术着手的。 光山花鼓戏是具有

土色土香的地方剧种 ，集萃着豫 、鄂 、

皖边区的民间小调 、山歌 、花会 、舞蹈

的精华于一体。

2004

年，花鼓戏被列入

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项目 ，

2006

年， 又被列入省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品

录。 为支持这一剧种的传承创新，光山

县和文殊乡有关部门搭建了广阔的平

台， 鼓励老艺人招收学徒。 每年提供

8000

元资金补贴戏班购置服装、 道具，

逢年过节， 组织各戏班到指定地点演

出。 富裕起来的文化户开始增大对花鼓

戏班的投资，各戏班之间也出现了频繁

的联袂演出。 目前，花鼓戏已成为当地

民间艺术龙头，带动了地灯戏、皮影戏、

狮舞、龙舞、旱船、竹马、花挑和大鼓书

等地方戏的蓬勃发展。

2009

年，该乡已

有职业花鼓戏班

8

个， 皮影戏班

4

个，

光州大鼓班

12

个， 民间花会表演队

36

个，农民职业演员

210

人，业余演员

600

人 ， 每年各类演出累计达

1800

余场

（次），观众达

56

万人（次）。

（据光山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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