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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食材丰富， 美味飘
香，“吃家”之誉名闻遐迩。 商
城地灵人杰，不论是过去的科
举时期还是现在高考年代均
人才辈出，其中清朝的“周宰
相”是商城读书人的代表。 由
于他在近代史上具有很高的
知名度，于是有人将商城菜与
“周宰相”紧密相联，演绎了一
段精彩的传说。

传说的基本情节大致如
下：“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
时候，慈禧太后准备了两条逃
跑路线， 一条向西逃向西安，

另一条向南逃向大别山下的
商城。为什么要逃向商城？因为
商城是“周宰相”的家乡，而“周
宰相”又是慈禧太后特别信任的
心腹大臣。慈禧预先派出一些御
厨来到商城，以备日后之用。 后
来慈禧最终选择了向西的逃跑
路线，而这些备用的御厨就留在
商城，宫中厨艺流传开来，商城
菜由此而声名大振。 ”

这个传说不能不说构思
很巧妙，它将商城菜和历史名
人慈禧太后以及御厨相勾连，

既发挥了名人效应，又暗示了
商城菜虽是山野风味，其源头
却在皇宫大院，无疑是深厚了
文化底蕴，丰富了历史内涵。

我很小就听到这个传说，

当时觉得很精彩。 后来对“周
宰相”作点粗浅研究后，就觉

得这个传说值得商榷。 其一：

我觉得南逃路线的设计是想
当然的，因为从北京南下大别
山要经过华北大平原，在平原
上逃跑会很容易被追上，傻子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二：未
逃跑先想到吃觉得这事也有
点牵强， 因为对逃跑者而言，

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跑得更快
更远，而不是先想到如何吃好
喝好。 其三：历史时间上有明
显的硬伤。 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的时间是

1900

年
5

月（清光
绪

26

年）下旬，当其时“周宰
相”已经作古

33

年。

商城人口中的“周宰相”，

其实指的是清同治朝的体仁
阁大学士周祖培。 称为“周宰
相”，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准确，

因为从明朝胡惟庸以后中国
的宰相制度已经消失；当然也
不能算是错误，因为大学士虽
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民
间往往喜欢以宰相称之。 “周
宰相” 并不是传说中的人物，

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赵
尔巽所编的《清史稿》中有其
传记，生平大事记载的十分清
楚。 清朝著名文人李慈铭为其
撰写过《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
士周文勤公神道碑文》及《太
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周文勤
公行述》， 对其人生轨迹记载
的十分详细。

据“周宰相”《神道碑文》

及《行述》记载，周于乾隆五十
八年（

1793

年）出生于商城，于
同治六年（

1867

年）卒于北京，

亨年七十有五， 四年后（

1871

年）归葬商城瓦屋基（今属安
徽金寨县）。

作为一个商城人，我丝毫
不怀疑编故事的人出于好心，

也不想在公开场合戳破这个
传说，因为这个传说确实忽悠
了不少外地人，也确实起到一
定的宣传推介作用。 但在一些
没有外地人的私下场合，我还
是忍不住指出了传说有与历
史史实严重错位的硬伤。

后来，我又听到了新版本
的传说。

新版传说的情节大致如
下：“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的
时候，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准备
了两条逃跑路线，一条向北逃
向热河，另一条向南逃向大别
山下的商城。 为什么要逃向商
城？ 因为商城是“周宰相”的家
乡，而“周宰相”又是咸丰帝和
慈禧太后特别信任的心腹大
臣。 他们预先派出一些御厨来
到商城，以备日后之用。后来最
终选择了向北的逃跑路线，而
这些备用的御厨就留在商城，

宫中厨艺流传开来， 商城菜由
此而声名大振。 ”

(

金刚台
)

（未完待续）

信 阳 名 人

张祖谅
张祖谅（

1911

年—

1961

年），男，商城县白塔集乡塘土弯村
人。

9

岁入学，

11

岁父亲去世
后辍学务农。

1928

年加入商
城农民协会， 参加打土豪、分
粮废债斗争。后参加少先队并
任指导员。

1931

年
6

月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

9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

在红军
十一师三十一团特务连当战
士
,

不久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
师特务连班长、排长。

193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鄂豫
皖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参加
了固始县草庙集战斗、六安县
七里桥战斗、 麻城红石堰战
斗、黄安七里坪战斗、新集战
斗。

1933

年
2

月，随红四方面军
到达四川， 任红七十三师二一
七团经理处给养科长， 负责在
南江大河口制造服装雨具。

3

月， 因大河口苏维埃游击队叛
变，经理处一部分物资被抢，上
级怀疑张祖谅有问题，强行押
往师政治部审讯、逼供，张祖
谅被迫假认后，送辎重营受训
几个月， 与党组织脱离关系。

翌年
9

月，任红三十一军政治

部宣传员。

1935

年
8

月重新入
党。

1936

年
9

月调任红三十军
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四连指导
员，军政治部裁判员、保卫部
一科科长。 随部参加了长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十八兵团军长兼成都警
备司令部司令员，川西军区副
司令员、 司令员。

1952

年
10

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
团六十军军长。参加了朝鲜金
城战役，组织指挥所部进行了
883.7

高地和
902.8

高地的战
斗。

1957

年入军事学院战役
系学习，被评为优等生，被学
院党委授予一等奖。

1959

年
毕业后， 任南京军区参谋长。

这时，他身体已很弱，但仍夜
以继日工作，星期日也很少休
息。 在医院的最后岁月里，还
在撰写《永远保持政治上的青
春》的文章。

1955

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
勋章。

1961

年
5

月
13

日因病
在上海逝世。骨灰安葬在南京
市革命烈士公墓。

（据商城县情网）

取
400

克左右的冬瓜改切成
5

厘米长、

3

厘米宽、

0.3

厘米
厚大片，用开水烫一下冲凉，拌上干粉，沾上蛋液，挂上面包糠，

下入四成热油锅中炸制成金黄色时捞出装盘。再将炒锅添入橙
汁，下入少量清水、白糖，勾入水粉浇在冬瓜排上即可。 （裕丰）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周宰相与商城菜的传说走笔

（上）

一品冬瓜排

1986

年信阳市春节民间文艺踩街活动

老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