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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渊 源

这个新传说也可以说是旧
传说，因为传说中的人物和故
事情节基本没有变，只是把时
间背景从“八国联军”换成了
“英法联军”，故事主角加上了
咸丰皇帝。

这个传说，依然是把商城
的“吃”和历史上的国家耻辱联
系在一起，除了逻辑上的牵强
附会外，仍然有历史知识上的
硬伤。其一：慈禧的身份。（咸丰
十年）

1860

年
8

月， 英法联军
进逼北京城，慈禧随咸丰帝逃
往热河行宫，当时她并不是皇
后也不是太后而是懿贵妃。 其
二：周祖培的身份。 咸丰帝北
逃时，周当时的职务不是大学
士而是户部尚书兼署吏部尚
书。按清朝体制，一个部有两个
尚书，一个由满人担任，一个由
汉人担任，而实权却掌握在满
人手里。 周任户部汉尚书时权
臣肃顺担任满尚书，他根本不
把周放在眼里，甚至当面给难
看。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法联军
的入侵却给周带来了人生的转
机，咸丰帝和肃顺逃跑后，将北
京城这个乱摊子扔给了周祖培
等一干留守大臣。周倾心尽责，

北京城混乱的局面很快得到控
制。 由于工作成效突出，所以
在当年的十二月份朝廷擢拜周
为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 其
三：周与咸丰帝的关系。 尽管
咸丰帝很赏识周祖培，认为他
勤奋谨慎，学问优长，才干突
出， 但仍然和周有相当大的距
离。一是肃顺的原因。肃是咸丰
帝心腹死党，咸丰帝对其言听
计从，但肃和周却是驴唇不对

马嘴，估计肃顺没少在皇帝面
前进周谗言。 二是恭亲王的原
因。 恭亲王的老师大学士贾臻
系周祖培的儿女亲家，由此周
也被认为恭亲王一派。 咸丰帝
和恭亲王虽系兄弟但失和多
年， 所以他对恭亲王派系的周
同样存在某种戒心。综上所述，

咸丰帝拟逃商城的故事又是一
个伪命题。

“周宰相”应该是家乡骄傲，

晚清的名臣。 他官居大学士，

清代
276

年含周在内河南仅有
3

人获此高位。 他一生中可圈
可点的事迹很多， 略举几例：

“迭司文炳、三典礼闱”，门生弟
子遍布天下；“两修实录”，实录
观成受到朝廷懋赏；上“江防
疏”， 受到道光皇帝召见嘉奖；

安排门生董元醇上“垂帘听政
疏”， 帮助慈禧拉开北京政变
的序幕；上“改元疏”，建议将
新皇年号由“祺祥”改为“同
治”， 受到两宫太后的肯定并
采纳；负责定陵（咸丰帝陵寝）

平安峪工程， 完工后赏戴花
翎。 朝廷对他评价很高，专门
颁下谥旨，现节选几句：“任遍
乎六部，望重于四朝。 核其品
概，谥曰文勤。 ”大家有兴趣的
话，可以细读李慈铭撰写的《太
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周文勤公
行述》。 遗憾的是家乡大部分
人对这个卓越人物认识模糊，

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那些毫
无根据的民间传说之中，而这
些信口胡编得传说将一个优秀
的正面人物弄的面目全非。 让
人扼腕长叹的是：“知识不到地
方，传说便成了知识。 ”那些信

口胡编的传说往往随意歪曲历
史涂抹人物，不仅误导读者，引
起知识上的混乱， 甚至还会
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恶果。

看来清理那些不靠谱的传说
故事， 普及历史知识实在很有
必要。

周是在商城出生和长大
的，中年时期曾因丁忧（父母）

两次回到商城守制， 应该说和
商城菜的交集很多。 如果认真
研究一下他的生平， 就会发现
编写他与商城菜的故事空间很
大。顺便说一下商城菜，商城菜
其实是一种乡野风味， 食材取
之于本县山野水域， 烹调方法
比较简单，基本以炖菜为主。而
宫廷菜系则选料严格， 食材昂
贵，烹调十分精细，花样非常繁
多，因为它体现的是皇家风范，

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菜系。

编故事时， 将商城菜和宫廷菜
相联系有点定位不准。前不久，

中国烹协授予商城为“炖菜之
乡”，炖菜基本体现了商城菜的
特色。

景区美不美， 全靠导游一
张嘴；佳肴美不美，可用故事来
助推。 我并不反对将周宰相和
商城菜相联系编故事， 只是反
对胡联系乱编造。 胡编的故事
虽然很精彩，但经不起推敲。因
为周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
远，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人们
对历史人物会逐步重视起来。

当前， 再要编故事一定要把握
好周的生平事迹与商城菜风格
特色，否则就会闹出笑话，弄巧
成拙， 对商城造成负面影响。

(

金刚台
)

信阳农家传
统，历年腊月杀猪。

鲜肉切分后腌制
10

日左右起卤，继
而晾晒半月， 再吊
在厨房内受灶烟熏
陶，月余后即成“烟
熏腊肉”。 久藏不
腐，腊香味美，煮熟
切片， 瘦肉棕红有
泽，肥肉油而不腻，

上席佐餐均宜。

（据信阳市情网）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周宰相与商城菜的传说走笔

（下）

信 阳 名 人

信 阳 记 忆

武朗山
武朗山（

1899

—

1947

）字
守琼， 商城城关镇人。

1920

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
1923

年开始教书，历任河
南省立开封女中、开封高中、

私立黎明中学、中国中学、河
南省立信师商城分校国文教
员，商城县中、雩娄高中教务
主任、校长。

朗山少时勤学好问，喜
读《史记》，慕朱家郭解之为
人，明朗倜傥。

1919

年在北
京大学上学时，参加“五·四”

运动，当时学生火烧赵家楼，

痛打卖国贼曹汝霖， 他是北
大学生领队人之一， 沿途高
呼口号， 散发传单， 发表演
说，为此被捕入狱，同捕者

30

余人。后经李大钊营救出狱。

出狱后，神经有些失常，口中
念念有词：“我没有完成爱国
行动。 ”

1920

年因精神病严
重，由北大休学回籍。

1923

年病愈后， 在商城
县立初中任教。以知识渊博，

教学认真， 讲课条理分明，语
言风趣，受到学生的爱戴。训导
学生常以“做事如青天白日，待
人似霁月光风”为口头禅。

1937

年抗战爆发， 随省
立开封中学南迁回商城。 决
心献身家乡教育事业， 唤醒
青年学生抗日救亡。

1941

年
参与筹建商城县第一所高
中———雩娄高中。曾亲赴安徽
第一临中、天柱高中，观摩学
习，吸取办学经验，延聘名师。

雩娄高中成为鄂豫皖边区有
名的高中。在抗日战争艰难的
岁月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1947

年
9

月， 朗山因心
力交瘁，病逝于商城城关。商
城各界代表和学校师生

1000

余人， 在南关大操场为他举
行追悼大会。

（据商城县情网）

信阳龙灯舞

龙灯舞起源于唐代，发
展于宋朝，鼎盛于清朝，繁荣
于当今。 其主要分布在大别
山区鄂豫皖接壤一带。 河南
信阳地区、湖北黄冈地区、安
徽六安地区皆有所见。

龙灯舞遍及城乡， 历史
久长。 据传农历正月十三是
龙的生日， 从这天开始舞龙
灯， 直至正月十六或二月二
“龙抬头”方止，人们把龙灯
当作吉祥物， 玩龙灯可保一
方清泰， 风调雨顺， 五谷丰
登。 龙灯用竹、木、彩纸或布
扎成。龙头也有用皮制的，龙

衣为布制，长
3

丈
2

尺，除龙
头、龙尾，中间扎

11

节龙篓
子（即龙身），共

13

节（也有
9

节的），每节篓中可点蜡烛
和油纸捻， 龙篓下是

3

尺长
的把子。表演时，每人各持一
节，随龙头左右摆动。点烛龙
灯称高跷龙， 无灯布龙谓之
滚跷龙， 还有无龙衣的

7

节
断节龙。 龙灯上路，先拜庙，

后表演， 每到一处， 有接有
送，接时放鞭炮，送时给红包
和卷烟等。

（据信阳市群众艺术
馆网）

烟熏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