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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锅盔馍朴实，那是有原因
的，因为它最平民化。在汝州，无
论贩夫走卒，还是富豪显贵，对锅
盔馍皆情有独钟。锅盔馍在汝州
这座北方小城，与蒸馒头在主食市
场各占半壁江山。

那日，与几位朋友在家中小
聚，席间谈起汝州餐饮，自然少不
了地道的汝州锅盔。一位朋友插
言道：“如今在南方，许多地道的乡
土食品早已包装成盒，行销各地，
甚至还成了馈赠礼品，我们也应该
多些前瞻意识，想想咱们汝州人爱
吃的锅盔怎样才能走出去。”此言
一出，引发了在场诸友的共鸣。

锅盔应该是由陕西传入汝州
的，素以“干、酥、白、香”著称。炕
好的锅盔馍，干硬耐嚼，内酥外脆，
白而泛光，香醇味美。但是，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什么吃食一到了
汝州就会被同化，变得花样繁多起
来，不光有发面锅盔和死面锅盔，
其吃法也有干吃、泡羊肉汤吃、做成
炒琥珀馍吃等。当然，最受欢迎的
吃法莫过于热锅盔馍夹猪头肉了。

锅盔和猪头肉同为老汝州地
道的传统小吃，锅盔夹猪头肉的吃
法说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取半
块冒着热气的锅盔馍，来到卖卤猪
肉的小车前，根据自己的需要，或
多或少买上些肥而不腻、香气逼人
的猪头肉，趁热加在锅盔馍里，猪
肉被热馍浸润，热馍被肉香浸染，
咬一口顺嘴流油，顾不上擦，迫不
及待就想咬第二口。凡是吃过的
人，回味起来总是赞不绝口。

锅盔馍的做法，是取麦面精粉
堆在面案上，再按面7分、水3分的
比例往面坑里充水，并迅速和成
面团。搁以前，如果是冬天，室内
温度不够，主妇们会在面案下放一
盆炭火，通过加温促使面团尽快
发酵。夏天温度高，不用另外生火
加温。待面团发起后，一边往里面
兑干面，一边用力揉压面团，翻来
覆去，直至面团不沾手为止。接
着揪下一块，压成薄片，加入食盐、
五香粉、味精等，再揉成团，抹上一
层油，再用专用的擀面杖反复揉合
和匀。

在老汝州，炕锅盔要用专用的
炉子。这种炉子犹如桶形，半人来
高，高大威猛，厚重古朴。炉子的

最下面是火，中间为凸出的炕道，
最上面则为一平底铁锅。将面团
连压带擀，弄成长约8寸、宽约4寸
的长方形，就可以烙了。约烙 3分
钟，馍便上色发硬，能立住架子，这
时，把平底铁锅挪到锅圈上，顺手
把锅盔从锅上取下，翻放到炕道，
炕 5分钟左右，再取出来放到铁锅
上烘3分钟左右，水分基本烘干了，
颜色更加诱人了，锅盔就算成熟
了。整个制作过程基本上以炕为
主，故而老汝州都称其为“炕锅盔”。

炕成的锅盔能分为几层。成
品锅盔馍外表黄白相间，内瓤起
层，入口细嚼，外焦里嫩、酥脆可
口，甘美香甜，久存不坏，便于外出
携带。可想而知，这是面食在汝州
的一次蜕变升华。

小时候，看炕锅盔也是一种乐
趣。放学后走在路上，每逢看到炕
锅盔的，总喜欢偎在跟前嘻哈打
闹，撵不走吓不退，冷不防伸手揪
块面，撒腿就跑。炕馍人急了，会
扬起翻馍劈子照孩子屁股打去，当
然不会真打。父母偶尔给个一毛
两毛的，总要买上半块锅盔馍解
馋，惹得跟随的同伴们眼馋不止、
口水直流。

锅盔这东西，汝州人都爱吃，
吃法也多。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上
述几种吃法外，又增加了夹羊肉
串、夹豆腐串、夹海带丝等，但凡能
想到的可以往里夹的，都可以夹进
去。若出门在外，带上几块锅盔，
既方便又可口。

如今，经过汝州人的多年实践，
已摸索出锅盔馍的最佳吃法——
锅盔馍夹猪头肉，配一碗热气腾腾
的浆面条，能吃得满头大汗，大呼
过瘾。如果能嚼上几枚大蒜，那真
是“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
回闻”了。

楚天风云，千年激荡。自秦汉置犨
（chōu）县，历魏晋至隋，犨城一直都是犨
县县治之所在。在历史天空存活八百年
的鲁山犨城，往前追溯，有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蚩尤、太子建、屈原、延笃等。

政去人声后，这些人物并没有走远，
他们早已融入犨城的历史血脉之中。如
今，在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前城村犨城故
城遗址处，依然可以找寻到当年属于他们
的足迹。

特别是较早作为这一方土地的主人
的蚩尤，其功绩不亚于当年楚太子建营建
犨城。因为正是蚩尤，开启了犨城的古来
今往。

“犨”字信息丰富

犨城之犨来历久远。犨为古汉字，主
要指牛喘息的声音，见《说文·牛部》犨，牛
息声；还作突出，犨墙，就是突出的墙。
唐·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任诗》：犨墙
绕曲岸，势似行无极；又水名，在今河南省
鲁山县境，见《水经注·滍水》滍水又东，犨
水注之；还作牛名，《辞源》里有白色牛名

“犨”之说 。
《左传》记载：“昭公元年，冬，楚公子

围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就是在那个时
候，楚国为了经略中原，饮马黄河，先后在
河南方城外（今叶县）用兵开拓出 5 座城
池，包括犨城，大部分都在今日平顶山地
域内。芈围派遣公子弃疾建犨城，并将其
封予熊弃疾。或许是有熊氏的皇帝在此
战败蚩尤氏，熊字沾染喜气，这位熊弃疾
随后即位为楚平王。对楚平王而言，犨城
不仅是其潜龙之地，而且也是兴盛之地。
因此，犨城之犨，对于楚平王的后裔子孙
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后来就以其封邑名为
姓氏，称犨氏，史称芈姓熊氏犨支。

从多年研究看,“犨”字蕴含着丰富的
信息。从字形结构分析，从牛从雔，上雔
下牛，笔者大胆猜测，上边的“雔”为族姓，
下边的牛为从业，意味着当时居住在此地
的先民为雔姓氏族，以牧牛为业。从地理
位置分析，犨河平原（含灰河）视野开阔、
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在鲁山
古代鲁字中所指向的渔猎社会末期，生活
在这里的先民以捕鱼、驯养、放牧为生，尤
其蚩尤部落来自于东海边，由东夷鸟图腾
到滍水（沙河）龙蛇图腾，转换角色，又因
生活环境的改变，牧业逐渐演化为该氏族
的主业，从而在鲁山孕育出“犨”字。

滍犨流域氏族探究

有一种观点认为，雔族与蚩尤族为裔
属关系或为氏族部落联盟。加之笔者查
阅一些资料，说仇犹氏族为蚩尤族后裔，
曾经生活在古代鲁山县滍水两岸。而古

书说属于滍水支流的犨水，就是因仇犹族
居住而得名的。犨水沿岸之犨城的早期
聚落，即为仇犹氏族故地。据此，我们大
胆推测，蚩尤族演化到鲁山后期，就是一
个因牛而起的部落联盟。如今，鲁山牛王
庙祭祀着蚩尤。

查阅历史文献，犨城最早可追溯到炎
黄时代。雔族民众在犨河平原上以渔猎
为业，后逐渐从事农耕并聚落而居。轩辕
黄帝东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后，再与蚩
尤战于涿鹿（古书记载涿鹿是河南，又称
滍鲁）之野。黄帝战不胜蚩尤，最后通过
离间计，蚩尤部落的叛徒应龙起而杀蚩
尤、夸父，属于汝河流域的女娲部落之九
天玄女也一同帮助黄帝打蚩尤。

涿鹿（滍鲁）之战后，蚩尤族大部被轩
辕黄帝俘获，沦为奴隶，其余部众四散而
逃。经研究大体分三个路径出逃：一支沿
汝水而下，徙至淮河中下游的洪泽湖北岸
一带生活，更名为雔尤，也名仇犹。战国
末年，被秦国征服后，设置仇犹县，隶属于
临淮郡。汉代因之。《汉书·地理志》记载：
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辖县二十九，厹
犹县。

另一支随九黎、三苗循西北而上，渡
黄河入太行山区，在今山西省阳泉市盂县
大山深处定居，建立“仇犹国”。那里四面
环山，山高林密，道路险峻。山区为滹沱
河盆地，物产丰富，古时与外界不通。公
元前 457 年，周贞定王十二年，仇犹国为
晋国大夫智伯所灭。《吕氏春秋·权勋》记
载：“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
道也，乃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
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支谏曰……
师必随之。弗听……至卫七日而厹繇
亡。”智伯采用送钟的计谋，类似木马计或
给蜀王送金牛计策。公元606年，隋大业
二年，改原仇县为盂县。

还有一支南逃沿着洞庭湖方向，后又
分开朝云贵高原和东南方向，一度到东南
亚等地。

河南大学孙作云先生在《蚩尤考》中
曾断言蚩尤与鲁山有深厚的关系。从读
音上看，仇犹缓读为仇犹，急读则为“酋”；
而蚩尤一名，缓读为蚩尤，急读也为“酋”。
仇犹、蚩尤一音之转，仇犹或是蚩尤。

犨邑广产粟，至秦设犨县

仇犹远遁后，犨地易主颛顼（zhuān
xū）高阳。颛顼高阳之裔孙屈原在《楚
辞·离骚》开篇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
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据文献记载，高阳颛顼曾生活在滍汝
一带古高阳山（今平顶山市区东北部的焦
赞山、孟良山）。

《魏书·地形志》载：“广州：广汉郡，领
县二，昆阳……高阳（县），太和元年（公元

477年）置，有滍水、南襄城、东西二蒲城，
高阳山、皮城、首山祠。”这里的广州是指
鲁山。

继帝颛顼高阳之后，历经帝喾、帝尧
舜及夏、商、周，犨城数易其主，其原因是
该境域不仅是战略要地，而且是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
云：“復讎、庞、长沙楚之粟也（讎，当作犨，
邑名。长沙，指的是鲁山沙河中的一
段）。”犨邑乃楚国北方产粟之地，以故王
者必争。

春秋初，犨属郑国。之后，犨城又易
主于魏、韩、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
国，推行郡县制，设南阳郡辖犨县。公元
前 207 年 6 月，刘邦率军与南阳太守吕齮
战于犨东，大获全胜。汉承秦制，设犨县，
属南阳郡。三国两晋南北朝皆于此设犨
县或犨城县。《水经注》中曾记述有“犨县”

“犨城”等地名可以为证。
隋唐以后，犨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到如今仅留故墟。
去年夏秋间的一天，我们从犨城遗址

边缘的一个村庄出发，考察了犨城，见到
了前城村北 100 多米处“犨城遗址”的牌
子，还到孙杨庄拜谒了屈原庙和孙氏祠
堂。祠堂前一棵2400多年的古柏吸引了
我们。古柏苍劲有力，树围三抱余，当地
百姓还为古柏披上了红绒罩。我们坚持
到后城村一探，在距离后城村南 500 米
处，发现有东西隆起的高台。

听友人讲，犨邑故城分内外两重，外
城呈斜方形，城垣南北长1200米左右，东
西宽约1000米，四面城垣已颓废为土岗，
俗名二里岗。内城位于外城西北部，面积
约18万平方米，为高约3米的台地。前城
就在犨城故城南半部怀内，后城村是在城
外。上世纪，当地出土石刻“犨城”二字碑
一幢。

犨水或为屈原故里

犨城有犨水，至今可见。郦道元在
《水经注》记载：“滍水又东，犨水注之，俗
谓之秋水，非也。水有二源，东源出县西
南践犊山动崖下，水方五十许步，不测其
深，东北流经犨县南，又东北屈经其县东，
而北合西源水。西源出县西南颇山北阜
下，东北经犨县西，又屈经县北，东合右
水。乱流北注于滍。”《鲁山县志》云：“河
水流水如牛喘息声，故名。”《说文》中有：

“雔，双鸟也，从二隹，凡雔之属皆从雔，读
若酬，市流切。”犨水俗名“秋河”，在读音
上“秋”同“雔”。雔字，又同“仇”。又有：

“仇，雔也，从人九声，巨鸠切。”由此可见，
犨河之名起于该氏族以“雔”为族姓，这与
蚩尤族姓或其前期东夷图腾崇拜鸟有一
定的关系。

关于雔族后期以蛇龙为图腾的缘由，
在犨水一带不乏例证。在《犨城屈原庙与
屈原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中，有专家学
者认为：犨城屈原庙是屈原家庙，犨水是
屈原故里。

屈原《涉江》：“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
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
华游兮瑶之圃。”屈原深谙故乡犨地有虬
龙之传说。其中“驾青虬兮骖白螭”句乃
言升天时用青龙拉车，以白龙作边马，离
开这纷乱繁杂、善恶不分的人间社会。诗
文中之“青虬”，乃指虬龙，古代传说中有
角无须的小龙。

宋《瑞应图》中云：“龙马神马，河水之
精也，高八尺五寸，长颈骼，上有翼，修垂
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虬龙是传说
中的瑞兽，神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两角者
虬。

屈原《天问》中有：“虬龙负熊”。我们
在想，在黄帝与蚩尤大战中，以蛇龙为图
腾的蚩尤战败被杀，屈原深谙家乡犨城
这段历史，才在自己诗中直言不讳，道出
了有熊之墟的黄帝以熊图腾为胜利标
志，刻印在犨城的记忆里。

此前考证鲁山是古蛮子国的一部分，
汝州麻城又是蛮子国的都城。所有这些，
对于早起于犨城的蚩尤来说，都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作为犨城较早的主人，蚩尤是
当之无愧的。

今年4月份回老家，刚入村口，
老伴儿就大声地说：“老李，你看，
咱庄儿街上种上花树了，真好看！”

我连忙四顾，只见一街两行成
排地栽着一人多高的樱花树，枝头
花团锦簇，煞是招人眼目。街上成
排成行栽种花树，这在俺村还是大
姑娘上轿——头一回。栽上了花
树，街道显得格外明媚了，村子显
得格外亮丽了，村里男女老少也显
得格外精神了。

我们村是个有几百年历史的
老村，尽管过去街上没有栽种过花
树，但各家各户都有种花的习惯。
我们村在沙河沿上，叫西赵村，赵
家是大姓。以前赵家在村上有七
座走马门楼，也就是说有七处大宅
院。赵家的这些宅院都是几进几
出的，就是进了大门还有二门、三
门，甚至四门。这三门四门里，往
往是一处百卉杂陈、竹木争艳的后
花园，是家人休憩或小姐刺绣、孩
子读书的地方。

赵家的这些后花园里，不乏珍
花奇卉、秀木名树。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市河滨公园扩建，有人开着
卡车从俺村移走了一些桂花树、石

榴树和天竺。特别是那桂花树，有
孩子腰那么粗，八月桂花开时满村
香。就是这么金贵的桂树，为了支
援城市建设，村人也毫不犹豫地让
公园的花工挖走了。

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村人也
没有忘了植养花草，有条件的就在
院子里种几棵桃树或杏树，春天闻
了花香，夏天还尝了果甜。三年困
难时期俺村竟没有一人饿死，不知
与这有没有关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俺村那个
我叫姬伯的老头儿，不知从哪儿弄
来一盆含羞草，一碰叶子就耷拉。
过去村里人没见过，他就张扬再张
扬，让全村人都去他家看、他家瞧，
乐呵呵的笑声充满了庭院。更出
奇的是，他是个医生，谁家孩子不
吃不喝了，抱来他家看病，他先不
开药、扎针，而是让孩子学他逗逗
含羞草，孩子一笑，他就说：“这孩
子没事，不用吃药，不用打针，玩玩
就好。”他用这方法，还真让不少孩
子安然无恙。现在街上种上了花
树，他要是还活着，一定会笑得合
不拢嘴。

街上种上花树，真好。

犨城故址话蚩尤
●赵光耀 赵健珺

说说汝州的锅盔馍
●李晓伟

西赵村的养花文化
●李荣欣

资料图片

孙杨庄孙氏祠堂前一棵2400多年树龄的古柏。古柏苍劲有力，树围三抱余，还被当地百姓披上了红绒罩。 资料图片

屈原庙内出土的石碑 何元生 摄

有学者认为，犨城屈原庙是屈原家
庙，犨水是屈原故里。 何元生 摄

仰视千年古柏 何进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