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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味道 之 芝麻叶面条
晨之风

芝麻除了可以制作香油外 ，
困难的日子里 ， 芝麻叶子会大有
用场，可以用来做芝麻叶面条。 现
在想起来 ， 芝麻叶子那种淡淡的
苦涩就像农民过的日子 ， 也像我
的童年 ， 有一种说不出的涩涩的
味道。

芝麻叶面条 ，顾名思义 ，芝麻
叶是主角 ，是主打材料 ，有了芝麻
叶，那才叫芝麻叶面条。 芝麻叶面
条带有地域特色 。 据研究美食的
人说 ，河南人爱吃面 ，芝麻叶面条
似乎是河南人的专供 ， 尤其在南
阳 、驻马店 、周口 、郑州等地 ，好像
只有这些地方的人才会做芝麻叶
面条。

要吃上芝麻叶，那就必须关注
芝麻的种植 。 豫东一带种植的大
多是秋芝麻 ，麦子收割完 ，只要墒
情好，芝麻就可以耩了。 芝麻苗一
开始很弱小，很不起眼。 但是在伏
天 ，三十多摄氏度的天气 ，加上雨
水也频繁 ，天气湿热中 ，芝麻开始
铆足了劲儿生长， 不一段时间，就
会成为绿油油的一片 。 长到一尺
高左右，芝麻开始生出花蕾。 茎身
在伸展，花蕾开始密集起来。 紧接
着， 底部的芝麻花开放， 粉红色，
或者白色 ，细长如喇叭 ，在绿色茎

叶间旁逸斜出。 接下来的日子，花
蕾次第开放 ，演绎着 “芝麻开花节
节高”的吉祥。

芝麻花凋谢后，芝麻蒴开始迅
速长大 。 芝麻蒴里面的瓣有一列
列的芝麻粒。 儿童都是馋嘴猫，记
忆里 ，其实芝麻还远没成熟 ，就开
始用指甲抠住芝麻蒴外壳，让芝麻
粒裸露出来 ，放至嘴边 ，利用芝麻
蒴外壳的弹性，一下子就可将芝麻
粒弹送入口中。

芝麻叶的采摘要把握好时令，
不能太早 ，不能太晚 ，绝对不能影
响芝麻的生长 。 七夕节之前是采
摘芝麻叶的大好时节， 这时候，芝
麻蒴子已经长成， 即便去掉叶子，
也不影响芝麻的产量 。 豫东民间
传说，七夕节之后的芝麻叶子不能
用， 据说上面有牛郎织女的尿液，
这当然是胡扯 。 那时候的七夕节
前， 大人们都不忘忙着掐芝麻叶。
童年的时候 ，母亲着篮子 ，我拿
着袋子 ，跟在母亲后面 ，去责任田
里摘芝麻叶。

干芝麻叶的制作也是一种技
术活 ，搞不好就会发苦 、发涩 ，难
以下咽 。 采摘下来的芝麻叶被按
进地锅里 ，添上水 ，盖上锅盖 ，大
火烧起来 ，煮熟 ，但不能煮烂 。 为

了确保质量 ，母亲拿一个大铲子 ，
翻动正在煮着的芝麻叶。 煮好后，
把芝麻叶放在凉水里降温 ， 反复
淘洗。 芝麻叶上含有油脂，反复淘
洗才能除去 。 母亲把淘洗好的芝
麻叶子用力拧干 ， 做成拳头大的
团子 ，装到篮子里 ，撒在太阳地儿
里的房顶上，直到晒干。 晒干的芝
麻叶体积缩小了好几倍 。 我们就
把晒干的芝麻叶用塑料袋装好 ，
贮存起来 。 在物资匮乏的秋冬季
节 ， 这些芝麻叶就可以填补蔬菜
的空白。

要做芝麻叶面条 ， 得先用开
水把干芝麻叶泡好 ， 开水可以使
干芝麻叶迅速膨胀 ，露出 “原形 ”，
等开水温度降下来 ， 再反复揉搓
清洗。 开水一烫，可以去掉芝麻叶
的苦涩味 ，清水清洗 ，可以去掉尘
土杂质 。 如果清洗好的芝麻叶较
长 ， 就用菜刀切几下 ， 再挤去水
分 ，放到小盆里 ，拌上食盐 、葱花
等佐料，腌好备用。

芝麻叶腌上后 ， 母亲开始擀
面条 ，父亲烧水 。 后来 ，父亲这活
儿 ， 我 和 弟 弟 妹 妹 都 可 以 代 劳
了 。 往往是 ，水烧滚后 ，母亲的面
条也擀好了 。 下面条儿要等水滚
了 之 后 ， 面 条 下 到 锅 里 滚 上 一

滚 ，此时放入腌制好的芝麻叶 ，再
滚一滚，面条基本就熟了。 这时的
芝麻叶面条就可以出锅了 ， 如果
滴上几滴香油，那再好不过了。 母
亲的手擀面不软不硬 ， 薄厚恰到
好处 ，和芝麻叶成了绝配 ，令我至
今回味悠长。

做芝麻叶面条 ， 面条要手擀
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机器压制的
面条大多硬实 ， 下到锅里和芝麻
叶搭配起来，总感觉清汤利水。 而
手擀的面条自然会产生糊汤 ，吃
的时候再撒上点腌制的韭菜或者
辣椒 ，达到稠稠的 、黏黏的 、辣辣
的效果 。 闻一闻 ，香气扑鼻 ，吃一
口，大快朵颐。

记忆里 ， 那个时候 ， 我们家
是饭场 。 因为贫穷 ，没有院墙 ，四
面都可以过人 。 一到中午吃饭时
间 ，周边的邻居都端着碗凑到我
家的饭场 。 没有桌子板凳 ，夏天 ，
就 脱 了 鞋 子 坐 在 上 面 ， 光 着 膀
子 ，或 依 靠 在 树 跟 前 ，或 圪 蹴 着
一团 。 边吃芝麻叶面条 ，边天南
海 北 地 喷 空 ， 伴 随 着 一 片 吸 溜
声 ， 吃完一碗再回去盛上一碗 ，
直 吃 得 额 头 冒 汗 ， 浑 身 毛 孔 畅
达 。 到了最后 ，一抹嘴 ，幸福指数
挺高的 。 ②8

故城上香
郭文艺 文/图

癸卯年二月十三 。春闰，晴日。
陪母亲去南顿故城上香。

运河两岸 ，水碧天蓝 ，蝶飞蜂
舞。 早栽的油菜花，亦已冒出实苞
嫩蕾，风里摇动。 四野一片暖气腾
腾的舒适。

如往年样，母亲前面走 ，我在
后头跟。

故城那么多座大殿，几十尊佛
像，母亲挨个儿认真地进香、敬拜。
每到一处， 母亲都要双手捧香，表
情凝重，把身子弯下去，再弯下去，
朝着心中的佛，一拜再拜。

这个时候， 母亲手里捧着的，
仿佛就是她的整个天 。 命运的桀
骜 、生活的酸楚 ，使得母亲越来越
敬畏自己的精神世界。 父亲走后，
年年故城庙会，我都会带着母亲来
一两回。 十三年来，母亲岁岁都这
般虔诚，钢铁样执着。

父亲一生行善， 却未老先逝，
我们一时无处安问彼岸事。 母亲也
曾数次焚香， 跪倒在十大阎罗殿，
打探父亲的消息 。 阎罗君威威武
武 ，殿上稳坐 ，不捎一言 。 至此经
年，母亲与我，已蓦然释怀。 原本，
人的心里，有个信仰也对。 一半归
自由，一半用来抵消生活之苦。 哪
怕有些信仰远在云端， 遥不可及。
于母亲，一些坚定的信念似乎已和
她高贵的灵魂、倔强的性格融为一
体，促使她步态踉跄又不失稳重地
踩着生命的年轴。

行至地母殿，手中的拐杖越发
沉重 ，两腮渗汗 ，患病的腿竟跟着

生疼起来。 母亲见我走得艰难，叫
我原地等她 ， 余下北面数十座大
殿，她自个儿去拜。 我没同意，三年
故城修缮，许多菩萨像早已经请迁
到新庙宇，我怕母亲找不到路。

母亲对城西走廊下的中国古
孝图颇有兴致 ， 一幅一幅看得仔
细。 我在一旁，一字一句给她念画
里的表述。 在“卧冰求鲤”画前，母
亲锁紧眉头，站了良久。 我指着画
面对母亲说 ， 这就是我们兄弟幼
时， 您经常讲的那个冬天暖冰、逮
鱼孝母的典故。 母亲说，怪不得观
画里之人举动与那故事描述十分
贴切。

古城内外 ，紫烟缭绕 ，游客如
织。 远远的，一对老父子朝着光武
台走来。 话语间，得知父亲高寿一
百零一岁，儿子正值朝枚之年。 儿
子搀着父亲的手， 缓缓绕过人群，
一面小心地踩着脚下的阶砖，一面
绘声绘色地讲起几千年前，发生在
这片土地上王莽赶刘秀的千古流
传。 听得那一百多岁的老者不住地
点头应和，雪花白的胡须在胸前抖
动，如一串光阴里的歌。

人祖殿前 ， 少林寺武僧团连
场演出 ，我叫母亲近前观看 。 环顾
四周 ，骑马照相的 ，坐轿算命的 ，
卖刀的 ，卖剑的 ，套圈的 ，打气球
的 ，缝香包的 ，开光化缘的 ，说书
耍猴的……好生热闹 。 凭栏而立 ，
脚踏两千多年前的汉土植被 ，吹
着从汉朝刮起的风 ， 一股雄壮之
感 ， 不由得与身体里每一处细胞

相撞 ，颇生感慨 。
午饭依旧是炒凉粉 ， 外加几

张炭炉贴的烧饼。河南庙会的午餐
标配，大抵不过如此。 母亲喝了杯
庙会上一处自家熬制的雪梨汤，感
觉不错，便又返回去，多要了两份，
分给孩子们解渴。儿子拉着妻子的
手 ，站在泥泥狗摊前 ，怎样也不肯
走，摸摸这个，掂掂那个。母亲走过
来 ，随即从口袋里摸出零钱 ，买了
两个供他把玩 。 一只鹦鹉、一只斑
鸠，小家伙捏在手里，甚是欢喜。

回来时，母亲依着多年不变的
习惯，买了大包小包的点心果品提
着，都是孩子们爱吃的口味。 千百
年来 ，豫东老家的古老习俗 ，无论
去何处赶会，归时必然会买些物品

带着，意为给家里人“捎包”。
三月的天气 ， 室温已热得起

劲 。 妻子开着车 ，儿子躺在母亲怀
里睡熟了 。 我脱了外套垫在背后 ，
晃晃悠悠 、 似睡非睡地听着老母
亲讲那流逝的一些美好 。 密密麻
麻的路人甲 ，影影绰绰的树千影 ，
透过车窗一闪而过 。 恍惚间 ，感觉
时光真像是个复制品 ， 熙熙攘攘
的 “鬼修城”，层层叠叠的旧年景 ，
似曾相识，又亦如昨日。

车过东风桥 ， 万紫千红的春
影 倒 映 在 这 条 古 老 而 又 灵 动 的
运河之上 ，微风拂来 ，波光粼粼 ，
潋滟起伏 。 犹似生命的年轮 ，一
遍又一遍 ， 复述着经年阡陌 ，那
番桑田……②8

中州才女谢道韫
杨箴廉

《三字经》 有句：“蔡文姬， 能辨
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
尔男子，当自警。 ”谢道韫，名韬元，字
道韫，晋陈郡阳夏 （今河南省周口市
太康县）人。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太傅
谢安之女侄，车骑将军谢玄（与谢石、
谢琰等大破符坚于淝水）的女兄。 谢
道韫生于诗书世家 、世代豪门 ，小时
即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又常受高
人指点，所以特别优秀。

道韫聪识有才辨，人称她神情散
朗，有林下风气 ，深得叔父谢安的赏
识 ，且素有才名 ，少时已善属诗文 。
叔父安尝问 ：《毛诗 》何句最佳 ？ 答 ：
全诗三百篇 ， 莫若 《大雅·崇高篇 》
云：吉甫作颂 ，穆如清风 。 仲山甫咏
怀，以慰其心 。 安一再点首 ，谓道韫
有雅人深致。

又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
论文义。 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
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谢朗，善言
玄理，文义艳发，光彩夺目，为叔父谢
安所赏识。 官著作郎， 至东阳太守）
曰：“撒盐空中差可拟。 ”兄女（道韫）
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公大笑乐。

谢道韫嫁到王凝之家后，非常鄙
薄丈夫，回到谢家，心中很不高兴，太
傅谢安安慰、开导她说 ：“王郎 ，逸少
之子， 人亦不恶 （错）， 汝何以恨乃
尔？ ”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
郎（谢安的堂兄谢尚 ）；群从兄弟 ，则
有封、胡、遏、末（谢韶、谢朗、谢玄、谢
渊四人的奶讳）。不意天壤之中（天地
之间），乃有王郎！ ”

道韫夫王凝之， 王羲之次子也，
工草隶，历官中护军江州刺史 ，左将

军，会稽内史。但他只会写字，不会用
兵，又笃信五斗米教。孙恩叛乱，攻会
稽，凝之但设天师神位 ，每日焚香诵
经，不调兵，不防备。 至寇氛日逼，仍
仗剑焚符，日夕稽颡，且叩且诵，像疯
子一般。 官吏请速发兵讨贼，凝之大
言道：“吾已请道祖发兵数千，分守要
隘，即使有贼兵十万，能奈我何。 ”贼
至被捕 ，孙恩说他殃民误国 ，父子俱
被枭首。

道韫闻知，始失声痛哭。 命婢仆
弃去细软，各执刀械，带着外孙刘涛，
乘舆出走。甫出署门，便被贼拦截。道
韫让婢仆与斗，杀贼二人，余贼返奔，
复纠众百余，返身抢杀。 道韫索性下
舆持刃，与婢仆杀贼数人，怎奈贼众，
不幸被执。往见孙恩，道韫镇定自若，
言语有条有理，孙恩不敢加害。 唯见

幼儿刘涛， 却欲杀毙， 道韫抗声道：
“这是刘氏后人，今日事在王门，何关
他族？ 必欲杀儿，宁先杀我！ ”恩为之
动容，乃令释缚自去。 道韫自是嫠居
会稽，矢志守节。

后孙恩被逐 ，会稽粗安 ，太守刘
柳闻名求见 。 道韫素髻素服端坐帷
中，柳整冠束带侧坐与谈 ，见韫风韵
高迈，言辞清雅。 乃告退自叹道：“巾
帼中有此高人 ，但瞻察言气 ，已足令
人敬服了。 ”

谢道韫，出生在中州地带。 大河
之南，颍水之浜，羲陵之侧，周口太康
县境。 正是古之文化发祥地，礼义兴
起之乡。山川钟毓，代有英贤，而巾帼
之中，独能与大河俱长、羲陵并峙者，
谢道韫也。自古中州多贤士，妙哉！言
之不虚也！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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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武 丕 著 ” “ 斯 文 干
城”，这是镌刻在周口关帝庙
石牌坊前后对联上的两个横
批， 它不仅是周口关帝庙这
座城市文化地标历经岁月更
迭的历史见证， 也是彰显其
特色文化内涵的传神之笔。

从字面上讲 ，“神武 ”有
神明威武之意 ，“丕 ” 为大 ，
“著 ”是显著 ；“斯文 ”是指文
化或有文化的人 ，“干城 ”是
盾牌和城墙，引申为捍卫者。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总的
是赞扬关羽神威广大， 文武
智勇双全，秉持《春秋》，捍卫
正统，功绩特别显著。 进了关
帝庙山门， 便见石牌坊及其
两侧高耸的铁旗杆， 就着石
牌坊仰观后望， 其前后楹联
横额上的如是题字可谓纲举
目张，直击心灵，极具凝练和
统领的艺术效果， 并且已然
成为周口关帝庙代表性名片
之一。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
传之久矣 ， 但是细究起来 ，
其由来的背景 、时间和书者
等却又藏着一些不为众人
所知的故事和谜团。 从图片
资料上看 ， 在 “神武丕著 ”
“斯文干城 ” 的前后是有题
跋的 ，只是由于历经风化侵
蚀 ，有些字迹已难辨认 。 仔
细辨析 ，可见在 “神武丕著 ”
前面有 “岁次庚辰冬月 ”字
样 ，而落款大体能够看清的
有 “晋沃后学弟子李士英
（推测为其所书 ），首事牛公
盛、路成盛、王恒吉……□光
十七年巧月立”。 再看“斯文
干城”的前面则是“乾隆岁次
庚辰冬月， 山陕信商仝立”。
结合清乾隆四十八年 《重修
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
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
砌庙院碑记 》（此碑已残断 ，
现置于关帝庙院落东南的墙
边 ）、清道光十八年 《重修关
帝庙发积厘金记》《重修关帝
庙记》（此两碑左右分置于石
牌坊两侧的六角攒尖碑亭
中），大体可以推断石牌坊是
乾隆年间所建， 不过有些出
入的是乾隆庚辰年为 1760 年，而《碑记》上记载是“（乾隆）三十年（1765
年）建马王、酒神、瘟神殿及石牌坊、马厅、戏房”。 及至道光年间又对石
牌坊进行了整修并题字题款以志纪念，“□光十七年” 该是指道光十七
年，虽同相应碑记有一年时间差，但是考虑多重建设和增修的年份次序
因素，倒也可以理解。

一番探究考证，貌似绕了一些弯子，实际上却牵涉关帝庙的创建和
历史延续问题。 据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
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记载：“周口河北旧有山陕会馆，中
祀大帝，创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距今 330 年），五十二年傍建河伯、
炎帝二殿，丁酉年建药王殿并东廊房，壬寅年建财神殿并西廊房及禅院
僧舍。 雍正九年重修大殿、建香亭，十三年建舞楼、山门。 乾隆八年建老
君殿，十五年建钟鼓楼，三十年建马王、酒神、瘟神殿及石牌坊、马亭、戏
房。 此皆前人创建尽善，庙宇巍峨可观，但历年久远，风雨飘圮，倾颓者
多。 四十六年，山陕商贾各捐囊资，慨然乐输，于是窦天育等督工重修香
亭、钟鼓楼、药王、瘟神殿及马亭、舞楼、照壁、僧室、戏房，并彩画诸殿两
廊，铺砌内外庙院。 至四十八年（1783 年，距今 240 年）大功告竣，基宇犹
是也，而美奂美轮，规模增新矣”。 之后嘉庆二年（1797 年）新铸了铁旗
杆，屯土法浇筑，高 22 米，一对重 3 万余觔（斤），左侧须弥座有三鱼共
首图、右侧阳刻“关帝圣君老爷宝杆一对保十方平安吉庆有余”等。 嘉庆
五年至七年建春秋阁、歌舞台。 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 年~1838 年）
重修殿宇、香亭、石坊，到咸丰二年（1852 年，距今 171 年）全部落成，总
计历时 159 年。

周口关帝庙自启建到全部落成， 形成了具有鲜明周口地域特色风
格的古建筑群。 整座建筑群体现了庙馆合一的特点，沿南北中轴线仿宫
殿式布局，二进院落和一个后花园，左右对称，结构严谨，建筑及雕刻绘
画题字精美，雄伟富丽，极富神韵，凝结着创建者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心
血，寄寓了人们对忠义仁勇关帝精神的信仰，蕴含并传递着极其重要的
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 四柱三楼的石牌坊立于飨殿之前、月台
之上、碑亭之中，再配以前端香炉和两侧高耸入云的铁旗杆，作为前公
共空间和神祇空间的过渡，疏朗和含蓄相结合，入门即见一个丰富完美
的层次空间。 特别是坊上“神武丕著”的馆阁体题字，配以两侧立柱上的
篆书“四好联”（说好话读好书；做好人行好事），以及背面所书“斯文干
城”和“忠勇光昭日月；谟猷学本春秋”对联，可以说是凝神聚魂、开宗明
义， 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座关帝庙创建的目的和意义， 起到了怀古思
幽、引人入胜的良好效果。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虽然可能是清道光年间书写镌刻，但其基
调应是在石牌坊创建之初即已定下的，这在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
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 中可见
端倪。 文中这样写道：“恭惟大帝刚健中正，气塞两间，笃于行义，立隆万
古，而众商千里经营于斯，顾绎思罔斁，时历百年，人更数世。 众商恪奉
大帝，虔诚如一日，祈帝之思启行翼而百事咸宜，雅藉诸神为利导。 祀河
伯，祈舟楫顺利，波涛不惊也；祀炎帝，祈薪火篝灯，旦暮恬息也；祀药
王、财神，祈远无妄之疾，生意如春，日增月盛也；祀瘟神、酒神，祈六气
协和，疵疠不作，德将无醉无彝酒也；祀老君、马王，祈与人无争，清静贞
正以自娱，无邪斯臧，轮蹄所至，人马平安也。 凡诸神赞襄左右，罄无不
宜，皆大帝垂佑无边，覆庇一方者也……既序其详，略次以韵 ：仰惟大
帝，忠义扬氛。 乃神乃圣，乃武乃文。 千江有水，万里无云。 在天陟降，赫
赫见闻。 诸神左右，仙驭鹤群。 四时虔祝，惟德芳芬。 降祥赐福，佳气氤
氲。 炳灵昭鉴，普护无垠”。 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重修关帝庙，“神武丕
著”“斯文干城”大书特书，并将关帝庙的价值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一如《重修关帝庙记》里的祈愿：“周口为陈之巨镇，陈为伏羲故都。
郡北仰伏羲陵寝，郡南邻先师厄台。 而镇之东偏，旧有关圣帝君祠，致祭
《春秋》，仰思忠义……道光癸未，王恒吉等嗣首其事 ，至丙戌 ，计工劝
捐，坐贾者同心乐输，行旅者计金抽息，阅九载，乙未冬，捐金悉备，明年
丙申既望，启修帝君殿宇、香亭、石坊，崇其基址，高其栋宇……异日者
庙貌巍峨，规模宏峻，继继承承于勿替者，载入郡志，不且与羲陵厄台并
传不朽哉！ 是为记”。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作为古建艺术的瑰宝和旧时庙馆合一的
集大成者，作为老周家口十大会馆中唯一幸存的完整会馆，周口关帝庙
见证了周口城市的由来繁华和盛衰兴替， 也自然折射出其风流蕴藉的
漕运文化、商贸文化、会馆文化和关帝文化。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在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申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
必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 在深入系统研究和严格保护基础上
科学合理利用，取其精华，赓续传承，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工匠精
神，持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和复兴营造，让“神武丕著”“斯文干城”的精
神切实发扬光大。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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