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

张鲁莎
!"#$%&'()*+(&,-./0123#

4.5

版
!

"#$ %&$

"#$ %#&

!"#$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二周口文化!旧闻

!!!!!!

祝锦城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指的就是

每一样行当都有自己的绝活! 有了绝活你才能吃遍

四方"在我们周口!谈起烧饼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干

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面到筋时还要揉!

快贴快铲不滴油% &祝锦城说!其实做烧饼手艺是非

常复杂的!过去祖上打烧饼时用的都是头道面!也就

是石磨磨出来的第一道面!用的水是雨水%烘烤烧饼

用的是穹形吊炉!炉壁悬在炭火的上方!火势能够达

到均匀% 此外!和面'揉面要匀称!烘烤要把握火候!

如此一整套工序的完美操作!才能使烧饼酥脆可口"

烧饼好做!但最讲究的是配方!烧饼的配料有葱段'

姜末'猪油!拌有肉馅'小咸菜馅!表面抹有香油!沾

上芝麻!适合不同口味的人士"烧饼还可以用来制作

烧饼圆子! 现在农家一般在逢年过节全家团圆时才

花费功夫做!全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庆!祈福生活越

来越好"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很少吃上白面!街头的

烧饼炉子也就格外扎眼!格外引人眼馋!一个方桌上

架着一个泥制半铁锅!里面烧上熊熊的劈柴火!在柴

火噼里啪啦的响声中! 用手将烧饼坯子贴在锅肚子

上!稍后起泡!表面发红变暗后!再用锅铲铲下!香酥

的烧饼就成了! 赶集的人手拿几分钱就能在锅台边

吃上香喷喷的烧饼!别提多惬意了% &锦城向记者谈

起从前的烧饼做法时!让人很是眼馋% 他补充说!那

时候的人嘴很刁!你要是白面里面掺杂粮!人家就不

再到你的烧饼摊子去了) 若是你的烧饼表面用的芝

麻或食用油少!顾客也就很少光顾%在那个艰苦的岁

月里!食客是讲究实惠!其次是讲究味道和工序%

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

越来越好! 烧饼的花样也不断翻新! 比起以前的生

意!竞争依然激烈!没有自己的特色很难站住脚% 谈

起现今的烧饼生意!祝锦城言语中充满着自信%

烧饼!操纵于掌骨间的方便面食
!

晚报记者 朱保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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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饼!也叫烙饼!属大众化的烤烙面食
8

起源于汉代"在周口地区又叫马蹄饼#火烧"相传当年陈胜吴广起

义占领大泽乡时!村民慰劳所送的食品就是烧饼"烧饼作为乡间的普通的饼子!但做法却很考究$须用当地雨

水充沛收下来的小麦!磨出来最精细的面粉!为的是做出来的面有弹性#色好!将面粉和成软硬适度的面团!

涂上油放置一钟头待用"选用上好的食用油!加葱花#盐巴拌成辅料!将小面团擀成椭圆形!卷上食用油后!擀

成椭圆!撒上当地产的白芝麻或黑芝麻!贴在特制的烤炉中!几分钟就可以新鲜出炉了" 这饼子外酥内软!层

数很多!技术好的烧饼匠能做出几十层!掀开每层都是透亮的!使面食成了艺术品!从古至今一直深受老少喜

爱"除了工艺上和工具上有所改进外!但打制烧饼的程序却丝毫没有改变!如今的烧饼能繁衍出几十个品种"

舌尖上的诱惑指尖上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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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烧饼这个选题与以往的选题

有所不同! 虽然同为老行当之列!但

打烧饼者在城乡比比皆是!到底哪家

的手艺源于传统!工艺更正宗!让记

者颇为作难%在沈丘县风味小吃协会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寻访到了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在沈丘县

城打烧饼的祝锦城!他今年已经近七

十岁了!但还能做出咸'甜'焦'酥等

96

多种烧饼% 据他讲!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他做的烧饼曾作为河南小吃

带到苏联去参加食品展览%

祝锦城介绍说!他家做烧饼是祖

传的!从他曾祖父那开始就有做烧饼

的手艺了% 他爷爷做了一辈子烧饼!

养活了他父辈的弟兄几个!到他父亲

时!祝式烧饼在当地作为逢年过节走

亲戚的一种馈赠食品很是流行%祝锦

城说! 他十多岁时就跟随家人做烧

饼! 如今已经从祖传的祝式模板!演

变出二十多种风味和做法%

祝锦城说!做烧饼的配方最简单

不过了!关键就是在于你的手法是否

灵活!手掌是否变换多样% 就如美国

可口可公司一样!同样对全世界公布

配方!但你就做不出人家的原始风味

来%做烧饼也是一样%同样是面!同样

是调料! 你做出来可能是焦黄酥软!

但不懂工艺的可能会做成打狗饼一

样的令人讨厌!更别提品尝了% 采访

中!祝锦城给记者提供了制作烧饼的

(秘方&***主料是面粉' 酵母' 糖'

盐'油 )然后是将发开的面揉成团!

发至两倍大 ! 再将发好的面团擀成

薄片!抹上盐'胡椒粉'芝麻花生粉'

油 !卷起来!切成片!擀成圆形 )放入

烤盘!发酵
06

分钟)擦上油!撒上芝

麻 ) 无论是泥巴炉还是钢板炉都是

如此 !上下火烤 !达到
./6

度 !烤
95

分钟烧饼就成了%现在街头还有用电

烤的!但根本就做不成我们传统的风

味%

繁杂的手工艺难得的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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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周口老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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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说中! 监察御史萧翼也曾充当类似

66:

的角色!寻机取得了+兰亭序,% 图为傅抱

石的+兰亭修禊图,局部%

古代! 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员巡视全国!

防范'检查官员腐败%

一般来说!古代(巡查制度&分为常设和临

时简派两种形式%

!0

位高权重$职宽责严的巡按御史

汉武帝时!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个

区设置一名刺史巡行监察! 代表中央监督地

方!权力很大!属于常设巡查机构%

这种巡查制度!为历代沿用借鉴!如魏晋'

隋唐时期有(监察御史&!宋朝有(监司&!元朝

有(按察使&'(廉访使&!及至明代!巡查制度已

相当完备%

据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明洪武初

年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
;.079

年
<

改称都察院! 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

察内外官员%

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供职时!称为内差或常

差%若奉命出巡盐务的御史!就称为巡盐御史)

若奉命出巡漕运的御史! 则称为巡漕御史)若

奉命巡按地方的御史!即称为巡按御史% 奉命

外出担任巡按御史! 是监察御史最常见的工

作!称为外差或特差!实为中央政府派遣的(巡

视员&%

按+明史,记载!当时的巡按御史!(代天子

巡狩&!足见其位高)(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

事立断&! 足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 军民利

病! 皆得直言无避&! 足见其职宽)(凡御史犯

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又足见其责严%

据 +明史-成祖本纪 ,载 !永乐元年
;.=60

年
<

二月 !中央政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为定

制&!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正式确立% 当时!全

国巡按御史的配备标准为#(北直隶二人!南直

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

省各一人% &

清袭明制! 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

顺治年间基本沿用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雍正

年间还曾置巡察各省御史!之后就不再常设巡

按御史了!遇事由皇帝临时差遣!民间常称之

为(钦差&%

%0

发展民生$整饬风俗的"巡视组%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
5

年/!朝廷派遣太

仆王恽等领八路人马(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这个(巡视组&虽名为(览观风俗&!但规格极

高!由皇帝亲宠的部长级高官领队!并带着皇

帝赐予的(节&!代表皇室巡视天下!浩浩荡荡%

唐朝初年也常临时简派官员巡视天下!观

风察俗!称为(观风使&'(观察处置使&% +新唐

书,记载!贞观初年(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

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 很

显然!这是临时简派去处理自然灾害的(巡视

组&%

史上声势最大的临时简派巡视当在明初%

+明史讲义,载!洪武二十年.

.07:

年/(命国子

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这次巡视的任务!是

核定全国田土面积%这为大明帝国创设和确定

了 (鱼鳞图册 &制度 !编定了 (田土之最要底

册&!使之成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农业制度%著

名史学家孟森极为称赏朱元璋这次派遣(巡视

组&!盛赞(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

洪武二十七年
;.0>=

年
<

八月!又派遣国子

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 这个(巡视组&一

改之前地方水利荒废的格局!让各地(开塘堰

四万九百八十七处! 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

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令明初(水利既兴!田

畴日辟!一时称富庶焉&!地方百姓无不欢迎%

清朝初年!为整饬地方风俗!进行精神文

明建设!在一些地区设置了(观风整俗使&!由

中央政府临时派遣专人担任%+清史稿-世宗本

纪,载!雍正四年
;.:9/

年
<

(冬十月甲子!设浙

江观风整俗使&!雍正七年
;.:9>

年
<

(十二月戊

申!设广东观风整俗使&%湖南也设置过观风整

俗使%

"0

惩治腐败是"巡视组%的中心工作

+资治通鉴 ,卷二十载 !公元前
..:

年
/

月!汉武帝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巡郡

国&% 这个(巡视组&分六路人马在全国各地巡

视!干什么呢0他们(举兼并之徒及守'相'为吏

有罪者&! 检举揭发各级官员和地方豪强的违

法犯罪者% 在正史记载中!这个(巡视组&对汉

武帝时的吏治充分发挥了正能量%

在惩治腐败方面! 古代的中央巡视官员!

小事可以自行决断! 大事则上奏朝廷裁决!甚

至可以(风闻奏事&% 若有官员腐败传闻!也可

以上奏% 所以能起到(地动山摇'震慑州县&的

效果!对各地吏治的影响甚大%

在+明史,记载中!巡按御史的督察范围相

当冗杂!从监督吏治到举荐贤才!从审录囚罪

到断理冤狱! 从督查仓库税粮到户口赋役!从

督修农田水利到其他公共设施!从检查学校教

育到抚恤孤老!从旌表孝义到赈济灾荒!从除

恶扬善到正风俗振纲纪!样样都管%

当然!纠劾地方文武百官!惩治腐败和犯

罪!才是巡按御史的中心工作%

宣德五年.

.=06

年/!明宣宗遣章杲'陈

巡按福建'广东%明宣宗谕之曰#(御史出巡!先

须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后百姓受福%&并严厉

地告诫说!凡违法乱纪者!务必惩治!若因私废

公!(容恶长奸!使百姓受害!则尔罪均&%

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海瑞
8

就曾率(中央巡

视组&监察南京周边的应天十府!所到之处!官

员都收敛言行!不敢奢靡腐败!甚至有地方要

员一听海瑞到来! 便提前免去一些贪官污吏!

以免被追究'牵累%

&羊晚'

古代的 "中央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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