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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晚骄傲之郑州标签

每每有外地人问起：这初来乍到，到了你们郑州地界
了，吃啥好呢？烩面啊！估计10个郑州人听到这问题9
个都会这样回答。就像“不到长城非好汉”一样，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你要是没有吃过烩面，那就不算真正到过郑州。作为郑州饮食
业的一张名片，这碗汇集了天南海北材料的面已经不再简单地是碗面。

洛阳的水席、开封的包子、郑州的烩面，是河南齐名的三大名小吃。关于这
碗面，郑州人是讲究的，都说“唱戏的腔，烩面的汤”，烩面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
汤。那是全羊加调料再加上中草药熬制而成的老汤，老郑州人总说：“那叫铁打
的汤锅流水的羊”。 晚报记者 张柳

牢固地抓住了郑州人的胃和大脑，郑州
烩面开始寻思两件事儿，咋样能走出郑州，走
向世界？咋样能跳出碗，走出店，实现“碗装
天下”的梦想？郑州烩面心怀“天下”，“天下”
是否肯给它一个表演的舞台？

当年曾叫板洋快餐的“红高粱烩面”，是
郑州烩面走向世界的首次尝试。而 2008年

“红高粱”重出江湖，卖的烩面已经和原来不
一样了。为了实现传统烩面的工业化生产，
思念为“红高粱”订制开发标准化烩面……

“和手工做的相比，工业化食品很难做到最好

吃，但可以做到品质稳定、口味中等偏上。”思念
运营总监秦鹏这样说。如今的一碗“红高粱”从
煮面、加汤、放作料到成品耗时不足1分钟。

而在1997年8月份到1999年，“郑州烩面
鼻祖”合记烩面还曾卖过近两年的方便烩面。
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公司宣教处处长利宝生
曾在合记方便食品厂当过副厂长，他说：“在郑
州黄河食品城、万客来等批发市场，在周口、商
丘等地，在山西运城等地，都有销售。”

2008年 11月，郑州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连
锁业会议上，一款名叫“河南烩面”的方便面出

现在河南特色商品展示区。当天中午，河南省
商业行业协会会长张慧玉用豫菜宴请全国各
地几十位商业同行时，端出的主食就是这款名
叫“河南烩面”的方便面。当天，近30家全国和
地方媒体闻风而来，争相报道。

如果去超市货架上看看就会发现，实现工
业化、标准化生产的地方风味名吃正在强势向
老百姓的餐桌渗透，速冻饺子、速冻汤圆、速冻
油条、胡辣汤、武陟油茶、四川粉丝……而烩面
正努力在保证口味的前提下成功实现工业
化，成就下一段“传奇”。

传统面食的现代发展

对初来乍到的外地食客来说，盛烩面的碗
总是先声夺人。吃烩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海
碗，当地人见多不怪，而外地人见到这直径二三
十厘米的碗便先吓一跳：“这么大一碗怎么吃得
完呢？”南方人第一次来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这
哪里是碗，分明就是一口锅吗！”

大海碗正好映照了河南人的“有容乃
大”。郑州地处中原，近代又成为全国的交通
枢纽，南来北往、东进西出，各种文化在此会
合交融，全国各地的美食云集于此。很多人说

郑州是个没有特点的城市，“没有特点”恐怕
就是郑州的最大特点。有人说他喜欢郑州，就
是因为郑州从来没有排斥外来文化的小家子
气，天南海北的人在这里生活，都不会感觉是
外地人。

饮食方面也是如此。
百年来，郑州三次大移民，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这座城市的性格，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乃至语
言。现在的郑州人宽厚、纯朴、热情，说话简洁
而又直抒胸臆，转弯抹角的时候很少，谈天说地

言词新鲜独特。
一碗烩面正蕴涵了郑州人的憨厚、丰富和

沉稳。它已经渗透到郑州人的习俗、性格、气质
和人情味里来了。

不卑不亢，端起大海碗，旁若无人似地用
筷子挑起皮带般宽的面条送进嘴里，大口地
咀嚼，痛快淋漓，呼噜呼噜喝汤，直喝得满头
大汗时，自觉气脉贯通，直下丹田，七窍通
畅。你会凭空生出一种拿下、降服、占领的欲
望和豪迈来。

一碗面中的城市性格

郑州人的烩面情结
郑州有“烩面之城”的称号，大大小小的

烩面馆遍布全市的华街冷巷。外地人来到
郑州，首先想到的便是尝一尝地道的羊肉烩
面；本地人款待亲朋的保留菜式也是香浓的
烩面。

小到路边摊，大到高档酒楼；低至走卒贩
夫，高到高官巨贾都好这碗面。烩面的这片
面已经深深地渗透到郑州人的生活之中，看
看各大火锅店里的情形就能知道，大家每每
吃完火锅都还得再拉两片面下进锅里，不然
就觉得缺点什么。

据2008年8月6日的一条新闻，为做好北
京奥运服务保障工作，南航河南分公司确定

郑州往返北京、天津等多地的航班创建迎奥
运“金牌航班”，而在进京航班的头等舱B类
套餐中，特意将“炒郑州烩面”搬上。这再次
显示出烩面之于郑州的重要性。

郑州经营烩面的国有、集体、个体饭店林林
总总，鼎盛时期有近万家，发展到今天有三大流
派：一是合记，传统制作方法；二是萧记，新兴的
改良派，清香型；三是，惠丰园滋补烩面，也是老
百姓喜欢的一种。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知名度
很高的小店，如四厂烩面老店，闪记、白记、黎
记、刁沟、冯记、刘记、周记、丁记、八一八等。

郑州烩面大兴于上世纪 80年代，各种烩
面馆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这得益于改革

开放、流动人口大量增加、餐饮业需求猛增。
郑州饮食业老字号中有大名鼎鼎的“老

三记”，即京都老蔡记馄饨、老京都葛记焖饼、
合记烩面。其中“合记”就是在羊肉烩面中独
领风骚的首个品牌，然后是萧记的三鲜烩面
异军突起，并快速发展，20年间成为郑州市餐
饮业的名片，一碗在手，酣畅淋漓地享用烩面
也成了河南、郑州的另种风情。

20多年来此消彼长，前赴后继，有的茁壮
成长，有的已如日中天，有的如流星划过。但
郑州人吃烩面的爱好却被扎扎实实地培养出
来了。据了解，仅计算标有“烩面”字样的饭
店，郑州就有4600余家！

● 2005 年 2 月 1
日，独家责任报道《郑州
企业家复出王府井挑战
洋快餐》一文，专访了重
出江湖的“红高粱”创始
人乔赢。

●2008年 11月 10
日，晚报以《好新鲜，烩面
泡着吃》为题，报道了咱
河南烩面变身方便食品
挺进超市的事儿。

●财经方面一系列
的烩面老店，始终备受晚
报关注。2009年 6月 5
日，晚报第一消费上《萧
记烩面逆市开店业绩飘
红》一文，对萧记在整个
饮食行业低迷之际开店
做了专访。

●2008年1月7日，
据晚报报道，26集电视
剧《烩面》筹拍，专门说的
就是咱河南烩面。

●相声演员侯耀
文、“中国最贵中医”武
国忠，大陆港台明星，
每一位名人来郑后与
烩面亲密接触，都会在
晚报上留下他们的赞
扬与喜悦。

● 2009 年 2 月 5
日，晚报还曾报道了在
劳务市场上找工作的上
街农民何师傅，就因为
掌握了拉烩面的手艺，
在大学生只开出800元
身价的时候，他打出了

“烩面！月工资 3000
元”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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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骄傲的
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