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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風泉的父親是參加過抗日戰爭及抗美援朝的老兵。幼時耿風泉便常聽
父親講述抗戰時期的故事，從小受到熏陶的耿風泉也立志要做一名保

家衛國的戰士。

祖孫三代從軍 維護社會和平
1984年，耿風泉便帶着父親的期許從軍。退伍後，他也希望自己的兒子繼
續繼承家裡的優良傳統。如今，耿風泉的兒子也遵循父輩心願，在北京當
兵，近日還在北京參加了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這也讓耿風泉自豪不
已，「我們一家三代從軍，為的就是能報效祖國，維護社會和平。」
耿風泉說，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抗日戰爭，但日軍的殘暴無情，他從小就耳

濡目染。1938年，日本侵略軍從安陽南犯，駐新鄉的國民黨部隊攜眷南逃。2月
13日至25日，日軍沿平漢線長驅直入，先後佔領輝縣、新鄉、獲嘉、汲縣。
「那時家鄉被日本鬼子佔領成了淪陷區，父親和鄉親們都被日本人抓走

奴役，後來父親逃跑，加入共產黨抗日游擊隊。」因為父親曾遭受日軍迫
害，耿風泉從小就對日軍侵華的罪行無比痛恨。耿風泉記得，父親生前最
大的心願，就是把家中繳獲來的日軍侵華罪證展示出來，令世人能牢記日
軍侵華的罪行，珍愛和平。為完成父親遺願，自1989年父親去世後，耿風
泉開始整理父親留下的抗日遺物，並收集周邊地區的日軍侵華實證，後
來，他便癡迷地愛上了紅色收藏無法自拔。因為他知道，這些藏品都記錄
着那個時代不可磨滅的點滴。

日本戰時畫報 凸顯狼子野心
直至今日，耿風泉的收藏史已近30載，而他的萬餘件抗戰實物藏品還在

不斷增加。「日式地雷、手槍、軍刀……每件武器的背後都記載了當年日
軍屠殺我族同胞的罪行。」耿風泉介紹說，有一部分當年日本印刷出版的
戰時畫報，畫報上印着「昭和十三年」（1938年），內刊為日本隨軍記者
所拍攝的照片，侵略中國的行為被寫為「雄日」，凸顯日本侵略大東亞的
狼子野心。日本發行這些畫報對日軍暴行歌功頌德，鼓舞日軍士氣，對於
中華民族來說，卻是巨大的侮辱。
今年年初，耿風泉在無意間淘到一本日軍侵華相冊，有69幅照片，相冊

裡的照片時間跨度為昭和16年（1941年）9月至昭和17年（1942年）4
月。耿風泉說：「當時收藏這些史料十分困難，很多人都說我傻，花那麼
多錢買這些破東西。但如今日本篡改教科書，否認侵略事實，我的所有藏
品都是日軍侵略暴行的鐵證，這就是我做這些的意義。」
除了收藏日本遺留在國內的侵華物證，耿風泉的紅色藏品也不在少數，

70年前的《新華日報》放在如今，已是珍貴的歷史資料。抗戰士兵的軍服
軍帽、水壺、望遠鏡、徽章等，這些簡單的生活用品卻體現了抗日戰士保
家衛國的艱辛歷程。耿風泉還提到近些年來頗受爭議的抗戰影視片，「現
在電視劇太不尊重史實了，我從小聽父親述說經歷，又接觸了那麼多抗戰
老兵。那些老兵都對影視片所體現的場景格外氣憤，跟日本人打仗怎麼可
能一刀刺死一個？實在是太誇張了。」

今年今年5252歲的耿風泉是河南省新鄉市輝縣的一名退伍軍歲的耿風泉是河南省新鄉市輝縣的一名退伍軍
人人。。自自19891989年開始年開始，，2020多年來他踏遍豫北地區多年來他踏遍豫北地區，，先後先後

收集紅色史實收集紅色史實、、日軍侵略物品日軍侵略物品、、日本戰事簡報日本戰事簡報、、畫報畫報
等一萬餘件藏品等一萬餘件藏品。。他收藏的抗戰藏品範圍廣他收藏的抗戰藏品範圍廣、、種類種類
多多，，包含了抗戰時期的共產黨包含了抗戰時期的共產黨、、國民黨國民黨、、偽軍及日偽軍及日

本帝國主義的物資和刊物本帝國主義的物資和刊物。。而這萬餘件藏品多而這萬餘件藏品多
數都十分罕見數都十分罕見，，他亦被業界譽為豫北紅色收藏他亦被業界譽為豫北紅色收藏
家家。。耿風泉說耿風泉說，，他自己收藏的每一件文物背他自己收藏的每一件文物背
後都有它的故事後都有它的故事。。這些物品不僅是抗戰時期這些物品不僅是抗戰時期
一段歷史的濃縮一段歷史的濃縮，，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侵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侵
華和反人類活動的鐵證華和反人類活動的鐵證。。耿風泉如今最大的心耿風泉如今最大的心

願願，，就是能建立一個抗戰紀念博物館就是能建立一個抗戰紀念博物館，，為他的一為他的一
萬多件藏品找個家萬多件藏品找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曹宇曹宇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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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收藏家紅色收藏家

「這麼多年來，家裡的錢都讓我花在這些收藏品上了，孩子們上大學
期間一直勤工儉學。」耿風泉與妻子共育有一兒一女，早年間家中還處
於溫飽線，收藏免不了要花錢，所以家中的生活一直過得很清貧。
近年來，耿風泉的妻子開了一家服裝店，經濟狀況才有所緩解。
但正因為妻子多年來無怨無悔的支持，耿風泉才能專心於收藏。多
年來，他走遍了整個豫北太行山區，尋找父親過去的戰友，打聽抗
日戰士的消息，到處收集抗戰實物。每拜訪一戶，耿風泉就說明來
意，有時遭到拒絕，耿風泉也不會氣餒，三顧茅廬一再拜訪，直到
收集到抗戰實物。

真誠打動 獲抗戰老兵遺物
這些年，耿風泉拜訪了太行山區無數抗戰老兵。有一次，耿風泉聽

說有位抗戰老兵去世，老兵家人要把抗日遺物陪葬。耿風泉多次上門
購買均被拒絕，耿風泉無奈地叮囑對方，不給他沒關係，但一定要留
下來，這些抗戰遺物能讓世人銘記歷史，警示後人。在老人出殯當
天，耿風泉送去了1,000元現金和一個花圈。一個月之後，老兵家人
給耿風泉送來了這位老兵在抗戰時期留下的遺物。耿風泉的收藏逐漸
在當地小有名氣，許多人甚至主動找他，向其提供藏品。

三顧茅廬三顧茅廬 贏得藏品歸贏得藏品歸

欲建抗戰博物館欲建抗戰博物館

今年是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周年，耿風泉表示，他
的許多收藏品都是極具
價值的抗戰資料，更是
日軍侵華的鐵證。他如
今最大的心願，就是能
建立一個抗戰紀念博物
館，為他的一萬多件藏
品找個家。
「現在很多朋友鼓勵

我，肯定我做的事情。這就是對我莫大的鞭策，我會
繼續堅持收集抗戰實物，希望未來能夠建立博物館，
讓大家更好地了解歷史。」耿風泉說，自家的空間和
接待能力有限，但他希望他的收藏能夠完整地展現在
世人眼前，讓後人了解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是父輩們
當年用血肉之軀換來的。下一代只有時刻牢記歷史真
相，才能珍視和平，避免歷史事件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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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風泉向記者展示八路耿風泉向記者展示八路
軍的槍械軍的槍械。。 記者曹宇記者曹宇攝攝

■印有日本帝國主義
侵略野心的煙盒。

記者曹宇攝

■抗戰時期珍貴的
畫報。 記者曹宇攝

■中國軍民製造的各式各樣
廉價地雷。 記者曹宇攝

宋徽宗年間，當時宮中一位趙姓御廚以少林寺
「醒酒湯」和武當山「消食茶」二方為基礎，做
出了一種色香味俱佳的「延年益壽湯」。該湯既
消減了茶之苦味，又去掉了湯之辣味，且能醒酒
提神，開胃健脾，受到宋徽宗的稱讚。「靖康之
亂」後，趙御廚因兵患南逃，途經逍遙，隱居於
此，並以賣湯為生，「延年益壽湯」亦隨之落戶
於此。後來，一位來到店中的客人無意中將胡椒

粉灑落湯中，使得湯喝起來辣味醇郁，胡中帶
香，與以往大不相同，御廚便將其命名為「胡辣
湯」。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嘉靖皇帝嚐過此湯後
龍顏大悅，遂命為「御湯」。
隨着沙穎河漕運的興盛，逍遙鎮成為一個重要的
內陸水旱碼頭，八方商賈的集散地。於是，融會了
南北風味的「逍遙鎮胡辣湯」憑借南來北往客的口
口相傳，逐漸成為河南小吃中一個著名品牌。

起源宮廷御湯起源宮廷御湯 藥膳延年益壽藥膳延年益壽

胡辣湯，河南人的「第一早餐」，每碗售價5元左
右，包含粉條、牛肉、豆皮等材料，配胡椒、辣

椒等調味料。在河南生活了10年的台灣企業家林齊賢
對胡辣湯一直情有獨鍾。從初次喝胡辣湯時的不適
應，到成為自己早餐桌上必備的美食，林齊賢已經完
全被胡辣湯「收服」。「這個愈喝愈好喝。」他因為
喜愛，甚至打算在台灣新北市的市民廣場舉辦一場河
南文化旅遊美食節，將胡辣湯引入台灣。同時正在考
慮是否要適當改良胡辣湯，以更適應台灣人的口味。

連鎖餐廳 口味正宗
要說哪裡的胡辣湯最正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

西華縣逍遙鎮。逍遙鎮的居民不僅自己愛喝，還把湯
帶到全國各地。據西華縣委宣傳部的數據顯示，逍遙
鎮外出胡辣湯經營戶近6,800戶，從業人員達2.6萬
人，年創收4.9億元，發展連鎖經營店160餘家，網
點遍佈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
逍遙鎮胡辣湯從業人員數萬，要說這其中最為知

名的非楊鳳花莫屬。每天早晨天還沒亮，楊鳳花的胡
辣湯店就排起了長隊，她熬煮的湯不僅逍遙鎮本地人
愛喝，還常常被裝在暖壺中作為禮品帶到全國各地，
或招待外賓，或贈送親朋。

家傳手藝 大受歡迎
今年61歲的楊鳳花在一個「胡辣湯世家」出生，

雖然從祖輩開始家裡一直經營胡辣湯，但楊鳳花一開
始並不看好這個「行當」。「我當時在縣裡機關上
班，工作中常常遇到來自外省的商人，我發現他們來
到西華縣都點名要喝逍遙鎮的胡辣湯。」楊鳳花說，
起初她會在自己家裡為客人熬煮一些，因為有家傳手
藝，楊鳳花的湯特別受歡迎，久而久之，她便萌生了
開胡辣湯店的想法。
2002年開始，陸續有人找尋楊鳳花，表示想向她

學習手藝。「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喜愛胡辣湯，讓
這門手藝傳承下去，我想到了開加盟店。」目前，楊
鳳花胡辣湯的加盟店已經達到30多家，遍及河南、
安徽、湖北、江蘇、西安各省。2010年，「楊鳳花
逍遙鎮胡辣湯」正式成為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楊鳳花在首屆胡辣湯產業研討會上發言楊鳳花在首屆胡辣湯產業研討會上發言。。
大圖為楊鳳花胡辣湯總店大圖為楊鳳花胡辣湯總店。。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走在河南街頭走在河南街頭，，隨處可見專門烹調胡辣湯的店舖隨處可見專門烹調胡辣湯的店舖，，其中以逍遙鎮胡辣湯的招牌最多其中以逍遙鎮胡辣湯的招牌最多，，生意生意
亦往往最好亦往往最好。。這不僅因為逍遙鎮的胡辣湯味道正宗這不僅因為逍遙鎮的胡辣湯味道正宗，，還因為該品牌已經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還因為該品牌已經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遺產。。逍遙鎮的胡辣湯已經成為該地的支柱產業逍遙鎮的胡辣湯已經成為該地的支柱產業，，從業者近從業者近77,,000000戶戶，，年創收數億元年創收數億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逍遙鎮逍遙鎮，，亦因為胡辣湯聲名遠播亦因為胡辣湯聲名遠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駱佳駱佳、、靳中興靳中興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西華縣生產的箱裝胡西華縣生產的箱裝胡
辣湯辣湯。。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逍遙鎮的胡辣湯生產逍遙鎮的胡辣湯生產
企業企業。。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早餐桌上的胡辣湯早餐桌上的胡辣湯。。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產業研討會上業界人產業研討會上業界人
士呼籲制定胡辣湯標士呼籲制定胡辣湯標
準準。。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除了為外出創
業人員帶來財富外，胡辣湯同時

讓「留守」逍遙鎮的居民有不俗的收益。為了
令胡辣湯能夠像即食麵一樣便於攜帶和流通，逍遙鎮不少企

業研發出「方便胡辣湯」、「水沖式胡辣湯」、「胡辣湯全味
粉」、「十六香」、「美味香」、「豆沫料」等系列調味料，再利
用網絡和現代物流，讓各地想吃的人均可以自己動手烹煮胡辣湯。
2014年逍遙鎮全鎮僅胡辣湯經營帶動的相關產業年創收累積達
3.2億元，戶均增收2,000餘元。胡辣湯企業產值佔全鎮生產總值的
比重達到54%，逍遙鎮生產的胡辣湯料系列在同類產品的全國市場
佔有率達到80%以上，全鎮生產企業註冊商標18個，其中擁有省級
著名商標2個。胡辣湯已經成為逍遙鎮當仁不讓的「第一產業」，
真的是「一碗湯帶動一個城」。
近年來，逍遙鎮按照「以『湯』帶料，以料帶動種植業、畜牧業發

展的模式，大力發展訂單農業和標準化農業。全鎮已發展優質小麥面
積3.9萬畝，發展無公害蔬菜種植面積1萬畝，新增規模以上的養殖
戶148戶，粉條腐竹加工和醬油香醋釀造個體工商戶達到360餘家。

規範發展 刷亮招牌
隨着逍遙鎮胡辣湯的名聲鵲起，從事胡辣湯產業的個人和企業愈
來愈多，胡辣湯行業亟需推出相關標準。2015年初，由河南省烹飪
協會、西華縣委縣政府主辦的胡辣湯產業研討會在鄭州召開，業界
人士共同探討胡辣湯的標準化、規範化之路。楊鳳花認為，胡辣湯
必須要在堅持古法工藝的基礎上借助現代餐飲企業的力量才能有長
足發展。「傳統胡辣湯在製作方面要堅守標準、講究工藝、注重衛
生、遵守行業道德，才能使胡辣湯品牌做大做強。」
西華縣委宣傳部部長牛正田表示，逍遙鎮胡辣湯作為「河南老字
號」這一金字招牌，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應當責無旁貸地保護好。
「一是大力培育胡辣湯品牌，堅持以質取勝、注重信譽、誠信經
營，避免『惡性競爭』；二是保護好逍遙胡辣湯知識產權，積極申
報原產地保護；三是成立行業商會，歸屬逍遙胡辣湯協會管理，達
到相互支持，相互監督，相互融合，全面提升逍遙胡辣湯品牌的核
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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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台商林齊賢對胡辣湯鍾愛有加。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