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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街北口友谊大厦9楼，每天傍晚，刘培恭和老伴儿都会站在窗口，看着林立的商铺慢慢淡化在华灯初上的车水
马龙中，融化在夕阳的最后一抹金黄中，凝固在这个百年老街跃动的音符里。

刘培恭老人今年78岁，生在德化街，长在德化街，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条老街。“儿时放学归来，拎着瓶子穿过热闹
的街巷，到德茂祥打酱油；翻墙到德化戏院，和小伙伴们一块听火烧红莲寺、西游记等名家戏曲……”在老人眼中，尽管
岁月白了鬓发、老了容颜，德化街却繁华一如往昔。

[[“合记烩面”汤鲜味美]
说河南，总要说豫剧；谈郑州，离不开少林

寺和烩面；论烩面，就不能不说烩面鼻祖“合记
烩面”。

“烩面”的诞生民间流传有几种说法，一说
为抗战期间，日军轰炸郑州，“老乡亲”饭店师傅
躲飞机，回来后发现和好的面已不能正常使用，
又不舍得丢掉，于是将面加盐拉成宽条，用肉汤
加木耳、黄花菜等烩烩再吃，后几经改良，著名
的羊肉烩面诞生。还有一说是源于陕西的牛羊
肉泡馍，李少卿的“老乡亲”饭店原本经营陕西
牛羊肉泡馍，因泡馍传入到中原后被当地人称
之为“烩馍”，后来厨师又将陕西扯面、抻面的做
法与牛羊肉泡馍的做法相结合，于是便产生了
如今称之为“烩面”的中原名吃。

烩面最为讲究的就是一碗汤，素有“豫剧的
腔，烩面的汤”之称。“合记烩面”用汤极为讲究，
这也是“合记烩面”立身至今原因之一。老郑州
人都有那样的体会，一大海碗热腾腾的烩面端
上来，白的是面、清的是汤、绿色的是芫荽、红色
的是辣椒，外加木耳、海带、粉丝、黄花菜、豆腐
丝等配料，喝一口汤醇香浓郁，嚼一口面脆生弹
牙，一碗烩面吃下肚，顿觉心满意足！

[“蔡记蒸饺”唇齿留香]
“老蔡记”最受郑州市民追捧的年代应该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80年代的前半期。现今
50岁以上的老郑州人都还记得德化街“京都老
蔡记馄饨馆”。

那时的“蔡记蒸饺”名气有多大？上世纪50年
代末，中央两次“郑州会议”，蔡记专门派人到省委三
所为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蔡记
蒸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来郑考
查工作，都曾亲口品尝老郑州的“蔡记蒸饺”。

“老蔡记”名气大，在于它用料的讲究和
加工工艺的精湛。蔡记蒸饺讲究选用猪肉肥
三瘦七加适量马蹄即荸荠剁馅。肉馅边加水
边打馅，以增馅之筋滑之劲；蒸饺皮用半烫死
面反复揉搓使面筋韧，再擀成薄皮捏成柳叶
褶，蒸饺呈月牙形；蒸笼先垫灯芯草，再以马
尾松针铺底。蒸饺不仅皮薄馅明、灌汤流油，
而且具有马尾松针与肉香激发出的一种独特
清香。

[“葛记焖饼”久吃不厌]
有人曾为郑州“老三记”排名：“合记烩面”、

“蔡记蒸饺”、“葛记焖饼”。
“葛记焖饼”之所以名气大，一是开店早，民

国初年就是火车站地区餐饮名店；二是用料讲
究，用肉必用一年左右五花猪肉，用面必用当年
新收小麦；三是用料足，油水大，符合中原人的
口味。葛记坛子肉素称“开坛三里香”，选用带
皮五花猪肉汤煮后入坛加大料、香乳封存，焖饼
选用软面千层饼，加高汤大火焖制，制作出来的
焖饼肉香醇厚，肥而不腻。

[ 永远留住郑州味道 ]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郑州城市改造，郑州

“老三记”一度销声匿迹。郑州“老三记”再次辉
煌是在上世纪 90年代。2000年，合记被中国烹
饪协会认定为“中华餐饮名店”、“全国绿色餐饮
企业”。2008年，“蔡记蒸饺”入选郑州市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首批“河南老字
号”。1997年 12月，“葛记焖饼”被认定为“中华
名小吃”。

时至今日，郑州“老三记”的品牌创立，经历
了无数的艰辛，这其中凝聚着“老三记”几代人
的付出。正是这些坚守与坚持，才给我们这座
城市留下了永久的味道记忆。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味道是一
座城市的情感记忆。郑州人提起郑州老味
道，无人不说郑州“老三记”。

凝聚着几代人付出的“老三记”，给我们
这座城市留下了永久的味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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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
德化街建成,当时的街道以苑陵街为界，

以南称天中里，以北称惠人街。

1916年<<<
众商家合议，将天中里和惠人街合并，

定名德化街。

2000年<<<
郑州市政府投资1.76亿元改造德化街。

2002年<<<
德化街步行商业街正式建成开街。

1997年12月<<<
“葛记焖饼”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

2000年<<<
合记被中国烹饪协会认定为“中华餐饮

名店”、“全国绿色餐饮企业”。

2008年<<<
“蔡记蒸饺”入选郑州市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首批“河南老字号”。

[ 风雨百年德化街 ]
在郑州，有着百年历史积淀的德化街，不仅

见证了郑州商业史，烙有中原商业文化的深厚印
迹，还折射了一个世纪以来郑州的发展变迁。

1905 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后，河南巡抚
陈夔龙巡视郑州，目睹火车站一带商机勃勃，
上奏清廷开郑州商埠。随后，这块紧临火车站
的不毛之地，一下子身价百倍，成为商家云集

之地。1905 年德化街建成，当时的街道以苑陵
街为界，以南称天中里，以北称惠人街。因为

“惠”与“毁”谐音，受到商人忌讳，1916年，清末
举人刘帮骥与街上的众商家合议，将天中里和
惠人街合并，定名德化街。寓意“以德立商、以
德育人、以德化人”的经商理念，这个名字沿用
至今。

当时的德化街长400米，宽10米。德茂祥酱
菜园、同仁堂药铺、魁祥花铺、瑞丰祥绸庄、俊泰钱
庄等名店相继出现。鼎盛时期，这里日接待顾客
达万人。

[ 老街再展盎然新姿 ]
1948 年 10 月，郑州解放后，德化街成为郑

州名副其实的商业街。到了 20世纪 90年代，随
着现代商业的发展，亚细亚等一批现代化的商
场在德化街旁巍然耸立，商战的硝烟再次点
燃。而这个时候德化街已风光不再，使得百年
商街陷于沉寂。

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来时，人们再次把目
光投向了这条曾经给郑州人带来无限光荣的
世纪老街。2000 年，郑州市政府投资 1.76 亿
元改造德化街，并于 2002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建
成开街。

百年德化的商业雄心没有停步。2004 年
初，二七区政府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宇通集团，

宇通集团投入 4 亿多元建设百年德化二期工
程。2005 年底，一座靓丽的百年德化购物街呈
现在郑州市民面前。2006 年，这条老街被中国
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授予“中国著名商业街
区”称号。

[ 地铁时代的商业复兴 ]
对于郑州而言，1904 年春天的火车奔驰

而来，一声汽笛声，开启了千年商都的郑州时
代。百余年后，千年商都步入地铁时代。郑
州商根、风雨百年之德化街，也正经历着一场
空前剧变和升级。

“虽然历经百年，德化街的‘商业宝地’
地 位 不 曾 改 变 ，而 地 铁 时 代 的 开 启 ，让 德
化 街 优 势 更 为 突 出 。”二 七 特 色 商 业 区 管
委 会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德 化 街 地 下 人 防 工
程（即 德 化 新 街）预 计 10 月 份 具 备 运 营 开
业 条 件 ，作 为 地 铁 1 号 线 、3 号 线 和 6 号 线
的 唯 一 地 下 连 通 通 道 ，在 紧 密 联 系 二 七 、
火 车 站 商 圈 的 同 时 ，德 化 新 街 也 将 成 为 中
心 之 中 心 ，延 续 百 年 德 化 街 在 郑 州 商 业 的
中心地位。

正如二七区组织编撰的《德化故事》中所
说：百年几多变迁荡气回肠的德化街，以磅礴之
势勠力拓进的德化街，在这最好的时代
里，也将头雁高飞、展翅远行。

□本报记者 栾月琳

德化街新貌

“葛记
焖饼”肉香
醇厚，肥而
不腻。

“合记烩面”
用汤讲究，醇香
浓郁。

紧邻火车站的德化街商家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