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非遗

还有一次是吕玉兰在河北农大学

习期间，习近平来我家看望过她。1982

年9月，吕玉兰听说农大面向工农干部

和劳动模范招生，决定去旁听，旁听生

可以参加考试，学校也给打分，区别只

是最后颁发的是结业证，不是正式的毕

业证。习近平和其他同志当时考虑到她

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

也比较重，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

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

作呢？”她还说：“我只要能在那里学习

就行了，不在乎有没有毕业证。”

习近平和其他同志拗不过她，只好

同意了。正定这边的工作，她也没有完

全放下。后来，她基本上是在农大学习

半年，在正定工作半年，不是完全脱产。

这期间，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家看望她，

她谈了自己在农大学习的情况。

大概是1983年4月，吕玉兰到习近

平同志的家里做过客，还有幸见到了习

仲勋同志。她回来后很高兴地向我描

述：“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出差，近平还领

着我到他家去做客了，我还见到习老。”

我说：“你见到了习老，那好啊！习老跟

你都聊什么了？”

玉兰说：“习老很随和，他对我说：

‘玉兰同志，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你

干得非常好。’”

玉兰还说，习老对她非常热情，说

了很多鼓励的话，还问了很多家庭、工

作的情况。

1993年，习近平同志带着彭丽媛老

师到我家看望吕玉兰，是程宝怀同志陪

同来的。那个时候，玉兰已经病得很重

了，她是坐在沙发上迎接的习近平同

志。进门以后，习近平同志首先跟玉兰

说：“玉兰，我因为忙，一直也没能抽出

时间来看望你，这次特意从福建来看你

们。”玉兰因为病得很严重，说话也说不

清楚了。她很高兴，但只能简单地说几

个字：“好！好！欢迎！欢迎！”

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唠的时间比较

长。我给习近平同志讲了玉兰得病的起

因：大概两年前，玉兰坐车到邢台某县

农村去视察工作，她坐在副驾驶的位

置，后排坐着《河北日报》的两位记者。

上午去的时候，路况还很好，但下午返

回的时候，那条路上挖了一个水沟，司

机开得挺快，没有发现那个水沟，车的

前轮一下掉进水沟里去了，然后又重重

地弹起来。玉兰的头部一下就撞在挡风

玻璃上，这一下非常重，把玻璃都撞碎

了。玉兰当时就因为脑震荡昏迷了十几

分钟。后来，我们到河北二院去给她做

CT检查，当时没有查出脑子有什么损

伤。但医生跟我说，CT查不出来，不代表

完全没问题。不幸的是，事情被医生言

中了。玉兰脑部过了不久就出现了问

题，开始持续头痛，无法忍受。我们带她

到省医院检查和治疗，但当时省医院医

疗水平不够高，一时无法确诊是出现了

脑血栓还是脑溢血，耽误了整整一晚上

没有抢救，第二天早上，玉兰就倒下了。

从那以后，玉兰就一直卧床不起。

我给习近平同志汇报玉兰得病的

前因后果时，他的表情非常凝重，为玉

兰的病担心。程宝怀同志说：“唉，这几

年，为了照顾玉兰，江山同志可是费了

心了，很不容易呀。”

照顾妻子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说：

“这是应该做的！现在就盼着玉兰早点

儿好起来。”

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习近平同志十

分关心玉兰，想跟玉兰多说几句话，还

向她介绍了彭丽媛老师。他说：“玉兰同

志，我们是特意来看你的，这位是我的

爱人———彭丽媛同志。”玉兰当时口齿

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能简单地说：“知

道，谢谢，谢谢。”

玉兰去世以后，我给习近平同志打

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吃了

一惊：“玉兰同志是怎么去世的？前一段

时间，我去看你们，她情况还可以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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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皮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

委率领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强渡

黄河，挺进豫西，在中原腹地创建抗日根据

地。汝州大峪红色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党

的领导下,和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创建了

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我的父亲

于培周，在党的教导下，从一个不觉悟的

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一个积极的抗日战

士。在他担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抗日救国

会主任期间，曾协助皮定均、党峰等同志

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说服李汉

臣、争取梁小舟、联络焦道生、击溃席子猷

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

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现将我记忆深刻的几件事情，草拟成

篇，以寄哀思。

一、初识子弟兵 毅然做向导
1944年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豫西大

地，灾难深重的豫西人民顿时陷于水深火

热之中。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皮徐支队，

像一把尖刀，直刺敌人心脏，给穷途末路的

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农历八月十三，皮徐支队在登封、汝州

交界的界牌坡一带冲出日本鬼子的围追堵

截，挺进到汝州大峪境内。记得是正午时

分，到达我的家乡———马鞍驼村。屡遭兵匪

祸患的乡亲们，听说有队伍要过，都跑上山

了。我家因祖父年逾古稀，行动不便，未能

逃走，等全家扶老携幼出门时，就见部队进

村了。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走过来，全家

人吓得跑也不敢跑，回也不敢回，愣在那

里，吓得直哆嗦。一家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

候，几个士兵走过来和颜悦色地说：“老乡，

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毛主席

领导的军队，是打日本鬼子的，绝不伤害老

百姓。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

看到这些兵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蔼时，

全家人心里踏实多了。就在这时，刚才和父

亲说话的那个人，又走过来，拍拍父亲的肩

膀说：“老乡，我们今天是借借咱们的路，从

这里过去打日本鬼子，麻烦你一下，把村里

老百姓找回来，帮我们做顿饭。你放心，吃

饭给钱，吃过饭部队就走。”我父亲望着这

些队伍，心想：他们穿戴虽不好，但说话和

气，又很讲理，完全不像地主老财所说的

“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那样。于是

便壮着胆子答应了。他跑到山上，把能找到

的乡亲都叫回来，把战士们分散到各家各

户，一齐动手，做起饭来。和我父亲说话的

那个兵，就在我家做饭，谁知他就是令日寇

闻风丧胆的皮定均司令员。另外还有党峰

等同志，和当兵的一样忙前忙后，烧火做

饭。饭做成后，先盛两碗，恭敬地端给我爷

爷和奶奶，然后给我们全家每人盛一碗，笑

盈盈地说：“老乡，尝尝我们做的饭。”记得

那时全家人端着八路军司令员递过来的饭

碗，感动得我爷爷流着热泪，连声夸赞：“好

队伍，好队伍啊!我活这么大年纪，头一次见

这样好的队伍!”这是一顿多么不平凡的午

餐。自此，八路军的光辉形象便深深地留在

了我们全家人的心里。

吃过午饭，天突然下起雨来。我父亲望

着在雨中淋得湿淋淋、任凭你怎么劝说也

不进老百姓家的战士们，心里十分感动。部

队要走了，我父亲慌忙找来雨伞、草帽、麻

袋片等能遮雨的东西，送给他们用，战士谢

绝说：“老乡，我们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父亲说：“这些破烂东西不值钱，我送

给你们就不用还了。”可战士们仍不接受，

说：“不行，再不值钱也是老百姓的东西，不

能不还。我们走了，没法还您。”我父亲看着

淋在雨里的战士们，心里很不好受，想了

想，找到皮司令说：“大峪店路边有一个饭

铺，是我亲戚阎七明开的。你们到大峪店，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总可以了吧？”皮司令看

我父亲执意要送，又有了还物的办法，才勉

强同意。他们将要走时，党峰同志向我父亲

问起这段山路的情况。父亲说：“干脆我给

你们带路好了。”党峰同志望着我父亲那诚

挚热情的样子，紧紧握着他的手说：“那太

好了，谢谢你对子弟兵的支持!”我父亲高兴

地转身进屋穿了件厚衣服，抓一顶破草帽

戴上，领着战士们上路了。

二、通过埋伏圈子 说服李汉臣
父亲为什么要主动给八路军带路呢？

他心里清楚，那时的豫西盗匪四起，民风剽

悍，各村各庄筑土为寨，购枪买马，地方武

装多如牛毛。在这些地方武装中有农民自

发组织的护村队伍，也有地主恶霸专管的

民团。有时三里五村一道关卡，经常有人持

枪看山，如遇到不明的队伍，就一呼百应。

父亲怕八路军初来乍到，群众不了解，怕路

上吃亏，所以就主动要求为他们带路。果然

不出所料，刚走五六里，父亲就见对面山头

上人影晃动，刀枪可辨。他赶忙告诉部队领

导：“部队原地隐蔽，待探明情况再决定行

动。”皮司令立即派侦察小分队前去侦察，

父亲要求一同前往。经过侦察，才知道四周

山上确有埋伏，原来是大峪店首富大地主

李汉臣听说八路军要从这里过，就调集四

乡武装，凭借有利地形，早在这里设下埋

伏，准备把八路军一举消灭。从马鞍驼到大

峪店这是必经之路，山势险峻，路窄沟深，

两山如有埋伏，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如果硬拼，部队伤亡可想而知。怎么办？父

亲看着可亲可敬的部队领导和等待命令的

抗日队伍，便毅然说：“这里地形复杂，硬拼

就要吃亏。我想你们是抗日队伍，只要说明

白，他们也许会让路的，我去试试。”领导同

意了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就壮着胆子，走上

去喊话：“不要打枪，我是马鞍驼的于培周，

这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不伤害咱老百姓，

今天是借路通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种

的打老日去。”因为我父亲自幼聪明，不知

从哪里学会的婚丧礼仪，凡是谁家有红白

大事，都少不了请他去主持仪式，所以附近

的大人小孩、贫富乡里都知道他。一听是他

喊话，都放下了武器。但是没有李汉臣的命

令，谁敢撤兵让路？于是部队领导便派张清

杰和我父亲一道上山谈判。当时那架势真

有点像鸿门宴，父亲领着寸铁不带的部队

领导走上山去。李汉臣正襟危坐，周围站了

几十个手持刀枪的壮汉。张清杰从容地陈

说了部队的抗日任务和统战政策。李汉臣

终于被说服了，决定撤兵让道，避免了一场

不必要的流血冲突，我父亲也为大峪抗日

根据地的建立尽了微薄之力。事后，皮司令

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老于，今天你可是

立了大功，我们永远忘不了你。”

三、穿针引线 争取梁小舟
同年农历八月十五，我父亲到大峪店

赶集，又遇上八路军。皮定均、党峰、张清

杰、欧阳景荣、孟庆颜、孔祥祯等领导同

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他们说：“老于，

我们不走了，就留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

打日本鬼子。”父亲一听高兴极了，说：

“好呀，好极了，我们老百姓都盼着这一

天呢。”接着他们让父亲介绍当地情况。

父亲就把大峪一带的基本情况和盘托出：

大峪一带西有梁小舟、东有席子猷、南有

黄万镒、中有李汉臣等地主武装，其中梁

小舟势力最大。父亲还介绍了梁小舟家的

女人曾遭受日本人侮辱的事，说梁小舟恨

透了日本人。经过研究，部队决定留下党

峰、张立志、梁济生三位同志在这一带开

展统战工作，首先争取梁小舟。当天下

午，三位同志就搬住我家，和父亲一块儿

研究争取梁小舟的办法。父亲说：“我有

一个朋友，叫张万年，他和梁小舟是姑表

兄弟，我们可以找他试试。”第二天，我父

亲就带着三位同志的重托，去找张万年。

张万年一听要说服梁小舟抗日，便一口答

应和父亲前往。因张万年是梁的表兄弟，

我父亲又是小有名气的执客(主持婚丧仪

礼的人)，梁小舟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父

亲和张万年利用梁小舟和日本人的仇恨

和矛盾，反复讲明利害，要求他帮助八路

军抗日，他当即表示：只要八路军不嫌弃

我，我保证八路军在这里能站住脚，同心

协力打日本。就这样，农历八月十七下

午，梁小舟把他所带的地方武装全部交给

八路军指挥。从此，大峪这一带的抗日局

面打开了，大峪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从此，大峪山区成为八路军抗日武装

牢固的根据地。1944年11月，在我家里成立

了临汝县第一个红色政权———临汝县抗日

县政府。党峰任县长，我父亲任抗日救国会

主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父亲积极协同

部队，投入了抗日救国活动。他先后参与组

织了孟窑伏击战、击溃席子猷、击退黄万镒

对大峪乡抗日根据地的围攻等一系列战

斗，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作出

他一个贫农儿子应作的贡献。

（该文根据于培周先生的次子于金臣

同志的谈话整理而成）

1月18日，首届中国·河南

汝州民俗年文化节开幕式在

九峰山景区举行，宣布非遗汝

瓷文化入驻九峰山景区，让游

客现场感受汝瓷制作，品鉴汝

瓷产品。

本次中国·河南汝州民俗

年文化节活动力求汇聚精品

文化资源，再现民间过年的欢

腾场面，感受新汝州的风采和

韵味，体味中国不同地区过年

的风俗和习惯。

据了解，民俗文化节活动

自腊月二十三开始，至正月二

十一结束，民俗节目主要有佤

族民俗特色表演：上刀山下火

海、特色民族舞蹈、非洲鼓、喷

火表演；特色体验项目主要

有：新年压岁、快乐巡游、摸福

赠金、全民才艺秀、心动美食

等。

景区还有刺激的七彩滑

道、步步惊心索桥、扣人心弦的

高空5D玻璃桥等精品景点，供

游客观赏体验。 （黄耀辉）

回忆我的父亲要要要于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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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杨子近日摄于中央公园牡丹园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洗

明朝万历年间，丁尧相考上了进士，要在东门里立一座石

牌坊，他请了一班能工巧匠，忙乎了几个月，坊的底座、梁柱、坊

首等部件都已完成，并拉到了街上只等竖立了。

坊是青石雕造，每一部件都是千斤万斤，安装起来都不是

件容易事。底座和四根立柱立起来后，就要架横梁和安坊首。横

梁和坊首是坊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整块青石雕造，重约数万斤，

挪动都很困难，要是把它安到一丈多高的石柱上去，那就更加

困难。工匠们围在一起商量，可是商量来商量去，最终也没有找

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领作的围着立起的石柱和放在地上待装的横梁坊首，转过

来转过去，一会儿仰脸看看石柱顶，一会儿低头看看横梁和坊

首，急得头上直冒汗，总也想不出办法来。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走

过来，年约八九十岁，还有些邋遢，仰起脸来看看柱顶，看看横

梁和坊首，还伸开胳膊去丈量，琢磨安装的方法。工匠看了觉得

好笑，有人说：“哼，我们的师傅都没门，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有

人说：“就是，看他那爬角儿也不像穆桂英!”

领作的听到了议论，觉得作为工匠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

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可自满看不起别人，就走过去向老

者深施一礼说：“这横梁和坊首怎么向上安装，想必老先生有什

么办法，请指教。”老人看看领作的，笑了笑说：“你没看我已是

土都围到脖子的人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领作的悻悻而回，还被徒弟们讥笑一番。就在这讥笑声中，

领作的忽然醒悟：“啊呀，他说土都围到脖子了，不是让我采用

堆土法吗!这不是鲁班显灵，在给我们点化吗!”急忙转身去找，

老人已无踪影。领作的急忙召集工匠，拉土堆集，将土堆成长长

的斜坡，高与柱顶齐，将横梁和坊首沿着斜坡，一步一步向上推

拉，直到与柱顶相平时，再慢慢安

装上去。 讲述者：李成义

整理者：李泉海

青石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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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因产于汝州而得名。汝窑

分民窑和官窑两大类，民窑烧制民间用瓷，官窑烧制宫廷用

瓷。传统汝瓷釉色分四个品种：豆绿釉、天蓝釉、天青釉、月白

釉。其釉色特点莹厚如堆脂，清雅素净，蕴蓄秀美，颇具大家之

风。汝瓷造型古朴大方，天然朴拙。汝瓷坯体如铜体，釉药浑

厚，古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其釉厚

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之说。

汝瓷从唐代中叶萌芽，至北宋时期达到鼎盛，成为宋皇宫

御用之瓷。后金兵入侵汝州，汝瓷烧制技艺流传民间。元、明、

清历代均有烧制。新中国成立后，汝瓷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

更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汝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陶瓷

科技研究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传统审美价值。汝瓷开青瓷工艺

新阶段，改变了“南青北白”的旧论，有“汝窑为魁”之说。由于

历史变迁，汝州行政区划历代多有变化。2001年在汝州张公巷

也发现了汝官窑遗址，窑口有多处，证明汝瓷当年曾繁盛于

世。

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刚鑫雨 杜宏伟）

编者按
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价值，又是一种

生活方式，它是在人们物质活动和精神

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孕育、积累、发展起

来的。汝州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由

此形成的汝文化内涵丰富，个性突出。

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技艺文化也是汝

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我市现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5批10个大类共65

项，充分展示了汝州历史底蕴、悠久文

脉。只有让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走进民间、走近百姓、广泛传承，才

能更好地挖掘、保护和弘扬非遗文化遗

产。今天就让本报记者带您“亲密接触”

非遗文化魅力，了解近年来我市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取得

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