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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慎（又名时英、胡治亚、胡然），汝州市

（原临汝县）王寨乡胡庄村人，是较早从汝州市

走出来的革命前辈之一。

胡克慎191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

庭。由于其母亲出身贫寒又是续弦，家庭地位低

下，从小受到歧视和排挤，使得他萌生了反抗和

斗争的意识。1932年，他15岁时考入临汝县私立

汝阳初级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了一年本村小

学教员。1935年考入了位于河南省会开封的嵩

阳高中。在校学习期间，他受先进思想的影响，

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学

生运动，与其他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张贴爱国抗

日标语，散发革命传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

捕和迫害。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

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抗战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序幕。在

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全国各族人

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民族抗

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成了广大爱国青年向往的革

命圣地。胡克慎和汝州籍的王力民、武建业、马云

涛四位高中同学，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

害，相约到西北投奔革命。他们原打算到山西临

汾去上民族革命大学。但他们到学校一看，发现

民族革命大学是由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任

校长，而不是由共产党主办的大学，于是就失望

返回了汝州老家。虽然这次学没上成，但在返回

的路上，他们见到了戴袖章的真正八路军，结识

了傅西魁、徐子荣等共产党员。

从西北回来以后，胡克慎参加了由地下共

产党员雷明（原为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后以

洛阳《行都日报》记者身份被派往汝州开展地下

工作）、杨福堂（河北省定县人，曾任临汝师管区

中校科长等职，1939年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

员）、韩润甫等在汝州城举办的“现行军官训练

班”。在那里结识了以士兵名义参加训练的地下

共产党员王象乾。经王象乾介绍，他又结识了共

产党员雷明。1938年，胡克慎利用其哥哥胡克勤

为民团团总的特殊关系，掩护地下共产党员杨

福堂全家安全转移。同年6月，经县里从事抗日

救亡活动的雷明同志介绍，他与王力民（又名王

华宇，汝南街道办事处怯庄村人。1955年被授予

上校军衔，1965年任国家七机部第二研究院政

委，1968年5月在“文革”被迫害致死。1976年经

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刘波涛（汝州市

蟒川镇娘庙村人）、马云涛（汝州市米庙镇人，

1981年6月起任国家七机部政治部主任、航天工

业部政治部主任）和范景明（汝州市风穴办事处

吴洼村谭庄人。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炮兵副司

令员、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等职）等6位进步青

年串联相约，毅然离家赴西安投奔革命。由于在

西安被特务跟踪，人员失散。几经辗转，终于在

西安新华区七贤庄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与

刘波涛两人先行，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徒步跋山

涉水，在倾盆大雨没膝深的黄土高原泥泞中，连

走带爬九百多里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7月，胡克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简称抗大）六大队二队（军事队）学习。因

他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学习标兵，

同年12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修建住房、挖

窑洞，特别是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患

肺结核病，吐血不止，但仍超额完成每天开荒2

亩的任务，还主动帮助记账、送饭等，被抗日军

政大学总校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1939年春，在抗大校址从瓦窑堡迁往敌后

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3000里“小长征”中，他不

顾组织上让病号留下来的劝阻，拖着带病之躯,

三番五次地坚决要求随校前进。因胡克慎同志

健康问题，组织上就派刘波涛照顾他，并让他们

成立一个收容队，收容病号和走不动的战士。他

们每天都急行军120到140里，有时还得在路上

和敌人打仗，经常吃不饱饭，有时甚至几天吃不

上一点东西。有时就用茶缸装上小米，在老百姓

的火上熬熬充饥。就这样，他们从延安一直走到

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河北省阜城县。因胡克慎同

志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

沿途主动购买军粮并做民运工作，被抗日军政

大学总校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胡克慎同志抗大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抗战

最前线、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经组织批准，派他

到冀中十分区地委工作，先后任地委秘书，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敌人碉堡据点林立的平、

津、保三角地区，他不分昼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两年多。1941年，在敌人的“铜墙铁壁拉大网”行

动中，胡克慎被敌人围住，由于不是本地口音，

他急中生智装作哑巴，背部被敌人的皮鞭抽打

得鲜血直流，他咬紧牙关始终不吐半个字。新城

县的一位老百姓深受感动，主动站出来指认说：

“这是我家做活的哑巴”，这才算被掩护了下来，

逃过了敌人的魔掌。

1942年，党组织派胡克慎到平北军分区滦

昌怀联合县工委任宣传部长兼县游击大队政

委。平北地区是一个伪华北、伪蒙疆、伪满洲三

方敌人轮流扫荡的中心地区，环境极其险恶，大

部分的山林、房屋均被敌人烧毁，制造了“百里

无人区”。在县委书记牺牲、县长及大部分地下

党员转移、工作环境异常恶化残酷的情况下，胡

克慎带领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前赴

后继，出生入死，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

地，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改编土匪周德全的部下。

周德全后来担任县大队队长，胡克慎任政委。

1942年7月20日，胡克慎和两名警卫员，在

滦、昌、怀联合县13区大片村开展工作时，被大

部敌人包围，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

解到黄花城后又转到了四海及永宁监狱。在狱

中，敌人先后对他进行了多达七次的审问，日本

鬼子采用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五花大绑假枪

毙、蹲四周带有利刺的铁笼子等卑鄙手段进行

严刑逼供，用金钱、酒肉、美女等对他进行拉拢

腐蚀。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他大义

凛然，宁死不屈，受尽了敌人的折磨。虽然身陷

囹圄，但他每到一处，仍然不忘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大骂日伪汉奸并做敌伪下层人员的工作。

1942年11月29日夜里11点左右，他与刘旺成、刘

存等地下党人趁敌人换岗的间隙，组织难友越

狱，用偷来的井绳和大棒跳城墙逃出敌人的魔

爪，重新回到平北党委机关。胡克慎在当地颇有

名气，他不怕牺牲、顽强抗日的英雄事迹深受当

地百姓的称颂并广为流传。

1943年，胡克慎同志奉平北党委之命，率领

北平地区一批大、中专爱国学生安全到达华北

联合大学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又派他

到晋察冀边区整风班学习。由于解放战争形势

发展的需要，他未毕业即被派往刚刚解放的第

一座大城市张家口敌伪物资处理委员会担任秘

书工作。

由于胡克慎同志曾被敌人逮捕，一度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经过整风班学习和组织审查，

1946年2月经党组织批准，胡克慎重新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政治部、华北

军区司令部三处、二十三兵团37军政治部工作。

1949年1月初，胡克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方

代表，抱着必死的决心，告别亲爱的家人，深入

虎穴，到绥远河套地区接管国民党傅作义的通

讯团。通讯团被改编以后，在胡克慎的领导下，

确保了我军通讯畅通，为平津战役的全面胜利

作出了贡献。

1951年12月，胡克慎受命赴朝作战，担任刚

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17师政治部

负责人兼前线指挥所党委书记，参加了著名的

反绞杀战役。在一次视察前线途中，遭到敌机的

俯冲、扫射、轰炸，险些牺牲在朝鲜战场。

1952年9月，从朝鲜回国后，胡克慎在华北

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中央军委空军六分部工作，

并作为我方代表，接收苏联空军在大连的空军

修理厂。1955年，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

解放勋章。经中央军委空军党委反复调查、审查

后，于1957年1月5日，对胡克慎同志的党籍问题

作出最终结论，恢复他1938年12月入党的党籍。

1958年，他由空军部队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后调到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任政治部副主任、所领导小

组成员。“文革”中又因被捕的历史问题遭到审

查、关押、“蹲牛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

对党仍忠心耿耿，无怨无悔。直到1978年1月，在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

下，胡克慎同志才被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

1982年12月18日，胡克慎同志从正厅级干部的

岗位光荣离休。

自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到因病去世，胡

克慎同志念念不忘故乡汝州。因战事紧张、工作

繁忙等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如愿。直到1991年才

踏上了阔别51载的故土，受到汝州市四大班子

领导的盛情接待和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97

年2月他慷慨解囊，为汝州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爱我中华、爱我故乡奖励基金”捐助资金，奉献

了爱心，贡献了力量。

2005年4月8日，88岁的胡克慎同志在北京

同仁医院逝世，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胡克慎同志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

和刘波涛同志都是从汝州走出来的抗日救国

的热血青年，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既是

同乡，又是生死战友。在战火纷飞，异常艰难困

苦的环境下，他们肝胆相照，不离不弃。在抗大

大转移、行军过程中，刘波涛同志冒着枪林弹

雨，背负、照顾有病在身的胡克慎同志，宁可自

己吃野菜，把仅有的小米留下让胡克慎同志

吃。后因工作需要，他们各奔东西。刘波涛同志

1945年曾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副县长。1947年2

月任中共沈（丘）鹿（邑）淮（阳）县委书记，其爱

人丁琪任郸城区政委。同年3月，夫妻双方在同

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战斗中壮烈牺牲。新

中国成立后，胡克慎经多年找寻，终于找到了

刘波涛烈士沿街讨饭的残疾遗孤李万年。在胡

克慎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经河南省委组织部批

准，在刘波涛同志牺牲地郸城县人民医院安排

了工作。

胡克慎同志还是一个大孝子，从建国初期

他就把出身贫寒的老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孝敬，

悉心照料，直到104岁颐养天年。

胡克慎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

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

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

英勇顽强、大义凛然；严于律己，为政清廉，工

作深入，作风扎实，为人正直，扶贫济困，乐善

好施。无论身处何境，革命征途上如何艰难险

阻，他都始终如一、无怨无悔，总是团结带领群

众，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

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了

重要贡献。

（该文根据胡克慎的爱人国炜及长子胡时
虹提供的资料，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整理
而成）

胡克慎———从汝州走出来的抗日英雄

洗耳河南段 依依柳
垂

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宋

联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

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习书记经常到家

里去看望他，对他说：“你有啥事，就尽管

跟我说。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们有

一辆吉普车，优先给你用。”宋联捷当时

已经70多岁了，家住得比较远，习书记就

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方

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宋联捷一直非

常感激习书记，对习书记评价很高。他

说：“像习近平这样，革命的好后生，人民

的好干部，难找！”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宋联捷有一

次生病，住在石家庄第四医院。我们县委

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说：“每次

你们一来，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

顾，我真感谢习书记，真想习书记啊！”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

项工作全面进步，达到了1947年解放以

来的最高峰。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

作成绩非常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写的《正

定古今》这本书，您也参与了吗？他为什

么要编写这本书？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五普：这本书编写之初我并没有

参与，我是后期参与的。

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习书记都认

真地读。他经常说，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

灿烂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发

扬光大。1984年3月，习书记提议我们编

一本涵盖正定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历

史的普及读物。他提议，编这本书，是出

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

对历史有个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定

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认真地加以总结，

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第二，正

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

名人，也有很多历史文物，我们以史为

鉴，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让

读者有很多收获。

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同意从

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书稿完

成以后，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习书记都

参与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并且

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

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

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

书，编得很细致、很全面，一直到他离开

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这本书还没编

完。到了1987年，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

改，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他又对书稿

进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给这本书

写了个序。到了1987年5月，他改完的书

稿送回正定，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

出版。

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我感

触非常深，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在

序中，他第一句话就写道“正定是我的

第二故乡”。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见诸文

字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写道：“我爱自己

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正定古

今》的出版，使我如愿以偿。”他的话说

得很动情、很真切，只有对正定、对正定

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

话。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

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

挠，可歌可泣。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

海还深。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

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他对正定寄

予殷切期望。他写道：“正定，有一个值

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

烂的未来！”

《正定古今》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

的。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

一个是“正定古今”，一个是“三国雄镇”，

还有一个是“北方重镇”，他选择了第一

个，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最合适

的，让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黄绮，请他题写书名。黄绮曾是

习书记聘请的顾问。他一听，毫不犹豫就

答应了，他说：“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

我赶紧写！”

（未完待续）

风穴寺的东山上，有一片竹林，里边长满了何首乌，据

说，人如果喝了从那片竹林里流出来的泉水，年纪大的人能

返老还童，白头发的人能使白头发变黑，没头发的人能长出

头发来，这里边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呢！

从前，风穴寺附近有一个穷孩子，成天为一家大户割草

喂马，挣几个钱养活他有病的娘。有一年，这孩子每天都要

割好大一捆草，天天都是这样儿，到了冬天，地里的草都死

光了，可是这孩子仍然每天背回一捆草，那草还又嫩又青，

这事让那家大户的掌柜感到奇怪，心想：天寒地冻，这孩子

是从哪儿割回的草呢？就暗地里跟着那孩子，想弄个究竟。

那孩子每天都进了风穴寺东山那片竹林，跟进去就不见了。

掌柜的越来越奇怪了，有一天，就问那孩子：“你是从哪割的

草？”那孩子说：“俺是在竹林里割的草。”掌柜的说：“你说瞎

话哩，我每次跟你到竹林里，咋都不见你了，快说实话，不然

我就不要你的草了。”那孩子急了，说：“真的，我都在竹林里

割的草，不信我跟你一起去找找地方。”

掌柜的就跟那孩子进了竹林。可是那孩子进了竹林，找

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地方，掌柜的吓他说：“肯定你说了瞎

话，要不成天割草的地方咋找不到呢？快说实话吧！”那孩子

这才说道：“俺每天一进这竹林，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头非要

拉着俺下棋不可，我说我不下，我得割草卖钱，养活俺有病

的老娘。那白胡子老头说：你只管和我下棋，下完棋自然给

你一捆草。”掌柜的一听更奇怪了，说：“在啥地方下棋哩？”

那孩子说：“反正他下棋的地方有棵大树，树下有块大青

石。”可是竹林里根本没有大树，也没有大青石。

掌柜的心想遇到怪事了，他不动声色地对割草孩子说：

“你明天还来割草吧，可不能说我来找过的事。”

第二天，割草孩子临走的时候，掌柜的偷偷在他衣裳上

缝了一根线，顺着线跟割草孩子进了

竹林。割草孩子进了竹林，又碰见了

那个白胡子老头。那老头说：“咱俩今

儿还下棋吧！”割草

孩子说：“中！”两人

就坐在大树下摆开

了棚子。刚下一盘

棋，那白胡子老头

突然左右一瞅。呼

哧呼哧鼻子，说：

“一股生人味！你引

谁来了？”割草孩子

说：“没有呀！”白胡

子老头把棋一推，

说：“今儿个就玩到

这儿吧，我走了。”

说完，身子一晃，就

不见了。

割草孩子很害

怕，扭头一看，见掌

柜的带着三个长

工，到了他跟前。掌

柜的问：“白胡子老

头哩？”割草孩子说：“走啦！”掌柜的吩咐三个长工说：“回家

拿家伙，在这儿朝下挖！”

三个长工回家拿来了镢头和锨，在那个下棋的地方朝

下挖，整整挖了半天，挖到一丈多深时，挖出一个大何首乌，

那何首乌胳膊那么粗，三尺多长，粗看起来，还真像一个老

头。

原来，割草孩子遇见的那个白胡子老头是个长成精怪

的何首乌。不过，风穴寺东山上的何首乌并没有从此绝迹，

直到今天，那片竹林里还长满了何首乌。

讲述人：常法定
整理人：常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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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