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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鹳鸟的精灵对话，在河

南博物院———陈列中山寨出

土的十孔骨笛前。

顶礼膜拜，你这7000年前

的文明乐器，竟是汝海岸边女

娲国鹳鸟腿骨的杰作！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

知道，当然知道———伏羲

时期，我们共同栖居在汝水岸

边，那里是女娲国的乐土。

《世本·氏姓》载：“女氏，天皇

封女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

子，因称女皇。”这条女性的

中原河流因其在女娲氏的封

地而得名“女水”，也称汝水，

汝州又因汝水而得名。《世本·

作篇》云：“女娲作笙簧。”笙

簧就是“笙”，“簧”是笙里发音

的薄叶，使笙能发出美妙的音

乐。笙是由十三根芦管插在

半截葫芦里做成的，因此又叫

“葫芦笙”。据传，这是因为女

娲和伏羲曾经在葫芦里避过洪水灾难，造葫芦笙

以铭之。

君自笛乡来，方晓鹳鸟情。

晓得，晓得———埋名鸟国君莫笑，古来鹳鸟

几留名？同为大型涉禽，以嘴长、颈长、腿长著称

的同类，都被掩埋于岁月的风尘中，一名不惊。唯

独你，来自女娲国的一只鹳鸟，腿骨为笛肇始远

古音乐文明，从而名扬寰宇……

水有缘，树有根，人有祖，乐有谱。我作为

鸟类王国普通一分子，献身骨管定音器名扬世

界乐坛，怎能忘怀音乐祖神———圣母女娲的恩

典？在音乐鼻祖娲皇的教化下，汝水岸边的“中

山寨人”雄心勃勃，开始制造十孔骨笛，超越贾

湖骨笛的一种定音器。质材成了大事，在鹤与

鹳鸟之间终于选择了鹳骨。又从数以万只的鹳

鸟中，有幸选中了我。幸福的我疼痛着、甜蜜着

接受乐匠的斧锯刀砍、打孔和雕琢。不知经历

多少次磨难，终于成就了我———中国最早的骨

质定音器。这笛，已具备十二平均律中的十个

音，在遥远的新石器时期，在没有任何科学仪

器的辅助下，能如此精确地计算出音孔位置，

再次彰显了女娲国先人伟大的创造和智慧，堪

称音乐和数学史上的奇迹！

别了，骨笛———鹳鸟的精灵 !你静卧一隅，

昭示一方文明。文化一脉传承。中山寨古笛和

女娲发明笙簧形成了互相佐证的文化链条。从

女娲在汝水流域发明笙簧，肇始远古音乐文

明，再到中山寨人在汝水流域制造骨笛，重续

7000年前的音乐辉煌，这是文化传承的结晶，绝

非偶然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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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皮、徐支队由

登封县的送表进驻临汝县大峪店地区后，利用

各种形式向人民宣传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和抗日

主张，并到处刷写：“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不抓丁、不拉夫、不派粮、不派款”“团结起来共

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大幅标语。部队

所到之处，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

老百姓的欢迎。

一、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家住在临汝县大峪店西边的袁窑村，部

队经过袁窑时，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不进村

内，都在村外河滩里休息。

当时，一向被国民党、土匪、日本鬼子打骂

吓怕的群众，听说队伍来了，立时就跑光了，村

里只剩下几个跑不动的老人和病夫出来照应，

给部队烧开水喝。按照常规，当兵的喝老百姓的

茶水哪里还给钱呢！可是八路军一定要给钱，群

众不收，部队不行，人们都觉得很稀奇。

有一天，部队到了马鞍驼村，当时，全村群

众几乎跑光了，只有于培周的父亲于中平老人

（70多岁）还在家中，部队首长对他说：“我们想

在这个村做饭吃，老先生，能不能把群众找回

来？”于中平老人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平易近

人，就立即出村找回来一部分群众，帮助部队烧

火做饭。部队首长皮定均司令员就在于老家中

休息，战士把饭做好后，先给于老先生端一碗，

他不吃，皮司令员恳切地说：“您这么大年纪了，

您不吃，俺们怎能吃呢！”于老推托不过，只好与

部队首长坐在一起吃了。从此之后，他见到八路

军比待其家人还要亲。（临汝抗日县政府成立

后，于老还当上了大行政村的村长。据说，在文

化大革命中，皮司令员还给大峪公社来信，询问

于老的情况，还说他是党员哩！）当时，没有在家

的群众，部队做饭用了他们的面，都一一过称，

把钱放在面罐里，在菜地拔一棵萝卜，就把钱放

在萝卜坑内。八路军这种爱民举动，一传十，十

传百，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子，大家都说：“八路

军真好”“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二、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原在本村袁窑中心小学教书，1944年5月，

汝州沦陷后，为躲避兵荒马乱，我整日东奔西跑

不得安生。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解放了大峪店地

区。八路军纪律严明、宣传抗日救国、伸张正义、

处处为穷苦人民着想的正义行动，使我对共产

党、八路军从内心里产生了热爱。我姐丈于培周

经常带领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等同志，在我家

住宿吃饭。党峰同志为人非常谦虚、热情，他看我

父亲在地里干活回来时，就赶忙上前接过锄头背

回家，他见我父亲去担水，就连忙接过水桶去担

水，军民彼此不分，亲如一家。为了安全，我还不

断护送党峰同志到马鞍驼去开会，因此，我也认

识了张清杰、张立治、梁济生、刘波涛等同志。有

一次，在路上党峰同志问我：“咱们要建立区政

府，你说区长叫谁当？”我说：“现成的家。”他问：

“是谁？”因为我当时在政治上很模糊，当即回答：

“袁窑村的梁须臣，人家当过几次区长了，还是叫

他干吧！”党峰同志说：“他不行”。我以为这是在

说闲话，也就不留心了。

1944年农历9月11日，在马鞍驼村于培周家

里，我向党峰同志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他当

场表示同意，并愿作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着就

用铅笔划个表，让我填写基本情况。当时，张立

治同志也在场，他们二人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因为那时正值战争年代，发展党员的手续简单，

我就是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三、争取“二梁”，共同抗日

同年9月上旬，皮、徐带领的部队从别处又

迂回到大峪店一带。当时，从部队下来几位同志

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权。我记得有欧阳景荣、党

峰、梁济生、张清杰、张立治、刘波涛等人。他们

均住在马鞍驼村于培周家里。为了争取袁窑村

地绅梁小舟、梁须臣共同抗日，欧阳景荣、党峰

二位同志在于培周陪同下，带着礼物到袁窑面

见“二梁”，协商抗日救国事宜。我们向“二梁”提

出两个要求：一是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为八路军

筹集军粮（当时，付给梁须臣一部分钢洋，委托

他给部队购买军粮）；二是亮明旗帜，共同抗日。

这些要求，“二梁”很顺利地接受了。因为抗日是

大义所在，无可言辩。再者，日本鬼子到他们村

时，曾把他家的年轻妇女都糟蹋了，他对日本鬼

子也有仇恨。此后，党峰同志还在梁须臣家里研

究过建立抗日指挥部的问题，让他担任指挥。这

一组织只是说说，并未实施，可是梁家借着这个

名义，把人员枪支组织了起来，他们站岗放哨，

日夜巡逻，为我们也做一些有益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特务，装扮成一个拾粪

的，到袁窑村刺探军情，大家都不认识他，一审

问，他承认了，梁小舟出于义愤，立即把这个坏

蛋枪毙了。

四、建立地方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10日，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

店抗日区政府在棉花村秘密成立。经过一段时

间宣传发动，对外公开时机成熟。11月13日，我

记得是在大峪乡棉花村郎占选家里召开的建立

抗日县政府筹备会。会上，由我起草、书写成立

抗日县政府布告。当时，皮司令和其部下35团团

长王诚汉以及欧阳景荣、党峰等领导同志共同

研究准备去大峪店召开成立县政府的大会，但

是大峪店地主武装头目李聚五，带人在蜜腊山

南脚（角）把守，不让我们通过，他们距棉花窑只

有二里多路，不时向我们开枪威胁。为了顺利通

过，领导派郎占选到对方说合。从上午一直等到

下午，李聚五仍是不让我们通过。当时，王诚汉

团长带着部队在山下石窑沟（距敌人只几十步

远）等火了，他将自己穿的小皮袄脱下往旁边一

撂，一声未吭，一枪未发，全团人员跟着他往山

上猛冲，李聚五见势不妙，连大峪店街也未敢

回，顺着石板河一直跑到山下一五张村敌占区

去了。

当天，部队住在大峪店，第二天上午，在大

峪店召开地方绅士、保、甲长及群众大会，宣告

临汝县抗日政府和大峪区抗日政府正式成立，

党峰同志任县长，我为区长，王金柱、孔庆祥任

区财粮助理。会后，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均又

回到马鞍驼村，住在于培周家里。我记得，党峰

同志还以县政府名义下聘书，聘请梁小舟、梁须

臣为县参议员。

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后，对持枪投敌的李聚

五按汉奸处理，县政府查封了他的全部财产。

县、区地方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工作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抗日县政府和抗日区政府成立的

重要意义；二是教育群众不向日本鬼子和伪军

兑粮、兑款、出人、出物；三是建立村政权，即大

行政村，根据地区情况把几个自然村划为一个

行政村；四是建立区干队和民兵组织，保卫抗日

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击日伪土匪等反

动势力；五是组织拥军工作，安置部队转移到根

据地休息，并对医院伤员进行慰问等；六是建立

其他抗日组织（如抗日救国会），发动组织群众

捐献鞋袜、布匹支援部队，更主要的是通过支前

工作，密切军民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地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

1.在大峪店抗日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马鞍

驼、袁窑、十岭、青山后、辉泉、棉花窑、大峪店、

许台等九个大行政村。

2.组织了区干队地方武装，我任区干队长，

王天一为副队长。区干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长

为王天一、秦广善、赵德修、郭钊四人。区干队的

武器，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到民间的。

有的为本人所有，有的为地方组织的“联庄社”

所有，都是经他们几个人组织起来的，区干队员

均脱产，吃公粮。

3.此后，我在区政府所在地赵楼村，还建立

起一支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区干队武装，高周为

队长，武器全是我们部队留下的。区干队建立

后，1945年2月，段子铺的日伪自卫队，企图摧毁

我们区政府，他们从段子铺出发经小寨洼、稻谷

田包围赵楼村。当时，十岭村公所给我们送信，

我们立即带领区干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4.区干队和民兵组织基本健全后，于1944年

农历腊月间，党峰同志率领区干队和民兵去攻

打日伪据点段子铺，解散了正在为日本鬼子修

工事的民工，并缴获了日伪维持会几条枪，吓得

日本鬼子龟缩在王湾寨上一直未敢出动。

5.开辟了枣树庙、东安窑、中安窑、西安窑、

于窑等十几个村庄抗日根据地。

6.1945年4月，在登封县西南部的边远地带，

开辟了一个新区，建立了临汝县抗日政府第二

区，区政府设在送表附近和沟村，任命李清韶为

区长，邵先礼、张维典为副区长，栗全来为区干

队长，龙窝村的张庆彦为区财粮助理。管辖东起

贯宝山，西至白窑，长六十余里的地区。

7.建立临汝县独立团。1945年农历正月底，2

月初，县政府成立了独立团，党峰同志兼政委和

团长，陈其双同志为副团长，牛占元同志为副政

委，县独立团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我在

赵楼建立的区干队，从部队下来的李本同志担

任区农会主席，裴建国同志是区工作队的成员，

还有两位老干部记不清名字了。

8.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什么叫倒地运

动？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灾情

惨重，农民为了活命，变卖庄田、坡地度荒，地

主阶级用低廉的价格买去农民手中的土地，

灾荒过后，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称“凡是卅一年

灾荒出卖的土地，可以拿钱赎回”。我们借助

国民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倒地，因

此就叫倒地运动。当时李本、裴建国等同志到

区政府后，成立了工作组到各行政村组织建

立农会，选举倒地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倒地

运动。在倒地运动中，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具

体政策，如买地家土地少，卖地家土地多，规

定地少的户，不倒给地多的户。当时我们地方

政府除了组织民兵和敌人打仗以外，倒地成

了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开

展起来。

地方政权建立起来以后，通过几个月的武

装斗争，大峪店这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巩固起

来。当时，部队的后方医院，由登封县的马峪村

搬到大峪店西边的路泉村，这个医院分散在群

众家里，可住100名左右的伤员。另外一支队的

后勤供给处，设在熬子坪村，有几十个工作人

员。他们在那里用缝纫机做军服、修枪支。当

时，盘踞在临汝县城和登封县城的日本鬼子，

不时向根据地进行扫荡，但很少能够进入根据

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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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情况
●董逢甲

汝州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画也是

习书记审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

悲阁的大佛、观世音菩萨画像；底下

两幅，一幅是正定地图，一幅是正定

工业发展图，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继续前进，发展得更快更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
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还有哪些联

系？

张五普：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

长期关心编写《正定古今》的事情，对

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还经

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我印象中，

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

了正定，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

提到了正定。

他离开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

过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

跟他也一直有联系，他给我寄过书，

寄过贺年卡，还寄过鼓浪屿风光的明

信片。2004年春节，他还给我寄来了

一本他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内容很扎实，

写作风格也很好，对理论有深入探讨

和认识，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

当前实际联系很密切。我读了这本

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

发。我深深感到，习书记真正是继承

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优良思想、优良作风。

“他说话做事做人都踏踏
实实、诚诚恳恳”

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

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

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

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

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

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

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

实实、诚诚恳恳。

采访对象：江山，1946年生，江苏

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

协会员。

1974年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的吕玉兰同志结婚。2006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

室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

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

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

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

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

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

村人，1940年出生。1955年高小毕业的

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

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

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

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

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

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

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

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

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

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

“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

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

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她在《河

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

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

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

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

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

见。1969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

“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

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

后在全国推广。1971年，她任河北省

委副书记，1974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

主任，1977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

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981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未完待续）

《诗经》里的第十首诗———汝坟

是在此地破土发芽的

华夏文化的参天大树

让这座秀丽的古城

在神州大地所有的城市中矗立着

历经几千年的沧桑

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厚重的文化底蕴支撑起了悠久的历史

这个城市名叫:汝州

《诗经》里的第十首诗———汝坟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绽放蓓蕾

朝着浩瀚的苍穹谱写生命的赞歌

走进这个古老的小城

最好的导游是手上拿着的《诗经》

伴你走近汝河畔一个采樵伐薪的妇女

对丈夫如饥似渴的思念

让她的内心荡起阵阵涟漪

但默默的承受和担当

让夫妻的浓情蜜意最终服从保家卫国的规矩

这就是中华女性自古以来的伟大和坚毅

《诗经·汝坟》遐思
●王永宾

牵
着
牛
儿
奔
小
康

（上）

梁杨子2019年12月24日摄于大峪镇王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