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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店北边的河边上，有一座山叫龙落山，也叫玲珑山，这座山只有两丈

多高，名气可大啦。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大峪店北的白栗坪有位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嫂子待

她很赖，脏活累活叫人家干。有一天，这闺女从河边洗衣回到家，嫂嫂瞅见小姑

子肚子突然大了，就拷打逼问，跟哪个男人一起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这闺女觉

得实在冤枉，就说在河边洗衣时，吃了水中的一个桃子，肚子就慢慢大了起来，

嫂子觉得这闺女做了败坏门风的事，就把小姑子赶出家门。

这闺女流浪到白栗坪西小山沟，走不动了，住在草棚里，一百天后，生了九

个胖小子，九个九种颜色。这九个孩子好玩水，他们跪在地上七扒八扒，就在沟

里扒出水潭来，以后常在潭里洗澡。这地名就叫倒扒沟。有一天，一个白胡子老

道从此路过，这老道进棚掐指一算，说这位姑娘是九龙圣母，生的九个孩子都

是龙子，他要全部带走。说罢，老道使个法术，那九个儿子就和老道一齐腾云驾

雾上天了。原来那老道是玉皇大帝下凡，他把九个孩子带到天上，教他们武艺。

十八年后，九龙子功德圆满，被玉帝分别任命为龙王，负责掌管雨量。他们下

界到倒扒沟，告别母后，各奔前程。他们当中有四个打算到嵩山、泰山、华山和燕

山。还剩五位打算南下，这南下的五位兄弟走了六七里，来到了小红寨尖上。白龙

王看到南山脚有一个明晃晃的深水潭，赶紧说：“咱这架

山下边的水潭我用啦，您几个到别处找吧!”说罢，他哧溜

一下顺小红寨爬下来，一头扎进深水潭。后人叫白龙泉，

建了白龙寺，人们看到从小红寨尖到白龙寺有条几里长的白石

带，说是白龙爷下山留下的。另外三位龙王看到东南大红寨的

悬崖上也有三个深水潭，急忙飞到那里，各占一潭。觉得很满

意。人们把这三个水潭叫青龙潭、黑龙潭和黄龙潭。最后还剩一

位龙王在小红寨上，他抬头向南一看，大峪店南头也有一个深

水潭，便顺着石人山连飞带爬到了大峪店北头，碰见前边河边

上站着一只红石猫。石猫问：“上哪去？”龙王说：“到南头深潭!”

石猫说：“那里早被大红寨的大熊占住了，人家建了大熊庵。”说

罢石猫和气地跟龙王商量说：“老弟，你跟前的清水潭多好哇，

甭走了，咱俩在这里搁伙计吧!”龙王仔细一看潭深水清还真不

错，忙答道：“中！中！”说着，他龙爪着地，头往清潭里猛扎，身子

哧溜溜地旋出了两丈高的龙塔，后来变作一座化石山。

现在石龙身上还有很多像龙旋扭的痕迹，龙爪之间的石痕像门窗，人们低

着头能来回过，站这边能看到那边几里远。龙身上的石纹能汲水，上面长有桃

树、杏树和几溜子花草。春天，桃杏开花，孩子们上去还坐在山头的树上压油，好

看着哩。人们根据龙落这里的传说，叫它龙落山，因为玲珑好看，也有人叫玲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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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风文人

五、对敌人进行的主要战斗
1.送表伏击战

1944年农历十月，县、区地方政府建立以

后，有八个掉队的八路军战士跟随我们在区里

一起活动。有一天，我带3个民兵和掉队的8位

战士一块到送表去执行任务，时值中午，遇上

日本鬼子的大部队，约有四五百人，从我们眼

前山下通过。当时，那个掉队的排长对大家说：

“咱们揍他们吧！”我说：“咱们只有12个人，老

日有几百人，哪能行。”到山脊休息时，其他几

名八路军战士也提出要“揍老日”,说着那个排

长就布置战斗，让我们4个人到东山上压住山

顶，他们8个人下山埋伏在日本鬼子要去的金

星楼村的高崖头上边，及至日本鬼子通过山崖

下边时，他们8个人一齐向敌人甩出手榴弹，给

敌人一个冷不防，鬼子叫喊连天，向正西刘楼

村方向跑去。这8位战士机智地躲开敌人的目

标，跑到我们跟前，拉住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跑

到另一个山头上。当我们回头望时，敌人已占

据我们所在的山头，日本鬼子在山头上用望远

镜望来望去，就是找不到人，弄得敌人莫名其

妙，晕头转向，他们不敢走大路，由刘楼北坡顺

山路往金星楼去了。

2.袁窑保卫战

袁窑西边约有二十来里路，有个段子铺

村，这里是临汝通往登封的山口要塞，紧靠该

村西有个小山寨，叫王湾寨，日本鬼子在此设

立据点，驻兵把守。寨南有个山峰，日本鬼子抓

来一、二百个民夫，经常在上面修碉堡、筑工

事。这里除了日本人外，还驻有维持会长刘金

岳的汉奸自卫队。

我记得1944年农历九月上旬的一天，日本

鬼子在这个据点纠集了四、五百人，妄图对我

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大峪店一带进行扫荡。五

更时分，鬼子从段子铺出发，到达袁窑村西河，

由于马踏卵石，响声很大，惊动了我方巡逻民

兵，他们立即向日本鬼子开了枪。日本鬼子偷

袭未成，就拨马而回，盘踞在许窑村内。天亮

后，鬼子又整顿人马，攻打袁窑南寨。当时,南

寨只有一条步枪，因为距离很近，敌人挺着身

子、端着枪、扛着膏药旗一直往山上攻,守寨民

兵弹无虚发，一枪一个。梁祥玉把守在袁窑村

后山牛角哨（山峰）上，他们有一挺机枪，20多

条步枪，朝着敌人背后猛烈开火，打得日本鬼

子哇哇直叫。日本鬼子吃亏后，隐藏起来不敢

明攻，用小钢炮和排击炮对准牛角哨乱轰一

阵。我方守军一枪不发，弄得日本鬼子晕头昏

脑，没敢轻举妄动。两军相持到中午，青山后村

的民兵队长刘银祥带领几个人，赶到袁窑南寨

的三棵柏树山上，待机行事。日本鬼子看南寨

攻不下，又转向正南攻打牡丹峰（亦名歪头

山），企图占领这个制高点。当日本鬼子把膏药

旗刚插到山峰上，刘银祥同志连发两枪，就把

日本的膏药旗击倒在地，把敌人赶到山下，夺

取了牡丹峰。下午，耿庄的民兵和棉花窑郭钊

带的人也赶来了，把日本鬼子包围在许窑村

内，打死打伤日本鬼子多人。值半夜时分，日本

鬼子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头朝西跑了。后来听

说，日本鬼子回到王湾寨据点后，还焚烧了一

具军官的尸体，焚烧时，日本兵都戴孝了。

3.棉花窑反扫荡战斗

1944年农历十月，日本鬼子有六、七百之

众，由登封县出发进犯棉花窑，我们发觉后（县

政府驻马鞍驼），立即在棉花窑的北岭阻击敌

人，守卫在县政府附近的区干队和民兵听到枪

声后，从四面八方向棉花窑聚集，把鬼子围困

在棉花窑村内一整天。鬼子无计可施，把村子

里家家户户的墙都挖通了，作垂死挣扎。傍晚，

鬼子从登封派兵来援救。见此情况我们立即组

织密腊山的民兵、白蝶山的区干队打击敌人的

增援部队。由于敌众我寡，未能拦住敌人的援

兵，到夜间两股敌人才合拢在一起。我们估计

敌人会向西面山路逃跑，因此把兵力埋伏在山

路两旁。谁知，鬼子怕得很，不敢走正路，半夜

里爬山而逃。由于山高路陡，鬼子的枪托摔断

了好几根，丢在这里。

4.孟窑阻击战

1945年农历二月初二，日本鬼子千余人，

前面有炮兵开路，后面有骑兵、步兵跟随，从登

封县出发经过大峪店，去山南攻打焦村。敌人

的大部队过去后，我们分兵两路追赶，至石界

岭北坡上，把正在“茶壶盖”山上作警戒的5个

日本鬼子兵包围起来，民兵张全成十分英勇，

攻上“茶壶盖”亲手打死两个日本鬼子，又和一

个鬼子抱在一起，上下翻滚、死死不放。正在这

时，张政委和民兵武志娃、王元等赶到跟前，结

果了这个鬼子的性命。这次战斗击毙鬼子3人，

活捉两人，并缴获了他们的全副武装（有一个

可能是日本鬼子的小队长，他身上还带有一张

出征时拍的全家照）。但是我们也伤亡了3个民

兵同志。

这次战斗结束后，党峰同志在大峪店街南

头戏台上，主持召开庆功大会，会场上挂着毛

主席像。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给战斗

英雄张全成一支步枪，并号召广大民兵向张全

成同志学习。接着，军区和支队司令部，以及

县、区政府又在黄窑村召开追悼会，追念阵亡

的民兵战士。

5.痛击顽匪杨香亭

1945年农历一、二月间，军区的四大首长：

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副政委刘子久、参

谋长熊伯涛均住在大峪店以北的王沟和孔窑

两个村内。

1945年农历二、三月期间，禹县的席子猷

和登封的杨香亭（二人均为国民党的伪县长和

日伪的自卫团长），活动得很猖狂，不断向我解

放区进犯。杨香亭盘踞在大峪北边的小红寨山

上，出兵侵占了根据地的乱石扒村。党峰同志

率领区干队和民兵与来犯之敌发生战斗。但

是，敌人知道我们是地方民兵，硬和我们拼，战

斗相持不下。后来，我们用部队留下的一门迫

击炮轰击敌人，敌人见势不妙，惊慌地叫喊“老

八路来了，赶紧跑呀！”于是，我们很快夺回了

乱石扒村，攻下了敌人的据点小红寨山。

6.上官寺战斗

禹县顽匪席子猷，虚张声势，号称3000人、

72个中队，其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1945年农

历正月十九，席匪组织武力，突然侵入到我大

峪根据地东沟一带，进行骚扰。这帮匪徒进入

东沟以后，疯狂残害群众，打死两名群众，烧毁

房屋数十间，还将一个小孩子扔进大水潭内淹

死。土窑洞烧不着，就用撅头把墙壁刨坏，临走

时还抢走两个青年妇女。广大群众对席子猷奸

淫烧杀的残暴行为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部队和

县政府出兵攻打席子猷。

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同志，调动四支队张才

千和一支队皮定均几个团的兵力，亲自指挥攻

打席子猷的战斗。

为了配合好这次战斗，在大峪店还临时设

立了“兵站”，把我抽出任兵站站长，负责组织

担架队转运伤病员，组织驮运队，往前方运送

粮食等军用物资，支援部队作战。

司令部调兵遣将，行动迅速，只用一个晚

上，就把敌占区（东至禹县城十里铺，西至临汝

大峪的石界岭东，约90华里地带）包围起来。而

且采取分兵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使敌人相

顾不暇。

1945年农历二月十九夜里，我带了30副担

架，跟随皮司令去攻打盘踞在上官寺的匪首席

子猷。禹县西部沟壑纵横，山寨连绵，一些土顽

多盘踞于山寨之内。皮司令用“土坦克”的方法

攻打土匪的寨子，就是用群众家的衣物箱子，口

向下，上边用沾过水的棉被或毛毡裹住（无论步

枪、机枪都打不透）数名战士顶着箱子，向敌人

冲锋，接近敌人时，还可以向敌人喊口号，发动

政治攻势。上官寺的西、南临高山，东、北临丘

陵，我们由正西方向攻上去，正好占据了上官寺

的西山头，上官寺俯视可见。黎明时刻，我们向

寨内敌人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我们

优待俘虏！”开始敌人用冷枪射击，后来用机枪

点发。皮司令员下令用小钢炮轰击敌人。炮声一

响，敌人在寨内乱了起来，纷纷由东北角跳寨而

逃，上官寺就这样被我们拿下来了。

六、梁小舟、梁须臣叛变投敌及粉碎敌人

的进攻
1945年农历六月，倒地运动结束后，在农

村又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当时，党峰同志调

到荥（阳）汜（水）县工作，由封中斌同志接任县

委书记，林野平同志接任县长。封、林二位同

志到任不久，就发生了敌人杀害放哨民兵的事

件。西片有个民兵带着武器到山下安窑一带

山口去执勤，走到青山后村南山脊上，躺下休

息，被人杀害，并抢去枪支。县委和政府领导

派农会主席李本同志负责调查案情，后来查明

是梁哑叭（大地主）的内亲张银柱所为，于是就

把他抓起来（后被枪决），因为这件事引起梁家

的不满。另外，我们部队刚来时，粮价比较便

宜，付给梁须臣很多钢洋，托他给部队买军粮。

后来粮价上涨，梁须臣耍赖想按高价给粮，只

让牲口拖运了一些粮食搪塞我们，我们不答

应，“二梁”心怀不满，起了叛心。梁须臣到路泉

医院送军粮（我们托他购买的），因为送的粮很

少，医院就把他的骡子扣了下来。这件事使

“二梁”恼羞成怒，公开叛变投靠日本鬼子了。

三天后，“二梁”从段子铺把日本鬼子和汉

奸刘金岳的自卫队叫到袁窑，加上“二梁”的地

主武装，三股反动势力勾结一起，开始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当他们进犯到双石垛和高岭

西坡时，被我区干部中队长赵德修和民兵队长

刘银祥的人截住，双方打了一阵。我县独立团

和伊川的独立团闻讯后，赶来配合民兵作战，

把敌人赶出根据地，“二梁”从此也就跑到敌占

区马窑村和段子铺了，成为日本人的忠实走

狗。县独立团攻克了“二梁”的老巢袁窑，查抄

了他们全家的家产。

七、登临县政府的成立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上级把

登封县颍河以南地区与临汝县大峪店地区合

并在一起，成立了登临县抗日政府，下辖五个

区（临汝两个区，登封三个区），孟庆彦同志任

县委书记，封中斌同志任县长，我被调任县政

府秘书科长，唐丙谦同志任县公安局长。县政

府设在登封县白栗坪的梁三先家中，我与孟庆

彦、封中斌三人同住一个小院中。

八、部队撤离大峪根据地，挥师南下
1945年农历八月中秋节前后，国民党反动

派开始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上级

指示，部队撤离豫西，南下大别山与鄂北部队

会合。我随部队由白栗坪行至大峪店北高崖头

村休息时，封中斌同志让我回家看望家人（当

时家住黄窑村，有父亲和爱人，三个孩子）。我

到家里看后就立即返回部队。封中斌同志对我

说：“我们商量的意见是把你留下来，隐蔽起来

治疗疾病”。因为当时我正患痢疾，体质很差，

领导上怕我闯不过敌人的封锁线，故做出这样

的决定。领导对我十分关心，给我开了两千斤

小麦的条子等，作为给我治养疾病的费用。我

将组织上给我配的通讯员贾书箱和一匹白马

一同交给了封中斌同志。临别时，封中斌同志

还再三叮咛：“病好后，可到桐柏山一带找部

队”。我说，“一定”。后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

（董逢甲(1915—2000)，男，汉族，汝州市大峪镇

袁窑村人，曾任私塾教师和小学校长。1944年

农历八月，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八路军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到达临汝东北大峪店地区后，他

积极投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担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大峪店抗日

区公所区长。1945年8月任登(封)临(汝)县政府

秘书科长。八路军南下后，他因病留下，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1947年临汝解放后，先后出任临

汝县城关区副区长、县政府财粮科副科长、卫

生科副科长等职。先后创办县卫生院、县中医

学校、县中医院、温泉康复医院等，并分别担任

校长、院长等职。该文根据1983年10月25日，董

逢甲同志撰写的回忆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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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大峪镇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情况
●董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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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请您讲一讲，您第一次听吕

玉兰同志聊起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江山：1982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正

定来工作，和吕玉兰在一个县委班子。那

个时候，我们的家在石家庄，吕玉兰因为

工作忙，路途稍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

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一些，就由我负责在

家带两个孩子。她每次回家来，我们都会

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有一天，她对我说：“北京调来了一

位同志，到正定县委任副书记，是习仲勋

同志的儿子，叫习近平。”

我就说：“哦！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儿子干得怎么

样？”

吕玉兰说：“小伙子来的时间还不

长，不过大家都发现他挺能干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吕玉
兰同志的文章《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

人》中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

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

谊。”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吕

玉兰同志是否经常跟您谈起他？

江山：是的。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长
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以后，

吕玉兰回到家就常常跟我谈起来。我记得

她曾经说过：“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非常有文化，工作能力强，不但年轻，而且

特别能干，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吕玉兰跟我谈到的她对习近平同志

的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

家庭，又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却对农村

基层工作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感情非常

深。他经常深入群众，特别关心群众的生

活。

来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通过询问、调查、走访，想办

法了解正定的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

的收入怎么样。在这方面，吕玉兰给他介

绍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她对习近平同志

说：“正定是粮食高产县，也是中国北方

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

长江’的县，但是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

主要是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甚至，有的

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拿着钱去别

的村买粮食，回来交征购粮，农民的口粮

普遍不够吃。”

其实，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之前，吕

玉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做了一些工

作，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

守，难以摆脱追求“政绩”的思想束缚，减

征购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始大力

抓这个问题，最终减了征购，让老百姓减

轻了征购负担，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二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很有远见，

也很有魄力，他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出了

很多好点子。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时要拍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得知这个消息

后，就在北京多方了解这件事情，努力寻

求制片方的合作，计划把电视剧外景地

争取到正定来，按照《红楼梦》的布景盖

房子，并在电视剧拍摄结束后，给正定增

加一个旅游景点。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把

意向和制片方谈得差不多了，回到正定

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县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办，我们正定县本身就是

文化古城，增加一个景点，就增加一个正

定的旅游项目，确实对拉动经济大有益

处；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件事不能办，一

个项目就要花三百多万，这可不得了，风

险太大了，万一收不回投资，县里担不起

这个责任，况且当时县里也没有那么多

钱，还需要募集资金。

（未完待续）

1月7日，中央公园牡丹园内大片红色南天竺绚丽夺目。 梁杨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