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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州，曾出现过一个刘胡兰式的抗

日女英雄，她的名字叫马英。

马英，汝州市米庙镇长马村人，1919年

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岁当童养媳，

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凌和压迫。1944年初，

日寇侵占临汝，马英目睹了日本鬼子烧杀

奸淫，搜刮民膏，无恶不作的残像，使她萌

生了抗日杀敌的思想。恰在当年9月，共产

党领导的豫西抗日先遣队，在皮定均司令

员和徐子荣政委的带领下进入大峪店地

区，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武装和抗日队伍，建

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马英此时带

领全家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投身抗日斗争。

她不仅动员支持丈夫当了村长和村民兵队

长，还动员丈夫的哥哥何进和侄儿都参加

抗日队伍，马英本人主动担任了抗日先遣

队的联络员，积极为抗日政府传递情报，筹

集军粮，组织妇女做军鞋，她家成了大峪抗

日根据地南半部的联络站。

1945年7月12日，日本侵略军与当地汉

奸土匪黄万镒勾结，集结数百名土匪疯狂

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守卫大峪根据地南半

部的20多位民兵，由何进率领，进行英勇抵

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何进带领民兵转移。

马英为了保护民兵安全转移，自己回家取

军粮账单未来得及走被土匪抓去。土匪队

长刘金堂带几位土匪对马英进行严刑审

讯，追问：“八路军去哪里了？”马英怒视刘

金堂说：“不知道！”一直逼问了大半天，马

英总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看审问不出什

么名堂，就把马英带到土匪队长刘金堂的

老巢麻城寨。在那里，敌人把何进捆在院

里，打得死去活来，还抄起一把大刀向何进

砍去，何进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敌人想以

此来威胁马英，马英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在

敌人威胁时再一次坚定地回答说：“八路军

在哪里，我不知道！”此时，敌人对马英使出

了更加残酷的手段，把马英衣服脱光，用烧

红的铁锨往马英身上烙。马英身上被烙得

吱吱响，鲜血和油膏冒着烟往下淌，马英当

即昏了过去。敌人用冷水把她浇醒，继续拷

打。马英宁死不屈，仍然坚定回答：“还是不

知道！”一群疯狗似的敌人，在什么也没得

到的情况下，一拥而上，用刺刀向马英身上

乱刺。就这样，马英为抗日献出了年仅26岁

的生命，人们称她为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

雄。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供稿：陈 凝

唐朝历史上，有一位特殊的宰相，不仅服

务了三代皇帝，而他对于朝政和家风清醒的认

识，甚至影响到了之后宋代的一位名臣范仲

淹。三百年后，范仲淹来到他的墓地来拜谒，也

迷上了这个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地方，并在人

生百年之后安息在他的附近，与他比邻而居，

两位先生成就了万安山的巍峨。

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晚一些。

时令已是仲春，却鲜见明媚的春光，阴雨朝

朝暮暮，天气阴冷而潮湿。等了几天，始终见

不到阳光出现。一阵细雨过后，天空露出了

一片鱼肚白。我的车子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

万安山麓。

郁郁葱葱的翠柏标示出一条清晰的通

往景区的道路。在第一位先生范仲淹墓地范

园的东侧，衍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通

向不远处一座红墙青瓦的仿古建筑。

麦苗青青，油菜花黄，梨树初绽，桃花烂

漫，先生姚崇的墓园，不显山露水，仿佛居于

坊间的一位隐士。

红墙青瓦，姚园虽被修葺一新，然而比

起范仲淹的范园，要小了许多。姚园的大门

紧闭，南侧的小广场上也看不到一辆车子和

一个行人。唯有大门上方金字的“姚园”，以

及两旁白墙上书写的隶书“大唐贤相”“百世

师表”，在彰显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

我们一行从园子东侧虚掩的偏门进入，

看守墓园的老人闻听我们是大老远从汝州

跑过来的，惊喜地把我们比作“稀客”了。

松柏青青的墓园，一座面阔五间的姚公

祠，祠堂之后约二十米，就是先生穹顶的墓

冢。

这个宁静的墓园，一如始终清醒的先

生，处于人生顶峰而主动辞相，处于激流险

滩而挥洒自如，贬官地方依旧勤政爱民，时

时刻刻不忘告诫自己、告诫同僚、告诫子孙，

廉洁奉公、勤俭持家。

唯其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看待得失成败，

方得始终。

神都洛阳，见证了先生的崭露头角、施

展才华，见证了达到权力顶峰的先生，也见

证了先生力挽狂澜的大智慧，也见证了先生

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武则天天授元年，先生从郑州司仓参军

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

刑寺的司刑丞之职。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保障

自己顺利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并巩固之，大兴

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

及元老大臣，同时也滥杀了大批无辜，朝中

大臣人人自危。

先生就任司刑丞后，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

所谓的“谋反案”。先生深知在酷吏当权、滥杀

无辜的武周时代，即便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

招来杀身之祸，更何况还要主持审理一件件

“谋反案”，这是一项火中取栗的高风险工作。

但先生却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被关

押的“谋反案”中许多官员，经过先生的审

理，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

后，先生去世，就连与他有过节的大臣张说

也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说：“天授之际，狱

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先生的临危不惧、秉公执法，让处心积

虑打压李唐旧势力的女皇也钦佩不已。之

后，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

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连破营州、檀州、幽

州，先生被提拔为夏官（兵部）侍郎，参与平

叛，逐渐进入女皇核心政治圈。

先生的政治勇气，令人惊叹。有一次，武

则天召见群臣，让大家发表对昔日酷吏周

兴、来俊臣处理“谋反案”的看法，群臣都噤

若寒蝉，唯有先生冒着杀头危险，实事求是

指出了酷吏政治的危害性，建议女皇废除酷

吏政治、推行仁政。这个建议最终被女皇采

纳，先生也第一次成为当朝宰相。

先生任相之后，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

务的得力助手。在整顿边防、讨伐突厥、处理

盐池事务中，彰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但处于权力顶峰的先生毫无骄纵，清醒

的他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

并不完全赞同。先生屡次以侍奉老母等为

由，向女皇提出辞呈，希望不再过问政事，意

欲急流勇退。

神龙元年，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

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

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

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武则天宠臣

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逼劝女

皇退位。

政变成功后，中宗恢复了大唐王朝。二

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

安。人走茶凉，曾经谈女皇色变的众官再次

见到武则天，只是礼节性地施礼，早已没有

了往日的君臣大礼。只有率真的先生，看到

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后，竟然伤心得“呜

咽流涕”，众官皆惊。先生因此被贬官地方。

景云元年，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

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

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

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

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

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睿宗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

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因

与太平公主有隙，先生又被贬官地方。

开元元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

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成功即位。大才的先生

再次被拜相，开创了“开元盛世”。

贵为三朝宰相，先生却崇尚节俭，以至

于在京城长安没有自己的府邸，寄身于罔极

寺中。他先后写了多篇教育子孙的家风文

章，如《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

《冰壶诫》《遗令诫子孙文》等，教育子孙要以

忠事国，以孝持家，清清白白，恪守本分。

在女皇则天大兴酷吏政治期间，处于风

口浪尖，审理“谋反案”的先生为了告诫自

己，也为了规诫时人要慎言，亲自写了一篇

《口箴》作为座右铭。后来《口箴》被刻于石碑

上，代代相传。

处于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先生却是一

位难得的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以民生为

重。

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当时百

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

虫嚼食禾苗。先生引经据典，说服唐玄宗及

各地方官员，力推灭蝗，把蝗灾的危害降到

最低限度，减轻百姓的损失。

即便在去世前，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具

有进步的唯物思想的临终遗言《遗令戒子孙

文》，提倡薄葬。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先生葬于伊

川万安山南麓。先生走得坦然而又风风光

光。

一生清醒的先生，为世人树立了一块丰

碑。先生的文韬武略，先生的力挽狂澜，先生

的处变不惊，先生的忠孝两全，先生的坚持

原则，先生的急流勇退，都让后来者仰慕和

践行。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守正守元，

不为不义的名利所惑，面对得失进退，能够

头脑冷静、泰然处之。这是我倾慕先生的地

方。

思时人，为一时的名利，身家性命全然

不顾，如飞蛾扑火，倏然明亮，旋即化作一缕

焦黄，不亦愚哉！

我们最大的教训在于，在读历史人物的

时候，看到他们的得失进退，往往评头论足、

一目了然，而当自己身处名利缠绕时，却为

了一己之私而浑浑噩噩甚至自甘堕落，而不

知进退，以至于最终身败名裂，此时方悔，焉

不晚矣。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在

《阿房宫赋》中的叹息，又怎能不令我们振聋

发聩。

在这样的思绪中，在松柏的林荫深处，

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行走在仲春静寂的

墓园。因为思慕先生，忽然觉得，那一株株松

柏，那悄悄萌生的簇簇野草，以及静默枝头

突然鸣叫的雀鸟，仿佛都受了先生的感召，

幻化作先生的一位位故友，平静而又亲和地

迎接着我的到访。

由此想到，先生穹顶墓冢上灿如繁星的

迎春花，不正是先生不灭的灵魂吗？

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雄

崆峒山一带世世代代传诵着金碗的故事。说金碗是

从崆峒山的宝殿下飞出来的。

很久以前的一天，崆峒山下一个姓周的员外五世单

传的儿子叫广，在崆峒山上看见一只金碗像鸟一样在飞

翔，金光闪烁。周广想这莫非就是听老人传说的金碗吧？

于是脱掉衣服扑打金碗，金碗终于被他打落了。儿子把

金碗抱回家里，员外高兴万分。可是自从金碗抱回家星，

儿子却一病不起。员外到广成庙上香祈祷，儿子的病也

不减轻。一天夜里老人做了一个梦，梦见广成大仙对他

说：“乘人之危置地产，为富不仁者，得金碗是祸不是福，

放飞金碗让更需要的人得到他。碗飞病除……”员外醒

后回想自己前不久还趁邻人家旧房倒塌砸死人之际，低

价买回其5亩肥田的事，顿感不安。

天明，员外把金碗向空中抛去，金碗乘风飞翔而去，

儿子也忽然从床上爬起，喊叫着饥饿了。员外大喜，第二

天便把低价买回的肥田又退回了邻人。三天后儿子痊

愈，三年后周员外家又喜

得一子。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放飞的金碗

清醒的姚崇
虢郭

（上接第2813期）

作为正定县的当

家人和代表，近平同

志做到了“和以结

缘”。改革开放初期，

正定亟待冲破传统农

业发展路子。如果说

破旧是内在观念的突

破，那立新则离不开

倚重环境和借助外力

了。借助当时尚无隶

属关系的石家庄市的

外力，是近水楼台。

1984年，通过多方工

作，石家庄市向正定

提供了94个协作项目，在新上项目中安排农村劳力2000多

人。在河北省第一个县级“技术信息交流交易大会”7天会

期中，正定获得外地提供的专利项目和科技成果1500多

项。正定顾问团的建立，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热线联系，

与石家庄市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乃至于北上霸州、南下江

南先进地区的考察、取经及友好往来，都为正定实现大发

展添加了新动力。

采访组：正定有悠久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文

化和文物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古城，历史是这座城市的脊梁，文

化是这座城市的魂魄。近平同志到这座古城工作，让他的

文化情怀和这座城市包容厚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交集。

来正定之前他就从各方面对正定有所了解。真的来

了，正定历史的厚重、文化的灿烂、遗存的辉煌乃至风俗的

淳朴，让他感触更强烈，让他从心里对这座城市、这块土

地、这里的人民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正是有了这样一种

情感，在对这座古城文物的保护上，他投入很大心血和精

力。县里部署对全县文物进行了大普查，让古建、遗址家底

有了一册明细账，并且立起了统一标志、区划出保护范围、

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古树，让古槐、古松、古柏都登记造册，

享受了围栏以护的待遇。编写出版和传播《正定古今》，让

正定古城更好走出去、传开来。任命能文能政的著名作家

贾大山担任文化局长，让文化系统有了一个叫得响的领军

人物，文化事业得以更上一层楼。总之，凡有涉古城、有涉

文化的事情，都无一遗落地列入正定发展的工作日程。其

实何止于此，遇有繁难问题，他还要亲赴亲为。为解决天王

殿、弥陀殿、戒坛文物修缮的资金短缺问题，他不知往省

委、省政府跑了多少趟!

对于历史文化，若说他是根植于心，对于革命传统则

可说他是脉衍于情了。革命成功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

正定，这不易之情化作了传统教育的载体与课堂。在他提

议下，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

牺牲地等革命遗址，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立了碑碣、置了

匾额，以培树不忘国耻、弘扬传统的正气，激励同仇敌忾、

强我中华的精神。

1982年春，近平同志刚到正定，看到县委大院的两棵苍

郁古槐，感慨由生，专门嘱托办公室同志核实树龄，护以围

栏，树以标牌，述以文字，因而有了古槐春秋之文字，立于两

槐之址。通过这件事，他的文化情怀、文物情结，可得一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正定的牵挂一直延续到今天。

请你们谈一谈，他赴福建工作后直到现在，与正定还有什

么联系？

王志敏：1985年5月，近平同志离开工作3年多时间的

正定，赴任厦门。正定，是他离开中直机关下基层工作的第

一站，在他一路走来的记录里，正定成为他真正从政的始

发地、真正当领导干部的起点。其实，他的正定情怀绝非只

是因为始发地和起点，更是因为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父老乡

亲，因为他以心以血辛劳耕耘的那份感情，为正定的一草

一木打上了相知相亲的乡情印记。

2013年7月11日，近平同志在河北视察工作期间重回

正定。在看望30多年前县委班子一起工作的老同事时，他

饱含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正定工作3年，离开正

定28年，这个过程就成了我人生永久的一种联系，实际上

我离开正定以后，跟正定一时一刻都没有脱离联系。这就

回到一个宗旨上。我们干的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党和国家

事业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我

们现在讲的以人民为中心，这种联系就是天经地义的、顺

其自然的……所以，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很自

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是连在一起的。”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28年，郭狮子生于汝州市大峪镇大

碗沟自然村。抗日战争时期，他刚刚16岁，

就积极参加了抗日反霸斗争，多次为八路

军河南军区司令部及临汝县抗日县政府转

送秘密信件，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

荣任务。由于聪明机智，担任了八路军干部

张清杰的警卫员。郭狮子多次深入敌巢，宣

传我党的统战政策，机智灵活地保护了首

长的安全，被誉为大峪根据地的“红色通信

员”和“小党员，红狮子”。他的传奇事迹，至

今还在大峪老区人民中间传颂着。

1944年8月底，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受党中央和毛

泽东主席重托，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

了大峪地区，开辟以大峪店为中心的临汝

抗日根据地，成立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

峪抗日区政府。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调动了广大农民

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出身贫寒的郭狮子，刚

刚16岁就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抗日的革

命潮流中。他参加了民兵组织，与日伪和土

顽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当时主抓统战工作的中共临汝县委副

书记、皮徐支队情报处长张清杰同志，发现

郭狮子年龄虽小，却聪明、勇敢、机灵，就挑

选郭狮子当自己的通信员和警卫员。从此，

郭狮子跟随张清杰同志转战于临汝、登封、

偃师、巩县、密县一带，护卫领导与各界人

士进行谈判，传送秘密情报。他经常到大峪

周围或外县为八路军首长特别是张清杰传

送机密信件。有时，他还要单独把首长写的

信件送往巩县、偃师等地。

为了麻痹敌人，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

给的任务，郭狮子有时把信藏于布袜中，拄

着拐杖装疯子，戴着女人头饰装妇女，有时

提着篮子边走边讨饭。他经常起五更搭黄

昏，忍饥受饿，流汗受冻。有时深夜无法问

路，就钻麦草垛，睡古庙。有一次，他接受任

务，要单独到百里远的偃师给部队首长送

信，路过十八盘，听到群狼乱叫。他猫着腰，

生怕出事。最后半夜赶到部队，通过口令接

对，顺利见到首长，完成了任务。郭狮子返

回时，突降大雨，雨水顺衣服往下流，路滑

难行。他硬着头皮冒雨赶回来。他把首长复

信装进小竹竿顶端的竹筒内，连拄带护，按

时把复信完好交给张清杰，张清杰十分感

动。张见党峰时夸奖“小狮子”是独胆英雄，

说他小小年纪，两天雨中往返二百多里，真

了不起。张清杰还特别介绍郭狮子提前入

党。后来张清杰从大峪到焦村，要会见地主

武装头子焦道生，劝说焦不要再与大峪八

路军为敌。回来后，张清杰经常对同事和民

兵干部说，我在豫西搞统战工作比较顺利，

团结了许多民主人士，这里面有郭狮子这

个小青年的一份功劳。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河南军区为啥要

把司令部迁驻大峪老区这一重大事件。

1945年初，党中央组建以王树声为首

的河南军区司令部。决定以嵩山地区为中

心，开展抗日活动。但是到了嵩岳地区，山

高路陡，不便迂回战斗。河南军区只好临时

驻扎在距班庄村约十八华里的登封孙桥

村。正在王司令员为寻找合适驻地作难时，

张清杰带领大峪抗日县政府的民兵郭狮子

和裴富申等十几名八路军和巡逻民兵赶到

孙桥。张清杰向王树声、戴季英等军区首长

汇报了大峪抗战地形优越，转战方便，地方

民兵武装组织坚强，群众拥护八路军基础

很好。同时还列举了随行的郭狮子等一批

英雄民兵事迹。王树声等首长当即拍板

“搬！去大鸿寨西，驻大峪！”命令下达之后，

张清杰一队人马迅速返回，报告临汝县县

长党峰，立即作好迎接军区司令部和司令

部率领的几个支队驻大峪的先期安排。随

后，王树声司令员率领陈先瑞、张才千、陈

昌毅等支队，先后夜间跟着大峪的民兵向

导，几千名八路军，先后分散驻扎在班庄、

樊家庄、东窑、稻谷田、王沟、高崖头、竹园

等大峪以北、以西二十几个自然村。王树声

把皮徐支队编为第一支队，他带的几个支

队和豫西闵学圣等支队依次共编六个支

队。后来，张清杰把他建议河南军区迁驻大

峪这段故事，还写进他的大峪抗战回忆录

中。河南军区以大峪为中心，指挥河南抗

战，解放了豫西的大部分县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

和平，1945年10月4日，豫西抗日根据地的

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郭狮子因父母

有病需要照顾，张清杰和其他首长研究后

只好忍痛割爱，让郭狮子留下照料老人。并

交代郭狮子说，将来打垮蒋介石，一定回来

看望他。新中国成立后，张清杰写信请郭到

北京见面，想为郭找份合适的工作。可郭收

信后一直没有来得及进京。1983年10月，时

任国家石油工业部石油科技情报所所长的

张清杰从北京远道而来，慰问大峪老区人

民，并亲切接见了郭狮子，一起回顾那难忘

的峥嵘岁月。后来在党和政府及张清杰同

志的关怀下，政府每月为郭狮子发了生活

补贴。1999年2月郭狮子因病去世。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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