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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一年四季，每当我走过汝州市丹阳路，总会有不同

的心情和景色。春季走过丹阳路，心情舒畅景色新；夏

季走过丹阳路，心情兴奋景色美；秋季走过丹阳路，心

情满满景色深；冬季走过丹阳路，心情盼望景色明。丹

阳路啊！有太多人的记忆和历史故事……

最让我心生敬佩的是一个人马丹阳，最让我想看

的景物是法行寺塔！

丹阳路是为了纪念著名历史人物马丹阳，1987年6

月由原临汝县人民政府在城市扩建中命名的。

据史料记载：马丹阳（1122一1183年），宋陕西扶风

人，后迁往山东登州宁海县。金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后，

在一个县里任职，因看不惯官场黑暗，弃官来到汝州，

曾长期寓居汝州北街。马丹阳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道

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精通医术，善针灸，

创“马丹阳十二神针”，并编成歌诀，易学易记，疗效显

著。明陈继洲在其所著《针灸大成》中载有《马丹阳天

星十二穴治杂病歌》，称其“治病如神灵，浑如汤泼

雪”。明正德《汝州志》载，马丹阳在汝州行医时，有一

少妇猝死于路上，马丹阳一见，急俯身口对口吮吸，少

顷，马丹阳吐出吮吸痰，少妇醒。原来少妇患了“痰

厥”。有一年，汝州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马丹阳从山

上采挖大量草药，熬成汤让老百姓喝，救治了不少人。

他死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在大红寨山上修道

的窑洞叫马天官窑，在汝州城里他的行医处建一座丹

阳观，那条街称为丹阳观街，即今天的丹阳东路，这就

是丹阳路的由来。

每当我走过丹阳路看到法行寺塔，总会在其游园

里走几圈，详观塔，细品位，忆历史。

法行寺塔坐落于塔寺街与丹阳中路之间，人见人

爱都说美。塔周围是一个大游园，这里树木旺盛，健身

设施齐全。当夜晚来临人们都在这里锻炼身体、K歌、跳

舞，与法行寺塔通身的美妙灯光共同组成一幅人间和

谐美景，如巨型电影般呈现出太平盛世“中国梦”蓝图

的大美景象来。

法行寺塔挺立在游园中央，站在其面前，你望着

塔，塔看着你，知道历史可对语，不知可看碑中文，学习

要学习！牢记需牢记！

据汝州市档案局特约文史研究员刘孟博老师介

绍说：法行寺塔为方型密檐式砖塔，由塔基、塔身、塔

刹三部分组成，九层，通高21.21米。塔基座高0.68米，

塔身一层为方型，南面辟半圆拱券门，内设方型塔心

室，室顶为叠涩砖砌四角攒尖形藻井。一层塔身的壁

面砖虽经多次抽换，但外形仍保留了唐代风格，顶端

残留有三层叠涩塔身密檐，二至九层为八角叠涩密

檐，第五层至九层每层檐角用木质角梁，梁头下悬椭

圆形风铎。第六层北面，第七层南面均有一方形砖龛。

塔刹通高2.57米，基座为砖砌方形，高1米，塔刹为三节

铜质宝葫芦形。从建筑特征看，塔身第一层为唐代特

有的方塔建筑风格，二至七层的八边形密檐式塔身，

则有宋、金时期建筑风格，八至九层系清初重修时的

形式。此塔集中了唐、宋、金时期建筑的形式和建筑工

艺，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建筑学、力学以及工艺技术提

供了实物依据。

最早，塔的四周是法行寺，本名法华寺，乃梁武帝

与志公禅师讲道处也。1952年，因工程建设需要木材，

当时的人遂将法行寺内大殿以及观音殿、白衣阁、广生

殿、六祖殿、韦驮殿、准提殿、山门等建筑悉数拆毁，独

存寺塔，得以幸免。

1963年6月，法行寺塔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法行寺塔被国务院确定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悠悠、情怀悠悠。我们行走在市井，栖身于独

院高楼，永远要记住历史、学习历史。告诉后代人，城市

中的路、巷、古建筑都有一段历史故事，要代代传承下

去，并发扬光大！

历史之路是丹阳，丹阳故事传四方。

四方人士齐携手，携手向前颂家乡。

裴富申，1902年生于汝州市大峪镇班

庄村马道沟自然村，他是临汝抗日县政府

的民兵骨干和优秀党员。抗日战争时期，

裴富申曾担任大峪抗日根据地班庄村的

民兵大队副大队长等职，为抗日战争作出

了一定贡献。

1944年10月，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

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解放了大峪地

区，在大峪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领导根

据地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1945年春，皮徐支队为了培养干部和军事

人才，在登封县杨树林村举办豫西军政干

部学校杨树林分校，选拔组织根据地进步

青年到校学习培训。杨树林村在大鸿寨东

山脚下，与班庄、王沟驻扎的河南军区司

令部相距12华里。时任班庄村民兵副大队

长的裴富申和大队长张国干，在协助八路

军作战、保卫河南军区司令部中立下汗马

功劳。军区首长决定选派几批先进青年到

军校培训。并决定临汝首批青年由裴富申

带队，到豫西军政学校参加培训学习。裴

富申到校后，认识了皮定均的妻子张烽及

政工干部裴建国等人。由于裴富申军政训

练成绩突出，得到校领导的赏识，留在军

校工作。裴建国觉得两人同姓，非常亲热，

称裴富申为“大哥”，裴建国成了“小弟”。

1945年初，裴建国介绍裴富申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此后，大峪根

据地输送到军校的青年，大多由裴富申介

绍入党，他们结业回到根据地后，大多成

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后来，根据工作需要，

裴建国调入临汝抗日县政府工作。裴富申

回大峪根据地后，除了继续任民兵副大队

长外，被提拔到县政府，与裴建国的一位

亲密战友，一起担任警卫员和通信员。抗

日县政府的许多信件，都由裴富申送出。

因为皮定均司令部在班庄北仅十多华里

的登封白栗坪，与班庄王沟的河南军区司

令部首长来往频繁。裴富申和班庄村民兵

大队长张国干、村长孙全有组织老百姓筹

措粮款，安置八路军来往食宿和保卫工

作，他们都做到万无一失。县长党峰等人

还给裴富申配发了枪支。裴富申经常陪同

党峰和裴建国等领导外出办事，护卫王树

声、党峰等领导到军校讲课。

大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成了日伪

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盘踞

在汝州、禹州交界处的顽匪席子猷部，有

匪徒2000多人。经常到大峪根据地进行袭

扰，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当时，驻在

大峪班庄的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及一

支队司令员皮定均决定攻打上、下官寺，

狠狠打击席子猷匪徒的嚣张气焰。为了做

好战前准备，部队领导派裴建国、裴富申

到禹州上、下官寺一带搜集情报。他们扮

为卖筐人，到土匪窝里侦察敌情。军区首

长王树声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经过精心

安排谋划，发动了著名的上、下官寺战斗，

驻守大峪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县独立团

密切配合，经过6天的激烈战斗，彻底打垮

了席子猷的反动势力。

1945年夏秋时节，曾归顺八路军的袁

窑地主武装头目梁小舟、梁须臣，公开叛

变投敌，勾结日伪破坏抗日活动。为摸清

二梁的情况，裴富申受领导派遣，夜里独

身来到袁窑村，翻墙潜入梁宅。他听到梁

家与一群土匪正在商量准备攻打抗日县

政府，并且还听到宅内有拷打人的声音，

裴想翻墙返回，被梁匪发现，锁进养马屋。

后来，他听到梁家多人外出接送土匪，他

脱掉布衫勒紧腰，轻轻端开门脚，从门缝

轻手轻脚挤出去，然后从后墙上堆放的圪

针中，越墙出来。他顾不得身上划破流血，

绕道十几里，在黑夜中急返县政府报信，

使县政府成员平安转移，并组织民兵封锁

要道，致使梁匪的计划落空，不敢轻易冒

犯。

1945年10月初，为了避免内战，争取

和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主动

撤离南下，裴富申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

争，随后不幸与大队长张国干，还有许台

村民兵“神枪手”吕九等人，被土匪黄万镒

抓住，关进县城监狱严刑拷打。敌人让裴

富申供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党员。裴富申

始终坚定回答：“不知道！”在生死之时，裴

家临汝城中的亲戚用大洋买通狱卒，裴富

申被暗中放出。之后，他与全家东躲西藏，

直到1948年大峪二次解放，他才回家务

农，过上了安稳的日子。1966年，裴富申同

志因病去世，享年64岁。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供稿：陈 凝

焦村是汝州东部的一个大集镇，四

周寨高沟深，北靠安沟大山，南依纸坊平

原，西有黄涧河为屏，寨东沟汊纵横，易

守难攻。日军为进攻南阳，强化后方治

安，亟待消除焦道生这个腹背芒刺。1945

年3月15日（农历二月二日）调动登封、临

汝、禹县、郏县日伪军数千人，合围焦村，

一举消灭焦道生部。

家住焦村镇张村的南保见时年19岁，

在这次抗击日军的围剿中单枪杀死一个

日军。南保见生于1926年，性情耿直，勤俭

持家，和睦邻里，在乡里乡亲中颇有声

誉。因其家道殷实，尚有一杆看家护院的

土枪。

农历二月二日是焦村的集日，前天

事先得到攻打焦村的消息，村民就入山

躲起来，看一天无事，这天陆续回来赶

集。大约上午9日左右，集日热闹之时，从

西北山传来了隐约的枪声，接着一队日

军赶来了。进寨和寨内的百姓忙从寨沟

进山而去。南保见背着土枪夹在人群中，

想起去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寇夜袭焦村

杀死、杀伤20多位乡亲的惨景时，脚步就

慢慢停了下来，最后他一个人隐藏在前

坡沟里不走了，准备伺机杀敌。

10点左右从大峪梁窑方向过来一伙

鬼子，因为人多，南保见没敢下手。这支

日军由于被大峪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秦光

善带领的区干队拦腰截断，所以只过来

了一部分。约半个时辰左右，又从梁窑方

向过来一个被打散、骑马的日本军官，当

这个日本军官到他隐蔽的沟里后，南保

见眼里冒火，一枪把他打落马下，马看主

人倒下尥蹄呼啸而不走。南保见跑上去，

把鬼子尸体拖到地边的一眼枯井旁扔进

去，然后骑上鬼子的马上山躲了半天。下

午3点来钟，他把马拴进前坡沟的窑洞中。

傍晚时分日军攻开焦村寨，一伙鬼子回

来寻找这个小头目。为首的一个吹口哨，

战马听见熟悉的哨音挣断绳索跑了出

来。日军找不到小头目的尸体，就把战马

带走了。这次战斗因焦村群众和参战队

员转移及时，伤亡不大，日军占领了一座

空寨，却付出了死伤100多人的代价。3月

17日日军离开焦村时，烧毁民房300多间。

南保见孤胆杀日寇在村里传为佳

话。直到解放后，这段往事常常还被村里

的同龄人不断提到，那套日军战马的马

鞍子也一直在南保见家保存着，他的儿

子南龙江说：“这是我父亲勇敢杀日寇的

见证！”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供稿：陈 凝

历 史 之 路
●孙建铭

裴富申的抗日生涯

南保见孤胆杀日寇

扫描二维码收听南保见的革命故事

扫描二维码收听裴富申的革命故事

从前，温泉叫汤王街，为啥叫汤王街呢，有这样一段传

说。

传说商汤时候，天下大旱，温泉镇这一带连续七年没下

过一滴雨，田地干裂，寸草不生，饿死了不少老百姓。朝廷知

道后，汤王就带着文武百官到这里巡察。汤王到这里一看，大

吃一惊。这里的百姓可真苦呀，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路边村

头都是饿死的尸体。野地里的树木都被剥光皮，只剩白花花

的树干。有的人饿急了，就把小孩子杀掉吃了。

汤王看到这种惨景，禁不住两眼落泪，对跟随他的文武

大臣们说：“身为王侯，不能庇护百姓，心中有愧呀！我要在这

儿向上天祈雨，拯救这一方百姓。”

汤王命令大臣们动手搭个高台，自己在温泉沐浴净身，

登台祈雨。汤王在高台上祈雨七日，心诚则灵，七天之后，从

天边卷起一股云彩，一场大雨降临了。

汤王祈雨救了一方生灵，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他祈雨

的地方盖了一座祠堂，供奉他的牌位。还写了一副楹联：旱七

载祷甘霖恩及于禽兽，靖四方震华夏功高盖山河。歌颂他的

功绩。

后来，那座祠堂就叫汤王庙。地方上叫顺了口，就把温泉

叫作了汤王街。

讲述者：郭根留
整理者：常文理

汤王庙

（上接第2818期）

这就是乡情，息息

相通的乡情。离开正定

后，他6次回到这里，为

他第二故乡的浓郁乡情

作了解读。息息相通的

乡情，岂止是一地一域

之情。在他来正定之前

插队的梁家河，在他离

开正定之后的工作地福

建、浙江、上海，在他足

迹所至、牵挂于怀的九

域之地，他对哪里不是

怀有息息相通之情呢？

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

意，一切感情都升华为

大爱无疆的报国之情、

爱民之情。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回正定那次，我和朱主任特别

有感触，当时即兴作诗《念奴娇·乡情》以记之。

京都来客，正定地，巷尾街头热议。

三载躬耕洒汗雨，人去政声心宇。

寝则板床，行则单骑，肺腑唯民意。

情深鱼水，田头宅院留忆。

折柳十里长亭，滹沱解语，春水咏别绪。

北海南溟千万里，怎忘月明古邑。

故土几回，脉接地气，合力生同济。

“习书记既抓大事，又重细节”
习书记干工作，大事要抓，细节也要抓，宏观上有大的谋

略，微观上也很注意细节。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一起散步，发

现了一块石碑，外面有个栅栏拦着，但是因为栅栏缝隙比较

大，小孩都能钻过去玩。习书记仔细看了这块石碑，发现这是

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他立即指示办公室，把这块石碑保护

起来。

采访组：刘成君同志，您好！您1984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

工作，请您讲讲当时主要的工作内容。

刘成君：1984年，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当干事、资料

员。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内容，还有就是写

给地委的简报、信息等。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资料组的人员讲

材料。

我们工作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起草一个习书记在干部

会上的讲话，习书记就跟我们一起聊，把他的思想、思路谈一

谈，几个要点都谈得清清楚楚，我们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这叫

“讲材料”。接下来，我们“趁热”就把领导谈的内容进行消化，

第一时间写出稿子来，这叫“写材料”。之后再由资料组组长

和办公室主任，同习书记在一块梳理和研究稿子的内容，进

行增删和修改，这叫“改材料”。经过这三个阶段，一份讲话才

算是完成。习书记在开干部会的时候，就以这个稿子为基础

来讲话。当然，实际讲话的时候，习书记几乎都要随时脱稿，

进行很多补充和发挥。

采访组：大家都说习近平同志是个亲切、平易近人的领

导干部。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刘成君：习书记确实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干部。那个时

候人手不够，资料任务多，工作很忙，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当时

都在机关住，白天一堆日常事务，全靠晚上加班写材料。我和

张银耀一个办公室，就在习书记隔壁。习书记和大家一样也

是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

每天，习书记都在食堂和大伙一样排队吃饭。吃完晚饭，

习书记就到办公室去看看电视新闻。看完新闻，他有时候就

直接回办公室加班了，有时候也会叫我们一起去散散步。

我们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习书记对待我们像兄弟、朋友

一样。早上我们谁起得早，谁就叫其他人起来，有时候我起得

早，就把隔壁门一敲：“习书记，走！咱们锻炼去！”有时候他起

得早，就来敲我的门：“成君，咱们散步去！”我们散步之后，一

起回来吃饭、上班。

习书记很平易近人。我刚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

爱人去县委找我，她在楼道里碰见习书记，她当时不认识他，

就向他打听我在哪个办公室。习书记说了我在哪间屋，看我

爱人还有点含含糊糊，干脆就一直带着她到我办公室来了。

习书记走了之后，我跟我爱人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

是咱们的县委书记。”

我爱人大吃一惊，她说：“哎呀嗬！真不知道，他还亲自带

我过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