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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吴凤翔的豫西抗日剿匪军已

发展到2000多人，他们与大峪店抗日根据

地的八路军密切联系，遥相呼应，不断袭

击日伪军，成为汝河北岸的一支重要的抗

日地方武装力量，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军统

特务的注意。1945年7月，军统局命令军统

别动军中原大队要想方设法说服吴凤翔

的豫西抗日剿匪军归顺国民革命军，以防

被共产党、八路军拉过去对抗蒋家政府。

别动军中原大队队长杨忠秀接到指

令后，7月13日带着10余人从鲁山县背孜

街出发向临汝赶来。傍晚时分杨忠秀来到

临汝城东黄庄村黄万镒家，要黄万镒跟他

一起去常楼村拜见吴凤翔。

黄万镒是临汝城东黄庄村人，手下有

近千人，是汝河两岸出了名的大土匪，

1944年日本攻陷临汝后，黄万镒投靠日本

做了汉奸，任临汝县保安司令。黄万镒为

人凶险狡诈，他虽然投靠了日本人，但是

脚踩几条船，他不仅与中原地区的多个国

军将领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与河南军统

站、中原别动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与别动军队长杨忠秀更是眉来眼去，两人

合谋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祸害百姓的坏

事。但黄万镒又与临汝、郏县坚决抗日的

吴凤翔、牛子龙、王文成、陈天祥、焦道生、

王会堂等人烧过香、磕过头、拜过把子。

杨忠秀很清楚黄万镒与吴凤翔之间

的关系，所以赶到临汝后就直奔黄庄去见

黄万镒，他说明来意后，黄万镒满口答应。

黄万镒对杨忠秀说：“咱兄弟很久没有见

面了，现在天色已晚，我已吩咐手下准备

酒菜，今晚就来个一醉方休，明天一早我

会派人带上我的片子（相当于现在的名

片———编者注）领你去见吴凤翔。”杨忠秀

本身就嗜酒如命，听黄万镒这么一说便欣

然从命。

黄万镒耍了个心眼，他和杨忠秀在吃

喝间便暗地里安排手下，趁着夜色去常楼

吴凤翔处报告情况，以便明日好做应付。

吴凤翔得知军统中原别动军队长杨忠秀

要来说服自己投敌，便嘿嘿冷笑了几声，

马上把陈天福、陈天祥、杨彪、吴大海、吴

小兵等人叫过去通报了情况，并决定设计

把杨忠秀带来的别动军灭掉。

第二天，黄万镒的贴身护卫焦官保领

着杨忠秀来到常楼村吴凤翔的剿匪司令

部。

“吴司令，这是军统中原别动军的杨

大队长！”双方一风面，焦官保指着杨忠秀

介绍说。

吴凤翔双手抱拳哈哈笑着说：“不知

杨大队长驾到，在下有失远迎，还请杨大

队长海涵。”吴凤翔一边说着一边把杨忠

秀让到客厅，吩咐手下沏上热茶，边喝边

说：“杨大队长今天咋会有功夫到俺这穷

乡僻壤来？有用着俺的地方就尽管说，俺

愿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

“吴司令言重了，您威名远扬汝水两

岸，我慕名而来，一是想结交你这个英雄

好汉，二是诚邀您加入我们中原别动军，

戴局长说只要你答应归顺就授你上校军

衔。”

“杨队长说笑了，我吴凤翔只是个草

莽流寇，有何德何能，岂敢让杨队长和戴

局长如此看重，实在汗颜啊！”

“吴司令，我说的可全是实话，你不为

自己着想可也要为手下一两千弟兄想想

啊，归顺了国军那才是名正言顺，那才是

正道，那才能光宗耀祖，那才能……”杨忠

秀正说着，突然一个卫兵慌慌张张跑进来

报告说：“吴司令，不好了，大峪店的八路

军摸过来了，现在已过了安沟，快到大刘

庄了。”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吴凤翔吩咐

完便转过头对杨忠秀说：“杨大队长实在

对不住了，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等我们

赶跑了八路军我再过去找你，”吴凤翔一

边说着一边拔出手枪向院里跑去。

杨忠秀只带了十几个人，他可还真怕

碰上八路军把他给吃了，于是慌慌张张带

上自己的人急急离开司令部向常楼西南

方向撤去，其目的就是去黄庄黄万镒的寨

子里躲避，待八路军过后再去会见吴凤

翔。

常楼西南方向到黄庄之间是一大片

洼地，洼地里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其间只

有一条小路通往黄庄村。杨忠秀带着别动

军的人沿着洼地小路快速地跑着，猝不及

防，蒿草丛里突然冒出一队身着八路军服

装的人来，步枪、手枪一齐向他们射去。杨

忠秀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他一见遭袭形

势危急，就地一滚滚到蒿草丛中一个乱石

堆后，躲在那里连大气也不敢出，梦想逃

过一劫。

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除杨忠秀外全

部被击毙。这场伏击战本就是吴凤翔设计

好的，他事先让陈天祥、陈天福换上八路

军服装，假扮八路军埋伏在常楼西南的洼

地里，因为他知道杨忠秀听说八路军过来

必定去黄庄黄万镒那里躲避，洼地是必经

之路。所以在他和杨忠秀谈话间卫兵突然

闯进去谎报八路军来了。

战斗结束后陈天祥在清查别动队人

数时发现还有一人漏网，漏网之人不是别

人，正是大队长杨忠秀，陈天祥立即命令

大家展开搜索，决不能让杨忠秀活着出

去。当杨彪带人刚搜到乱石堆旁，杨忠秀

见难以藏身，便突然站起砰砰两枪打倒两

个队员后撒腿就跑，杨彪抬手一枪正好打

在杨忠秀的腿上，杨忠秀趔趄了一下忍着

疼痛继续往前跑，边跑边向身后射击。听

见枪响，陈天祥从对面包抄过来，杨忠秀

看自己难以逃脱，便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

枪自尽了。

这次伏击战大获全胜，击毙杨忠秀别

动军17人，缴获步枪15支，美式左轮手枪

17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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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干，汝州市大峪镇班庄郑家沟村

人。他家境贫寒，曾为富人当长工。1944年

9月，皮徐抗日游击支队挺进豫西，开辟了

以大峪、登封、巩县、密县、偃师等地为中

心的抗日根据地。当时，已经年过六旬的

张国干，仍积极参加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活

动，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班庄村

民兵大队长。他和副大队长裴富申、村长

孙全有等人，发动组织群众，为部队筹粮、

筹款、站岗放哨，积极拥军支前，为保卫根

据地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月12日，日军600余人、伪军

1000余人，分三路对豫西抗日根据地的白

栗坪、马峪川、大峪店一带进行扫荡。八路

军主力部队在县独立团、区干队和各村民

兵的配合下，经过20多天的战斗，粉碎了

日伪对根据地的围剿。这次战斗总计打死

打伤日伪军260余人，俘获226人，缴获各

种枪炮331支。根据皮定均司令员的指示，

张国干组织民兵，把缴获敌人的一门迫击

炮运回，藏在村里的一个土窑洞内。

国民党登封县县长杨香亭，公开投靠

日军，绑架了大峪根据地民兵袁改名，并

写信收买大峪区干队中队长张玉林做内

应，侵占了大峪与登封、禹县交界处的大

鸿寨、小鸿寨，还多次向大峪店进犯，妄图

摧毁抗日政权。

1945年2月，杨香亭乘皮徐支队主力

到巩县、密县执行任务，大峪根据地抗日

武装力量薄弱之机，兵分两路，向大峪店

进犯。西路从白栗坪出发，经唐家岭向大

峪店进发，中途受到区干队阻击。经过一

场战斗，敌人损失惨重，龟缩不前。东路为

杨匪的主力孙长海团，从大鸿寨向乱石

扒、班庄进攻。张国干组织民兵，按照大峪

抗日县政府指示，将大炮架在村西何家岭

上，并用绳子固定。当大队土匪越过小鸿

寨，分数路顺山坡靠近大峪根据地时，我

方开枪还击。由于距离太远，射击无效。眼

看着敌人将要进入乱石扒、樊家庄两个村

子，关键时刻，张国干和民兵摸索着用迫

击炮向敌人还击，仅有的三发炮弹，第一

发打偏，第二发落入进敌队中间，第三发

落入靠近樊家庄后敌军先头部队里。孙长

海及其匪徒误认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部队，

调头北逃，退回山上不敢下来。杨匪的两

路匪兵进攻被阻击，又得知老巢被捣，急

忙撤兵回大冶，妄图挽回败局。行至瓜庵

寨附近，受到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

队的迎头痛击，全歼孙长海部400余人，孙

长海被当场击毙，杨香亭狼狈逃跑。从此，

杨香亭再也不敢进犯大峪抗日根据地。

1945年10月4日，张国干率班庄村约

60名民兵随八路军南下，由于他年高体弱

视力差，进入桐柏后，部队首长下令让他

退伍返乡，并颁发八路军退伍手续和证

明。

张国干回到家乡后，被国民党临汝县

匪首黄万镒派人抓捕。敌人对其严刑拷

打，用木杠压断他的双腿。他宁死不屈，始

终没有出卖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把

他扔在城外河滩上，被亲友救回后几天即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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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眺，轻雾笼罩的龙山，摇头摆尾，腾挪

跌宕，亦真亦幻；南望，鳞次栉比的高楼，高

傲地挺立在民居、树丛之间，白练一般的城

市道路飘飘绕绕，汝河的白水与两岸的青黑

树木形成分明的交际线。脚下是过罢春犁耙

的土地，松软而深厚，踩上去就是一个凹坑。

此时，桃花落英缤纷，晚樱正灿若晚霞。

刚刚还明媚的阳光，忽然一阵冷风扑面

而来，云儿呼一下就铺展开来，天空暗淡了

许多。女儿下了车，像刚出窝的麻雀，扑棱一

下羽毛，又缩回了车内。

我拿着塑料袋、铲子，径直走向桃树林

中，妻子跟着下了车，女儿不情愿地跟了过

来。

桃花尽管稀稀拉拉，却因为偌大一片林

子，依旧可观的样子。这暖色调的花朵仿佛

挡住了刮过来的冷风，让人心里暖和了许

多。

树林间的地面上，枯败的蒿草根部，冒

出了一团一团的绿草，不知名的小花星星点

点，悄悄衬托出袅袅春意。

仲春将尽，寒冷却不愿退去，一波一波

的冷空气纷至沓来，让人倍感春寒料峭。往

年的这个时候，野菜早已是满地葱茏，今年

却难觅踪迹。

那些姑姑秧，才刚刚冒出两片羸弱的嫩

芽。搜寻不到野菜，我们只好转向另一个地

块，依旧未能寻到几株野菜。我有点失望，转

而向北，翻过一道半人多高的土埂，心里豁

然开朗起来。翻耕过的松软的田地上，海棠

花开得正旺，一大片一大片刺角芽在黄色的

田野里格外显眼。小女儿已经欢跳着跑了过

去。

没有走到跟前，我已断定是一片刺角

芽。

这嫩绿一片的刺角芽，据说是天然的药

食同源减肥良品。很多人不喜欢吃刺角芽，

即便是常吃野菜的人对它也有所顾忌，它不

像一般的野菜那样，虽然带有浓烈的泥土气

息和野性，但蒸煮之后会变得绵绵软软；它

即便是嫩芽时，依然浑身长满了尖尖的小

刺，一不小心就扎到了手，即便是开水烫熟

了，依然吃起来扎扎的。儿时在农村，放学之

后去挖野菜，小伙伴们也很少去挖它，只是

在找不到其他野菜的时候才光顾它，为的是

回家以后少挨父母的呵骂而已。

而小时候的我，却独独喜欢挖这种野

菜，因为它长得到处都是，河沟里，土堰上，

田垄上，荒草间，只要是有一星点土壤，一场

春雨过后，它就开始疯长。在众多好吃的野

菜中间，它数量繁多，却从不争宠，甘做“备

胎”野菜。而它却有一种别样的功能，儿时的

我经常流鼻血，有时候在地里帮大人干活，

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就会挖一些刺角芽，用

石头捣碎了，塞进鼻孔里，很快就止住了血。

平常有空的日子里，父母也会寻找一些已经

开花的长老的刺角芽煮水，让我喝黄红色的

刺角芽水，祛火很管用的。

童年的记忆里，我最喜欢吃这种有点扎

扎的野菜了。红薯面擀的捞面条，是彼时的

农村中午的家常便饭。母亲用添锅盆从面缸

里挖出满满一盆红薯面，一边加开水一边用

筷子搅拌，然后用手把它揉成一个一个圆形

的黑褐色面团；接着在案板上揉出一小疙瘩

白面团，再分成更小的面团，数量正好与红

薯面的面团相等；把白面团用手按成较大的

面饼，包在红薯面团外边，在案板上反复揉

面，直到白面和红薯面完全融合在一起；最

后一道工序，就是用小擀面杖把面团慢慢擀

成薄薄的大面饼，再用菜刀划成一根根一指

宽的长面条。

这样的蒜汁红薯面条，自然少不了搭配

野菜。我喜欢吃放在锅里一同煮熟的刺角

芽，吃着扎扎的，有一种存在感。加了辣椒面

的蒜汁，红薯面条，煮熟的刺角芽，还有黑色

瓦罐里用筷子剜起的一疙瘩一疙瘩白色猪

油。这就是彼时农村午餐的标配。

因为刺角芽的作用，我爱流鼻血的毛病

渐渐少了，因此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

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野菜的距离

越来越远。平日里去菜市场买菜，看到大

妈大叔在地上摆小摊卖野菜，我依然常常

会产生莫名的冲动，不由自主会买一点回

家尝鲜，可能是童年挖野菜吃野菜的情结

在里面吧。

而走进大自然挖野菜，更是一种梦想般

的奢望了。终日忙忙碌碌，难得休闲片刻，即

便闲了，也不一定有心情；即便有了闲暇和

心情，生活环境的改变，再加上田野间除草

剂的推广，找一片没有喷洒农药的野菜地，

也是很难得了。于是，挖野菜也快成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今日，偷得浮生半日闲，终于走进龙山

花海。峰回路转，竟然寻到了这么多鲜嫩的

刺角芽。看着小女儿像一只小鹿在田野里蹦

蹦跳跳，我也仿佛梦回童年，“老夫聊发少年

狂”。小女儿手拿小铲子，在密密麻麻的野菜

丛中一顿乱挖，许多的刺角芽并没有挖到土

里面的白根，而是被拦腰斩断，留下一地破

破烂烂的嫩绿叶子，断裂的叶子沁出的汁液

沾了黄土，无法再拿回去作野菜。我爱怜地

呵斥着女儿，教她挖野菜的正确方法。妻子

在一边熟练地挖着野菜，女儿围在旁边一边

看一边学着挖，慢慢熟练起来。

跟在她们后面的我，轻轻抓起一株株刺

角芽，擞掉叶子和根部的黄土，不紧不慢地

装进袋子里。不一会儿，大大的袋子装得鼓

鼓囊囊。望着前方，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依旧

是遍地的刺角芽。

除了满地的刺角芽，在一棵棵风景树的

周围，还丛生着已开出黄白小花的荠菜。妻

子一脸惋惜地说，来晚了，早来一个月，就可

以挖到鲜嫩的荠菜包饺子了。妻子的话，让

我有了新的企望。

由此想到，挖野菜的快乐，不在于挖到

了多少野菜，而在于寻找野菜的过程。从最

初的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最终的柳暗花明又

一村，剧情的反转，就是一种快乐。

不知什么时候，羞答答的春日终于钻出

了云层，大地顿时一片灿烂煦暖。此情此景，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敞亮。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快乐日子。

因为在龙山花海，我觅到了挖野菜最好的地

方。

崆峒山南坡有一个古村落叫“天平街”，据村民世代口碑

相传，天平街是北宋时期有名的一座集市码头，废弃于清同治

年间。这条街东西走向约有一公里长，单面街，建有楼堂殿阁，

分客房、油坊、茶社、骆驼店、骡马场、日杂百货、风味小吃，生

意十分兴隆。街道南临牛涧河，是有名的码头之地，停泊着很

多货船和客船。天平街码头不但是通往洛阳和东南各大城市

到西域的商品中转站，而且也是附近居民购物的好去处，更是

通往温泉洗浴的水运码头。

说起天平街的来历，还有一段挺蹊跷的故事哩———川西

村有个王老汉起大早去天平街赶集，到街东头时鸡还没叫。他

坐下准备抽袋旱烟，可是忘记带了火镰，扭头往西看时忽然看

见街西头有一座窑洞内灯火通明，烟瘾发作的王老汉就朝窑

洞走去借火。进了窑洞，只见一个白胡子老汉正赶着一头金骡

子在碾金豆子。红了眼睛的王老汉乘机抓了一把金豆子走出

了窑洞。心惊肉跳的王老汉走了一阵回头看时，哪有什么窑

洞，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得了金豆的王老汉也不赶集市了，

高兴地离开天平街回村了。不久王老汉把金豆出手了换成了

银票，正准备买地置家业时，忽然得了一个奇怪的病，白天四

肢无力，夜晚四处梦游，郎中说他患了癔病。孝顺的孩子们四

处为他请医生抓药，等把钱花光了，他的病也好了。恢复正常

意识的王老汉拍着胸口说：“我吃亏就在爱占小便宜，外财不

发家，不劳而获不得真财，良心是杆天平秤啊！”王老汉的故事

传开了，从此这条街就改名叫“天平街”。至今这里的百姓还

说：“天平街，秤最灵，不称面，不

称菜，专把良心称！”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上接第2824期）

采访组：据您的了解，

习近平同志当时工作中都

有哪些特点？

刘成君：习书记工作
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

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

经常骑自行车下乡，随时

发现问题。习书记经常带

着资料室主任王志敏和其

他一些同志下去调研，我

也跟他去调研过。有一次，

我陪他去西南街，他和基

层干部开座谈会，座谈如

何让老百姓致富、如何发

展、如何改变面貌，我就跟着他记录一些情况。

下面的干部都喜欢听习书记讲话。他讲话干脆利落，要讲

的内容特别明确，而且讲得很实，让人听着不枯燥。他的讲话，

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让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坦率地说，

长期以来，正定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习书记是从中央来的，他

站得高，看得远，知道的东西多，眼界宽，见识广。他开启了正定

解放思想的大门，促进了正定干部的思想转变，由此推动了正

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对正定的改变和

提升是很显著的。

那时候，县委有个《正定快报》，就是他提议办的。刊物不定

期，有了内容就发，有时候一天发一期，有时候几天发一期。报

纸主要刊登全县的大事、领导活动、新的动态等，让全县人民能

随时了解正定的情况。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有这个报纸，每

个领导也都有一份。

报纸这种媒体，后来承载了很多娱乐的功能，但在过去，它

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工具，而且是与时事、要闻、最新政策连接最

紧密的一种学习工具。

有一次，习书记正在屋里看报纸，有位普通工作人员从他

门口过，跟他打个招呼，说：“习书记，你没事了？”习书记笑笑

说：“我学习呢，这是很重要的事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推动修缮大佛寺、兴建荣国府

等工作，请问您是否还了解他当年在正定为保护文物古迹和振

兴文化事业所做的其他一些工作？

刘成君：有的。在习书记倡导下，我们兴建了常山影剧院。

正定县原来只有电影院，没有影剧院，常山影剧院是我们第一

个县级影剧院。剧院的名字还是习书记找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

林默涵给题的字。影剧院的设施很好，功能很齐全，可以看电

影，也可以唱戏，还可以开大会。有了常山影剧院之后，我们经

常请外地的剧团来唱戏，丰富正定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传播

传统艺术尽一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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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1985年离开正定后，您与他还有联系

吗？

刘成君：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过年还给我们办公室的人
寄挂历。那时候时兴挂历，习书记过年的时候给王志敏寄来一

大包，由他来给每个人分一本。最后由王志敏统一回复，向习书

记表达感谢。习书记走到那么高的位置，多少年一直都没有忘

记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这真让我们

感动，因为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1993年，习书记回正定来看望了大家。王志敏通知了我，我

就去见他了，还和很多同志陪他在大佛寺转了转。那天，习书记

穿着一件皮夹克，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那次，我和习

书记还一起合了影。

1995年，我在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到福州去考察。到的那

天晚上，我给习书记写了封信：“习书记，我知道您很忙，如果有

时间，我们几位同志想和您见一面。”很快，习书记就和我们4个

人见面了，见面很亲切，谈得很好。他对我说，他很想念正定人

民，也让我回去给同志们带好。他还与我们4个人合了影。

我一生当中，遇到的领导很多，习书记在我心目中留下的

印象最深。他从中央国家机关下来，从首都北京下来，来到我们

小县城，来到最接地气、最贴近群众的地方，也是来到最能够和

中国的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方，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意

志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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