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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传说在很久以前，现陵头村中间有一大水潭，黑深无底，潭内有

一水怪大眼黑身，吐云喷雾，潭水经常黑浪翻滚，周边乡村人畜失踪

经常发生，潭边无人敢近，特别是年幼之男女，更是水怪害的对象，

因此人烟稀少。

一日有名叫二郎的书生，经过此地，时值傍晚，欲留此地住宿，

但是无店家可寻，正在犯愁，见一老妇背一捆柴禾路过此地，二郎上

前问道：“婆婆，此地可有店住？这里怎么房多人少？”老妇摇头不答，

只顾前行，二郎不得不上前拦住老妇又说道：“婆婆我帮你把柴禾带

回家去。”二郎夺过柴捆背上肩去，老妇无奈，和二郎一道回到家门，

待二郎放下柴禾老妇忙把门关住，随二郎到屋里说道：“不是我不理

你，是不敢搭言啊，只因这里的黑水潭中有一个大水怪为害乡邻，人

畜不敢在这里居住。”说完就推二郎出门，“你趁天黑前到十里之外

休息吧。”二郎听罢说：“婆婆休怕，自古言邪不压正，我要为民除害，

治治这个水怪，今晚就暂借婆婆家住一宿。”老妇摇头道：“万万不

可，出了什么差错我可担当不起。”二郎说，婆婆尽可放心，我自有妙

计降妖。二郎点灯伏案赶写檄文一篇，待吃罢晚饭，二郎手握檄文，

按照老妇所指方向，朝黑水潭奔去，行至潭边将檄文掷向潭心，等檄

文落水，忽然天上雷鸣电闪，潭水一片沸腾，经过一个时辰，潭水恢

复了平静，二郎回到老妇家说：“婆婆放心吧，水怪已被我杀掉，从今

以后，乡邻可以过上平稳的日子了。”第二天早上，二郎告别了老妇，

东行游玩去了。

二郎走后，老妇将此事告诉了村里的几个老妇老翁，他们结伴

而行来到潭边观看，只见潭水似血水，平静无波，老人们将此事告知

为此而远离家乡的青壮年，大家纷纷回到了家乡，过上了平静的生

活。人们为了纪念二郎为他们除害

的义举，就在村边建了一座庙，名曰

“二郎庙”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1948年的一个冬夜，刚刚解放的临汝
县城漫天飘飞着雪花，天气十分寒冷。中

国人民解放军9纵26旅78团的几位首长，
围坐在临时指挥部办公室一堆燃烧的棉

柴火堆四周，正在研究如何抓捕临汝县恶

名昭著的三县保安司令黄万镒。

提起黄万镒，当时的临汝百姓可谓无

人不晓。黄万镒是临汝县尚庄乡黄庄人，

他的父亲是个中医外科医生，一生乐善好

施，乡邻和睦，偏偏黄万镒自小生性顽劣，

行为放荡，人送绰号“黄老烧”。临汝人说

某人“老烧”，即是说这人骄横，爱出风头

摆谱。黄万镒少年时代，就是出名的赖皮，

一次他出去割草，玩到晌午尚未割一棵

草，恰巧碰见俩割草孩子背着草捆从他身

边经过，他凶声叫人站住，说：草从何处割

的？俩割草孩子说：从对面山坡上割的。黄

万镒眼珠子一瞪说：“那里有座坟是我家

的，敢在我家坟里割草。快把草分给我一

半，不然我揍死你们。”两个孩子胆怯，只

好给他分了些草。青年时代，黄万镒到大

土匪王景元的家里混。一次，王景元派他

的卫兵去杀一个仇人，并让黄万镒陪同。

二人到了仇人家里，那人正坐在客房里抽

烟。王的卫兵上前抓住那人的衣襟，掏枪

叫道：“今天我来要你的命哩！”谁知那人

也是个玩家，反手去抢卫兵手中的枪。黄

万镒见状，不由分说从卫兵手中夺枪在

手，对准那人“咚咚”两枪结果了他的性

命。打死了仇人，临走时黄万镒嘲讽王的

卫兵说：“看你那笨蛋劲儿，弄不好人家还

杀你哩！”王景元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很看

重黄万镒，把一把手枪送给黄万镒。1930
年孙殿英到了临汝县，四处招兵买马，扩

充实力。黄万镒投靠孙的部队，当了一名

队长，从此黄万镒横起来，到处杀人夺枪，

招收地痞无赖，组织自己的私人势力。再

后来，黄万镒干过保长、区队长，利用官匪

不分的身份，杀人夺枪，拉杆抢劫。日本进

犯临汝县初时，黄万镒趁乱组织民团，自

封团长，在地方上独霸一方。不久他又投

靠日军，被日伪县政府委任为临汝县东北

自卫团团长，多次进犯抗日根据地，屠杀

抗日战士。日本投降后，黄万镒摇身一变，

成为国民党临汝县保安团团长。自此以

后，黄万镒率领手下多次与解放军对抗。

一次，他捕捉解放军战士27名，将这些被
抓的解放军战士秘密杀害于临汝县城外

一座砖瓦窑内，手段残忍狠毒。另一次，黄

万镒奉国民党临汝县长张伯祥之命进剿

抗日根据地大峪店没来得及撤走的地方

干部，屠杀地方革命干部、民兵、进步群众

11人。因为黄万镒积极投靠国民党蒋介石
反动势力，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

劳，他还被任命为临汝、伊阳、伊川三县保

安司令。

1947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首次解
放临汝县城，将国民党守城部队800多人
消灭，但在清查余匪时，黄万镒踪迹全无。

解放军主力部队撤出临汝县城后，黄万镒

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他骑一匹大白马，

在县城大街上耀武扬威，气焰嚣张，到处

捕杀“通共”人员，黄万镒还造谣威胁群众

说：“解放军都跑到黄河北去了，再也来不

到临汝了。今后谁再与解放军接近，按通

共格杀勿论！”

撤出城的解放军9纵26旅78团得到黄
万镒在临汝县城的消息后，二次解放了临

汝县城。但凶险狡猾的黄万镒再次逃脱，不

知藏在什么地方。28团团长陈春堂见黄万
镒又逃脱了，十分重视，召集团里几位领导

说：“这次我们决不能再让黄万镒逍遥法

外，一定要抓住他，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为临汝的老百姓撑腰。”一位副团长说：“我

认为黄万镒肯定逃不远，只是这临汝县南

北两方都是大山，林深沟深，一旦这家伙躲

进深山老林，抓他的难度就大啦。”另一位

副团长说：“我已按团长的指示，向南北派

出了两支侦察小分队，如果黄万镒藏在这

南北两处大山，最终都会暴露的。”

团长陈春堂说：“假如黄万镒真的躲

进大山，清剿起来很费时日，临汝老百姓

可都瞪着眼看着我们的。大家再仔细认真

想想这黄万镒是否还另有藏身之处。”

正说着，忽然听见警卫员在门外喊报

告。陈春堂团长忙叫他进来。警卫员一进

办公室，就说：“报告团长，有一位老乡要

见你。”陈团长说：“让他进来吧！”

进屋的是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刚一进

屋，老人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他哭着说：

“首长，你要替我报仇啊！”

原来，老人是北山一个穷苦人，前几

年皮定均的部队在大峪打日本，他的大儿

子给皮定均司令员当过警卫员。战斗中被

黄万镒的保安团打死，解放军来时，他的

小儿子给一支部队带路，结果让黄万镒的

土匪部队发现了，又把他的小儿子抓走

了，如今十几天了，死活不明，家中的房子

也被黄万镒派人给放火烧了。他老伴儿连

吓带气，一口气上不来，也死掉了。昨天，

他看见黄万镒带着人回到了黄庄，估计这

会儿还没走，就冒着严寒赶到县城，请求

解放军快去抓住黄万镒，替他家报仇。

陈团长听罢，感到异常震惊。黄万镒

竟然藏在他老巢里，部队却丝毫不知道。

他正想再仔细询问，又有七八个当地群众

涌进了团部。这几个群众都再次证明说：

“黄万镒确实藏在他老家黄庄。”一位副团

长觉得困惑，问老乡们说：“既然黄万镒藏

在黄庄，前次我们的部队也攻进黄庄找

过，怎么一点儿踪迹也没见？”

一个村民说：“黄庄村内有一条暗道，

是黄万镒早年暗中修建的，很可能他是从

暗道逃走的。”

另一位村民说：“黄庄村四边修有三

丈多高的寨墙暗堡，里边布满枪眼。寨外

有条壕沟，灌满一丈多深的水，水里还有

铁丝网，易守难攻。此外，黄万镒一回到村

里，就在方圆几里布置流动岗哨，稍有动

静，他就早知道了。”

人群中有一位举止文雅的人，此刻站

出来说：“首长，你们如果准备去抓黄万

镒，我这儿早画有一幅黄庄地形图。别看

黄万镒狡诈多端，按我画的这幅地形图去

抓他，保证瓮中捉鳖，一抓一个准。”

陈团长惊喜不已，说：“你咋还弄这样

一幅图，太好啦！”

人群中有人指着那人说：“这是俺方

圆左近有名的秀才，是个教书先生。他家

和黄万镒是世仇，早就攒着报仇的劲儿

呢！”

陈团长接过那张黄庄地形图，认真观

看。那个教书先生又指着地形图，一五一

十把详细情况做了介绍。最后，那个教书

先生说：“黄万镒放的暗哨，地形图上我都

做了标记，大军攻村时，注意避开，防止黄

万镒提前得到消息逃走。至于他的暗道，

我虽然不知道细节，但根据黄庄的地形概

貌，他的暗道出口方向我大致也有估算。”

陈团长听到这儿，对几位团领导说：

“抓捕黄的行动宜早不宜迟。我们今夜就

行动，来个雪夜奇袭战，怎样？”几位团领

导异口同声说：“团长，你下命令吧！”

陈团长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

命令一营全体战士立即出发，雪夜秘

密奔袭黄庄，天明前攻开黄庄，必须抓住

匪首黄万镒，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同时，命令留在县城里的部队马上召

开庆功大会，号召城中群众能参加的全部

参加，动静越大越好，借此迷惑敌人。

一营得到命令，由报信群众带路，立

即行动。为了保密，战士们脱掉军装，换成

便衣，避开大路，绕小路，避开村庄，从田

野壕沟中行军。此时雪正下得大，雪夜里

的田野上一片白茫茫的。行军路上有的地

方雪深过膝。战士们踏雪急行，终于在天

没亮前赶到了黄庄。

营长命令一部分战士埋伏在黄万镒

可能会逃走的路口要道，一部分战士原地

待命，作为机动部队随时接应，一部分战

士由他带队，悄悄朝黄庄的寨墙靠近。

此刻，黄庄村内一片静寂。黄万镒以

为解放军刚攻下县城，一定不会立刻行

动，再加上下这么大的雪，县城距黄庄二

十多里，道路山多水多，泥泞难行，又听到

城中暗哨报告，县城正在召开庆功大会，

因此他放心大胆，准备好好休息一晚，再

做打算，黄万镒有了这样的想法，土匪们

自然巴不得放松一下，大部分都躺床呼呼

大睡，少部分警戒的土匪，也围坐在屋内，

一边抽烟喝酒，一边烤火取暖。

营长带着攻寨的战士靠近寨墙，悄悄

将梯子靠到墙上，攀梯登上寨墙，村内仍

然没有动静。机敏的战士首先发现寨墙门

口一处大房子内，有火焰燃烧，感到大房

内有土匪在里边，跳墙包围了大房子，踢

开房门，果然见一群土匪正围着烤火，战

士们大喊一声：“谁也不准动，动就打死

谁。”有一个土匪还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

骂道：“滚，闹什么闹。”

等到他们清醒之后，看到明晃晃的刺

刀已逼近胸前，土匪们才惊恐地把手高高

举起来，没有一个敢反抗。此时，营长已带

着战士们全部进了村子，占领了各个主要

地方，在带队群众的指引下，营长亲自进

了黄万镒住的一座院子，直奔上房，有一

班战士迅速爬上了房顶。正在这时，黄万

镒的一个小老婆从另一间屋里出来起夜，

发现了房上的战士，尖声叫道：“妈呀，房

上有人。”转身要逃，一个战士见状，“呯”

的一枪把她打倒，黄万镒的儿子黄天才闻

声出来看动静，也被击毙在屋门台阶上。

黄万镒正在屋里睡觉，听见枪声，惊

觉地爬出被窝，还没等他把枪拿到手里，

进屋的战士已抢步上前，把他捺倒了。黄

万镒迷迷瞪瞪地问：“你们是谁？”营长厉

声喝道：“黄司令，我们是解放军，你跑不

了啦，投降吧！”

黄万镒故作镇静地说：“哎呀呀，我也

正准备投靠解放军的，何必弄这么大动

静。”

黄万镒被捆绑起来后，战士们在他家

里搜出许多枪支、弹药。当天下午，黄万镒

被绑着用牛车送到了县城。不久，在临汝

县城一座戏园里召开公审大会后，这个恶

贯满盈、凶险狠毒的土匪头子就被押赴刑

场处决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

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生活不过油盐酱醋，幸福不过一餐一食。

每天的三餐都是对努力生活的最好回赠，从舌

尖的触动到胃的温暖，而美食总能莫名其妙治愈我

们的心灵。

“中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是怀旧，是

留恋童年的味道。”这是《舌尖上的中国》中我印象

最深的一句话。长大后，我们总在匆匆离开又匆匆

回来。但无论离得多远、时间多久，家乡的味道一直

在我们心头荡漾，挥之不去。

临近春节，汝州的年味也已逐渐变浓，这不由

得让我想起家乡年夜饭桌上的卤猪肉灌肠。

卤味是凉食通称，属于各地耳熟能详的家常

菜。种类多样，一地一味。一般地域都有酱香、五香、

红卤、麻辣等大众系列，个别地域有盐焗、烤鸭、海

鲜、泡椒等特别口味。

中国的卤味源远流长、种类繁多、风味各异。卤

味最初从公元前221年秦惠王统治巴蜀到明代的流
传过程中，经过千余年。秦代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

江堰水利工程后生产出四川最早的井盐，那时人们

已经学会使用岩盐和花椒制作卤水。

西汉时期井盐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川人“尚滋

味，好辛香”的饮食习惯初步形成。经过三国及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铺垫，卤味在唐朝时越发昌盛。唐朝

的文人骚客爱好写诗饮酒，而饮酒岂能少了上乘佳

肴，这样就促进了卤味的快速发展。

明代人们注重养生食疗，《饮膳正要》和《本草

纲目》的出版受到当时人们的追捧，促进了明代百

姓更加重视饮食健康。书中记载的食材有些能够防

病、治病，又能达到调味的目的，所以大部分都被作

为卤味的调料使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发展，从事卤
味技术的总结与研发，专业人士增加使得卤味品种

更加丰富，技艺也更加精湛。由此中国卤菜进入了

空前的繁荣昌盛期。

猪肉灌肠是汝州特色传统卤味名菜，在汝州街

头几乎每百米就能找到一家灌肠小摊或者百年老

店。灌肠切成小片，色泽金黄，外韧里嫩，蒜香辣味

浓郁，用竹签扎食，别有风趣，美味无比。这让我这

个“无肉不欢”的吃货甚是开心。

老卤烹制出来的灌肠质地适口、味感丰富、香

气宜人、润而不腻，具有健脾养胃、祛风驱寒、调中

和气等神奇功效，同时能增加食欲，有益营养并且

可以增强人们的免疫抵抗力，使人们肤体光洁、骨

骼强壮，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物美价廉，及

丰富营养和独特的口味深受汝州百姓的喜爱。

将一根猪肉灌肠切成薄片，摆到盘中整齐划一，再

浇上一点蒜汁，令人蠢蠢欲动。拿起一片放入口中，舌

尖味蕾细胞在蒜末和醋的酸辣刺激下立马苏醒过来，

开始迫不及待想要探究下一步的美味。用牙齿轻轻咬

破包裹在外层的肠衣，劲软耐嚼。经过牙齿粉碎机的反

复“压榨”，分泌出来的肉质脂肪伴随着老卤的陈年香

味更加浓郁醇厚。心想此刻再配一杯清酒甚好，不知不

觉一盘刚切好的灌肠又被一扫而空。

想必一旦尝过汝州灌肠的人在今后的日子里

都会忘不了它那独特而浓郁的味道吧，因为我们都

是饮食男女。

猪肉灌肠做法
食材：猪大肠、精瘦肉、精制红薯淀粉、姜丝、大

料、食盐、味精、鸡精等。

做法：选取优质完整的猪大肠，洗净去油；将优
质猪肉切成块状，用温水洗净沥干；生姜去皮切丝；

精选瘦肉切成小块，放入切好的姜丝，用料酒、精盐

等和少许红薯淀粉，并配上细磨而成的大料面，搅

拌后灌入肠中；精选胡椒、花椒、八角、桂皮等十多

种中药材熬制成老卤汤；大火烧

开，将灌好的灌肠下锅，滚开后转

小火，经过一小时左右即可。

特点：独具风味、香嫩浓郁。
节选自《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剿灭土匪黄万镒

汝州党史故事汇

猪 肉 灌 肠

浅谈五帝的关系
虢郭

我们经常说前三皇、后五帝，那么五帝到底都是谁呢，有

多种说法。根据《尚书》《史记》的记载，五帝指黄帝、颛顼、帝

喾、尧、舜。五帝之中，除了舜帝之外，都是具有正宗的血缘关

系的，都是少典氏的后代。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黄帝有25个儿

子，其中取得姓氏的有14个。黄帝的正妃嫘祖生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昌仆，生下

高阳，就是颛顼帝，他是黄帝的孙子。颛顼死后，他的侄子、玄

嚣的孙子高辛即位，这就是帝喾，他是黄帝的曾孙。帝喾娶娵

訾氏的女子，生下放勋，这就是尧，他是黄帝的四世孙。尧老年

后，否决了属下让他儿子丹朱即位的提议，把部落联盟首领大

位禅让给民间贤才舜。

黄帝一生下来就很有灵异之气，出生不久就会说话，幼年

时聪明懂礼，长大后诚实勤劳、见闻广博。黄帝时代，神农氏势

力已经衰败，各部落之间互相攻战，生灵涂炭。黄帝实行德政，

整顿军队，研究四时节气变化，种植五谷，安抚百姓。与炎帝在

阪泉的原野交战，三年后征服炎帝。与蚩尤在涿鹿郊野开战，

擒杀蚩尤。这样黄帝就取代神农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黄帝巡视四方部落，东到东海，登上了丸山和泰山；西到

空桐，登上了鸡头山；南到长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驱逐

了荤粥部落。黄帝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为了管理各个部

落，居无定所，四处迁徙，以兵营围绕来防卫，是一位真正的人

民公仆。

颛顼帝是黄帝的孙子，他的父亲叫昌意，母亲叫昌仆。颛

顼很有贤德，颇有黄帝的风范。黄帝死后葬在桥山，颛顼即位。

颛顼同他爷爷黄帝一样，教人们利用土地的自然优势种植各

种庄稼，推算四时节气让人们顺应自然规律，祭祀鬼神，制定

礼仪制度，规范氏族成员的行为。

颛顼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同样巡视四方，向北到达幽陵，

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河北北部、辽宁一带；向南到交阯，现在

的中国南方及越南北部；向东到达蟠木；向西到达流沙。天下

平定，各个部落都归顺他。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是颛顼帝的侄子，名叫高辛。帝喾生

来就很有灵气，可以说继承了先祖的优秀基因，传说他一出生

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广施恩泽于众人而不顾其自身。他耳

聪目明，可以了解远处的情况，同时看待事物又能够明察秋

毫。他顺应天意，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急，温和守信，氏族部

落成员都非常崇拜他，可以说是当时的网红，粉丝量很高。他

一生非常节俭，爱护民众，教人们去做各种有益的事情，推算

日月的运行，据此制定季节节气，指导农业生产。他尊敬天地

鬼神，注重祭祀礼仪。他的恩德遍布四方氏族部落，人们赞扬

他，说他的恩德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日之所照，风之所至，没

有人不甘心去归顺他。

尧帝是黄帝的四世孙，他的父亲帝喾也是五帝之一。帝喾

娶了陈锋氏的女子，生下放勋，就是尧；帝喾娶了娵訾氏的女

子，生下挚。帝喾死后，挚即位，没有作出什么政绩，于是弟弟

尧即位。

尧帝仁德聪慧，虽然贵为部落联盟首领，却谦虚谨慎，使

各个部落之间都能和睦相处。他命令羲氏与和氏，遵循上天的

旨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教给民众从事生产

的节令。他推算出一年有366天，但太阳历与太阴历一年的天

数存在差异，他就用置闰月的办法把春夏秋冬四季调整准确，

从而精准指导农业生产。同时整顿百官，各项事业都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舜帝是五帝之中很特别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没有黄帝

血统却跻身五帝的贤才之一，出身于草根，成功逆袭。

舜的父亲是一名盲人，他的母亲死后，父亲又给他娶了一

位后妈。这个后妈对舜百般刁难，但舜却能对待后妈像亲生母

亲一样，对待后妈带来的弟弟也能亲如兄弟。尧在年老时征求

四方部落首领意见推荐接班人，四方部落首领推荐了已经名

满天下的舜。尧为了考察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并让

他担任司徒、接待国宾等工作。舜被尧考察了三年，又为逝世

的尧服丧三年，最终登上部落联盟首领大位。

舜即位后，任命倕担任共工之职，统领各种工匠；任命益

担任朕虞之职，管理山川草泽中的鸟兽；任命伯夷主管祭祀；

任命夔掌管音乐；任命龙担任纳言之职，传达舜的命令，报告

民情；任命皋陶掌管刑法；任命弃负责农业；任命契掌管教化

氏族成员。这样百官和睦、天下太平。

周风云/作

同心向党（国画）

二郎庙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