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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盐源竹枝词》云：“高悬彩架接

云天，共庆新年胜旧年；姊妹艳装争奇丽，

倩郎抛索送秋千。”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

清人荡秋千的情形。

《荆楚岁时记》是记录中国古代楚地

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其文十六节

云：“以缏作篾缆相罥，绵亘数里，鸣鼓牵

之。公输子自游楚，为载舟之戏，退则钩

之，进则强之，名曰‘钩强’，遂以钩为戏”。

《涅槃经》曰：“斗轮骨轮索，其秋迁之戏

乎？”

《汉武帝后庭秋千赋》曾云：“秋千者，

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

之乐。”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水秋千”。南

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北宋汴京的金

明池，南宋临安的西湖、钱塘江，都举行

过这类活动。但凡举行此类表演，它霎

时可惊动上至庙堂的皇亲国戚，下至街

陌的庶民百姓。据记载：此活动的秋千

架固定在两艘船头之上。表演之际，船

上鼓声齐鸣，杂耍艺人首先上竿耍玩，之

后依次登上秋千，奋力游荡。当荡秋千

者游至和秋千横梁几乎相平时，他们突

然双手脱绳，凭秋千惯力纵飞空中，然后

翻个空中斤斗，纵身入水……“水秋千”

近似现代的跳水运动，它是宋人在杂技

项目上的一个新发展，动作惊险优美而

变化无穷。

现在我们常见的秋千都是架在土地

上的。我们河南人说话干脆，把秋千的千

字一省略，干脆叫它为秋。并把固定秋千

架子杆的活儿称作缚秋，把荡秋千游戏称

作打秋。

打秋的活动每年元宵节最为广泛，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元宵节几乎村村

都缚，有的大村甚至缚了好几架。那年月

的秋千结构，大约在5米距离的两端各牢
固在地上竖起一个由圆木捆绑组成的三

角形架子，架高5米或更高一些。三角架上
用一根称作秋梁的圆木连接结实，秋梁上

套两个可作半圆运动的木质或铁质圆圈，

俗称秋纠（儿化音）的东西。为防止秋纠向

秋梁中间滑动，它的两头分别用细绳牵

制。秋纠下面由秋绳连接踏秋板，秋绳有

两种材质，一种是棕绳，一种是竹竿，听人

说，竹秋比绳秋起得利索起得快。这种秋

千是作上下游荡动作的。

另一种作圆转动作的秋千，叫转转

秋。五十年前的转转秋底盘用的是牛车

轴，车轴固定结实后，再绑上秋千架，因

转转秋做的是圆周运动，很多人不适应。

它能把人转得头晕眼花，甚至干哕。

再一种叫辘辘秋。辘辘秋更有刺激，

它是在直立5- 6米的高竿上先固定一个
与地面平行的横木，横木一端固定一个

打水的辘辘，另一端固定一个起平衡辘

辘和人身重量的物体。为了奖励打秋人，

还要在辘辘上方高 1 0厘米、50厘米、1 00
厘米的地方挂上不同等级的奖品。譬如1
盒烟，3盒烟，1 条烟。为了人身安全，秋
千下地面上还得铺一层厚厚的保护物。

秋千上辘辘能随便做圆周运动，辘辘圈

上的绳子缠绕两圈后两头拉近地面。蹬

秋者将绳子一头固定脚上，另一头双手

抓紧向下拽绳子，凭借辘辘转动把自己

的身子慢慢带到秋梁上的秋辘辘处。打

秋人攀到秋千横梁后，得用一只手将两

绳抓在一起，腾出另一只手去摘取奖品。

比辘辘高 1 0厘米的奖品易摘，50厘米与
1 00厘米的奖品要想摘掉，必须靠胆子和
技巧，游戏人得想法骑在辘辘上面，很多

人这时稍有不慎就会从秋千平梁高处平

身落地。这种形式的秋千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

现在的秋千架子大多由铁竿组成，秋

绳也改作铁链。但总感觉它的游荡效果与

老式秋千不能同语。

另外，昔日元宵节中，那些争不住秋

的小童仔们，便开始回家嚷嚷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了。这时的长辈们为了哄孩子，会

随便找根结实的绳子，在门框上、树枝上

就那么一绑，儿童们便高兴地坐在秋上摇

晃了，摇晃中他（她）会回报给大人们一个

节日的笑脸。

元宵节缚秋活动有的村子正月初十

就动手了，最迟的村子也得在十三下午缚

好。秋缚好后，为了人们的安全，还得给秋

架点上一炷香。

晚上是打秋最热闹的时候。那年月，

大多数农村还没用上电，收音机少之又

少，无电视、更无手机，明晃晃大月亮（只

要不下雨雪，阴天亦一样）底下的秋千旁，

又说又笑又争又吵，场面热闹非常。有一

个人独蹬的；有两个人并肩背面同蹬的；

有带小孩蹬的。

“下来，下来，不能耍赖皮！”在众人吆

喝下，有些赖皮人才会被迫下去。“该轮我

了！该轮我了！”这是争秋的声音。“带带

我吧，带带我吧！”这是儿童求大人带秋的

声音。“这回该带我了，这回该带我了！”这

是强势儿童争秋的声音。“娘，娘，我也要

打，我也要打！”这是腼腆小孩乞求大人帮

助的声音。“别争，别争，这回咋说也该轮

住俺了！”这是奶奶妈妈辈们帮儿孙们争

秋的声音……

虽然说元宵节还在数九天气，但秋千

似乎是一团火，帮助玩耍人把寒气驱逐得

干干净净，使争抢打秋的人们把夜熬得很

深很深。

白天，因为看得更清楚，秋起速度的

高和低，令看秋者人人争着当裁判。“真

造，真造，三下五除二可怼平梁了！”赏秋

人这时便会发出不同的评论，像是给游戏

人打分。

秋千上升的快慢，与打秋人分绳的力

气与技术有关。所谓分绳，即游戏者在蹬

秋的同时用双臂将秋绳向两边撑开的技

巧。为此，技术娴熟的打秋者，每每上场总

会下意识地将秋纠向左右摆几下。不过要

想秋千起高得快，除了用力尽量将秋绳分

得远一点外，还得掐好分绳的时间点，这

是一个关键。这个时间点应在秋千刚向下

回落的时候进行，错前错后都影响着秋千

起升的效果。

打秋千除了蹬秋外，还有送秋与悠秋

之说。送秋就是一个人坐在秋踏板上，让

另一个人站在后面用手向前推着悠荡。悠

秋是体弱人的活儿，他们因无力量蹬高，

会稍蹬一会，便利用惯力悠一会。停会再

蹬几下，再悠一会。

壮劳力打秋时，为了压秋踏板，往往

会让一个小孩坐在踏板上。秋千在荡漾

的过程中，从高处向下俯冲的那一刹那，

坐在踏板上的孩子有一种提心吊胆的害

怕感，有的可能被吓得噢噢直哭！这时围

观人群中便会不约而同地发出“丢手抱

滴脑！丢手抱滴脑！”这一时间中，真正

丢手的事情还确实发生过，那一刻是十

分的惊心动魄，由此还摔伤过一些儿童。

有被众人唤作“秋毛”的儿童，死皮赖

脸，坐在秋板上就是不下去，这个人带罢

他还让那个人再带，他下秋板不是被长

辈大声呵斥，便是被比他更强势者死拽

下去。

过去听说过一个笑话，韩复榘看到打

篮球乱抢的场面时突发奇想，对身边人

说，一群人争那一个球，每人给发一个，各

打各的，看他们还争不争！荡秋千也是越

争越吵越热闹，那是一种气氛。笔者曾见

过在没人争抢的情况下，连“秋毛”们荡会

儿也没有了兴趣，没人撵自个打着打着便

不打了。

元宵节的秋千活动，一般从正月十三

开始，到正月十七结束，被人们戏称“犟十

七”。秋架子过了十七就要被拆掉，因为，

元宵已过，春耕大忙即到来，人们该向节

日拜拜了。

秋千架子拆后，新一年的劳碌就又开

始了。

杨树德，男，汉族，生于1 920年，山东省
招远县金集区鞋子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临汝县第一区庇东乡指导员，在

1 94 9年3月1 5日“一、五”区土匪暴乱中，他
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2 9岁。

他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1 94 8年7月底，随山东省老解
放区抽调出的8000余名南下干部，来到豫
西开辟新解放区。在当时中共中原局驻

地———临汝县第六区（今小屯镇）魔冢营、

路寨等村，学习整训了一个多月，9月中旬
被分配到一区（区政府设在安洼村）工作。

同杨树德一起分配到一区工作的山东籍干

部，还有刘毓进、鲁志平、杨本录等人。他们

在区政委宋寅、区长郭喜的领导下，逐村进

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挖穷根活

动，启发贫苦农民阶级觉悟，鼓励穷人起来

当家做主，树立掌握政权的信心，开展反匪

反霸斗争，做好支援前线工作。同年1 2月，
区里召开代表会，组建乡政权，选举乡级领

导班子。外地来的干部，都担任了各乡的主

要领导，杨树德任庇东乡指导员。

杨树德担任庇东乡指导员后，开始组

建乡政府，从各村农会里挑选一部分积极

分子，披红戴花，由各村欢送到乡政府，成

为乡干部，脱离生产。当时有些人宣布有职

务，没有宣布职务的，一律称为工作队员。

庇东乡政府设在河坡村，唐长年任乡农会

主席，杭安任乡长，王光令任乡文书，刘庆

功任乡农会文书，何印任乡武装队长。

乡、村干部队伍壮大后，进一步推动了

反匪反霸的深入开展。通过斗争，收集土

匪、恶霸的枪支，除各村建立民兵组织留下

一部分，乡干部谁收集到，谁掌握，多余的

都上交到乡政府。乡里组建乡干队，何印把

枪支分给乡干队员掌握。乡工作人员一律

深入各村，继续开展反匪反霸斗争。经过斗

争的实践锻炼，农会会员逐渐增多了，农会

组织逐步壮大了，农村政权逐步巩固了。这

样一来，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土

匪、恶霸闻风丧胆，低头认罪。

1 94 9年2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
的：“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的号召，全县上下普遍开展了动员参军

运动。大多有志青年自愿报名参军，出现了

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送的动人局

面。在欢送第一批新兵入伍后，不甘心失败

的土匪、恶霸、地主等反动势力，暗中造谣

生事，伺机反扑，煽动群众说：“谁要参加农

会，就把谁家的孩子送去当炮灰，填平长

江！”“各地都起来啦（指土匪），共产党站不

住脚啦!”“新干部、农会会员没有错，都是
外地来的老干部领着叫斗争的，专打外来

的老干部！”等等。由于他们抓住了部分群

众怕当兵的心理，加上一些乡村干部对共

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政局认识不清，错

误地认为，自己斗争了土匪、恶霸、地主们，

分了人家的财产，这一下可安不住业了，思

想动摇起来，怕变天，怕杀头。于是，在一

区、五区的安洼、夏店、养田等地，地主、恶

霸在幕后，土匪头子刘金岳、郭老六、张文

宪等在前台，纠集一些惯匪和不务正业的

人，威胁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拉拢个

别混入政权内部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武装，

策动了攻打区、乡、村政权，杀害干部的

“一、五”区土匪暴乱事件。

1 94 9年3月1 5日上午，杨树德同乡农会
文书刘庆功一起，到田堂村开会。该村此时

已是谣言四起，民众惶惶不安，会已召集不

起来，到一点左右只到五六个人。杨树德在

村头向到会者讲了解放战场上的好形势，

要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教育安定群众的思

想。会议结束后，他们返回乡政府，途经杨

堂村时，村干部庄合向杨树德汇报说，他去

送表拉煤回来，在段村看到有土匪活动。他

们三人边走边说，回到乡政府，吃中午饭

时，庄三见等几个村干部也来到乡政府，汇

报在附近一带村庄也发现有土匪活动。饭

后，杨树德带领刘庆功、何印到段村调查土

匪活动是否属实。走出河坡村北场，乡干部

范宗有、唐景尧从郝庄方向跑过来，向杨汇

报说：“发现庇山东北角一带有大量土匪，

我们俩不敢在郝庄开会，跑回来汇报情

况。”杨树德果断改变原来计划，不顾个人

安危，决定带大家到郝庄村查看实情。唐景

尧当即向杨表示，他不再去郝庄。从此，回

到家里脱离了工作。他们四人同路向郝庄

方向奔去。杨树德带一支二八盒子，何印带

一支中正式长枪，刘庆功带一支汉阳造长

枪，范宗有没带枪。走到朱楼村西沟时，杨

树德把刘庆功那支枪要过去，走到最前边，

何印紧跟着刘庆功和范宗有走在后边。来

到郝庄村东北角时，土匪发现杨树德，开枪

向杨射击。刘庆功和范宗有走到村东边，发

现土匪从西、北两个方向向他们包围。在敌

众我寡的情况下，刘庆功和范宗有各自选

择有利地形，迅速撤退。何印当时就和土匪

接上了头，投敌叛变，和土匪一起攻打安洼

一区政府。刘庆功在撤退的途中，遇到王光

令及乡干队员王良，同他俩一起安全回到

乡政府。政府院里没有一个人，刘庆功和王

光令商量各自回家等候消息。

那天下午，在郝庄村东北与土匪遭遇

后，杨树德向郝庄东南方向撤退，跑到建庄

村南地时，范圪挡、李占河（原乡委员）等几

个土匪从范庄村内出来，截住了杨的去路。

杨树德转身又返回建庄村，进入刘毛拉家，

土匪包围了刘家宅院，让李占河同杨树德

对话，骗杨出来。杨树德听清是李占河的声

音，认为是自己人，出了宅院即被几个土匪

架到建庄村东南的砖窑厂上，惨遭枪杀。

五区土匪暴动发生后，中共临汝县委

立即调动县独立团、县公安局干警和一、

五、七区民兵进行清剿。经过两天追剿战

斗，将暴乱匪徒歼灭。第四天，区长郭喜带

领区武装队员，到处寻找杨树德的踪迹，在

建庄村东南地砖窑找到了杨的尸体，将杨

安葬在河坡村西南的一座庙院内。

平息“一、五”区土匪暴乱后，全区开展

了肃匪运动，从上而下，由内而外，进行全

民性的大查大挖，把土匪暴乱的主谋、首

犯，骨干分子，胁从匪众以及通匪人员，查

得一清二楚。查清原乡长杭安、武装队长何

印均系土匪打入我政权内的骨干分子。

在彻底查清土匪暴动的罪恶事实后，

经上级批准，将参与枪杀杨树德烈士的凶

手何印、范圪挡、王林，拉到杨树德烈士墓

前，执行枪决。杭安被判刑，李占河逃到陕

西省周至县的深山里，被县公安人员抓获，

押回临汝，执行枪决，为死难烈士报仇雪

恨。

宵节袁荡秋千
● 王国成

革命烈士杨树德
● 刘庆功

（上接第3022期）
吕师傅刚要出门买菜

的时候，他哥哥吕正兴正好

来了，跟我们在大厅碰了个

面对面。吕正兴在县科委工

作，和习书记认识，听我们

说习书记来调研，食堂也没

有饭菜了，他就说：“那就别

张罗饭菜了，到我家吃饭

吧！”

于是，我去叫上习书

记，我们几个都骑着自行

车，到了吕正兴家。我和吕

正兴给习书记简单聊了聊

大队的基本情况。当时，我

们聊到东兆通有一个玻璃厂，那个厂不算景气，经营得不太

好。我主要谈了谈大队现在是怎么办的，怎么解决问题的。习

书记听得很认真。

谈了一会儿，吕师傅炒好了四五个菜，饭也做好了，我们

就吃饭。习书记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聊，问了其他乡镇企业经营

的情况。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从干部到群众思想都不太统

一，“左”的思想还很有市场。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

受到很大束缚。我们十里堡有个玛钢厂，主要生产钢窗、建

筑、建材，这是一个小厂子，其他上规模的工厂就没有了。

习书记把这些厂子的情况比较详细地问了一下，问到了

这些乡镇企业的规模、经营的效益、人员的构成、工人的技术

水准等等。我因为来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所以当时掌握的

情况也不是很多，说得也不多，就是把我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

都跟习书记讲了。

习书记就说起集中发展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好处，而且

提出不但要放心大胆地搞，还要上规模。他还说，咱们应该走

出去，多看看沿海、南方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农业。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比较单

一，主要就是小麦、玉米，习书记说：“农业只靠这些也不行，要

搞现代农业，要大力发展深加工、养殖、肉蛋奶，供应城市，抓

准城市的需求来发展农村经济，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好

起来。”

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听习书记讲，这个把小时真是充

实。他确实讲得好，我们一边听着，心里面暗自佩服———别看

习书记这么年轻，真是有思想、有水平。

那天晚上，习书记熬夜把我们公社1 97 9年到1 981年这3年
的经济社会发展年报全都看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把年报还给我，说：“这些年报

我都看完了，你收起来吧。”我说：“习书记，你一晚上看这么多

资料，够辛苦的。”

接下来，习书记跟我告别，骑自行车赶路回县城了。本来

周末可以好好休息的，他还冒着小雨骑车到我们这里来搞调

研，真是不容易。

采访组：从那次以后，习近平同志再来到西兆通公社，您

和他又见过面吗？

李正：又见过一次，是在1 983年春夏之交。那次，他也是来
我们公社搞调研，但不是我接待的他。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

公社后面的食堂遇见了他。当时他正在和公社的同志们一起

排队打饭。打好了饭，他就坐在食堂外面的水泥凳子上，和大

家一起在用水泥废楼板搭的“饭桌”上吃饭。一边吃，一边和我

们聊天，很轻松也很愉快。

习书记的人才战略有效实施以后，大量的专家和学者到

正定来，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1 984年，他请了一位香港的
经济学家做我们正定的经济发展顾问，到我们这里来考察。这

位香港顾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也提供了很多“走出去、

请进来、谈项目”的办法，给我们出了很多有用的主意，做了不

少事。

也是这一年，习书记在正定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他动

员人们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希

望我们能够到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多

学习先进经验。

根据习书记建议，这一年我们就到浙江温州去考察了一

次。那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让我们非常震惊，大大开拓了我

们的思路，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第二年，我们一下

就上了20多个项目，而且大部分项目都运行得很顺利，我们的
乡镇企业就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了。

采访组：孙师傅，您好！请您谈一谈当年见到习近平同志

的情景。

孙树栋：1 982年7月，习书记骑着自行车到我们西兆通调
研。那时候，李正同志是公社秘书，负责接待习书记。我是司

机，算个见证人。习书记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

见到他，觉得他很年轻、很朴素，穿个绿军装，也没人跟着，骑

着“二八”大链盒自行车就来了，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

所以给老百姓的印象特别好。

（未完待续）

相传，汝州温泉是轩辕黄帝最先发现，并被他封为神泉的。

4 000多年前的一天，黄帝战蚩尤于庇山，两军对阵，只打得天
昏地暗，血流成河。蚩尤占了上风，黄帝的人马受伤惨重。黄帝正准

备下令部队撤走，只见汝州西南方向二十多公里处的上空出现了

海市蜃楼的景象。黄帝大喜，急令部队朝着西南方向撤离，不一会，

天上的奇景没有了，只留下了一片蒸腾的云雾。黄帝率残兵败将来

到了现在的温泉镇，当时这里没有人烟，远远地听见雾霭中有“哗

啦哗啦”奔流的水声。黄帝率众朝着水声走去，看到泉水冒着热气

从地上冒了出来，汇成了一条小溪，黄帝命部队停下洗浴休整。伤

兵们在温泉里洗浴伤口后，没想到疗效神奇，肿胀消失，伤口愈合，

没有了疼痛。伤兵们很快痊愈，恢复了士气，黄帝十分高兴，望着热

气蒸腾的泉水说：“神泉，真乃神泉啊！”

从此，温泉被称之为“神泉”至今，温

泉是历史上最早的医院，被后人称之为

“愈痹阁”。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神泉的传说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