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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银匠，银活手艺在同行中是数得着的。做麒麟，身上的毛一

根一根的；做蝈蝈，头上的须会上下不停地颤动；做“长命百岁”的银牌子，

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上边的胖娃娃眯着小眼睛，咧着小嘴儿，笑得跟真的

一样。银匠为人真诚，做生意本分，他卖的银货价钱公道，不蒙不骗，有人拿

银子定做，一定原银制作，从不遁银兑假。所以，名满城乡，生意越做越红

火。这几年他赚了些钱，就想把自己家里快坍塌的堂屋翻修翻修。

银匠请的是城里有名的泥木两作匠人，按照惯例，把活包给领作的，最

多在上梁时管上一顿饭，图吉利和庆祝。但银匠却一反常规，不但在上梁时

管了饭，而且从瓦房子开始，每天中午都要管主要匠人一顿饭，同时还要做

上几个菜，弄壶老酒喝上几杯。

奇怪的是，每次中午吃饭时，摆上去的那只烧鸡，不知咋的总是缺少两

条鸡大腿。开始领作师傅也没在意，两天后一个徒弟凑到他身边小声说：

“师傅，咱吃的那鸡，咋都没有鸡腿儿呢？”

师傅仔细一想，这两天吃的烧鸡确实都没有鸡腿，就说：“是呀，鸡腿都

哪儿去了？”徒弟说：“一只鸡就那一点儿肉好，能往哪儿去了，还不是主家

留下来自己吃了！”师傅听了并不在乎，瞪了一眼徒弟：“银匠不是那种人。”

又笑笑劝徒弟：“管他有鸡腿儿没鸡腿儿，总的说人家对咱还真是不错。你

在哪儿干活能受到这样的待遇？人得知足，不能太馋嘴，不能耍心眼，活一

定得干好，对得起人家。”

到第四天中午，活快完了，只差捏梁脊了。银匠转着看了看将要盖成的

新房，墙又平又直又干净，砖缝儿细发线，上下左右成行，就像用尺子画出

来的，上架看了看房顶，瓦得又密又匀又直，瓦角儿对得又严又平。银匠心

里高兴，一个劲地夸领作师傅：“手艺可真好，佩服，佩服！”

领作师傅听了这番夸奖，心里也乐滋滋的，不由也自夸起来：“不是喷

大话，我瓦这房子，你可以在瓦城里从上往下放碾子，不管一个瓦被碾烂。

如果有一个瓦被碾烂，工钱儿我一文不要。”银匠连连说：“我信，我信！”

活儿干得好，中午的小宴就更丰盛了。但是上的烧鸡不知咋的还是

没鸡腿儿。领作师傅有点不高兴了，心想那几次你把鸡腿儿留下来都行，

这是最后一顿，咋还不让我们吃一只全鸡！也不知道你这银匠是咋想的。

领作师傅想到这儿，就起点心眼儿，下午捏脊时，鬼使神差地在脊的正中

间，留了个小缝儿。心想让你在下大雨时，屋的正中有一点小小的漏水，

叫你也想想，那鸡腿儿都到哪去了！

傍晚，脊捏成了。领作师傅和徒弟们收拾好东西与银匠告别。这时，银

匠突然端出了一盆儿烧鸡腿，说：“各位先别去，把这鸡腿分了带回去给家

里和父母。你们在这儿给我盖房，家里父母都很惦记，咱做儿女的都应该孝

敬。吃饭时我都把它留下保管了下来，今天全部给你们拿了出来。”

看着银匠恭恭敬敬端着的一盆烧鸡腿，听了银匠一番话，领作师傅和

他的高徒都愣住了，这时才明白吃饭时烧鸡全都没有腿的缘故。领作师傅

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自己错怪了银匠，不该在人家的房子上做手脚。他

急中生智，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我的瓦刀忘在了房顶上了，稍等，我上去

把瓦刀取下来！”其实，他的瓦刀就别在腰里，他是要上去修补捏脊时留下

的小缝。师傅就是师傅，悄悄抓了一把剩下的灰泥，登上了房子，三下五除

二把留下的小缝儿收拾得严严实实，然后下房

来到银匠面前，一拱手说：“我们告辞了，后会有

期。”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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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县、区抗日武装，开展武

装斗争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以皮

徐支队的一个排为骨干，组建临汝县

抗日独立团，党峰任团长兼政委，陈其

双任独立团副团长，牛占元任独立团

副政委，王孝庭任政治处主任。县独立

团成立后，吸收根据地的青壮年农民

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300余人。
同时，还建立了大峪区干队，由区

长董逢甲任大队长，王天一任副大队

长。下辖秦广善、王天一、赵德修和郭

钊4个中队。
为加强对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

皮徐支队还从随军南下的工作队员

中，派出一部分干部到各中队担任政

治指导员，使这支队伍沿着正确的方

向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面对日军和汉奸土匪武装的“围

剿”和“扫荡”，临汝县委、抗日县政府组

织县独立团、区干队、民兵和人民群众，

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从1944年11月到
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与日、伪、顽进行
过30多次战斗，取得了送表伏击战、袁
窑保卫战、棉花窑反扫荡、孟窑阻击战、

痛击顽匪杨香亭、上下官寺等战斗的胜

利，歼灭敌人5000余人，谱写了汝州人
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光辉篇章。

抗战胜利后，大峪抗日根据地有
300多名独立团和区干队战士随军南
下，投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

建立做出了贡献。

（三）建立区、村级民主抗日政权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的当天，

大峪店抗日区政府（后改为临汝县第

一区抗日区政府）也同时宣布成立，董

逢甲任区长。下辖马鞍驼、棉花窑、班

庄、大峪店等9个大行政村。
1945年4月，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又

在临汝、登封交界处的登封县和沟村，

建立了临汝县第二区抗日区政府，由

抗日积极分子李清韶任区长。下辖和

沟、送表等15个大行政村。至此，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下辖2个区政府和24个
村级抗日政权，管辖面积约200平方公
里，人口1万多人。

（四）团结带领群众开展支前运动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建立后，县委

书记、县长党峰和县、区的其他几个领

导干部，与群众吃住在一起，帮助群众

打水、扫地、干活，尊老爱幼，亲如一

家。广大群众从内心拥护人民政府，热

爱人民子弟兵。在多次战斗中，大峪店

的人民群众，参军参战，送粮草、抬担

架、救伤员，积极支援前线，因而战胜

了各种困难，保证了武装斗争的胜利，

使临汝抗日根据地的鲜艳红旗高高飘

扬。

（五）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

临汝县委、县政府灵活运用“团结

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

反动势力”统一战线政策，针对不同人

物，采取统战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策

略，使一批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

的代表人物，积极向党领导的临汝县

抗日县政府靠拢，逐步形成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团结抗日的

新局面。

县委书记、县长党峰，县委副书记

张清杰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地

方武装内部做思想工作，先后争取了

大峪地区王天一、秦光善、赵德修、郭

钊等地方武装加入抗日队伍，争取了

焦村焦道生、常楼吴凤翔等地方武装

与八路军联合抗日，争取了蟒川滕店

的郭宣卿、登封田云等地方武装保持

中立。对于临汝黄万镒、平文正等多次

进犯抗日根据地的汉奸顽固分子，则

坚决予以打击。

（六）开展减租减息与倒地运动
1、实行减租减息
为了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

的高利贷剥削，同时也适当照顾地、富

的利益，从1944年12月开始，临汝县
委、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在根据地各行

政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政

策。规定：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

最高地租不能超过对半分成。取消“三

七”“四六”和“二八”扣的地租；取消一

切额外剥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不

合理的摊派，按各户实有土地征收赋

税，实行合理负担。

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解决了部

队的一部分经费和粮禾供给，改善了

人民群众的生活，团结各阶层人民一

致抗日，推动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

各项工作。 （未完待续）

供稿：汝州市档案馆

在我国农村，有一副常见的春

联———“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无疑，这

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千百

年来农民内心愿景的真切反映。

古代典籍中，关于“五谷”的记载也

颇多，比如：《管子·轻重甲第八十》有“子

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周礼·

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

（黍、稷、菽、麦、稻）”。

孔子之后，形容一个人懒惰，常说其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能我们心里都

明白，“五谷”说的是各种粮食作物，但具

体指哪几种粮食作物，估计能说得清的

人就不多了。

最初，“五谷”说的是先秦时期的主

要粮食作物，但学术界对“五谷”的说法

是有分歧的，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另一种是稻、

黍、稷、麦、菽。

《周礼·天官·疾医》有云：“以五味、

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

黍、稷、麦、豆也。”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树艺五谷，

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表述，赵岐注：“五谷

谓稻、黍、稷、麦、菽也。”“菽”就是大豆。

这两种“五谷”的说法，区别就是稻

与麻。水稻虽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但主

要产地在南方，古代北方很少种稻。而上

古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

流域，“五谷”中最初应该是没有“稻”的。

但如果把麻当作粮食，多数现代人

心里是不是有疑惑呢？但在古代麻确实

曾经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豳风·七月》中

就有这样的记述：“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大多数专家认为，“五谷”中的麻，说

的是大麻———此大麻可不是制毒品之大

麻。大麻的别称有山丝苗、线麻、火麻、胡

麻等，在我国比麦子的栽培历史还要早。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

种植大麻，其纤维是古代重要的纺织原

料，而它的种子，古代称为苴，可当作粮

食食用。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五谷”为稻、

稷、麦、豆、麻。《楚辞·大招》中有“五谷六

仞”，王逸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

这种说法有稻、麻，而无黍。据专家分析，

这种说法应该是把黍归为稷了。

更早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中，则说

到了六种农作物：禾（即粟）、黍、稻、麻、

菽、麦，恰巧与“五谷”三种说法的六种作

物一致。显然，稻、黍、稷、麦、菽、麻，就是

我国古代的主要粮食作物。

今天的粮食作物，种类早已超出“五

谷”很多，比如“三大主粮”之一玉米，蚕

豆、豌豆、绿豆、红小豆、芸豆等豆类，红

薯、马铃薯、山药、芋、木薯等薯类。

来源：河南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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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都有啥

何社，男，汝州市大峪镇高岭村东坡自然村人，中共党员，1944
年至1945年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第一区马鞍驼村（大行政村）农会
主席。他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为人正直，对党忠诚，深受贫苦农民的

爱戴和拥护。1945年11月，何社被地主恶霸梁小舟等人残酷杀害。
1944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汝州。他们奸淫烧杀，无恶

不作，对汝州及广大豫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解救处在水

深火热中的豫西人民，同年9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皮定均、徐
子荣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在汝州市

大峪镇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我市第一个红色政权———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八路军组织穷苦农民，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灾难

深重的汝州大地，从此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何社这个受尽了苦难的农家汉子，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

中。他被群众推选为马鞍驼村农会主席，组织带领农民群众进行

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贫苦农民的欢迎，但

也引起了土财主何金立的强烈不满，何金立把何社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事事处处与何社作对，挖空心思破坏抗战及农会工作。
1945年5至6月间，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裴建国等人在马

鞍驼村工作时，何社派何金立家管饭，何金立不仅不管饭，还辱骂何

社。工作组走后，何金立更加嚣张，处处给何社等村干部以恶毒攻

击，并扬言要杀死何社。何金立是个破坏革命事业、大发灾难财的反

动分子，在1942年那个罕见的灾荒之年，他趁机对穷人大肆盘剥，从
贫苦农民手中以低廉价格巧夺大量土地。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倒地

运动中，何社带领农民群众要求何金立退还被掠夺去的土地，何金

立顽固抵抗，拒不退还，受到了临汝抗日县政府县长党峰的严厉批

评，并强令其倒出土地。从此，何金立对农会主席何社怀恨在心，和

袁窑的地主恶霸梁小舟、梁叙臣勾结在一起，变本加厉地破坏党领

导的抗日活动。何社带领群众，与何金立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后来，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根据何金立的反革命罪行，顺应广大群

众的要求，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何金立抓捕归案，召开群众大会，

宣布罪状，依法枪决，何社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革命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反动分子梁小舟等更加恐惧，也更加仇恨何社、仇视抗日县政

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1945年10月4日，驻守
在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河南军区及下属各个支队，主动撤离，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汇

合。八路军撤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主武装立即向留下来的党员、干部进行疯

狂的反攻倒算。一时间，大峪抗日根据地上空布满了恐怖的阴云。袁窑村“二梁”的

土匪大队长梁金龙、中队长高金灵，率领一群土匪，由何金立之子何克带路，气势汹

汹地找何社算账，狂妄地叫嚣：“我们是为何金立报仇来了。”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最

后，敌人在马鞍驼村于黑吞（何社的姐夫）家把何社抓住。他们妄想从何社身上打开

缺口，搜寻党的秘密。匪徒们把何社带到十字口村杨宽（何社的表侄）家门口停下

来，对何社说：“八路军走时放在杨宽家一百袋小麦，两挺机枪，只要你作证，可以放

你……”何社坚决否认，匪徒暴跳如雷。于是他们把他吊在树上，背上放个磨盘，何

社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纷纷从额头上掉下，但何社仍然紧咬牙关，坚贞不屈，不吭

一声。匪徒们嚎叫着：“说不说，不说吊死你……”何社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就是把

我打死，我也只能这样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下，何

社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匪徒们无计可施，把何社从树上解下来送往高岭村辉泉自然村。在押送的路上，

因为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身上还长着大疮，走不成路。匪徒们就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折磨他，他们把路边的小酸枣树砍下来，用带刺的枝条往何社身上狠抽。他身上的衣

服被打破，遍体鳞伤，鲜血直淌，鞋里都灌满了血浆，走起路来唿哧唿哧直响，血沫四

溅。路旁的贫苦农民见此惨状无不落泪，但何社仍不屈服。敌人把何社带到辉泉村后，

在赵文忠家（何金立的姑家）将何社吊在屋梁上，打得何社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浇醒，

就这样，把何社折磨得死去活来。“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走时给你交代的啥任务？八路

军走时放在谁家有枪有粮食？说出来放你回家，不说打死你。”匪徒们威逼利诱，毒法

用尽，何社同志仍然一句话也不说，始终没有泄露我党的机密，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

志。在什么也得不到的情况下，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何社同志活活打死。

何社同志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

认为革命烈士。2001年，何社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他不怕牺
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及英雄事迹将名垂青史，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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