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夏店镇政府驻地东2公里处，东临陵头镇西店街村，西与镇政
府所在地新村相接，南与陈庄村毗邻，北部多丘陵，与夏店镇孙庄村

接壤。

荆阳寨（毛寨村）村境域内地势北高南低，村东边有沙河流经，村

西边有荆河流淌，两河环环相扣，把荆阳寨装点得五彩缤纷。沙河发

源于嵩山，从北流向汝河支流又与荆河汇集流入北汝河，村域属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春两季多西北风，夏秋两季多东南

风。

荆阳寨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它始村于元朝中期，成寨

于明朝初年，距今有600多年历史。明正德元年（公元1 506年），直隶汝
州有1 5个村店、4个屯田。时毛寨隶属于1 5个村店之一的夏店村店。清
道光二十年（公元1 84 0年），汝州下置4地方、3关、2庄阁、4镇、34里、1
卫，毛寨村属于34里的慕里（庙下街北至夏店）。民国1 8年（1 92 9年），
临汝县下辖1 3个区，其中毛寨为五区，直接隶属于临汝县管辖。民国
25年（1 936年），临汝县分3个区署，4 8个联保。时毛寨归庙下区管辖。
民国30年（1 94 1 年），毛寨村隶属于临汝县上鲁乡。1 94 7年1 2月，临汝
县设3个区，毛寨村隶属于一区（庙下）。1 94 8年9月，临汝县增到1 0个
区，毛寨村隶属于新增设的夏店区。1 94 9年9月，临汝县撤销夏店区，
毛寨村隶属于五区。1 957年3月，由区制改为乡制，毛寨村归陵头乡管
辖。1 958年9月，全县建立9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陵头乡改为陵
头人民公社，下辖1 2个生产大队，其中孙庄、陈庄、户寨、毛寨村同属
于毛寨生产大队。1 962年，毛寨村与孙庄、陈庄、户寨三村分开，单独
成立毛寨生产大队，隶属于陵头人民公社。1 992年3月以后，汝州市新
增设夏店、焦村两个乡，毛寨村由陵头乡管辖变更为夏店乡管辖。

荆阳寨北依嵩山系余脉结穴而筑寨，寨前有荆河、沙河环绕并穿

村而过，又在此交会，使荆阳寨显得更加高大，稳如泰山。

荆阳寨有寨匾名额（1 958年大跃进时被拆除）。寨顶占地面积约
1 0余亩，建筑面积约1 7 00多平方米，西寨墙紧临北汝河支流荆河，时
值春夏之交，河中潺潺流水清澈见底，水中鱼儿时而跳跃、时而摇摆

尾巴，追逐着、嬉戏着，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荆阳古寨坐北朝南，选址巧妙，布局合理。荆阳寨数丈高的寨门

高高耸立在寨顶南大门，大门前有原始青石块、石头砌成的桥坡，桥

坡与寨门相接处设有吊桥。每遇土匪、刀客攻寨时，寨顶上的一位老

者会在村中手持铜锣，鸣道示警，惊醒众人。百姓们闻之会迅速跑入

荆阳寨上，把吊桥拉起，紧锁寨门，里边用口袋装满粮食顶紧寨门（粮

食口袋会越顶越紧，刀客是撞不开寨门的）。寨门两边各设炮楼两座，

有数丈高，高层有枪眼和瞭望台。从上可以眺望到数百米之外，若有

不速之客———刀客、土匪来攻寨，寨内百姓会迅速作好充分准备，应

对来犯之敌。

古寨上西北角及东北角也各设炮楼一座。炮楼上时常有护寨家

丁，身背长枪，站岗放哨，一旦有战事，就会鸣枪报警。最为神奇的是

古寨内各家各户屋内均有地道入口，特别是寨主毛克功家高楼林立，

卫兵荷枪实弹，经常巡视着寨内的一切动静。整个古寨地道从单一的

躲藏后变为能打能躲、防水防毒、逃生的地下工事。且逐渐形成了家

与家、房连房，互相配合，打击来犯之土匪、刀客。地道内部设计精巧，

布局奥妙，能守能攻。寨主家有秘密通道可向村外转移，村外孙年先

生家有一出口，在他家炮楼内，跟古寨顶上有1公里左右，这个秘密只
有毛克功和孙先生知道。

我小时候同伙伴们玩游戏捉迷藏时，曾从一农户家掏土窑居住

时，挖开了地道，孩子王领着小伙伴们去爬地道。进道一看，主、干线

数条，全长约1 0余华里，地道一般宽2米，高1 . 5米，内部设有通气孔、
活动翻板、水井储粮室。大窑洞数个，每个窑洞可容纳200多人，洞内
有土炕台、稻草铺垫、放煤油灯的小窝。地道内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个

人爬着进去，有的地方可以跑步进入。陷阱上边有块石板是活动的，

可以抽动，让土匪掉落其中。寨墙上和荆河土涯上草丛中有碗口大

小的出气眼，是隐蔽的，从外向内是看不到的，从内向外仰望是陡坡

形，由粗变细，最后缩小到碗口那么大的一个小出气眼。这就形成了

各户相通、各洞相通、洞下有洞、洞中有洞、真洞假洞，令人眼花缭

乱。

荆阳寨地道具体始建于何时，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总之，从

地道布局、设计、施工说明荆阳寨当时有圣贤、天才之人。设计精准、

构思新颖、想象合理、堪称“华夏之宝”。在那封建社会里，各种工具落

后的时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超出我一个现代人的理解范畴。他们为此

“地宫”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心血，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数万吨的土

石方怎么运出洞的？又运往何处呢？古代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去完

成这样一种宏伟工程是何等的艰难？

荆阳寨地道从整体布局俯瞰，大气恢宏，细节处却精致不凡。匠

人技艺的巧夺天工，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雄伟大气的地下“宫殿”

能与抗战时期《地道战》相媲美。它蕴含着千百年来积淀的华夏之文

明。

在汝州市焦村镇后店村西北处，有一座晒经寺。晒经寺很早以前

叫作显庆寺，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规模很大。寺旁有一条黄涧

河，此河发源于大峪的群山之中，是汝州市境内北汝河左岸的一条支

流，全长三十一公里，流经大峪、焦村、米庙、纸坊四个乡镇。在安沟水

库未修建之前，每到雨季，波涛汹涌，浊浪通天，古称通天河。

据当地人讲，唐僧西天取经来往都要经过这里。通天河里有一只

千年以上的得道巨龟，在此做了很多好事。唐僧去取经时，要经过此

河，巨龟就驮着唐僧过河。在交谈中巨龟得知，唐僧到西天要见如来

拜佛取经，就想让唐僧见到如来时为它讨个仙职，以求提高自己的地

位，唐僧就答应了。等到唐僧成功取得真经，回来又过通天河，巨龟就

驮着唐僧和经箱过河。当问到讨仙职这事时，唐僧竟然忘记了，巨龟

动怒，把经箱掀入河中，师徒慌忙捞回到河岸上晾晒。后人为了纪念

此事，就在后店村西北300米处建了一座晒经寺。
佛的消息非常灵通，如来佛得知此事后，便让观世音菩萨详细调

查处理此事，得知是巨龟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贪图虚名所致。于是，

观世音菩萨就让巨龟到紫云山聚仙堂附近的山上思过。巨龟思量后

对此事悔恨交加，不应如此，决心以后不图虚名，永做善事。经过五百

年的考验，巨龟说到做到，鉴于此，观世音就封巨龟为长寿之仙，长居

在山顶之上。龟盖东西宽八米左右，南北长约十二米左右，头伸出有

三米。在巨龟盖后半部有明显的长方形石块如同经箱驮在上面。当地

人叫此山为长寿山，很多人到此山祈求龟仙保佑人们延年益寿，国泰

民安。

后店村以及方圆附近的人们，通过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取经

过通天河晒经的传说，都习

惯把这寺称作晒经寺，流传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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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颂辉煌

情风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临汝县是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县。农民

是社会的主要群体，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

义最大的掠夺和剥削对象，历来具有强烈

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是革命的主力军。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临汝县党的各级地

方组织，动员和组织贫苦农民，成立各级农

民协会，积极组织和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临汝的解放和建

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各级农民

协会与党和政府并肩作战，成为党和政府

的得力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

临汝县最早的农民协会成立于 1 94 4
年1 1月。当时，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
共产党、八路军在大峪抗日革命根据地

内，先后建立起来县、区、村各级农会。李

毅本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农会主席，裴建

国任大峪抗日区政府农会主席。当时，各

级农会成立后，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

导下，积极动员农民参军参战，组织开展

筹集军粮、救护伤员、支援前线、减租减

息、倒地运动等抗日工作，为大峪抗日根

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八路军南下，大峪

抗日根据地的农会组织相继撤销。

1 94 7年1 1 月1 日，陈谢兵团第一次解
放临汝县城，推翻了国民党在临汝县的反

动统治。1 94 7年1 1 月2 4日，临汝县人民民
主县政府在杨楼镇小程村成立后，即在所

辖区域内成立区农会、村农会，组织群众

开展反匪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饱受

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农民，对翻身求解放

有强烈要求，情绪非常高涨。

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组织在剿匪反

霸和土地改革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土地改革的执行者和主力军。党组织派工

作组深入农村，依靠农会，组织村民学习

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召开“诉苦”大

会，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

打击罪大恶极的地主，有步骤地完成了

“土改”任务。农会成为“土改”和互助合作

运动中的主力军。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深入和发

展，获得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纷纷组织

起来，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农民协会队伍

不断壮大。1 94 9年1月，全县已成立5个区
农会，2 1个乡农会，500个村农会，拥有会
员5万多人。

为了把临汝县的土地改革和剿匪反

霸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加强对全县

农会协会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临汝县农民

协会的条件日益成熟。为此，中共临汝县

委决定召开临汝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

临汝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于 1 94 9
年1 月5日报到，1 月6日在县城隆重开幕。
会议历时6天，参会农民代表91 3人，县、
区、乡的主要领导以及县直各单位的负责

人，各个工作队的队长列席了会议，共有

1 3 1 0人。
大会开幕当天，临汝县各行各业，各

个机关学校、群众团体均在县城大街两旁

张贴标语，悬挂彩灯红旗，并且还举行了

铜器、鼓乐、竹马、旱船、狮子舞、高跷、秧

歌等文艺演出，气氛十分热烈。

大会开幕第一天，县长王武烈向大会

做了《形势与任务》《今冬明春工作安排》

的报告。第二天是代表们诉苦挖穷根。第

三天是查翻身。第四天大会选举建立县农

民协会组织。第五天代表小组讨论通过今

冬明春工作任务及大会决议、宣言、给毛

主席的通电、给人民解放军的慰问信。

代表们在讨论县长王武烈报告时，情

绪高涨，不断高呼口号，一致认为必须彻

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蒋介石，否

则穷人就难以翻身。代表们还提出：农民

要翻身做主人，必须建立穷人自己的政

权，建立人民的武装队伍，把枪杆子掌握

在穷人自己手中，还要建立自己的组织。

代表们讨论决定：到农历腊月底，全县的

农会会员要达到1 2 0000人。没有建立农会
的村庄，要迅速组织建立农会，要动员妇

女们加入农会，要团结中农，孤立地主老

财，恶霸地主、富农、地痞、流氓不能入会，

农民入会要有介绍人，村农会批准方可，

入会会员要宣誓。

大会选举出2 7名委员，组成临汝县农
民协会。李砚农任主席，霍华章、史长林、关

金斗任副主席。大会决议：全县农民协会会

员每人捐献中州币1元，以慰劳前线将士。
大会宣言中说：“咱们九百多个代表，

代表全县五万多农协会员进县城开大会，

商量全县农民翻身大事，正式成立了咱县

农会，选举咱自己人领导翻身，真是开天

辟地头一回。”

大会还通过中原日报社、豫西日报社

转中共中央中原局，给毛主席发了份电报。

电报中说：毛主席呀！……您领导的共产党

是咱们的救命人。人人都说“孩子不离娘瓜

不离秧，穷人离不了共产党”。……毛主席

呀！咱们一定跟你一条心，……坚决革命到

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的势力！求

得咱工人农民彻底大翻身！”

同时大会还给解放军前线将士发出

一封慰问电，表达了临汝人民拥护解放

军、支持解放军，祝前方将士多打胜仗、早

日解放全中国的心愿。

1 94 9年1 月1 0日，临汝县第一届农民
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各机关干部、学校学

生，各区农会会员、民兵都高举红旗进入

大会会场，全城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整个

会场汇成了人的海洋。2万人的队伍由会
场向北，转向大街一直向东游行，当选的

2 7名委员披红挂彩，骑马走在游行队伍前
边，大街两旁更是站满了观光的群众，整

个县城一派沸腾，盛况空前。

这次大会，是临汝解放以后，第一次

召开的显示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会。这次大

会建立了临汝县农民协会，总结了临汝解

放以来的大好形势。到会代表用人民得到

翻身的铁的事实，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

席，一致表示：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

指引的道路，斗倒地主、斗倒恶霸、打垮土

匪、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会议认真讨论和安排了全县的五项

中心工作任务。一是号召全县农民尽快团

结起来，搞好反霸、减租，斗垮土匪、恶霸，

挖掉穷根，栽上富根。二是要组织起来，贫

农、中农要踊跃参加农会，在农会领导下，

有组织、有领导的向土匪、恶霸开展斗争。

三是要建立武装，发展民兵，号召青壮年

积极参军参战，早日打倒土匪恶霸，早日

打倒蒋介石，挖掉穷根，人民永远享太平。

四是做好拥军工作，照顾好军属、烈属，鼓

励解放军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五是认真

做好支前工作，抬担架、修公路、运送粮

草、炮弹和各种物资。会议还特别强调要

把反匪反霸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以实际行

动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以后，各区也普

遍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在全县大张旗鼓地宣

传贯彻河南省剿匪布告，反复宣讲“首恶必

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河南省关

于“惩办首恶，收缴匪枪，登记匪伪人员，解

散反动会道门，废除伪保甲制度……”等1 2
项具体规定，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群

众中孤立土匪，在土匪中孤立匪首，瓦解匪

众，打击首恶，摧垮匪特的社会基础。号召全

县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为肃清土

匪，打倒恶霸而斗争。

经过宣传发动和组织整顿，全县在4
月份以后，有7 7个村斗争了1 4 4个不法地
霸，清查和撤换了1 05个混进革命队伍的
坏干部，清除1 28个不纯的农会会员和52
个民兵。又选拔92名积极分子担任领导职
务，吸收新会员950人，发展民兵1 1 0人，有
效的纯洁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

1 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

一法案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

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

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

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1 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
民协会组织通则》，再一次确定，农民协会

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同时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

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

合法执行机关”。其任务是，团结雇农、贫

农、中农及农村中的一切反封建的分子，

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步骤地实行

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护农民利益；组织

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和

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和

文化水平，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

作。通则规定，凡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

工业工人及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

自愿入会者，得到乡农民协会批准后，即

可成为农民协会会员。凡被派到农村中从

事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入农民协

会，加入时，须得当地农民大会或农民代

表大会通过。农民协会经费的来源是会员

的会费和人民政府的补助。农民协会会员

每人每年缴纳一斤米作为会费。

1 953年春，土地改革复查结束后，逐
步组建村政权机构，原先的农会骨干，大

多转为乡（村）干部。

1 954年春，经过普选，建立乡人民代
表大会，乡农民协会组织为乡人民代表大

会所替代，乡以下的农会组织也由村政权

所取代。

1 956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各村农会
撤销，建立各高级社中国共产党基层党支

部。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曾经为临汝革

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级农会组

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段不能忘

却的记忆。但农会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将永远

铭记史册。

汝州市档案馆供稿

1 94 2年河南五区校长训练班临汝同学合影。此照片中的人物，
你是否认识？此照片背后的故事你是否了解？

临汝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

晒经寺的传说
孙建铭

民间故事

郎占选，男，汉族，汝州市大峪镇棉花村

人。大约出生在1 880年前后，1 954年因病去
世。他是当时汝州、登封、禹州一带有名的煤

老板，出资创办了“通山窑”戏剧班，为汝州

地方戏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也是大峪地区的开明进步人士，积极为八

路军提供住所，筹集军粮，协调地方关系，为

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

支队在大峪地区迅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创立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郎占选精于煤矿勘测，在汝州、登封一带

的大小煤矿颇有声望，无人不晓。1 920年，郎占
选联络各个煤矿，组建“南北山通山窑太乙班”

（简称“通山窑”），自做戏主，以唱“下路调”“南

阳梆子”为主。首任班主张画眉。汝州解放前后

达到极盛时期，阵容强大，行当齐全，名演员荟

萃，个个演技高超，享有盛誉。建国初期，“通山

窑”被改为临汝县剧团。

郎占选因开煤矿起家，在当地是有名的

富户、大户，家有良田300多亩。他虽富甲一
方，但他为人义气豪爽，敢作敢为，从不欺压

百姓。他曾经对村民说，“谁敢欺负你们，就

来找我！”各路土匪、趟将，一听说郎占选的

名字，都让三分，不敢到棉花村胡作非为。

1 94 4年1 0月初，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入棉花村。因部

队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侵扰群众、买卖公

平，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欢迎。作为当地著

名的开明人士，郎占选给皮徐支队提供了很

大帮助。他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供部队首长

使用，并帮助部队购买粮草，解决困难。

1 94 4年1 0月中旬，皮徐支队领导在棉花
窑郎占选家里召开了建立临汝县抗日县政

府筹备会议。皮定均司令员和其部下35团团
长王诚汉，以及欧阳景荣、党峰等领导同志

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共临汝

县委员会、临汝县抗日民主政府，党峰任县

委书记兼县长，张清杰任县委副书记兼秘

书。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大峪区抗日委

员会和大峪区政府，李本任区委书记，董逢

甲任政府区长。会上，由董逢甲起草、书写成

立抗日县政府布告。

会议结束后，皮定均等领导同志共同研

究决定，去大峪店召开县政府和区政府成立大

会。但是大峪店地主武装头目李聚五，带人在

蜜腊山南脚把守，不让八路军通过，他们距棉

花窑只有2里多路，不时向八路军开枪威胁。为
了顺利通过，领导派郎占选与对方说合。从上

午一直等到下午，李聚五仍是不让我们通过。

当时，王诚汉团长带领的部队在山下石窑沟等

得发火了，他将自己穿的小皮袄脱下往旁边一

撂，一声未吭，一枪未发，全团人员跟着他往山

上猛冲。李聚五见势不妙，连大峪店街也未敢

回，顺着石板河一直跑到山下一五张村敌占区

去了。

这天部队住在大峪店，第二天上午，在

大峪店召开地方绅士保甲长及群众大会，宣

告临汝县抗日政府和大峪区抗日政府的成

立，党峰任县长，董逢甲为区长，王金柱、孔

庆祥任区财粮助理。县政府和区政府宣布成

立后，就驻扎在大峪街李家大院达半个多

月。后来迁往黄窑和马鞍驼村。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于培周被选

为临汝县抗日民主救国会主任，郎占选当选

为副主任，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

出了贡献。他的大孙子郎富山也光荣地参加

了解放军，1 954年他在广西、云南剿匪时，郎
占选因病去世，享年7 0多岁。他的大孙子因
在前线剿匪，没能回来见他爷爷最后一面。

（该文根据2 01 8年3月2 6日与李景升、郎
西强等人的座谈笔录及有关历史资料整理

而成）

抗日民主人士郎占选
● 李翔宇 李晓娜

荆 阳 寨
● 徐鸿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