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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军政大学建立、沿革及在汝州的故事（中）
（三）中原军政大学的建立

1 94 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原军区。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成立后，因原晋冀鲁豫军区军

政大学已并入华北军政大学，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

军队建设的急需，作出将豫陕鄂军政大学扩建为中原军区

军政大学的决定。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改称中原军区政治

军事大学，由豫陕鄂军区移交中原军区管理。陈赓不再担

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司令员担任中原军政大学

的校长兼政治委员。

1 94 8年6月2 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意，以豫陕鄂
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中原

军政大学”，隶属于中原军区建制。

经过3个月的筹备，1 94 8年9月2日，中原军区军政大学
在河南省临汝县文庙正式成立。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兼

任中原军大的校长和政治委员，谭家述、潘梓任副校长。原

豫陕鄂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五地委副书记张衍任军大政

治部副主任，主持学校工作。穆欣任宣传部长，曾琨任组织

部长，陈怡任保卫部长。中原军政大学下辖4个总队，原豫
陕鄂军政大学正式改建为中原军大第一总队，原教育长张

之强被任命为第一总队政治委员，张文峰为第一总队政治

部主任，张复明仍任教育处长。学校的校歌仍沿用时乐濛

为豫陕鄂军大谱写的校歌。

中原军大第一期近千名学员，大部分是从豫陕鄂军大

转过来的，其特点是边招生，边学习，边行军，边分配。刘伯

承对中原军大的建校目的、任务和教育方针都作了明确指

示。他要求，治军先治校，要用最短的时间，尽快为部队培

养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把解决学员的根本立场问

题和政治方向问题，即转变学员的世界观问题，放在学校

工作的首位。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养成良好

的思想作风，在实践中学会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

为合格的革命军人，走上岗位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

（四）中原军政大学的课程设置

当时，中原军政大学主要开设军事课程和政治理论课

程。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军事课程学习和实战训练，三分

之一时间用于政治理论学习。

根据刘伯承校长的指示，学校加强了军事训练的课程和

教学时间。开设有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

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课程。在日常生活中，还加

强了内务建设。通过值勤、站岗、带班、放哨等军事训练，整个

学校像一个真正的军营，处处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运

动史”。通过课程讲授，帮助学

员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世界观。另一门主要课程是解

放战争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

的教育，主要学习中共中央下

达的重要文件和毛主席《历史

唯物主义》《辩证法》《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论人民

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等著作，使学员正确地认识革命形势的发展，消除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恐惧和幻想，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当时学校条件十分简陋，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却是十分

丰富。没有固定的课本，他们自编油印教材，自制弹壳笔、

木削笔等。没有纸就用旧书的背面无字部分，没有凳子就

席地讨论，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和学习。

采取集中上大课、记笔记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

学。

除了开设军事、政治理论、时政读报课程外，还开设有

音乐、实践等课程，同时还穿插培养军事素质的越野跑步、

攻城、拼刺刀等训练课程。有时，教师带领学员直接参加地

方政府开展的夏征、剿匪等活动，学员的综合能力不断得

到提升。

第一期学员1 000多名，大多数是来自豫西各县的青年学
生和教师。当时，实行军队化管理。学员入学时先介绍个人经

历、家庭人口、土地、经济状况及家庭成员的历史和社会关系

等。师生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米饭、玉米面窝窝头和野

菜，背包和砖头当座椅，膝盖是课桌；没有课本，采取集中上

大课记笔记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没有钢笔，用线

把笔尖绑在筷子或竹棍上自制成“蘸笔”，“洋蓝”加水便成了

墨水；没有本子，有的学员将古版书双页割开，利用没有印字

的背面写字。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绝大多数学员精神饱满，

积极向上，表现很好，有不少人经过学习和锻炼，成为军队和

地方政府的骨干人才，补充了人才短板，在战场上和地方政

权建设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中原军大在临汝期间的主要活动
中原军政大学在临汝期间，积极支持和配合临汝县

委、县政府开展的夏征夏屯、剿匪反霸、户口清查等重大行

动，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配合临汝等县区政府开展夏屯工作

军大迁往临汝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党委坚决贯彻执

行中原局发出的《保卫麦收，完成麦征及加强财经工作的指

示》，奉命承担临汝、郏县、襄城3个县的所有辖区的夏屯工
作，即夏季公粮征收。学员们下乡之前，学校举办了为时半月

的集中培训学习。培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党在解放区的夏征

夏屯政策、工作纪律以及如何划分农村阶级等问题。还听取

豫陕鄂边区行署主任王芸生所做的有关筹集公粮的方针、政

策、具体征收办法和当地社会情况等专题报告。校党委发出

了开展夏收、夏屯立功运动的号召，校首长又发布了《政治命

令》，规定夏屯工作必须遵守的各项纪律。

根据《政治命令》，学校开始在学员中开展“中国人民

解放先锋队”的建队工作，吸收一批政治觉悟较高的积极

分子入队。学校还创办了八开篇幅的油印小报《夏屯生

活》，利用发给学校的电台，每天接收新华社广播，及时将

中央的政策精神和胜利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或发号外。

当时，临汝县民主县政府刚从汝河南搬进县城。汝河

以南基层政权建立较早，干部较为稳定，公粮比较好征。汝

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仍是夜聚明散，贫苦农

民站出来当村干部的很少，有些村长既为民主政府工作，

又为地主、土匪办事，被称为“两面政权”。根据这种形势，

参加临汝县夏屯的学员分配在汝河以北。他们同区干部一

起，白天催收公粮，夜间轮流值班，以防土匪偷袭。两个多

月的夏屯，学员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不仅出色地

完成了夏屯任务，也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初步学

习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夏屯结束后，1 94 8年8月1 9日，军大召开了全校“庆祝胜
利完成夏屯任务和表彰大会”，有250名学员被评为劳模，受
到了表彰。不久，又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宣

布这一组织正式成立，并表扬了民先队员在学习和夏屯工作

中所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大家团结全校同学，发展组

织，为完成学习任务和实现民先的宗旨而努力奋斗。

（二）配合县委县政府开展户口大清查

临汝县刚解放时，县城有38000余人。潜藏在城区的特
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国民党残余势力，以经

商、教员、店员等职业为掩护，秘密联络，串通一气，刺探情

报，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冒充公安人员，以查户口、追逃

犯为名，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残害干部及其家属，并在城

区周围公开抢劫客商，制造事端，蛊惑人心，破坏党和政府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了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临汝

县委、县政府于同年9月1 7日召开会议，决定趁八月十五中
秋节，各种反革命分子可能在家过节的机会进行户口大清

查，捕捉匪特，为民除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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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文正原来家住夏店镇河口村，后来迁到夏店街。

他最初家境贫寒，年轻时靠肩挑驴驮贩煤卖粮油谋生，

后来与夏店街的绅士合伙开花行、粮行、杂货店，逐渐积

攒了一笔财富，经商发家后，平文正在临汝县的庇山和

伊川县的白窑开了十几口矿井，最终成了地方豪富。

经商过程中，平文正发现豫西兵匪们到处抢劫、敲

诈，闹得民不聊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平文正就购买

枪支，组织兵丁抵抗那些兵匪，并在与不同股匪发生摩

擦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势力。平文正凭借手中的武装力

量，不仅抗击兵匪，还参与镇压小股农民起义，后博得国

民党县政府的信任，当上了国民党夏店区区长，成了临

汝县西北一带的“土皇帝”。他的部下也常常以“清乡”为

幌子，拦路抢劫，残杀无辜群众。他也挖空心思、巧立名

目，聚敛钱财，实力进一步强大。

1 94 4年5月，日寇进犯，临汝沦陷，平文正和国民党
方面保持联系，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派遣黄亚平等特工

人员进驻夏店街，平文正就卖力为特务们搜集八路军豫

西抗日先遣支队的活动情况，获得国民党方面的欢心，

被任命为豫西第五支队司令，还赠他四支自动步枪。平

文正惧怕日伪军的势力，公开投降日寇，向驻临汝镇的

日军派翻译人员，运送物资，向日军百般讨好，获得信

任。日军为了拉拢他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就委任他出任

皇协军司令，司令部设在庙下街。他就四处网罗各地国民党的残兵败

将和地痞流氓，壮大势力，为日伪军充当爪牙。

一次，平文正通过探子得知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一支部队

在伊川县江左镇一带活动，他就带领伪军袭击八路军。事后，他向日伪

军谎报战功，说击毙一名八路军战士，讨日军欢心。他经常派儿子平进

道带领伪军到登封、伊川境内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袭扰，对抗八路军，镇

压抗日群众，大肆抢劫群众财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平文正带着他的

伪军，伙同登封县股匪近千人到君召镇一带偷袭八路军抗日地方武装

力量，八路军地方武装区干队和民兵进行反击，平文正大败而归。不

久，他带着伪军盘踞在君召镇。

1 94 7年1 1月1日，陈谢兵团四纵第十旅第二十八团解放临汝县城
后，平文正如同惊弓之鸟，慌忙纠集200多名匪徒，同伊川县土匪头子
张全保1 00多人，踞守夏店街。平文正强征夏店附近的群众在寨子内外
大修工事，在大寨外布置两道铁丝网，在各个路口设路障，在寨墙上设

炮楼，在寨内修碉堡，强命群众晚上轮换把守，派匪兵巡逻，企图与解

放军顽抗到底。

1 1 月1 6日，九纵第二十六旅七十六团奉命解放夏店街，消灭平文
正匪部，为民除害。当天晚上，七十六团指战员奔袭夏店街，采取“黑夜

包围，拂晓攻击”的作战方针，天不亮就把夏店街包围得水泄不通。夏

店街寨子依山坡而建，北高南低，南边寨墙高，寨门外还有上百户居民

在这里居住，外面还有一道围村墙，村口有一座炮楼，驻兵把守，戒备

森严，炮楼外面是一片开阔地。平文正认为寨子南部易守难攻，万无一

失，解放军必然从北面进攻，就把防守重点放在北面。

战斗一开始，解放军对东、西、北三面围而不打，偶尔发起佯攻小

打，集中兵力在南门采取硬攻强打的态势，以迅猛的攻势，炸毁炮楼，

里面的匪兵睁开睡眼就缴械投降了。解放军乘机占领了居民区，用轻

重机枪和重炮向南寨墙发起强攻。平文正看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

了，顿时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用沙袋堆牢南寨门。解放军四面包围夏

店街的寨子，对寨内匪兵发起猛烈的攻势，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南寨

墙上的炮楼在炮声中轰然坍塌，墙垛打平了，守寨的匪兵顿时阵脚大

乱，吓得四处躲藏，有的躲在百姓家里不敢出战，有的把枪藏起来，装

扮成平民百姓，准备蒙混过关。解放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势，攀云梯爬

上寨墙，突入寨内，和匪兵们展开激烈的巷战，一排排子弹愤怒地射向

那些负隅顽抗的匪兵，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匪兵们吓得面无

血色，抱头逃窜。经过半天战斗，匪兵们已经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

气，纷纷举手投降。

平文正在寨子里手忙脚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看着一群

群溃败下来的匪兵，平文正知道已经大势已去，就慌忙带着几个贴身

护卫出逃。他听到北面枪声稀疏，就认为解放军在这里布防力量薄弱，

就从这里突围。他们跳下北寨墙，向普照寺方向出逃。在普照寺附近，

平文正带着匪兵钻入了解放军布下的“口袋阵”。解放军伏兵四起，杀

声震天，向平文正匪部发起最后攻击，陷入包围圈的匪兵们纷纷中弹

倒地。最后，平文正孤身一人在寺旁边的土坑里顽抗，最后被解放车击

毙在土坑里。这次剿匪战斗共剿灭匪兵500多人，缴获枪支4 00多支，彻
底剿灭了这支危害一方的土匪势力。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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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姜葱菜肉粮全，买卖人家皆喜欢。

政府提供鲜市场，繁荣经济永朝前。

诗中内容是钟楼市场的真实写照，钟

楼市场位于汝州市中大街东段路北处。每

日清晨，市场内外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

掂车带、人人匆忙、卖鸡卖鸭、买东买西、各

有所需、物进万家、走向餐桌。赶集的人走

时还不忘喝两碗胡辣汤和豆沫，再捎点水

煎包子来孝敬爹妈。有兴致的人还会围绕

钟楼市场南大门处的钟楼，左转转、右看

看，拍个照作留念。

钟楼，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了老

汝州的沧桑巨变，阅尽人间春夏秋冬，挺立

汝州一隅。

我也隔三岔五到钟楼市场，买所需、观

钟楼，心中总有缕缕快意。

灰瓦八角重檐楼，葫芦顶下大钟幽。

砌砖九尺平台立，经历沧桑在汝州。

你好！钟楼，我为你写的这首诗，你可

满意？请你把门敞开，让我走进你、了解你，

写篇文章宣传你。让世人都知道你，都来汝

州瞧瞧你，你定会为汝州增光添彩。

有一天，我终于登上了钟楼，里里外外认

真看了个遍，大钟厚重，里边美观，值得赏鉴。

据史料记载，钟楼，清雍正二年（公元

1 7 24年）汝州知州章世麟改建于州署前，系
八角重檐攒尖顶建筑，顶置宝葫芦状饰物，

造型古朴，线条流畅，占地面积约4 50平方

米。钟楼内原悬有铁钟一口，重9999斤，铸
于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 1 2 7年），后铁钟被
毁在大炼钢铁时期。1 981 年，临汝县（今汝
州市）人民政府拨款对钟楼进行修缮，1 983
年5月2 5日临汝县人民政府公布钟楼为临
汝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 7年，为配合汝州市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汝州市文物局积极争取市财政专项

资金，对钟楼本体进行加固维修。同时，为

了恢复钟楼古色之韵味，201 7年4月，特定制
铜钟一口，重4 000斤，通高2 . 1 米，直径 1 . 55
米，重悬于钟楼之内。修缮后的钟楼，以崭

新的面貌展现在众人面前，成为汝州市的

一座标志性建筑。

钟的铭文由李志军博士撰写：汝州有大

钟，宋靖康二年，为“谨晨昏，严禁令”而铸。史

载，金兵犯汝，知州赵子栋坚守不降。前知州

谢贶自襄领兵来救，战死城下。乃知此镛，汝

州士民以血浇铁，熔冶于战火而成者也。

初，钟于城墙架木而悬。明正统间，乃

于子城南门建楼而置，后屡有迁移。今存

者，雍正二年构筑，八角重檐，攒尖塔亭，远

观若楼，故名之曰“钟楼”……

如今，钟楼市场与钟楼，从地理位置上

来讲，是一个大整体，但在现实生活中，它

们的功能各不同。钟楼市场是百姓的“菜篮

子”，而钟楼，是汝州城市不可多得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

情风文人

钟楼市场与钟楼
◇ 孙建铭

平
文
正
命
丧
口
袋
阵

联系人：杨晓丹、李志娜

电话：037 5- 33302 1 1
文稿传送邮箱：rzd a7 566@ 1 63.co m
温馨提醒：此老照片版权属汝州市档案馆，

请勿随意使用。如使用，请注明出处：汝州市档案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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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穴寺从前和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一样，都很有名，是中原四大

名寺。说起风穴寺的寺名，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当初风穴寺的寺址选的并不在这里，是在离这儿两三里外的白马

石沟沟口。当时已从各地找来很多能工巧匠，砖瓦木石也都准备妥当，

堆在沟口，只等五月初九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不料五月初八夜里，突然

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得地动山摇。第二天早上风才停了，工匠们跑到

工地上准备干活，到那儿一看，备好的料一点儿都不见了。大家惊得目

瞪口呆，料都弄哪去了呢？领工的监工只好吩咐工匠们分成几路，到处

寻找。有一路工匠找了好几架山，找到一处山坳腹地，发现备好的砖瓦

木石堆在山坳一处平坦的地里。工匠们赶紧跑去找当家的和尚，报告了

这个消息。

当家的和尚听闻后大惊，随着工匠们跑到那座山坳。四处一看，只

见山坳四周耸立着几座山峰，围绕在山坳四周，好像是莲花瓣儿。再看

那山峰上，长满奇花异草，五光十色，那些材料都堆在山坳里。当家和尚

看到这些情景，忽然想起自己昨晚做的一个怪梦，梦见一个穿红袈裟的

老僧，雪白的胡子，把他引到一个地方，指着让他看。他正想问这是啥地

方，那老僧却忽然不见了。梦中所见的情景和这儿竟然一模一样。

当家和尚心想，一定是老佛爷嫌沟口的地方不好，晚上用大风将砖

瓦木石刮到了这儿。再看这地方的景儿，果然比沟口好多了。当家和尚

决定在这儿破土动工，修建寺院。因为是以风点穴，寺院建成后就取名

风穴寺。

建寺院时，正当三伏季节，烈日当空，酷热难当。工匠们摸起青砖，

干热烫手，连和好的白灰浆都凝固了。大家无法干活，都商量着准备歇

工。正在这时，突然天上一个炸雷，远方飘来一朵白云，云层很厚，遮住

了太阳，像把大伞一样。让工匠们高兴的是，这朵云彩经久不散，太阳走

到哪儿，它就遮挡到哪儿，每天都是这样。有这白云遮挡太阳，工地上再

也不热了，工匠们干活也不累了，直到寺院完工，那朵白云才慢慢散去。

人们都认为这朵白云是佛

爷显圣，所以寺院建成后，人们

也把风穴寺叫作白云禅寺。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风穴寺名的传说

图为中原军大召开夏屯庆功大会，功臣们披戴大红

花受奖的情况。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