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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县委决定成立户口清查委员会，由县长王武烈任

主任，县独立团团长、中原军政大学参谋长、县公安局局长

任副主任。下设组织股，由军大参谋长负责；军事股，由县独

立团参谋长负责；宣教股，由军大政治处宣传科负责，在清

查中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审委会，由公安局、军大、独立团

的保卫干部6人组成，负责审理案件及拘捕人员的审讯处理
等工作。为了确保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工委还决定从县

独立团直属营、军大、县政府、公安局等单位抽出熟悉情况

的工作人员200人，组成清查队伍，进行全面清查。
194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六）晨3时，全体清查人员以

组为单位，分别集中动员。3时半，按事先的分工到位进行清
查。

这次户口大清查，共收留审查对象523人。其中土匪、特
务、政治嫌疑及贩毒人员145人；没有户口、年龄不符、身份
不明的人员378人。通过审查，拘捕25人，其中特务4人，土匪
9人，政治嫌疑10人，贩卖毒品1人，勾结土匪杀人者1人。清
查出各种反动物证有：国民党公文3捆、军用图纸63张、国民
党、三青团证9件、国民党谍报手册1本，长短枪17支，子弹
103发，手榴弹32枚，以及电话机、鸦片等。

这次大规模的户口大清查，逮捕了一批土匪和特务分

子，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为稳

定城区的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军大文工团在临汝的活动

1948年5月底，军大文工团在临汝文庙成立。文工团团
员不足百人，他们是来自伏牛山、大别山等地区的进步知识

青年。当时，没有团长，所有组建工作都由第2大队教导员唐
新江负责。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虽然反动势力稍有收敛，

但隐藏在山区及县境接合部的土匪还经常出没，残害百

姓。为了发动群众配合夏收筹粮工作。文工团排演了豫剧

《虎孩翻身》、歌剧《白毛女》以及《灯碗里没有油灯不明》

《王老汉》等合唱节目，在临汝县城露天剧场和纸坊、庙下

等乡镇，为群众进行了多场演出。《虎孩翻身》《白毛女》的

悲怆凄凉的故事，让观众捉襟拭泪；合唱“灯碗里没有油灯

不明，穷人没有地辈辈穷，有了土地灯花亮，人人脸上放光

明”，用朴实贴切的比喻，唱出了贫苦农民的身受和心声，

让群众竖起拇指点头称是。

在完成夏屯征粮任务后，1948年8月18日，举行了隆重
的“庆祝夏屯胜利表彰大会”，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副政委兼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亲临大会，会见全体

学员，并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大家提出了恳切的要

求和真挚的勉励。当晚，还和学员们一道出席庆祝晚会，观

看了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

1948年9月2日，中原军大正式成立后，文工团也迎来了
两位新领导，团长陈晓，是太行山老前哨剧团的领导人之

一，副团长时乐濛是延安鲁艺出身的作曲家。新领导上任

后，先后排演了《血泪仇》《兄妹开荒》《诸大嫂拥军》《逛延

安》等延安时期经典秧歌剧。这些文艺新兵，不但政治业务

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锤炼出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的舞台作风。在排演《虎孩翻身》时，扮演虎孩妻的刘国梅是

从太行山出来的老同志，她事事处处都给大家做出表率。为

了扮演好角色，她废寝忘食，刻苦钻研，还考虑到怕影响别

人的正常作息，常常独自一个躲在文庙大殿后面练唱，背诵

台词，琢磨表演中的每个细节，使她扮演的虎孩妻真实、细

腻，生动可信，催人泪下。

1948年9月9日，军大文工团召开大会，陈晓团长和时乐濛
副团长，分别代表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和豫西军区选调文工团
员，组建新的文工团。经过自愿报名申请和领导批准，刘敏、刘

元铎、周靖、夏冰等29人调中野3纵文工团；张桥等人被批准随
时乐濛团长调赴豫西军区文工团。29个从军大到3纵的文艺战
士，9月12日从临汝出发后，随部队解放了郑州、开封，打淮海，
渡长江，进军大西南，于1950年调到海军青岛基地，投入人民
海军建设。中原军大为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

军大文工团也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文艺战士。

三、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到校视察作报告

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十分关心中原军政大学的建设，

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达等首长，亲自到学校视

察工作并作报告，使学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正式开学。在成立大会
上，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邓子恢，以“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题，向学员们作了3天报告。中原军区李达参
谋长也到校讲了话。这些报告都给学员们以深刻教育。

中原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军大的工作。1948年9月8日，中
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第一副司令陈毅，在学校政治部副

主任张衍的陪同下，到军政大学作《关于中原地区知识分子

的出路问题》的报告。他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是时势造英雄

还是英雄造时势；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针对

“美国要出兵打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的谣言进

行批驳。科学地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原因，教育

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察世界，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

最后，他鼓励学员“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1948年10月17日，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中原军
政大学校长刘伯承，带着军政处长杨国宇和两位训练参谋

乘车从军区驻地来到中原军政大学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

报。刘司令员对办好军大提出不少指示和中肯的意见。并以

《目前形势和军大任务》为题，向学员们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
的报告，主要阐明办军大的方针：第一，要建设正规化军队，

要从军大培养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要求办学要严格，要把

青年学生从政治思想、品德作风和军事素养各方面培养成

真正的革命军人，要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第二，革命的任

务是艰巨的，青年参加解放军就要有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的思想准备。因此，军政教育要以政治教育为主，

提高政治觉悟，首先解决好革命不革命的问题。第三，针对

有些青年来校后又想走的思想，刘校长讲了革命是自愿的，

参加军大的青年学生，我们采取来者欢迎，走者欢送的政

策。真正不愿在学校学习的可提出来。这对当时争取青年知

识分子，使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学习，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天，在训练参谋的协助下，刘司令员亲自点验，从

军大1100名学员中挑选精兵强将补充野战军主力。
首长们的报告激动人心，给学员们以方向、以鼓舞、以

信心、以力量。学员们政治热情高涨，预感到一次光荣的任

务即将到来，做好一切准备，以迎接新的战斗考验。

四、中原军政大学外迁及裂变
1948年10月21日中原军政大学接到中原军区命令：为了

配合中原地区的秋季攻势，中原军大从临汝迁往郑州办学。
10月23日，全体师生告别临汝，开始第一次长途行军，沿着
嵩山崎岖的山路，经登封、密县，于10月27日到达郑州。进入
郑州后，通过武装游行、警卫、巡逻和宣传活动，稳定了郑州

的局面，安定了民心。开赴郑州完成任务后，12月2日，中原
军大离开郑州南迁许昌。

1949年3月19日，中原军政大学3000多名学员，告别许昌，
开始千里行军，于5月4日到达南京后，中原军大改称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仍由刘伯承兼任校长、政委。

1949年10月，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随第二野战军进军
大西南，1950年3月，全部抵达重庆。4月，改称西南军政大
学。1951年初，改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1952年，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调迁哈尔滨，以该校为基础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史称哈军工，陈赓任院

长兼政委。

1960年哈军工开始分建，形成了今天的南京理工大学、中
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的

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

大学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的一部分。

1970年，哈尔滨工程学院分拆、内迁，火箭工程系、电子
工程系、电子计算机系和基础课部、院机关迁往长沙，成立

长沙工学院，1978年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子工程系
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

大学，1974年重庆工业大学解散，原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部
分返回哈尔滨，原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归并长沙工学院；海军

工程系拟迁武汉，后留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
年更名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工程系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

业大学，该系的风洞实

验室留哈，现为中国航

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哈尔滨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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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西有条荆河，玉皇大帝派一条小白龙

掌管荆河事务。唐贞观年间，汝州大旱，百日无

雨，荆河水几近干涸，两岸田干地裂，庄稼颗粒

不收，黎民百姓人心惶惶，纷纷离家出走寻找生

路。看到如此情景，汝州太守焦急万分，让女儿

英姑去到十字街头设坛祭祀，乞求上天大发慈

悲降下甘霖，拯救百姓。

这天，小白龙变作一白面书生到少林寺会

友，回荆河府第途中，见一银发白鬓的老者，打

一旗幡，上书“神算”二字，被众人围在中间。小

白龙拨开人群，只听老者说道：“本人自幼熟读

六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阴阳八卦无不精通。

可算生老病死，可算福禄财帛，可算凶险祥瑞，

可算雪霜雨露。”听到这里，小白龙按捺不住心

头隐隐升起的几分愤怒。心想你这老头，也太狂

妄，我倒要试试你的本事。于是他戏弄般说道：

“老头，看你旗幡上写的神算二字，你一定是卦

卦必灵。我想让你算算今日能否下雨。算得准，

我重重赏你；算不准，我撕了你的旗幡，让你爬

出汝州城去。”那老者哈哈大笑说道：“相公言之

有理，不过老朽算卦历来不图钱财，只求卜吉凶

而救生灵，算祸福以救黎民。相公不信，可敢与

我打赌?”小白龙哧哧一笑说道：“打赌又有何妨？你算今日午时三
刻天上能否下雨。”老者掐指一算说道：“午时三刻必下清风细雨。”

此时，围观的人都窃窃私语起来。适逢百日大旱，哪个不盼降下喜

雨？这时小白龙却在心中纳闷起来。他想，这雨下与不下，下什么

雨，全由我当着家，跟你打赌又能怎样？于是小白龙说道：“老头，如

若午时三刻天降暴雨你立刻爬出城去，如若午时三刻下起清风细

雨，我愿被天庭凌迟处死！”小白龙正等算卦先生回话，一阵旋风刮

来，那老者已无了踪影。

顿时围观众人个个目瞪口呆，小白龙心中也好生疑惑。他虽是

仙界一员，毕竟道行不深，眼前老者是何仙人，小白龙并未识出。众

人散去，小白龙也郁郁不乐起来。想到那算卦老者随风而去的情

景，心中倒有几分害怕。

小白龙离开汝州城，驾云回到荆河府第，正要把所见奇异之事

告知府中人等，只见府第上空一朵白云飘然而至，云端站立一白发

老者，正是那位算卦先生。那老者高声说道：“小白龙听旨。”小白龙

即刻双膝跪地接旨。老者念道：“玉皇诏曰，现今荆河两岸，汝州地

界久旱无雨，民生艰难。汝州太守体恤民情，使英姑设坛为民请命，

今准英姑奏意，命荆河之主小白龙于今日午时播洒雨露，不得有

误。”

小白龙接了玉皇旨意，已近午时。但他想那位算卦老者是天界

派来传旨之人，我小白龙也是荆河之主，一路神仙，怎能受辱于人。

午时时分兴云洒雨是玉皇大帝之旨不可违抗，但我偏要让狂风大

作，大雨倾盆，既不违圣命，也赢了算卦之人。想到此，小白龙即登

上神坛，挥动拂尘做起法来。不一会儿工夫，只见荆河上空乌云密

布，雷电轰鸣，狂风裹着铜钱般的雨点，铺天盖地而来。初时，人们

见天降喜雨，个个欢喜雀跃，孩子们也跑到雨地里嬉戏玩耍。可那

大雨直下了一个时辰，直下得沟满河平，房倒屋塌。大地上的洪水

如冲出囚笼的猛兽，横冲直撞。所到之处，官道被毁，桥梁折断，荆

河两岸，汝州地界可真成了一片汪洋。

汝州旱情，汝州太守已启奏唐王。这日，唐王正由宰相魏征及

巡按陪侍在汝州地界微服探察民情，突遇暴雨，唐王及随从急忙躲

进一庙中避雨。那雨越下越大，不到一个时辰，小庙竟被洪水包围。

寺庙之外，房屋倒塌的声音和着农夫们哭天抢地的声音不断从远

处传来。唐王知道，这暴雨已给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此时魏征已派

人报告汝州太守，让他到庙中见驾。汝州太守不敢怠慢，冒雨来到

庙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不知陛下远道而来，有失远迎，

卑职罪该万死。”唐王急忙说道：“爱卿平身。眼下天降暴雨，众百姓

先受旱灾之苦，又受水灾之难。你速回府衙，调集五万壮丁，到各处

疏导洪水，搭救百姓。”太守领旨去了，唐王及随从官员一同在庙中

焚香祷告上苍，庇佑黎民百姓。

小白龙违背玉皇大帝旨意，故意操作狂风暴雨，制造灾难，已

触犯天条。玉皇大帝决定处小白龙凌迟之刑。念及唐王体恤百姓，

尽了人君之职，这行刑之事拟交唐王实施，以此让其谢罪天下，告

慰百姓。

次日，风停雨住。唐王一行来到汝州府衙，太守忙在正堂暂设

龙案，以备唐王在此理事。唐王刚坐，忽见一黄帛书信落在眼前。唐

王让随从拾起，只见上面写道：“荆河小白龙不听圣命，恶意作祟，

操作狂风暴雨，制造无穷灾难于汝州地面，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

归，实属罪过难恕。现今，天庭已派天将将小白龙捉拿绑于汝州府

衙门外，待正当午时，由唐王实施凌迟之刑。”

此时，一差役进府奏报，说府门外确有一白面书生被绑旗杆之

上。听罢奏报，众官员议论纷纷，有说天意不可违的，有说不可错杀

无辜的。然而，唐王亲历那场暴雨，对天书之言笃信不疑。于是说

道：“众爱卿不必多疑，等到午时，同寡人一同监刑就是。”

旗杆上绑缚的白面书生就是小白龙的人身。眼看时正中午，烈

日之下，他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原先他也想施展法术脱身而逃，无

奈旗杆周围有众多凡人看不见的神仙看守，无法逃匿。

午时已到，唐王同魏征及汝州太守一干人等来到旗杆之下监

刑。此时，小白龙仰天大笑，更是激怒了文武官员和围观的百姓。突

然间从人群中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杀了他！杀了他！”

唐王见小白龙死到临头还如此狂妄，便命刀斧手立即行刑。这

凌迟之死，非一刀了之，而是要将恶人一刀一刀割死。刀斧手领命

来到旗杆之下，即要举刀，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众

人看时，见一僧人飞奔而至。那僧人跑过来跪在唐王面前急急说

道：“启奏陛下，小白龙是我好友，虽违天庭之命，触犯天条，但念他

是初犯，还望吾皇万岁发恻隐之心，饶他一命。我佛家同样疾恶如

仇，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望陛下留给小白龙回头之机会。”唐王

定睛看，这僧人乃是少林寺武僧慧空和尚，是十三棍僧之一，自己

的救命恩人。

唐王见慧空求情，心中咯噔一下，因为少林寺十三棍僧搭救自

己的事天下无人不晓，如若不给人情，天下人岂不笑我忘恩负义？

于是说道：“僧人请起，念及你救驾有功，就免去小白龙凌迟之罪，

给他一刀治死罢了。”

这时，魏征从座位上站起，急急地跪在唐王面前说道：“启奏陛

下，小白龙乃罪有应得，人君焉可徇情枉法，对犯人网开一面。”唐

王听了此言，心中不乐。心想，魏征啊魏征，你总是犯颜直谏给我难

堪。今日对小白龙实施一刀治死，与凌迟之死，反正都是一死，又有

多大错误？于是说道：“魏爱卿请起，吾意已决，不必多言。”魏征并

未站起，他长了长身子，直面唐王重重说道：“有法必依，天下大治；

有法不依，天下则乱。而今皇上儿女情长，实是上违天意,下悖民心,
岂让四海臣服？此治国之道还望万岁三思。”

魏征的这席话像一把铁锤,重重地砸在了唐王心头。他略加思
忖,两手重重拍下身边案几说道：“魏爱卿所言甚是,凌迟之刑不可
更变。”

于是,小白龙被凌迟处死,
众百姓高呼万岁。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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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豫西大
地，灾难深重的豫西人民顿时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皮徐支队，像一

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心脏，给穷途末路的日

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44年农历八月十三，皮徐支队在登

封临汝交界的界牌坡一带冲出日本鬼子的

围追堵截，挺进到临汝大峪境内，正午时分

到 大 峪 马

鞍驼村。屡

遭 兵 匪 祸

患 的 乡 亲

们，听说有

队伍路过，都跑上山去了。当时农民于培周

的父亲已年逾古稀，行动不便，未能逃走，

等全家扶老携幼出门时就见部队进村了。

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走过来，全家人吓得

跑也不敢跑，回也不敢回，愣在那里，吓得

直哆嗦。一家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几个

士兵走过来，和颜悦色地说：“老乡，别害

怕，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

军队，是打日本鬼子的，绝不会伤害老百

姓。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看到这些人不仅不打人，不

骂人，而且说话这么和气，全家人心里踏实

多了。就在这时，刚才和于培周说话的那个

人走过来，拍拍于培周的肩膀说：“老乡，我

们今天是借借咱们的路，从这里过去，打日

本鬼子。麻烦你一下，把村里老百姓找回来

帮我们做顿饭。你放心，吃饭给钱，吃过饭

部队就走了。”于培周望着这些队伍，心想

他们穿戴虽不好，但说话和气，又很讲道

理，完全不像地主老财说的“共产党共产共

妻，杀人不眨眼那样”，于是就壮着胆子答

应了。他跑到山上，把能找到的老乡都叫回

来，把战士们分散到各家各户，一起动手，

做起饭来。和于培周说话的那个兵就在他

家做饭，谁知他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皮

定均司令员。他和士兵们一样，忙前忙后，

烧火做饭。饭做成后，先盛两碗，恭敬地端

给于培周的爹和娘。然后给他们全家每人

盛一碗，笑呵呵地说：“老乡，尝尝我做的

饭。”端着八路军司令员端过来的饭碗，于

培周父母感动得流着眼泪，连声夸赞：“好

队伍，好队伍啊，我活这么大年纪头一次见

这样的好队伍！”八路军的光辉形象从此深

深地留在了乡亲们的心中。

自此，皮司令给百姓端饭的故事便在根

据地传开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李国强

供稿：陈凝

皮司令端饭

1948年8月18日，中原军大在临汝召开“庆祝夏屯胜利

表彰功臣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陈晓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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