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城南30里有条燕子河，河岸上
有个郭沟村，村里有个人叫郭仓，郭仓

很穷，每天靠上山砍柴、开荒种地来养

活他的母亲。郭仓很孝顺，平时做点好

吃的，总要先让他娘先吃。这事儿让山

神和土地爷知道了，就一同奏明玉帝，

玉帝就想了个办法救助这个苦命的孝

顺孩子。

有一天，郭仓上山开荒，掘到一块

大石头。他使劲一挖，见下面放着个盒

子，打开一看，盒子里放着一个用黄布

包着的石头。郭仓把这东西让老娘看，

他娘也不知道这石头是弄啥的。郭仓

就拿这石头出去找识字的人看，他刚

出门就碰见个老秀才。老秀才一见那

石头，吓得后退了几步说：“你知道这

是啥？这是皇帝的玉玺，咋到了你手

里，还不赶快给皇上送去！”

第二天，郭仓真的拿着玉玺到京城

去见皇帝。朝廷的玉玺丢了好几天，正派人四处找寻，今天

郭仓把玉玺送来了，皇帝真是高兴透了。他看郭仓虽不识

字，人倒很诚实，就封他为撞钟御史。这个差事平常没事，只

是到三、六、九日满朝文武大臣上殿议事时，敲敲钟通知大

家准时到场就中了。

郭仓在朝里撞了几个月的钟，每天吃得倒不错，但只落

了个肚子圆。仅有一点俸禄也在和大臣们的礼尚往来中花

光了，时间长了，郭仓想起了家中的老娘，禁不住哭起来。有

个官员说：“你为啥不奏明皇上，把你老娘也接来京城享几

天清福。”郭仓听了，怦然心动，第二天早朝后，就出班奏明

了皇上。皇帝笑笑说：“你不是有俸禄吗？”郭仓慌忙叩头，

说：“万岁爷，臣不敢说谎，实在是那点俸禄都送礼花光了。”

皇帝听后大笑：“你不会向钟再要点钱吗？”说罢，转身向后

宫走去。郭仓是个老实疙瘩，不知道皇上是话里有话，当真

以为钟能给银子，就跑到钟前“当当当”敲起来。这一敲不当

紧，只见下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其中一个

官员问：“郭御史，皇上刚散朝，为何又要上朝？”郭仓就老实

回答：“皇上早回后宫了。”

“那你为啥敲钟？”郭仓说：“皇上让我敲钟向钟要银

子呢！”文武大臣们一听，心里都明白了，其中一个大官

从袋子里掏出一些银子说：“郭御史，这是点小意思，你

撞钟辛苦啦，不过，咱们都在朝为官，得互相照顾些，啥

时候没钱花了你就直说，别再敲钟了。”别的大臣也都掏

出了钱，这下郭仓弄了不少银子。可是他也没弄明白这

里边的玄虚。

从此，郭仓就每隔一段时间故意敲错一次钟，每敲一次

钟就弄不少银子，慢慢就积攒了不少银子。他把碎银子铸成

大块，大块银子再换成金砖，没过几年工夫，郭仓的金银多

得没处放了。这就引起了大臣们的嫉恨，一天，一个大臣下

朝时对郭仓说：“你有那么多的金银，又不舍得花，不怕它们

生虫烂掉。”郭仓一听，还真以为金银会生虫烂掉哩，就慌了

手脚，问：“那咋办哩？”那位大臣说：“有办法，摆出来晒晒就

中了。”郭仓信以为真，就把所有的金银摆在金殿前的大场

里晒起来。这事被人告给皇上。皇帝亲自去看，问郭仓：“你

从哪儿弄这么多金银？”郭仓就一五一十地说了。皇帝说：

“念你实诚，也就不追究了，你不适合在朝为官。还是回去当

个财主，享几年福吧。”皇上一句话，就把郭仓赶出了皇宫。

郭仓回家时，光拉金银的车子就排了几里长，一路上浩浩荡

荡地回了汝州。

郭仓回家，抖了起来，买了几百亩土地，又在燕子河

上安了盘水磨，在村里修了新宅子。燕子河经常发洪水，

郭仓修建新宅时，把房子的墙基，墙心全都用铁汁浇灌，

简直成了铜墙铁壁。房子盖好后，郭仓到处说“我有三盘

龙拽磨，七顷不靠天，要得穷了我郭御使，除非天塌龙叫

唤”。郭仓成了汝州大富翁后，忘掉了乡亲们，忘记了过

去受的苦，派家丁打骂穷人，勒索乡邻，称霸一方，弄得

人人恨他。这些事，都被山神和土地爷看在眼里，又一同

奏请玉帝，准备惩罚郭仓。这一年秋天，按季节早过了发

洪水的时候，突然在一天半夜，一声炸雷响过，大雨瓢泼

似地下起来，一直下了一夜，郭沟村沟满河平，平地涨了

三丈多深水。可是郭仓的房宅动也不动。郭仓得意地坐

在房顶上，让人撑起伞，吸着水烟袋，继续夸口：“要想冲

了我郭御史，除非天塌龙叫唤。”

玉皇大帝恼了，又派了九条龙下凡，变成九头长着

尖牙的大猪，在郭仓的宅基地下乱拱。郭仓正美着哩，突

然轰隆隆一声巨响，一道白光闪过，郭仓和他的宅房一

齐被洪水卷走了。现在郭沟下边清潭的石崖上，有一个

磨盘大，尺把深的坑，坑旁也连着一条四指深，丈把长的

沟，据说那就是他家的宅基被龙啃的印痕，郭沟村下游

十几里，有一座山坡叫龙山，传说当年那九条龙里有一

条龙活活累死了，那架山

就是龙的身子。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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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在农村流动办公的临汝县
政府正式搬到县城办公。当时，中原军区驻

在宝丰，临汝是到洛阳的必经之路。因此，来

往的解放军首长们都要经过临汝县城。

这天，一辆小吉普车从县城中大街穿

过，在县政府驻地附近停了下来。吉普车门

一开，从里面钻出一个身穿草绿军大衣的

人。这个人身材高大，和善的面庞上一双大

眼睛又黑又亮，看模样是位解放军的首长。

他下得车来，朝四周巡视了一遍，回头问身

边的一位解放军战士：“你说临汝县政府就

在这儿，怎么看不到政府招牌哩？”

那个战士一脸茫然回答道：“是呀，王参

谋说临汝县政府就驻在附近，不知为什么看

不到他们的牌子。”

那个首长模样的人将手一挥，大声说：

“找！”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令人敬慕的陈毅司

令员。

陈毅司令员带着警卫员在大街上找了好

久，仍然没有找到县政府的驻地，他有点急了，

说：“见鬼哟！堂堂一个县政府硬是找不到。”几

个人在大街上没有找到县政府，就拐弯进了

一条背街小巷，终于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门

旁，挂着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的牌子。

这时，从小门里跑出一个人，这人正是

县政府的县长王武烈同志。王县长一见陈毅

司令员，急忙上前说道：“陈司令员，我是临

汝县政府的王武烈，快到里边坐！”

陈毅司令员盯着王县长看了会儿，才

说：“你就是王武烈县长哟，你这个衙门好难

找呀！你说，为什么不把政府的牌子挂到大

街正门上，却挂到这么个背窝窝里。”

王县长正要解释，陈毅司令员忽然大声

说：“堂堂革命的县政府，把牌子挂到这儿，

像什么话，成什么样子，如果有什么担心的，

干脆把它丢到厕所去吧！”

王县长连忙解释说：“陈司令员，这是我

失职。县政府搬到县城后，人来人往的人太

多了，影响正常工作，连办公都没了时间。”

王县长没把实情完全说出来。原来，县政府

搬到县城后，从此路过的解放军首长的确太

多，整天忙于接待和许多事务性杂事，连发

动群众的精力和时间也难以抽出来，有一次

中原军区的张际春副政委路过临汝，王县长

汇报工作时提出：当前地方干部少，事务性

工作太多。他这个县长连开个群众大会的时

间都抽不出来。张副政委说：干部问题我回

去给你反映一下，来往人多，你们先别把县

政府的牌子挂到大街上，别人一时找不到县

政府，可能接待与事务性工作就会少一些。

王武烈觉得这办法不错，就把县政府的牌子

挂到背街后门了。

陈毅司令员哪儿知道这些隐情，听了王

县长的解释，批评得更直接了，说：“你们连这

么个小县城都管不了，以后要是解放了上海、

南京，怎么办，难道还要把国民党的大官员请

回来，让他们坐在新政府办公？”

王县长急忙说：“我马上把牌子挂回大

街上。”陈毅司令员口气一转，说：“这才像个

共产党的县长嘛！”

话说到这儿，忽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

陈毅司令员马上又严肃起来，问：“这是

哪儿打枪？”

王县长连忙说：“这儿来往的部队多，有

些战士会乱打枪。”

陈毅司令员问：“哪个部队在这儿驻

防？”

王县长说：“有一个独立团驻在县城。”

陈毅司令员说：“你去把他的团长叫

来。”

王县长忙吩咐人去请独立团的团长范

金标和张良诚。然后陪着陈毅司令员往县政

府进。陈毅司令员一边往县政府走，一边对

王县长说：“听说这儿的老百姓都叫你小县

长，你今年多大啦？”王县长回道：“我23岁
啦。”陈毅司令员笑道：“的确是小县长，你23
岁就做了一县之长，了不起哟！听说你在临

汝县的名声很好呀，要好好干……”

正说着，独立团的范金标和张良诚跑步

过来了。王县长忙替他们向陈毅司令员做了

介绍。陈毅司令员问他们：“是谁在乱打枪？”

范金标回答道：“报告司令员，来往的部队很

多，目前还不了解枪是谁打的。”

陈毅司令员面孔立刻沉了下来，说：“你

们驻在这里，就是这儿的管理者，这县城就归

你们管，别的不管是什么军队，无论什么人，

管他天王老子，都要管起来。青天白日，又没

有战争，乱打什么枪。你们要维持好新政权的

秩序，让老百姓信任我们。现在连这么个小县

城都管不好，将来到了大城市，怎么办？把解

放了的城市变成马蜂窝吗？”

范金标和张良诚二人忙说：“我们马上

去查。”

那天，陈毅司令员在县政府停了一个多

小时。当他听罢王县长和范金标汇报完临汝

县剿匪的情况之后，高兴地说：“我早就知

道，河南匪多，而临汝的土匪在河南又最多。

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几股出名的

大土匪剿除，成绩很大，了不起。但要抓紧消

灭残匪，不然老百姓就难以安居乐业，我们

共产党的责任就没有尽到。马上全国就要解

放了，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政府就要成立了，

同志们，我们一起努力吧！”

说罢，陈毅司令员就告辞往宝丰去了。

陈毅司令员第二次到临汝，是1948年的
9月8日。

这次他是来给当时驻在临汝县城的中原

军政大学的1000多名学员作形势报告的。
那天，天气炎热，火辣辣的日头照在头

顶。报告会场设在学校中一片小树林里，一张

破旧的三斗桌，两个板凳，就组成了讲台。学员

们盘坐在地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眼巴巴地

等着讲课人。早晨七点钟，校部负责人张衍陪

同陈毅司令员就到了会场。陈毅司令员仍然

穿着那身草绿色军装，健步走向讲台。这时，只

听指挥员一声“起立”口令，学员们一齐肃然起

立，向陈毅司令员敬礼。陈毅司令员满面笑容，

不停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让大家坐下。

走上讲台，陈毅司令员解开上衣扣子，揩

了揩满额头的汗珠，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始

作报告。他讲的主要内容是改造思想，分析当

前战局，指明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出路。

陈毅司令员一开始就讲道：“你们参加

革命，来到军政大学学习，这是一种正确的

人生选择，也是正确的时代选择。因此，大家

要努力学习好革命本领，参加人民解放军，

到部队中工作，为解放中原和全中国贡献自

己的青春年华，这是光荣的，前途是灿烂

的！”讲到这儿，他话锋一转，严肃地说：“当

解放军虽然光荣，但也是有条件的。你们穿

上军装，进了军政大学，还没有完全取得解

放军的资格。我告诉同志们哟，有的人怕当

兵，怕上战场，个别人甚至一到关键时刻，就

开小差，当逃兵，这很没出息嘛！为啥子呢，

无非是怕肩膀上的脑壳子掉地上嘛。对这种

人，我们怎么对待呢？我们的政策是：来者欢

迎，去者欢送，谁想走，现在就可以站出来，

我们给路费欢送你离开。总不能让你丢掉脑

壳子嘛！当然，以后你想通了，觉得丢了脑壳

子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很值得，

又想到军政大学来学习，我陈毅仍然要举起

双手欢迎你来。”

讲到这儿，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午饭后稍事休息，陈毅司令员继续作报

告，一直讲到夜幕降临。他在分析当前战局

时说：“……我们的人民军队，正驰骋在中

原。古人曾说：得中原者得天下。我们就要在

中原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长江以

北吃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然后再横渡长

江，挥师南下，解放南京、上海，那时解放全

中国就不用太长时间了。”

讲到这儿，陈毅司令员显得十分激动，

他脱掉上衣，敞开衬衣，语调铿锵坚定，说：

“我们正在走马中原，很快就可饮马长江，不

必很久，蒋介石就要完蛋，新中国就会像朝

阳一般，冲破暗夜冉冉升空。此时此刻，正是

我们中华儿女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诸君切莫

错过良机，愿你们认真学习，改造思想，做一

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为解放中原、解放全

中国，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贡

献自己的力量！”

陈毅司令员的话音刚落，只见全体学员

一齐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次报告，陈毅司令员讲话长达10多个
小时。他的报告，在学员们中引起强烈反响，

坚定了学员们解放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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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城·中大街”的非遗展演，让中大街迅

速成了网红打卡地。

作为汝州的一员，偷得浮生半日闲，周末黄

昏，我迫不及待骑上单车来到“茶马古城·中大

街”，欣赏这里精彩纷呈的非遗展演。

一幅“传承文化，凝聚力量”的剪纸作品深深吸

引了我的目光，也让我重逢了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王荣珍的作品。

“细若春蚕吐丝，粗可大笔挥剪。”独具民俗特

色的剪纸，如同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茶马古城·

中大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绽放着独有的芳华。

一张小小的纸片，经过剪纸艺术家灵巧双手

的一折一剪，一虚一实，一拉一展，犹如点石成金，

妙剪生花，活灵活现的作品就出现在眼前了。

剪纸“蝴蝶”或落于树梢，或飞舞窗棂，或枝头小

憩，或翩翩起舞，真是千姿百态，独具风情。不管是传

统的百变双喜、蝴蝶鸳鸯、龙凤呈祥、富贵牡丹、年年

有余，还是新式的极富时代特色的“中国梦”等作品，

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耳目一新、巧夺天工。

记得儿时，对剪纸的热爱来自春节的贴窗花。春

节是我们一年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家乡的人们都

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来烘托喜庆的节

日气氛，将春节装点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也代表

着人们辞旧迎新、接福纳祥，对来年的美好祝愿。

村上有一位大婶会剪窗花，每到过年时，我们

买来鲜艳的红纸，围坐在大婶家的炉火旁，让婶

婶帮我们剪窗花。只见大婶先把纸裁成四方形，

再反复折叠，拿起剪刀，左转右转，上下翻飞，不

一会儿，花开富贵的牡丹、亭亭玉立的荷花、翩翩

飞舞的蝴蝶，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栩栩如生，美

丽极了。

我们兴高采烈拿回家贴在崭新的窗户纸上，

整个房间一下子红彤彤的，喜庆极了！正如一首民

歌所唱的那样：“银剪剪嚓嚓嚓，巧手手呀剪窗花，

莫看女儿不大大，你说剪啥就剪啥。啊儿哟，祖祖

辈辈多少年，开许多少愁疙瘩。不管风雪有多大，

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银剪剪嚓嚓嚓，巧手手呀剪

窗花。奶奶她喜呀妈妈夸，女儿就像画中画。啊呀

哟，一扇一扇红窗花，映出一代好年华。老辈的嘱

咐女儿的爱，红红火暖暖千家，暖千家。”

剪纸，曾经装饰着我梦幻般的童年。

如今，“茶马古城·中大街”的剪纸再次惊艳了

我的双眼，唤起了我心中尘封多年的祈愿。

家乡的剪纸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冬闲时

节，心灵手巧的农妇在闲暇之余就用剪纸来进行

自己的艺术创作。她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生

活的期盼，用剪刀剪进自己的作品里，纸随剪动，

心随剪喜，魂随剪乐。剪刀飞舞中，一张张红纸转

眼间魔幻般变成绽放如蝶的花朵、栩栩如生的小

狗、威风凛凛的老虎、翩翩飞舞的蝴蝶、喜庆吉祥

的双喜临门……

一张张纸片，就这样被她们的巧手赋予了生

命，赋予了灵魂，赋予了美好的期盼，赋予了美满

婚姻、繁衍昌盛、事业有成、去病纳祥、国富民安的

吉祥寓意，更赋予了非遗文化独特的神韵和魅力。

剪刀舞处纸生花。经了解，方知王荣珍自幼酷

爱绘画和剪纸艺术，在祖母和母亲的亲授下，多年

来一直潜心钻研剪纸艺术，在继承家族传统剪纸

技术的基础上，2011年又师从李政老师刻纸技术，

也曾受到洛宁李笑白剪纸大师的影响，成为河洛

派剪纸代表人物，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出活动。

她的剪纸作品《家》在“中国梦我的梦”2016
年“妙剪生花豫哈情”剪纸展览中获金奖；作品

《嫦娥奔月》获2013年中原六省中秋文化艺术展
银奖；2015年4月作品《优生优育》入围国家计生
委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华奖》精品展；

2019年1月，剪纸作品《凤戏牡丹》入选天津市文
广新局和旅游局举办的“西岸全国剪纸艺术展”，

并出书成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自己

掌握剪纸艺术，不是她的初衷，她的梦想是将传统

的剪纸艺术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掌握我们国家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为此，王荣珍创办了

汝州市春风裁柳剪纸艺术所，以培养传统手工剪

纸技艺和其他非遗项目技能人才为主旨，并经常

组织学员参加全国各地剪纸绝活现场表演。2017

年9月，她将剪纸技艺技能培训走向各乡镇进行扶
贫，上至八十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下至四至五岁的

孩童进行全面普及，扶贫人数达到600人之多。她
还将剪纸艺术带到小学到高中近十所校园，共2000
名学生受益；2016年12月为培养新型军营人才，王
荣珍又搭建平台走进军营，为官兵们公益传授剪

纸技艺200多人；她还为全国各地上千名剪纸爱好
者传授剪纸技艺。许多剪纸爱好者和游客以及汝

州市多家校园的学生，每年来传习所参观学习的

人数达10000人之多，为汝州剪纸艺术的传承和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畅游在“茶马古城·中大街”的剪纸世界里，

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富贵牡丹的雍容华贵、亭

亭清荷的诗意神韵、中国梦的宏伟磅礴，无不被

剪纸艺术描绘得淋漓尽致、温馨雅致、惟妙惟肖。

难怪诗圣杜甫曾发出“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的赞叹呢！

“剪有神，有剪即生花；纸缤纷，无墨也飘香”。

剪纸的喜庆热闹，剪纸的古朴典雅，剪纸的生动可

爱，剪纸的活灵活现，剪纸的清雅俊秀，都来源于

生活，都代表着劳动人民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对未

来无比的憧憬。汝州的剪纸非遗传承人表示，愿意

把传承发扬剪纸艺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传承

中华剪纸艺术敦厚悠久的华夏文明，让剪纸艺术

在古老的汝州大地永远散发迷人的馨香。

陈 毅 二 进 临 汝 城

妙剪生花纸缤纷
———记汝州中大街剪纸艺术

孙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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