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早先，汝州城南三十里莲洼村有

姑嫂俩。嫂子叫金，妹子叫银。这姑嫂

俩虽然不是一奶吊大的姊妹，却极为

相似。俩人一模一样的高挑挑的个儿，

一模一样的马蜂细腰，一般的粉又嫩

的鸭蛋脸，一般的弯又细的柳叶眉，一

般的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儿。俩人描

凤绣花，织布纺线，一样的心灵手巧。

外人不知道，都以为她们是姐妹俩。可

是金嫂子聪明实在，银妹子心高气傲。

金嫂子初嫁过来，听说银妹子模

样俏，手儿巧，心里非常高兴，事事处

处护着她。金嫂子要是撕一块布，总

要剪开给银妹子裁件花布衫，打一副

镯子分开给银妹子一只，真是逮到一

只蚂蚱也要给银妹子扯条大腿。可是

银妹子听说嫂子和自己一样俏也一

样巧，心里很不服气。金嫂子过门后，

银妹子隔三岔五地找碴生气。金嫂子

做得可口的饭，银妹子不是说做煳

啦，就是说做生了。金嫂子做得合身

的衣裳，银妹子不是说太紧啦就是说

太宽啦。金嫂子呢，对银妹子的这种

挑剔，总认为是小妹子对嫂子撒娇，许多委屈也都伸伸

脖子咽了。

这天，老公公五十大寿，亲友乡邻来了一大帮。金嫂

子擀面、炒菜，里里外外忙了大半天。等到吃寿面时，金

嫂子忙把寿面端出来，客人们刚吃几口，银妹突然把筷

子一撂，扭头“呸呸”吐起来。客人们纷纷住筷。金嫂子猛

地也弄迷瞪了，待仔细一看，粉白脸“刷”地成了一块大

红布。原来银妹子的筷头上，扯扯捞捞挑着一根长头发。

这算闯了大祸。老公公筷子一摔，立起来“噔噔噔”走了，

婆婆板着脸，直翻白眼。金嫂子的男人呢，捋胳膊挽袖蹿

过来，一把抓住金嫂子拽翻在地，举拳就打，幸亏客人们

伸手拉住才罢。

金嫂子受了这场窝囊气，捂着被子痛哭了一场，想想

平素常待银妹子不薄，不料银妹子竟借一根头发办自己丢

这么大的人。越想越气，女人们心眼窄，一根麻绳绑到梁

上吊死了。

金嫂子死后第二年春上，有人给银妹子提亲。收罢

秋，银妹子出嫁了，新女婿送银妹子回门这天，亲朋乡邻

前来祝贺，银妹子家大摆筵席，酒席摆得好排场，宴罢，

该新女婿吃扁食了，家人把扁食端上，新女婿一个扁食

倒进嘴里，不由吸溜下嘴巴。昨啦？扁食馅全是红鲜鲜的

辣椒面。新女婿满头流汗，嘴里不住打哈哈，看到新女婿

这架势，亲友们认为他犯了啥魔怔，“轰”一声围上来。新

女婿见自己要丢丑。也不知咋办好啦，捂着嘴撒腿就跑，

慌得众人随后就撵，银妹子在一旁也边哭边喊：“快追他

呀，快追他呀。”

新女婿跑到二门外，迎面陡然扑过来一股冷风，冷风

里站着一个年轻媳妇，伸手拦住了他。这媳妇穿一身绿绸

裙子，白生生的鸭蛋脸，明闪闪的乌发，打扮得整整齐齐。

这媳妇“咯咯”一笑说道：“哟，大兄弟！男子汉大丈夫怕辣

呀？怕辣甭娶俺银妹子！”说罢，又“咯咯”一笑身子一晃不

见了。后边撵来的众亲友也听见了说话声，觉得那声音像

金嫂子的声音。可就是看不见人。众人知道这是金嫂子冤

魂不散，来泻怨气来啦，害怕她再闹，拉住银妹子跪在地

上求告：“金嫂子呀，俺都知道银妹子对不住你，你可不能

和她一样呀！”只听空中又一阵咯咯的笑声：“银妹子呀，

嫂子跟大兄弟开玩笑呐！快把他拉回去吧！俺走啦！”说罢

立地一股旋风，冲天而去。

金嫂子显灵的事，很快传遍了四方。许多做嫂子的对

妹子们有了怨气，也都半真半假地这样做起来，每逢妹子

出门，新女婿送人回门，嫂子们就在新女婿吃的扁食里包

上辣椒，有的甚至包上秆草、蒺藜，还有的给新女婿抹花

脸，借以发泄自己的怨气。天长日久，就形成这一带的风

俗习惯。不过，后来都纯

粹是为了开玩笑啦！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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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驻汝州

大峪店地区后，很快就建立了临汝县抗日

民主县政府，党峰任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

府县长。党县长就是党峰。

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后，除了

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外，最主要的

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倒地运动。原来，在民

国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期间，汝州这个地方

先后遭受了水灾和旱灾，两年里庄稼绝收，

加之国民党汤恩伯的13军驻在汝州，不顾
百姓生死，要粮要款。贫苦农民求生不得，

为了活命，只得出卖土地，换取一点粮食以

求生存。那时一亩地只能换几升粮食或几

十斤的红薯，价钱低得可怜。地主恶霸便乘

机用很少的“中央票”，买进来不少土地房

产，大发灾难财。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了解到这种情况

后，便在成立不久决定开展倒地运动，把当

时的地主恶霸从农民手中低价买的地倒还

给贫苦农民。为了加强对倒地运动的领导，

抗日县政府在区、村建立了倒地委员会，小

的自然村成立了倒地小组。与此同时，还四

处张贴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倒地布告，明

确宣布了倒地的政策和规定。规定倒地的

原则是：穷要倒富，富不倒贫，贫富相等，协

商处理。

倒地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

拥护，但一些地主却非常抗拒。这年冬天的

一天，党县长冒着严寒到高岭村调查村里

倒地运动开展情况，帮助村里农会干部解

决疑难问题。

刚进村子，就看有一个人掂着一把手

枪，站在一户人家院门前，高声喊叫：“何

社，有种的你滚出来，你把我逼得没有办法

了，老子今天非拿枪把你崩了不中！”那人

一边喊叫，一边跳得老高。

党县长一见，忙问身边一个地方干部

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堵着人家的门叫

骂，还敢拿枪威胁？”陪同的地方干部气愤

地对党县长说：“这个人姓何，是高岭村的

富户。这人为人狠毒，做事蛮横，欺男霸

女，当地老百姓都叫他何恶霸。民国31年
他可发了大财，低价买了一大批地，倒地

一开始他就抗拒不执行政策，还到处放出

恶言，说抗日县政府弄得这政策是毬，把

人搞得不能安生。他今天堵的院子，就是

村农会主席何社家，听他的话口气仍然是

对倒地不满。”

何恶霸正骂得凶，扭头看见一伙人围

了过来，白眼一翻，凶声说道：“看啥看，想

替何社打抱不平吗？”

党县长用平静的口气问他：“听说你

民国31年买了一大批地，按县政府的政策
规定，应该倒给卖主，你有意见？今天你掂

着枪围堵农会主席家的大门，莫非想杀了

他吗？”

何恶霸仍然高门大嗓说：“是又怎么

啦？土地兴买卖，我拿钱买地，有什么错，叫

我倒地，我一百个不答应。”

党县长说：“我叫党峰，是咱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的县长，我今天到高岭村，就是

来处理倒地问题的。按照政策规定，凡是

对倒地政策拒不执行，严重抗拒者，必将

给予严惩。我明确告诉你，从今日开始，你

必须把你在民国31年买的土地，一分一厘
不剩，全部返还给卖主。否则，抗日县政府

就把你灾荒年内买的所有土地全部没收，

退还卖主。”

何恶霸听了这话，非常蛮横，气势汹汹

地说了一句：“我一分地也不倒，看你把我

怎么样。”说罢，掂着枪扬长而去。

党县长看着他远去的背景，沉思片刻，

扭头对身边人说：“派几个人把他家监视起

来，不准他离开村子。”正说着，只见村农会

主席何社从村子另一边走来，一看见党县

长，何社连忙招呼大伙儿回家坐。党县长问

何社：“何主席，这人今天堵着你家的大门

叫骂，你也不回应，是怕他吗？”

何社气愤地说：“这人是个疯子，他堵

门羞辱我也不是一回了，我是顾全大局，不

愿理睬他。但是党县长放心，何恶霸不愿倒

地，我是坚决不放过他的，他的地非得倒给

原卖主不可。”

党县长听罢点点头，说：“对，这是原

则。”

说着，一行人随何社进了他家。

何社在屋里把这段时间倒地工作做了

简短汇报，接着说：“目前村里最大的障碍

就是这个何恶霸，别的人都愿倒地，但看姓

何的这样闹，都在观望。我和村里干部商

量，看能不能对何恶霸采取手段，压压他的

威风。”

党县长立即拍板说：“这样，你派人现

在就去通知他，限他今明两天，把地倒还给

原卖主，否则，立即将他的土地全部没收。”

何社说：“中，我马上派人去。”说了，何

社又说：“党县长，还有一个情况要给您汇

报。这几天何恶霸几次趁天黑出门往北山

跑，有人见他与北山的一伙土匪接头，不知

有啥孬主意。”

党县长立刻警觉问道：“这情况可是真

的？”

何社说：“是真的，但不清楚他与这伙

土匪暗地里说了些啥话。这伙土匪与禹县

那边的伪军有牵连，他们接头，肯定不会办

好事。”

党县长当即命令说：“不要再通知他

了，也把监视他的人撤掉，马上把他抓起

来审讯，只要他胆敢和日伪军勾结，立即

镇压。”

何恶霸当天就被抓了起来，经过审讯，

他很快承认，他的确和北山的一伙土匪订

了同盟，准备3天之后举行暴乱，计划先杀
了农会主席何社，然后到禹县去投靠那里

的伪军。根据何恶霸的供述，党县长又组织

一支队伍，连夜赶往北山，抓获了3个藏在
那里的土匪。被抓的土匪交代了与何恶霸

密谋暴乱的计划。土匪还交代说：何恶霸对

他们拍了胸脯，承当暴乱成功后，愿意给每

个参加暴乱的人100块大洋。
次日，党县长主持召开了公审何恶霸

的大会。大会上，党县长向群众讲述了何恶

霸勾结土匪准备暴乱后投靠禹县日伪军的

罪行，当众宣布说：“何恶霸在灾荒年内买

的土地全部没收，退还给卖主。”

会场上的群众听了这话，立刻鼓掌叫

好。

接着，党县长又高声说：“我代表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宣布：将投敌卖国的汉奸立

即处决！”

一声枪响，何恶霸倒地而亡。

何恶霸被杀后，一些原本还在观望的

地主富户立刻同意把地倒给卖主。高岭村

附近几个村的倒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党县长怒杀何恶霸

在茶马古城·中大街的非遗展演系列活动

中，除了汝瓷、曲剧、中医外科等众多的非遗项

目，大井陶艺也迎着光彩夺目的万道霞光，从“鹳

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历史烟云中穿越千古，款款

而来，在汝州大地上熠熠生辉。

汝州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北依巍巍嵩

山，南抚莽莽伏牛，悠悠汝水横穿东西，造就了一

方丰饶的沃土。勤劳的中原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

践中，为了方便生活储存盛食，在耕作之余发明

了“捏土成器，火烧得陶”的技艺。汝州丰富的高

岭土、石英石、煤炭等矿产资源、汝河穿城而过充

沛的水源、烧制陶器需用的特有泥土、山坡上栗

木灌木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汝州陶瓷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汝州三宝之一的汝瓷，很多人并不陌

生，但对于汝州大井陶艺，却并非人人皆知。初识

大井陶艺，是在2015年4月18日。有幸参加了邢根
立先生“生命·写作·精神”座谈会，我才知道，那

位因患病四肢瘫痪，口不能言，生活不能自理，躺

在病榻上的邢根立先生，用坚韧和毅力，用“眼

神”写出《风雨人生》《求解生命》等书籍的感人事

迹；我也才知道，他费劲心血，致力于陶瓷艺术，

百折不挠，无私奉献，不仅创造了大井品牌，更为

大井陶艺注入了爱和美的高贵灵魂。

泥火酝酿满腔情怀，灵魂高尚爱撒人间。而

今，大井陶艺，在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不断摸索，赋予了新时代陶瓷艺术新的内涵。

大井陶艺，集陶器的朴素古拙与瓷器的华美高贵

于一身，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经典，集陶瓷艺术、

造型艺术、雕刻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之大

成，融合工艺与文化之美，结合传统陶艺工艺和

汝瓷特点，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陶瓷艺术风格。

徜徉在汝水之滨的茶马古城，仿佛走进了非

遗艺术的圣洁殿堂。

品赏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珍品，思

绪再一次被家乡汝州的陶韵瓷情所打动，忍不住

热泪盈眶，爱不释手，神思飘扬。

看，一组以水桶为蓝本的陶瓷艺术作品，不

仅从器皿的造型层面对井水的寓意加以诠释，同

时又不乏新意，圆润流畅中更渗透着“把美和爱

撒向人间”的理念。那两支桶柄相对而出，顶天立

地的气概油然而生，担当协作的精神扑面而来。

金色的拱形桶梁，金光闪闪引人注目，中间的留

孔，恰似一座金桥牵线，让人们互通有无，携手并

进，共筑凌云之志。桶身则彩绘了一株木芙蓉，花

开正艳，栩栩如生，娇艳之花引来彩蝶展翅嗅花

香，翠鸟鸣唱花丛间，妙趣横生，既清新素雅又简

洁明快，把人们渴求幸福的愿景表现得淋漓尽

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空灵、原汁

原味的生态之美活灵活现展现在眼前。

作品《如意双合·锦绣》，一下子惊艳了我的

双眼。我细细端详，整个造型就像刚刚从土里收

获的一颗可爱的饱墩墩的落花生，米黄色的底色

多像大地最原始最朴实的底色，更似广博大地上

辛勤耕耘后的收获颜色。“落花生”的身上，“飞”

来一只有着绿色漂亮羽毛的鸟儿，它正调皮地歪

着头，黑豆一样的眼睛凝望着对面绿色叶片中悄

然绽放的粉色花朵，黄色的花蕊灵动俏丽，叶片

上清晰的叶脉逼真极了，让人仿佛置身于花开富

贵鸟语花香的美好生活中。作品的顶端，镶嵌着

一个金黄色的象征平安祥和的如意手柄，溢满了

人们对锦绣生活的期盼和祝福。

我打开一看，底部的空间还兼具收纳盒之功

能，真是独具匠心，完美绝伦。不但视觉上给人以

美的享受，朴实中镶嵌灵动，还融装饰观赏实用

于一身，集平和包容于一体，给人以天人合一、生

生不息之感。整个作品不但造型古朴典雅，而且

线条婉约流畅，形象生动逼真。如果没有扎根生

活的经历，没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没有对锦

绣前程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怎能创造出

如此贴近生活的艺术珍品啊！

作为文学爱好者，似乎对笔筒有特殊的厚

爱。瞧，金黄色的祥云托起古老的长城，筒身是鲜

艳明快的中国红，金黄色的四个方块字“我爱中

国”，满满的爱国情激荡在胸中，激情满怀，热血

沸腾，几只银色的和平鸽正翱翔在“长城”内外，

传递着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世界友好的祈愿。

“尊师重道逾千年而不衰，逢盛世继续推崇

而有光。”尊师重教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大井陶艺的系列作品“师恩难忘”把师德师

恩诠释的博爱无边。瞧，作品“桃李满园”“博爱”

“论语”，无不精巧玲珑，古韵悠然，极具创意，承

载着文明，蕴藏着文化，正是“教育如春风，师恩

似海深，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在每一件作

品中，满满的书卷气息跃然“陶”上，浓浓的恩师

情镌刻“陶”中。

“泥火酝酿情怀，把美和爱撒向人间。展汝窑

神韵，千年不衰；陶艺风采，梦绕魂牵。刀耕笔种，

淬炼成器，倾诉着大爱无言。新纪元，绘宏图画

卷，策马扬鞭”的诗作，正是汝州大井陶艺非遗文

化的真实写照。

大井陶艺，将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将传统

与创新完美结合，将思路和眼界拓宽扩大，将敏

锐的洞察力和包容的胸怀融合；将井水的博爱和

非遗的匠心巧妙结合，用色彩和时尚勾画，将文

化和历史融合；将泥土中的一粒粒尘埃、大山中

的一块块石头，用匠心浇灌，用爱心描绘，用文化

浸润，用艺术表现，用赤橙黄绿的丹青妙笔勾勒，

用淡雅自然的淳朴渲染，用熊熊烈火淬炼；让一

粒粒泥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龙凤呈祥

的喜庆、莲花荷韵的清雅、亭台楼阁的风情、湖光

山色的隽秀、憨态可掬的童真、师恩浩荡的隽永、

千年古画的风韵，更承载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文

化；让人时而梦回千年重温经典，时而与时俱进

走在时尚前沿，时而厚重如历史画卷，时而新颖

若潮流领先，时而经岁月洗礼风度不减，时而领

时代潮流风度翩翩。

古老大地上的汝州大井陶瓷艺术，正乘着茶

马古城的帆船，“陶”声

依旧，将美和爱撒向汝

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并走向全国各地、异国

他乡，展现着中华民族

东方艺术独特、永恒的

魅力。

野 陶 冶声依旧
———记茶马古城·中大街非遗展演之大井陶艺

孙利芳

1956年2月12日，中共临汝县委机关同志春节合

影纪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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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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