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羊台的传说

昊旭潘：辑编
日7月3年3202

二期星版3情风文人

估计在中原大地，喝酒猜枚的风俗习惯大差不差，无非是有些地

方节奏快一点，有些地方节奏慢一点而已。

说起猜枚，在咱老汝州，那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的。老汝州猜枚历史悠久，要论起来，那可谓是：小孩没娘，说起话长

了。

汝州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南阳五

市的交叉辐射地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受这些地域文化的影响，汝

州的酒文化糅五地之长，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

同时，汝州地处北方，四季分明，日照充沛，雨热同期，属暖温带，

全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左右，正是浓香型、清香型、绵柔型白酒生产
及销售的适宜环境，且酒类香型繁杂，非常多变。以前汝州东有宝丰

酒，西有杜康酒，本地还有宋宫酒，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汝州人想不喝

都难。以前酒的品种少，汝州人有个说法：一年喝倒一个牌子。而今酒

类繁多，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

既然经常喝酒，就少不了要猜枚。

猜枚又叫豁拳、划拳、猜拳、拇战，即饮酒时两人同时伸出手指并

各说一个数，谁说的数目跟双方所伸手指的总数相符，谁就算赢，输

的人喝酒。此乃中国古传至今仍时尚流行的饮酒游戏，它增添酒兴，

烘托喜庆，是一种民间的酒令。其技巧性颇强，给玩者留有神机斗智

的余地，且因玩时须喊叫，易让人兴奋，极富竞争性。

猜枚文雅的叫法叫行酒令。酒令由来已久，开始时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

而设立“监”。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

处罚。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射礼，为宴饮而设的称为“燕射”。即通过射箭，决定胜负。负

者饮酒。古人还有一种被称为投壶的饮酒习俗，源于西周时期的射礼。酒宴上设一壶，

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

汝州之所以敢称老汝州，在全国也并不多见。汝州历史悠久，大致论起来，历史要

从上古至商周算起，但其汝州之名，则为隋炀帝大业初年所治，汝州当时领承休、梁、阳

翟、东汝原、汝南、鲁、城八县。而在唐之后至元朝的这八百年间，老汝州这个名字一直

没有更改过。

唐朝酒风炽烈，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汝州猜枚的历史，从此算起也不为过。

汝州猜枚，一般先打“到”，即为出于礼貌，问好的意思。

汝州传统的猜枚方法，是两人同时出一只手，并且同时猜两人所出数字之和，两人

都猜错或猜对则继续，直到一方猜对，猜错者自觉饮酒。猜枚划拳是用嘴和手配合完成

的，两人要面对面进行。要领是：一是伸出手指与喊数要同时进行；二是喊出的数必须

是伸出的手指数以上的数和与5相加得数以内的数；三是初学划拳时一般只是喊数，熟
悉了可以丰富一些说法。

汝州有句俗话，叫作无酒不成宴席。特别是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以酒相待更

为常事，好多地方喝酒是端起来，不声不响地碰杯自饮。汝州人好客、豪爽，感到那样喝

“闷酒”不热闹，没气氛，于是乎，吆五喝六划拳猜枚，开怀痛饮，淋漓尽致，不醉不归。

但猜枚有禁忌，不能单独出食指、小拇指等，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出于约定促

成，一般人都不会出。同时，手伸出的速度和嘴里喊的速度要同步，不能打时间差，否

则叫赖枚；只出手或者出错手指、只喊数或喊错数叫失枚。期间的讲究是根据间隔时

间而定的，分为二八拍、二四拍等等。

猜枚喝酒，喝得欢快热烈，有气氛，有情趣，不仅为宴会添了欢乐，为饮酒助了兴

致，而且也是一场动脑筋、比技巧的智力游戏，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一种

传统的酒文化。而猜数里边蕴藏着互敬互重、和谐友好、吉祥如意、向往美好、祝愿祈福

的含义。

如今的年轻一代，似乎对猜枚不感兴趣，喝酒时往往以纸牌“查点”“拖拉机”“斗地

主”的玩法取而代之，尽管文雅了许多，但却失去了往日酒场的喧嚣和热闹，取而代之

的是一份难得的安静。由于纸牌大行其道，一枝独秀，如今已经很少看到在酒店或烧烤

摊上大呼小叫划拳猜枚的酒客，有人实在耐不住性子，偶尔也会吆喝几声，但很快就会

被周围的环境所感染，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汝州人喝酒，既有传承，又有发扬，时至今日，发

展至宾主合和，兄弟情长，甚者可达引为知己，生死齐一之境。如此，猜什么枚不重要

了，喝什么酒也不重要了，情之所至，“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尽现中原男儿真性

情。

汝州籍第一个中共党员范明智的坎坷人生
□李翔宇

汝州大峪境内的黄涧河畔，有个古老的村子叫许

羊台，简称许台，传说是王莽撵刘秀留下的遗迹。

西汉末年，王莽到处追杀刘秀。这天，刘秀沿着黄

涧河旁边的道路正向南走，发现王莽的人马在后面追

了过来。他赶紧绕上土坡，躲进坡中一个比较平坦的

林子里。这时，刘秀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在一间

茅草屋旁靠着大树闭目养神，不远处有群羊在林里低

头吃草。刘秀急忙走到老人跟前，求老人相救。老人睁

开眼睛说：“我看没事，你跟我来。”老人领着刘秀到了

茅屋后边，他把一大块树枝忽啦掀起来，下面是个地

道，深不见底。

老人让刘秀带

着 人 马 躲 进

去。盖上洞口，

在盖子上撒上土，又撒了许多青草，接着老人用鞭杆

照树上敲了几下，羊群像听到了命令一样，过来吃那

土上新撒的青草。有的羊低头斗架，小羊娃在旁边蹦

跳着撒欢儿。

不大时候，王莽的人马追到河边上，看着前面弯

曲的小道上没有刘秀的影子，听到林中有羊叫声，到

那里一看，林里有位老人，靠着树闭目养神，一群羊悠

闲地吃草嬉闹。王莽赶紧向老人打听，见没见一群武

士从这里过去。老人说：“没有，没有，这林子里是放牲

口的地方，从来没有路，他们咋会到这林子里。不信，

你们瞅瞅哪里有人？”王莽一群人仔细观察，除了老人

和那群羊，什么人也没有，再仔细看看屋里屋外，前后

左右到处都是羊蹄印，羊粪蛋子和羊撒的尿迹,一股
难闻的气味。王莽刀一挥说：“走！”一溜烟朝远处走

去。

老人看着王莽已经远去，请刘秀出来，把刚才

用羊迷惑王莽的经过讲了一遍。刘秀非常感激，临

走还说来日有空一定来这里酬谢。刘秀当了皇帝后

还惦记着这事，打发人来这里寻找放羊的老人和那

群羊，毫无结果。刘秀过意不去，亲自赶着一群羊来

到老人救他的地方，筑起高坛，把羊赶到高台上，进

行祭拜，以羊相祭。从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叫许羊

台。传说那放羊的老人是位神仙，他那群羊和刘秀

祭祀的羊是非常通灵性的神羊。如今，土台子一带

还传说这一带深夜有时还会听到羊叫的声音。东坡

人听着声音在西坡，西边人听着声音在河东坡，一

直传到现在。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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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范明智，男，汉族，1912年生，汝州市蟒川镇娘
庙村人。1933年，他在河南省立临汝初级中学读书
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汝州（临汝县）籍

第一个中共党员。

追求进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春，范明智在省立临汝初级中学读书

时，经在校学生、汝阳籍中共党员张有奇介绍，秘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城西报恩寺秘密举行入

党宣誓仪式。

1933年4月，经中共洛阳中心县委批准，成立中
共河南省立临汝初级中学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共

有张有奇、王朝俊、范明智、李贵韶、高矗、王振东、

刘继光7名党员，张有奇任党支部书记。
省立临汝中学党支部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

的指导下，在学生中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宣传马克

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发现进步学

生，培养党员发展对象，壮大党的组织。

积极参加省立临汝中学的学潮运动
1934年春，省立临汝初级中学学生在中共党

员王振东及进步学生刘守礼、马庆森、张中正、杨

昌等组织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潮运

动。作为一名党员，范明智积极与同学们一起上

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到临汝县国民政府请愿，

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撤换反动校长全国体。

请愿后的第三天夜里，临汝县民国政府县长

崔友韩以“煽动学生闹事”罪为名，逮捕了杨昌、刘

守礼、马庆森、刘波涛等17名学生，关押40天之久。
这次学潮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

在学校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河南省

教育厅被迫收回成命，答应同学们挽留进步校长

王福由的要求，赶走了反动校长全国体。这次学潮

运动，锻炼了进步学生，为日后临汝革命活动的开

展打下良好基础。

1934年5月，上级党组织受到敌人破坏，省立临
汝初级中学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

到同年7月，范明智等7名党员中学毕业时，上级也
没有派人联系。当时，张有奇召集党员同学们开会

说：“回家后各找门路，小心工作，等待党和我们取

得联系。”临汝县中共党组织因失去上级组织的领

导而无法继续活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和政治主张，却影响了校内的许多学生，革命的种

子开始在汝州大地生根发芽。

以课堂为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范明智初中毕业回家后，于1934年8月就任宝

泉寺初级小学校长。1936年后，他先后又到蟒川、
冶墙街、炉沟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经常给学生

们宣传国内的抗日形势，揭露日军侵略我国东北

的暴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号召同学们团结起

来，一致抗日，保卫祖国，不当亡国奴。

不忘初心，多次寻找党组织

范明智从省立临汝中学毕业后，时刻没有忘

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曾先后多次了解打听党

支部书记张有奇的去向，但都没有如愿。1939年，
范明智通过关系，在临汝县国民团找到了一份收

发室文书的工作。在此工作期间，范明智曾在国民

政府临汝团管区少校部员、特别共产党员杨福堂

家里，与中共临汝地委委员王象乾见过一面。王象

乾与范明智进行了秘密谈话，要求范明智发展抗

日武装。

深入虎穴，为八路军搜集情报
1944年5月，临汝沦陷时，地主、土匪头子们为

了保全自己及各自势力，纷纷投靠日寇，充当日本

侵略军的帮凶。当时，蟒川镇滕店地主武装头子郭

宣卿，经不住敌人的诱惑，当上了伪临汝县自卫团

的大队长。

范明智在省立临汝中学上学期间，家中一贫

如洗，面临着辍学的危险。为了完成学业，经同村

同学刘波涛的父亲刘景玉先生介绍，郭宣卿给了

范明智一部分钱，资助他完成了学业。郭宣卿当上

伪自卫团大队长不久，便派人把范明智叫到他家，

让其当招待员，干上专门招待来客的差事。

1945年5月21日夜，刘波涛随王树声司令员等
河南军区主要领导人由大峪抗日根据地回到老家

娘庙村，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并在刘波涛家建

立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张贴

成立布告，宴请地方绅士，号召社会各界，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保家卫国。当

时，刘波涛带头捐款捐物，张廷林捐了100块银圆
和一匹菊花青骡子。在他2人的带动下，全村有20
多人为县政府捐款捐物。

当时，范明智与刘波涛在一起谈抗战情况，分

析抗战形势。至此，范明智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

系。当时，范明智要求跟刘波涛一起从军，刘波涛

不同意，并吩咐范明智要在郭家干下去，要隐蔽保

密，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要以政策说服动

员，提高思想觉悟，争取他能投诚，这就是成绩等。

第二天夜里，范明智和郭宣卿一同到刘波涛家见

面。刘波涛对郭宣卿谈了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只

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道理，使郭宣卿深受感

动。刘波涛随大部队走时，范明智给他介绍了张风

亭、张永奇、张延林等20多名进步农民参加革命工
作。

1945年6月7日，驻扎在临汝镇冯店据点的日
军一个连开往半扎，路过滕店到郭宣卿家休息，

吃过午饭即走。日军走后，郭宣卿即派范明智等

10多人，给日军送礼物，在黑龙庙与日军接住头。
事后，别人返家而归，仅将范明智一人留在那里

干维持会，帮助日军征要生活用品及其他东西。

当时，范明智不愿意干这伤天害理之事，要求郭

另换他人。

范明智自知身为共产党员，就应该不怕牺牲，

为党多收集敌人的内部情况，为党多做工作。为了

这些，范明智对敌人要的东西总是推托搞不到。后

因派孙安柱往大峪抗日根据地送情报（给皮定均

司令）时，被大汉奸黄万镒的手下抓住。事情发生

后，日军开始怀疑范明智，当天下午就将范明智抓

到日军司令部，把范明智狠狠毒打一顿。当时，范

明智自觉不妙连夜逃出，第二天鬼子又到他家抓

人，所幸未被抓住，却将他家洗劫一空。

受尽酷刑，始终保守革命秘密
1945年农历六月十八是风穴寺会，范明智计划

到大峪抗日根据地找刘波涛汇报情况，不料路过

南关时被日本鬼子便衣队抓捕，送到伪临汝县日

军司令部。敌人怀疑范明智是共党分子，采用烙铁

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方式，打得他遍体鳞伤，

满身是血，险些丧命，但凶残的敌人未从范明智口

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后来，在县城南关人李

麻三的帮助下，敌人才将范明智释放。

范明智被营救出来以后，因当时国民党特务

头子张伯祥与刘厚之对中共党员监视搜捕很严，

他不能在家养伤，通过关系到鲁山、汝阳、临汝三

县交界处的李店暂避养伤。因这里山高、人少，距

县城较远，伤好后，范明智在此隐蔽教书。

汝州解放后，受尽磨难
1948年初，蟒川一带得到解放后，范明智立

即从寄料镇李店返回娘庙老家。当时，党领导的

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设在滕店村，县长王武

烈、区长付长富就在娘庙村办公。经刘波涛的父

亲刘景玉介绍，范明智到区公所参加革命工作，

跟着区干部从事建立村政权、搞土地改革、剿匪

反霸等工作。

在范明智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之时，个别人认

为他过去系国民党党员，并向组织汇报。当时的区

长追问过他，他曾向领导解释说，他是共产党员不

是国民党党员，入党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由于

这个原因，区政府将其扣押反省一个多月。经过调

查，没有证据证明范明智是国民党党员才了事。随

后，范明智开始在村小学教书。直到1950年，肃反
运动时，范明智又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

受劳动改造。

1955年11月5日，范明智因购买同村崔太山的
五间宅基地，被政府逮捕，以破坏合作化为名，判

处他有期徒刑8年。1956年1月，被送到青海省海南
塘格木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56年10月1日，法院对
其判决书进行改判：“查该员虽有点历史罪行，现

够不着判罪，当时判刑过重，撤销原判，免于刑事

处分。”

获得释放后，范明智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当职

工，任食堂管理员。

1958年1月，他被调到海西下环塘职工农场做
勘察工作。1959年，他又被调到海西柴达木盆地伊
克高农场搞牧业。同年年底，又调到香日德农场联

合企业公司从事化工工作，后因病住院治疗。1961
年8月，请假回到家乡探亲。因病情加重，没有如期
返回青海农场工作，至此返乡务农。

平反昭雪，获得新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实行改革

开放，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范明智被摘掉四类分
子帽子。当时，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包产

到户，种植自由，生产条件不断提高，范明智家收

入可观，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从此，过上幸福的晚

年生活，他从心里感谢党的领导及政策落实。

1985年，中共临汝县党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开
始整理编写汝州党史。办公室二位同志曾到娘庙

村找到范明智了解他的入党情况。党史办的同志

告诉范明智说，张有奇说，曾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组

织。由于时代久远，已经过去了50多年，况且范明
智已经是73岁高龄。范明智当时没有如实地把他
入党的情况向党史办的同志说明。汝州党史一卷

关于范明智入党的陈述，也是通过张有奇同志的

回忆录整理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年从老家外出参加革
命的一些老同志，相继从外地回来探亲，他们畅谈

了过去的情况，都劝说让他把材料写一下，应该向

上级党组织说明情况，请求恢复政治名誉。

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和老同志们的一片诚

意，1992年7月，范明智决定将他50年来所走的曲折
道路和不幸的人身遭遇简要陈述，恳求上级党委

详查，并要求恢复他个人的政治名荣誉。但由于种

种原因，他的请求，一直没有勇气上报组织部门。

他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直到2021年7月，从范明智
80多岁的女儿范秀珍那里，笔者见到了他没有发
出的请求书。

2004年5月20日，92岁高龄的范明智走完了他
坎坷而又复杂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