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以前，有个木匠，自以为干了几十年，手艺没人

比他强，就在自己门上立了一块匾，上头写了四个

大字：胜过鲁班。

这事儿叫鲁班知道了，就来到木匠家，要会会这

个自大的木匠。事儿不凑巧，木匠出去做活不在家，只

有木匠的老婆儿在家里推磨。鲁班说：“恁外相人自称

‘胜过鲁班’，咋才不给做头木驴使，叫你推磨受罪？”

老婆儿说：“他才做不出来，他要有那本事也行啦！”

鲁班说：“叫我给做个试试吧！”说着，找了几根

棍棍棒棒，凿上眼儿，安上腿儿，三拼两凑，做成了

一头小木驴儿。鲁班把小木驴儿往磨上一套，吆喝

一声，小木驴“得儿得儿”拉着磨跑开了。

木匠的老婆儿心里别扭，等木匠一到家，就和

他吵起来了：“你成天光知道给人家做这做那，叫我

天天推磨出力。你就不会给做个木驴拉磨使？”木匠

不知老婆儿因为啥生气，说：“看你说那，你见谁家

使过木驴套磨？哪个木匠有天大的本事，也做不出

会走的木驴！”

木匠老婆儿以为木匠有意气她，一指磨道屋，

说：“哼！你这回可诓不了我。你去瞅瞅那是啥！”木

匠往磨道屋里一瞅，还真吓了一跳：一头木驴正在

磨道里拉磨哩！

木匠慌忙跑到磨道屋里，卸了木驴，左看右瞅

后，还把不像样子的木驴给拆散了。他拿起家什儿，

又是刨，又是刮，忙乎开了。他把那木驴浑身拾掇得

油滑光亮，往一堆儿一对，那木驴比原先可好看多

了。他对老婆儿说：“这回你可满意了吧！”

木匠把木驴往磨上一套，怪好看，可任凭他喊

破喉咙，再吆喝，木驴连半步也不挪。木匠又拾掇了

几番，那木驴再也不会动弹了。

木匠问了根梢儿缘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二

话不说，跑到大门前，摘下“胜过鲁班”的匾，砸了

个稀烂。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汝州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是一个具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老区。革命战争年代汝州老区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英勇奋斗，为汝州解放和人民幸福，乃至在全

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涌

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故事。
1932年9月，在省立临汝中学读书的学生

张有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汝州市第一个共

产党员。1933年5月，中共洛阳中心县委批准成
立中共临汝初级中学党支部。1939年2月，中共
豫西省委批准建立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

县委。同年先后在半扎、庙下、龙王店建立了三

个农村党小组和城区一个党支部。汝州党的组

织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44年9月，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派皮定

均、徐子荣率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西，在

当时的临汝县大峪店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

众开展抗日斗争，在全平顶山地区建立了第一

个抗日县政府，建立了全平顶山市第一支抗日

武装———临汝县抗日独立团。领导和组织指挥

登封、临汝、禹县、郏县、伊阳（现汝阳）一带的

抗日运动，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1944年夏秋季，在日本侵略者发动河南战

役之后，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控制中原战略要地，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南区

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1945年3
月，由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熊伯涛、陈先

瑞、张才千等率部进驻登封白栗坪和临汝大峪

店，分别在大峪李家大院、王沟、稻谷田、孔窑、

班庄等村驻扎，组织指挥豫西地区巩义、偃师、

新安、伊川、伊阳（今汝阳）、临汝（今汝州）、登

封、禹县、郏县、襄县（今襄城）等县的抗日斗

争，建立六个专署，成立六个抗日支队，开展大

范围的抗日战争。半年多时间先后解放了800
多万人口，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半年多时
间先后开展了30多次战斗，歼灭日、伪、匪霸
5000多人。以大峪、白坪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坚强的抗日组织和抗日

力量，人民群众有了主心骨。为全国抗战胜利

争取了时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
3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解放战争打响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的部署，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把战争引向

解放区的梦想，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

河，英勇出击，势如破竹，于1947年秋季到达临
汝镇境内，与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38师和青
年军206师展开激烈战斗。9月28日夜，中国人
民解放军九纵26旅78团，首先解放了临汝镇，
消灭土匪100多人。10月2日，解放军组织四个
团的兵力向敌军阵地唐沟进军，发动了唐沟战

斗。战斗中，击毙俘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
400多件。解放军战士伤亡420余人。唐沟战斗
为临汝县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1947年11月到
1948年1月，解放军三次与国民党军和顽匪交
手战斗。11月1日，临汝县城第一次解放，敌人
不甘心失败，解放军走后，又第二次进县城烧

杀奸抢，解放军二次进县城，县城第二次解放。

解放军转入汝河南蟒川、王寨一带剿匪，一些

散匪、地霸再次进城，敲诈勒索，抢劫民财。面

对敌人的反扑，解放军于1948年1月22日夜，急
行军进城，狠狠地打击了进入县城内的土匪、

恶霸。临汝县城第三次获得解放，是平顶山地

区解放最早的县城。解放以后，陈谢兵团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县范围内，打

垮了土匪、恶霸的猖狂反扑，彻底消灭了国民

党发动残余势力，并在全县全面开展了减租减

息运动，从根本上巩固了新生政权。1948年6
月，豫陕鄂军政大学从鲁山迁至临汝，更名为

“中原军政大学”，刘伯承司令员任校长兼政
委。8月份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第一副政委）、
参谋长李达到军政大学讲课，刘伯承宣讲《目

前形势和军大任务》，10月下旬迁往郑州。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次

战争中，汝州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很多可

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热血青年刘波涛、胡克

慎、林蓝等8人历尽各种艰难困苦，奔赴延安、
投身革命。延安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不同的

地区，参加抗日斗争。刘波涛回临汝后被任命

为抗日县政府副县长，后到郸城、新蔡等地从

事革命斗争，1947年2月在郸城县政府被国民
党军杀害，年仅32岁。抗日女英雄马英，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甚至把她衣服脱光，用烧红

的铁锨往她身上烙，她宁死不屈，始终没透露

八路军任何信息。牺牲时年仅26岁，被人民称
为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雄。孤胆英雄张全成，

与盘踞在大峪店村南茶壶盖山顶的5名日本
鬼子进行搏斗。他先开枪打死一名鬼子，瞬间

张全成与赶上来的几个战士与3名敌人短兵
相接，相互搏斗。张全成与其中一名鬼子死死

抱在一起，翻滚上下多次。他趁机咬住敌人一

只耳朵，敌人咬住他一个小拇指，相持不下，

这时赶上来的战士一枪击毙了那个鬼子，并

活捉了欲逃跑的鬼子。战斗结束后，河南军区

在大峪店召开表彰大会，王树声司令员亲自

宣布，命名张全成为“孤胆英雄”。农会主席何

社面对敌人的围攻，采取多种措施，组织农会

开展积极地抗日斗争。1945年9月，八路军撤
退后，何社被反扑的恶霸杀害。解放后何社被

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2001年何社的名字被
收入《中国共产党英烈大典》。1947年农历八
月十五夜，在解放临汝县时的唐沟战斗中，国

民党青年军把攻打唐沟寨的7名战士关在二

间磨坊里，敌人用铁丝把七名战士的手腕穿

起来，并使用多件刑具逼供。次日凌晨，解放

军攻势迅猛，敌人看失守在即，便把7名战士
拉到村外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活埋。当时

战士们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后

续部队赶来，敌人已经撤走。1951年，临汝县
人民政府派人找到了七烈士的遗骨，将其安

放在临汝县风穴寺烈士陵园。战斗英雄史龙

娃在朝鲜战场上带领尖刀班，连续占领五个

山头，披荆斩棘，英勇战斗，被中国人民志愿

军命名为“史龙娃尖刀班”。他屡立战功，曾立

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并荣

获“一等功臣”和“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他曾

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接见，金日成亲自授予

他“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勋章”。1952年他以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身份，在北京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志愿军妈妈———崔荣华，送三个儿子参加

志愿军。1953年9月16日和常香玉等121位拥
军模范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并随团于9月23日到朝鲜战
场慰问。她向战士们讲了送三个儿子参军参

战的故事，战士们都掉下了眼泪，称赞她是一

个“伟大的妈妈”。志愿军妈妈崔荣华送三个

儿子参军的故事至今还在汝州流传。

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

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是我

们前进的永恒动力。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

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先辈的丰功

伟绩，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的优良

作风和光荣传统，把老区精神转化为发展的强

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事业又好又

快发展，让祖国更强大，人民更幸福。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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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最为深刻的，

就是小时候的夏天，可以肆无忌惮到

河里边洗澡。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的

地上到处都是水。每一个村庄里，横七

竖八流淌着好几条河流，还有田野里

星罗棋布的水塘，全是小伙伴们嬉戏

玩耍的理想场所，可以随心所欲释放

野性。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父母

的溺爱，自打学会走路步出家门，就意

味着直接进入了社会，一个个全都是

“望天收”的野孩子。野孩子都具有天

生的野性，天不怕地不怕。夏天到河里

打水仗，便成了宣泄野性的基本活动，

无所顾忌，扎猛子打扑腾，潜水浮水踩

水卧水，水下水面生龙活虎，看谁玩得

开心。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基于儿时那

样粗野原始的生存条件，才保留下我

们这一代人血液之中流淌着勇于担

当、忠孝节义的传统文化基因。

那是水的滋养和孕育，河流里滚

动着繁衍生息的亲情，池塘中涵养了万物生存的永恒。

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野孩子，便成了搅动盛夏向秋冬加

速的船桨，欢呼雀跃，乐此不疲。无论是在村子里的玉女

河，还是成群结队到外村的河流里找小伙伴们打水仗，

那种蓬勃向上的酣畅淋漓，至今难以忘怀。当然，幼年的

记忆深处，还珍藏着县城边上的一条水渠，它清清的，能

映现出蓝天和白云；悠悠的，温情脉脉地向东流去。它的

名字叫二五跃进渠，曾经中给人们带来多少欢乐，多少

慰藉……

我的姑姑是县医院的医生，在县城的南关，就住在

二五跃进渠边上。每年的暑假，我都要到姑姑家里住上

一段日子，和表弟表妹们一起玩耍。二五跃进渠，自然也

就成了我们最为理想的娱乐场所。后来参加工作，每有

闲暇，情不由己总要到渠边上走走，燃上一支香烟，深深

地吸吮着清新的空气，寻找那失去的梦幻般的童年，追

忆在渠水边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曾记儿时，盛夏的晌午，是我和县医院的小老表们

最活跃的时刻。每每躲过姑姑的看护，从家里溜出来，聚

起一大群“谁主沉浮”的英勇骁将，雄赳赳，气昂昂向二

五跃进渠进发。但一看得见渠水，这支不可一世的队伍

便乱了阵脚，一个个作拼命状，撒开脚丫子奔跑。来到渠

边，就再也顾忌不得这世上还有“令行禁止”四字，全都

飞快脱了衣裤，赤条条钻入水中。一时间浪花飞溅，渠水

开花，那种平静温顺如多情少女的恬淡意境被破坏，却

引来乐哈哈一片笑声。紧接着，一场“你死我活”的险恶

水战便在这被破坏了的恬淡意境中发生……玩足闹够

了，有人从衣裳堆里翻出一块破纱窗，大家伙就又马上

结成统一战线，齐心合力，网出些叫不上名字的各色小

鱼，回到家里平分了，养在罐头瓶里，屏声闭息看那小鱼

在小天地里游动，如入仙境，表现出一脸孩童的无邪和

天真……

上中学以后，从“日月水火”到“二元一次方程”，涌

动着的时光催我成熟，再到县城姑姑家里居住，二五跃

进渠便成了寻求宁静的向往之地。清晨，秀丽如画的渠

边雕塑般排列着同学们晨读的身影；傍晚，渠水里又演

映着放学归来的步履。在初有记忆和思维的时候，忽然

发现二五跃进渠并非我们孩子们的专属天地，那里有老

奶奶们挥动棒槌捶衣的“梆梆”声，仿佛是在讲述一个永

远不会完结的故事；有老爷爷们晃动芭蕉扇和一闪闪的

旱烟袋火光，俨然是远古的文明要超越现代化进程的嬗

递变迁中，隐隐作怪的阵痛中的新生；更有大哥哥大姐

姐们挽臂磨鬓漫游在渠边的倩影，很容易使人想起画面

上那一对对憨态可掬的戏水鸳鸯。

“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粟”的农

谚说的就是我们养田这里。十年九旱，土地贫

瘠，能和大自然较量的只有小米和红薯了。干

旱贫瘠，玉米小麦在当时会旱得颗粒无收，是

会赔了老本的。所以小米又叫谷子，它是可以

抗衡一切自然灾害的。

粟即谷子（小米）号称五谷之首。相传在

古代它又叫狗汪汪穗，并且还有一个美妙的

传说。说上古时代，人们与上天的关系搞得很

好，从天上下米下面，人们根本不怎么劳作，

享受着空投的美好生活。偶尔种地，五谷杂粮

也都是满身是穗，人们生活得非常优裕自在。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特别富裕了，就

会奢侈就会骄纵。这就有那么一天，上天派一

位使者下来私访，看到人们根本不把粮食当

回事，随意糟蹋。更有甚者，一农妇还把刚烙

熟的薄面饼拿着给孩子擦屁股。这直接侮辱

了上天，也违背了上天的爱民意旨。使者愤怒

了，立即跑到上天汇报，上天大怒，立即宣布

不再下米下面空投食物，而且还要收回人间

的多穗植物，要活活饿死世间的人。一时间，

人间大乱，人们哭爹喊娘不知道怎样才好。这

时候，狗站了出来跪在地上向天哭诉“留一个

吧”，上天可怜狗，谷子就成了一个穗子，所以

谷子的前身叫“狗汪汪穗”。人们感念狗的恩

情，做饭时会多做一碗饭，把狗当作家里一个

人看待，因为人们吃的饭是上天可怜狗才留

下的。所以后来人造字时就把称狗的“犬”字

写成天字少一横，大字多一点，让人们记住狗

的功劳，又把这一点看作狗的眼泪，永远地警

醒世人，戒骄戒奢。

养田北边有座土石台就叫作狗汪汪台，台

上有两块石，石上有酷似稷字和禾字的石头。

我只见到那个禾字石，也叫“天下”石，因换个

方向再一看又酷似天下二字。

有人说，小米的故乡（最早种植地）在内

蒙，也有人说在陕西，我更相信在我们这里的

养田村。因为娲皇的故土在这里，这里是人类

最早居住的地方，有人类就要吃饭，而人类最

早食用的食物又是小米，那咱这里肯定也是小

米的故乡，又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天书“稷”

字和“禾”字又来作证。

小米还有另一个传说，说小米滚两滚后撇出

来的开水叫米糅茶，非常好喝还营养高。古时候

有一家婆媳两个度饥荒，家里面的粮食只剩一点

小米了，每次做饭熬小米粥时，媳妇只在滚两滚

的粥里舀两小勺米糅茶充饥，待到熬熟熬稠时再

让婆母吃，就这样艰难度时光。可是喝着一点小

米糅水的媳妇却红光满面白胖了，而婆母虽吃着

熟稠饭却气息喘喘。于是，人们就怀疑是媳妇多

吃了偷吃了，对媳妇风言风语指指点点，这一切

婆子非常清楚，因为度饥荒下锅都是定着量的，

每顿饭的半勺小米米罐是有分寸的，可儿媳的身

体和面色变化又太明显，而媳妇整天连个整顿饭

都没有吃呀！只是喝了两小勺半生不熟的米糅

茶。后来就有人出主意，说让婆婆喝米糅茶让媳

妇吃小米饭，没想到一试，不几天婆子也红光满

面了，人们细细忖度才知道米糅茶比米饭更营

养。于是就有了妇女坐月子或人有了病灾，人体

大亏时用小米糅茶和小米饭来浆补。这种康养理

论和康养饭，一流传就流传到现在，现在农村女

人坐月子还常喝这个。

小米即五谷之首。稷即指谷子在内五谷杂
粮，古代统治者把它们统称五谷，粮字也就成

了米字和良字的组成，也说明了小米在粮食中

的地位。五谷丰登则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才民

族恒昌，民族恒昌才江山永固。因此统治者才

把国家与口粮连在一起叫“江山社稷”。稷之不

足江山不稳，而五谷的丰裕则多靠谷子。谷子

只要能在处暑之前种上就能丰收，在很短的生

长期里达到穗粒饱盈，这是别的植物所不具备

的。小米还是最养胃的一种农作物，其他如大

米常食胃寒，玉米能引起胃酸胃涨等胃病，唯

有小米从没听说它伤胃。

科学依据，小米禾科是我们中华民族人之

初最早依赖的食粮，它服务人类历史久远。是

难于考证是哪年哪月从哪里引植繁育改良，让

它变成了粟，成为食粮的。但可以肯定它是我

们中华老土地的优良物种。

日头升落，月儿圆缺，人们在光阴中磨炼

垂叹，那个把第一颗谷子投进嘴里的人。我们

可以试想，任何事物的进化都有一个过程，而

这个过程是要经过风风雨雨的，是要经过时光

的侵蚀磨炼和撞击的，当时光磨掉最后一层谷

壳，投入一个人的口中，它的经历是漫长的，也

许是痛苦煎熬的，但最后一定是伟大的。

大自然把小米赋予金色，注定它是人民人

生之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在气候情况恶劣，自然资源枯竭，且不断

增长的全球人口，需要获取充足且健康的粮食

的情况下，小米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服务

于人民健康，再次归宗种植于“狗汪汪”台的地

方，注定了谷出中原的考证。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人们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淡出了小米在本地的种植，今天又想

到了小米，养田村的地理地貌土地营养成分

等，注定小米将是这一地方的产业，注定要造

福于这里的人民。2021年8月10日，养田村迎来
驻村第一书记张红阳。他深深地知道，作为党

派下来的干部，他是来亲民爱民的，在国家乡

村振兴农业振兴的政策下，他是来为农民谋福

祉的，是来帮困脱贫的，他要把这里的水土味

浸入到血液里溶进身体中，他要成为这里山民

的亲人。

张红阳进入养田村，就对全村的人口人

居农业种植，人文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摸底

排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与症结，迅速与镇派

干部陈安民、村党支部书记王向伟带领两委

会班子确定了小米谷子高效农作物种植方

案。而养田小米既有古代人文的历史厚重，又

有今人的奋发图强。张红阳、陈安民和王向伟

要在小米上做文章，首先发现养田的土壤是

高富硒土壤。2021年汝州市农业农村局也把
富硒农产业打造为农村产业的突破口，这一

发现结合了市里精神，统一了思想。其特点是

“含量丰富，带状分布，而且还有带状突出部

分”。

我站在陵头镇鹿台山下，想着食疗鼻祖孟

诜的《食疗本草》中说的“小米为陈者治痢，甚

压丹石热”，把一粒小米投入喉中，我想着第一

位把狗汪汪穗驯化为谷子的人，更想张红阳和

镇、村领导班子，他们是否也曾把一粒小米和

我一样投入喉中，咀嚼品味着人生，敬畏着生

命，虽一番困苦仍跋涉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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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鲁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