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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党的组织，整顿党员干部队伍，使广大党员、干部在

思想上、工作上适应土改工作的需要。全县大多数党员，都是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培养发展起来的，入党时间短，政治觉悟、

思想作风、党性观念诸方面都不很成熟。少数人入了党、当了

干部，就摆起了架子，脱离了群众，有的甚至与地主恶霸同流

合污。当时的村级党组织、党员还处于秘密状态，不能适应领

导土改斗争的需要。为此，土改伊始，土改工作团（队）就分期

公开了各村党组织和党员名单，使群众明白共产党在为他们

撑腰，共产党员就在他们身边，增强了土改斗争的决心和信

心。接着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

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干工作。据全县

55个乡统计，参加整党整干的675名党员，绝大多数都提高了
思想觉悟，克服了不良作风，在土改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另有21名犯有错误的党员，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
通过整党整干，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提高了广大

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增强了党性观念和革命斗志，为加强党

对土改工作的领导，全面完成土改任务，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创

造了良好条件。

坚定不移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整顿农会组织，组成

强大的土改大军。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开始一部分贫

雇农对土改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为什么要土改，怎样进行土

改，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和糊涂认识。对此，在土改中，党的

各级组织时刻注意发动群众，发动贫雇农民，激发他们的阶级

觉悟和思想觉悟，依靠已经觉悟起来的群众，用扎根、串连、滚

雪球的办法，深入到广大贫苦农民中间，发展壮大土改工作队

伍，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贫农团或农

民协会领导下的贫农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土改中的各项活动。

农民协会是团结广大贫苦农民的纽带和桥梁。土改前，全

县农民协会有三种类型。组织纯洁、领导干部立场坚定的农会

占30%；一般的占51%；其余19%的农会被地主恶霸直接或间
接控制着。农会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土改工作

的顺利进行。县委决定对全县的农会组织进行整顿。对好的农

会，充分信任，因势利导，支持他们开展工作；对一般的农会，

进一步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充实农会领导班子，提高其战斗

力；对问题较多的农会，重新发动群众，清除混入农会组织的

地霸分子和其代言人，重新审查农会会员，使其真正成为代表

贫雇农利益的农会组织。同时还建立了民兵、青年团、妇委会

等组织，调动多方面群众参加土改的积极性，为胜利完成土改

任务奠定了组织基础。

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在土改工作中，运用各种

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干部

和群众讲党的土改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提高干部、群众执

行土改政策的自觉性。为了接受急性土改时“走马点火”，侵犯

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政治上扩大打击面的教训，根据中

央和省委关于“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政策，重点解决“两头

平”的问题。在划分阶级成分、调整和平分土地、颁发土地证等

各项工作中，始终把执行党的政策放在首位，随时纠正在执行

政策中“左”的和“右”的倾向，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土

改工作刚开始时，不少地方都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据全县

8个区中11个乡117个村统计，共侵犯中农257户。六区东沟村
10户中农，斗争了4户。一区沙古堆村，因该村没有地、富，在代
表会上乡干部批评村干部界限不清、斗争不力，散会后村干部

就对4户中农进行了斗争。针对这些情况，县委及时召开区委
书记会议，并深入土改一线，反复宣讲政策，讲明“中农是农民

队伍的一部分，中农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自己劳动，他们是劳

动人民，应该受到保护”，启发大家从思想上真正弄通，在工作

中千万不能把中农推出去，造成扩大敌人力量、孤立自己的后

果。通过学习，大家思想认识提高了，执行政策坚决了，纠正了

土改中出现的各种偏差。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分

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民。土改工作中，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怎样

划分农村阶级》等文件精神，严格认真地划分阶级成分，分清

敌我，团结90%以上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农村
封建势力。其方法是:以乡为单位召开农民代表会，把全乡地
主、富农标准搞清楚，然后三榜定案。第一榜划出地主、富农名

单，各村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公布划分阶级成分的

标准，公布第一榜划出的地主、富农名单。然后，让第一榜公布

的地主、富农自报成分，通过审核复查，公布第二榜和第三榜。

划分阶级成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一部分中农错划为富农

或地主，据四、五、六、七区42个乡的统计，第三榜公布的地主、
富农名单中，中农被错划为富农的有130户，错划为地主的4

户，还有4户应划为富农的而没有划。对存在类似的问题，各级
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严格按照政策规定，错划的坚决纠正过

来，漏掉的重新补上。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农村的阶级状况发

生了深刻变化。全县共划出地主3335户，富农2129户，最大限
度地孤立了地、富势力。

土地改革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财

产和富农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并把这些土地、财产，按政策分

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全县共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

地103696亩，房屋37335间，牲口3046头，粮食189383斤。为搞
好土改果实的分配工作，各村首先由农会会员推选出大公无

私的会员和干部，组成土改果实分配委员会，组织群众学习土

改果实分配原则，反复讨论，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原

则，贫雇农优先分配。为了让地主、富农有饭吃，也按人口给地

主分1份土地，给富农留l份土地。对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
房屋、牲口、农具、家具、衣物、粮食等，由分配委员会按政策分

给贫雇农民。

解决土改遗留问题，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1950年11
月，县委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土地改革工

作进行复查，认真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然后进行丈量土

地，评定产量，确定地权，向广大群众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

土地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剥

削制度的根源，广大劳苦大众彻底翻了身，当了主人，生产积

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在自己的宅基地上修房盖屋，在属于自己

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在耕地边上栽种树木，购置牲口、农具，修

厕所、建粪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高潮。1950年全县播种
夏粮70万亩，总产量达到6228万斤，平均亩产达到88.8斤，比
解放前的1946年增产3.2%。秋季增长幅度更大。

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确定了农村贫雇农的阶级优势，

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了农村生

产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同时，也

在斗争中锻炼和考验了党员和干部队伍，发现、培养了一大

批热爱共产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积极分子，为全面完成民

主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

迎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新

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牢固

的基础。

临汝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下）
李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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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遗址位于汝州市区西北 15里
许，骑岭乡大张村西的一处黄土台地上，

地势北高南低，背坡向阳，遗址高出河床

近3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2米，遗址内遗物相当丰富，陶、石器并
存。石器均系河卵石精磨而成，有石斧、

石凿、石刀、石铲等；陶器以泥制红陶为

主，夹砂陶次之，还散存着部分泥质黑陶

及灰陶。1959年在此修建水库时，人们发
现了该遗址，随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

遗址上进行了科学发掘，从采集的实物

看，大张遗址文物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晚

期及龙山文化早期，是仰韶文化向龙山

过渡型的文化遗存。1963年6月30日，大
张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

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吕

氏春秋·古乐》记载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

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即古代的陶鼓多

是以陶土烧制鼓框，再蒙以动物的皮膜

做成，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大多只剩下

陶土烧制的鼓身。

1960年，在大张遗址考古发掘中，考
古人员曾意外出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红陶鼓一件，通高64.0厘米，口径29.7厘
米。该件器物的口缘饰一周牙状倒钩，束腰尖底，下腹部有一小

圆孔。口沿处的牙状倒钩用于固定和撑开皮革，而下腹部的圆

孔用于声音的流动。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考古学家有着不同的

解释。另一说认为此器为瓮棺，多用于盛殓夭折的婴儿尸体，腹

部留小孔以供其灵魂出入。也有专家认为存在一器多用的可能

性。此器经复原蒙皮后，拍击

振动充分，声音洪亮，与现今

的木鼓类似，至少可说明此

类陶器有明显的音乐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代写书信是一个存续历史较长、消失较

早的行当，因为当年我们中国人文盲较多，写

封书信非有人代笔不可。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在中大街邮电局

门口，就有一个代写书信的老先生。老先生年

逾花甲，面皮白净，戴着眼镜，精神矍铄。一个

小摊位，一桌一椅一凳，摊位上整齐地摆放着

一本稿纸，一摞信封，一本早已看不清封面的

字典，几块压书石散放在桌面，桌上一个招牌

上，上书代写书信。

这就是摊位的全部内容。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老先生在邮局旁摆

了摊儿，生意颇红火。最高峰的那一天，他曾

笔不离手写了几十封信，直到黄昏时摊前还

排着队。

敬启者，见字如面；余容后禀，善自珍摄。

代写的书信一般这样开头，既文雅又显得有

文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开头和结尾，放之四海

而皆准，保准不会出错。这些书信，不仅有宏

大叙事中的家国情怀，也有时代、社会，家庭

造就的脉脉温情。

代人写信有两种，一是客人表达能力强，

由老先生一句不误照录；一是絮絮叨叨说不

囫囵要表达的意思，全凭自己揣摩着遣词造

句，并根据客人要求或横写或竖写，或简体或

繁体，把讲述变成收信人明白的文字。

因为邮电局跟新华书店相邻，有时候放

学路过，在逛完书店之后，只要有生意，我总

会默默站在老先生的书桌前，看他行云流水、

笔走龙蛇，很是艳羡老先生那满腹才华和一

笔好字。至于具体如何收费？倒没怎么注意。

也有客人不识字，拿着家信前来讨教的。

老先生便抑扬顿挫地耐心读讲一番，再帮着

把回信写好。行文毕，他会低声细语读给客人

听———压低嗓音，为的是隐私不外漏，客人听

出遗漏的内容要求添上，他则有求必应，何时

满意，何时誊写。誊写前，他总忘不了问问要

不要首尾加些书信套语，如别来无恙、久不晤

见，书不尽意、不尽欲言、盼即赐复、翘企示复

……

写信，写信封，贴邮票，全程一站式服务。

收费，则视信的长短而定。“砚田笔耕”蝇头小

利，却是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养家糊口的重
要经济来源。

那时候县城就那么大，老先生家在离邮

局不远的地方，步行十多分钟能来回。如果哪

天他有事来不了或回家吃饭，也会让摊儿原

地坚守，静候客人等待。

生意好时，老先生也会在摊上吃饭。生意

清淡的时候，老先生枯坐桌前，神情落寞。一

对圆圆的老花镜挂在他写满沧桑的脸上，他

饱含风霜的目光眺望着长长的街道。他在盼

望着，他在等待着，期盼着生意的到来……

在知识分子缺乏的时代，识文断字者往

往会被贩夫走卒、引车贩浆者投来羡慕和钦

佩的目光，往往尊称这些人为“文化人”。

彼时，书信是最重要的联系方式。但由

于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不会自己写信，

所以才更凸显书写先生的重要性。同时，书

信有着严格的称呼、格式的讲究，好的书信

就是篇好的文章，其中家书寄托着浓浓的思

念，不像如今，虽然文化普及率越来越高，几

乎没有文盲了，但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信该

怎么写了。

从古到今，有文化的人写信是件轻而易

举的事，而对于目不识丁的“睁眼瞎”文盲们，

写封信要把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告

诉远方的亲人和朋友，却比登天还难。写信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人们相互交流信息的

主要方式，彩笺尺素，鸿雁传书，自古以来演

绎出不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感情故事。

因为老先生文笔好，态度热情谦和，生意

相当不错。说到代写书信的收入，显然不过是

蝇头小利。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平信的邮资

只有八分钱。代书者写一封信的收取费用视

长短而定，扣除信纸信封等成本之后的实际

进账，也不过几毛钱。当年生活水平低，菲薄

收入便可养家糊口，日子虽清贫，但也到不了

断粮挨饿的程度。

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转动，知识普及率

越来越高，“手无缚鸡之力”和“百无一用是

书生”这样的嘲讽词不绝于耳，三教九流里

也有了书生的一席之地。老先生代写书信的

生意逐渐淡出了日常生活，前来找他写信的

人越来越少，桌上那瓶墨水也变得越来越

“耐用”。

就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老先生和他的代写书信行当无声无息地消失

在时代的大潮中。每次走过中大街，走到老邮

电局门口，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老先生躬坐

伏案、奋笔疾书的模样。这种最古老最朴实最

直接最普通的交流方式逐渐老去，湮没在岁

月的风尘之中时，我们不得不以这种形式来

追思。

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就可以联系了，比如

手机，能直接对话，能直接面对面沟通，谁还

会费心巴力地写信呢。

倒应了老先生那句文绉绉的话：探我行

囊，惟有清风明月耳。

大
张
遗
址
出
土
文
物
仰
韶
文
化
红
陶
鼓

刘
孟
博

老行当之代写书信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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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禅师是风穴寺的一名高僧。

传说，喜禅师的母亲一天做梦，梦见一个头陀，骑着一头

大象到她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柄如意，对她说：“把这寄存在你

家，仔细收好。”喜禅师的母亲跪在地上接过了那柄如意，问：

“大师是哪里来的？”头陀把手往西方一指说：“峨眉雪锁白云

深。”说罢，不见了。

喜禅师的母亲醒来后，顿觉腹痛难忍，生下了喜禅师，因

梦中头陀的话中有峨云二字，就给喜禅师取名云峨。喜禅师小

时候非常聪明，读过书后即能背诵。十岁那年，喜禅师有一天

到河边洗澡，碰见河里有一具死尸，被河边的鱼鳖啃得稀烂，

忽然想到：人死了之后，尸体腐烂不存，灵魂到哪去了？这样一

想，又觉得世上生命无常，灵魂永在，不如到寺里出家做个和

尚。喜禅师的父母听说儿子要出家做和尚，开始不答应，后来

想起生他之前他娘做的那个奇怪的梦，就同意了。

喜禅师出家做了和尚后，读遍佛经。听说有个奇禅师是位

高僧，就想拜奇禅师为师。奇禅师问他：“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与你是同是别？”喜禅师说：“同则总同，别则总别。”奇禅师闭

目说道：“罢，罢，罢，休，休，休，横眠倒卧在山丘。”喜禅师听了

这句话，站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正想着，奇禅师用力推了他

一把，一下子把他从悬崖上推倒了。喜禅师摔倒在悬崖下，心

中忽然顿悟：这世界上原无同别，四大皆空，看来自己的悟性

还不够啊！

喜禅师又去见奇禅师，说：“师父，弟子稍有感悟，山河大

地，明暗色空，无同无别，四大皆空。”奇禅师面露喜色，说道：

“既然四大皆空，还来见我干甚？你且去山中砍柴。”

喜禅师在山中砍了三年柴。有一天，奇禅师把他叫去，对

他说：“我要到大别山普济寺云游，你就回寺当个主持僧吧！”

喜禅师大吃一惊，说道：“弟子佛法浅陋，岂能担此重任？”奇禅

师说：“砍柴三年，名利皆无，口无怨言，堪当重任。”

喜禅师当了风穴寺主持，悟出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佛

家四谛，精通了佛教大乘经和小乘经，道行更高了。他身边也

聚集了不少弟子，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拜他为师。

汝州知州听说喜禅师道行很深，就坐着轿来拜访他。当时

汝州瘟疫成灾，死了很多老百姓，知州就向喜禅师询问治疗瘟

疫的办法。喜禅师说：“三月凭任君行早，汝水源头看水草。”说

罢，闭目再也不发一言。

知州回到府里，仔细琢磨喜禅师这句话，忽有所悟，命令

各乡医生都到汝河滩头去捞水草，然后煎草成汤，让患病的人

喝。喝了之后，瘟疫很快就好了。

百姓们听说是喜禅师说出的治疗瘟疫的药方救了汝州百

姓，一齐捐钱捐物给风穴寺，

重修了风穴寺的大雄宝殿。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喜禅师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