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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我叫宋士林，家住温泉镇唐沟村。1947

年农历八月十八，汝州解放史上著名的唐沟

战斗就发生在我们村。特别是对七烈士之被

害经过，我亲眼看到，记忆尤深。每当清明时

节大家给烈士扫墓时，脑海里对国民党青年

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解放军战士的滔

天罪行义愤填膺；对烈士那威武不屈、大义

凛然、杀身成仁的英雄行为无限敬佩。现就

把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七烈士之死经过回忆

如下：

从有关历史资料获悉，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党为夺取胜利果实，一面提出和平谈判，

一面积极发动反革命内战。蒋介石悍然撕毁

1942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达成的

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政治协定，向解放军发

动全面进攻。1947年8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阶段。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发起豫

西战役。9月28日陈谢兵团的9纵26旅78团解

放了汝阳县城和我市西部的临汝镇后，在北

汝河两岸的连庄、东车坊、关帝庙一带集结。

次日晚，尾追之敌国民党青年军206师第一团

38师531团先头部队向我9纵26旅78团驻地连

庄村发动突然袭击，我全体指战员勇猛反击。

两个钟头战斗，毙、伤敌人50余人，俘48人。但

敌军不甘心失败，敌531团渡过汝河，又向我

76团驻地关帝庙进攻，我军断然实施反击，将

敌军驱回河北岸，逃到连庄、陈寨一带。

9纵首长决定，在敌北逃途中，设伏截击

歼灭。遂令我78团在涧山口、温泉街，76、79

团在勺子爻、牛皮洞，74团在李家沟、棟树沟

设伏。农历八月十八，敌军沿邓禹村西和唐

沟村东分两路北进。11时，敌侧翼警戒连搜

索到我军76团前沿阵地，76团被迫开火。随

之各团也按计划向敌攻击。敌人受两面攻

击，迅速龟缩于唐沟村内，敌守我攻，暴发了

唐沟战役。战斗十分激烈，步枪、机枪、手榴

弹、迫击炮震天动地，白天枪声一片，密不可

分，夜间火光遮天。敌军还出动飞机轰炸扫

射。战斗持续了三天。后因兵团首长命令我

军9纵急速西进，配合4纵消灭敌整3师，随之

撤出战斗。战斗结束后，老百姓纷纷出来看

打仗场面，在敌人重机枪掩体旁，发射过的

机枪弹壳一大堆，足足能装两麻袋，可见敌

人是多么凶狠。

唐沟战斗，国民党青年军伤亡很大，村

内的空地、场地寨墙内外及大一点的宅院里

都埋了不少青年军的尸体。国民党军队纪律

很差，他们把群众家的猪、鸡全都杀光吃光。

他们撤走前，把群众每家每户的门全部摘

走，用来抬他方的尸体，之后挖个坑，连人带

门板一同埋在地下就走了。群众回家后看到

自家的东西、粮食、门都没有了，都骂国民党

军队“该死”。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汝河两岸

战斗及唐沟战斗中，共毙俘敌军1000余人，

缴获各种武器300多支。我军也付出了很大

代价，伤亡400余人。在《解放战争回忆录》

中，唐沟战斗是汝州解放史上最大的一次战

斗，为临汝县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唐沟战斗未开打前一天，听到邻村枪响，

青壮年人都跑了，只剩些老年人和儿童。当

时，我只有9岁，对村里国民党青年军的活动

有些记忆。特别是对七烈士被俘后活埋的情

况，因亲眼所见，记忆尤深。

经查阅有关资料，战斗第二天，也是最

激烈的一天，我74团三营副营长刘子林带突

击队，一举攻入村内。该团二营教导员张鸣

华、二连连长田忠礼也带队冲入村内，展开

激战。交战中张鸣华、田忠礼等7名勇士牺

牲。担任主攻的四排排长带领11人的突击

班，登梯冲入寨内后，梯子被炸坏，突破口被

敌军多挺机枪集中火力扫射，后续部队进攻

遭到遏制被困寨中，11人与敌展开肉搏，终

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4名战士壮烈牺牲，

其余7人被俘。

战斗结束那天（农历八月二十），我去

俺六叔家，看见他家磨道圆圈站着好几个

穿着旧灰色衣服的解放军战士，每个人的

手腕都用铁丝穿透大筋，顺手流血，鲜血

染红了磨盘。他们个个昂首挺胸，怒目圆

睁，宁死不屈。有的还高声大骂：要刮快

刮，要杀快杀，不要叫老子活受罪。敌人吃

过中午饭后，把这7名解放军战士拉到我

叔家南屋墙外地里，早已挖好的一个圆坑

边，敌人用刺刀把他们胡乱戳倒在坑里之

后活埋了。敌军部队一出寨门，群众立即

自发去扒被埋的解放军战士。扒开后，看

见他们鼻嘴往外流血沫，人已死了，好多

群众看后就哭了，又重新埋住。20世纪60

年代，党和政府派人找到了这7名烈士的

遗骨，因骨头相互交叉，无法确定每一个

尸体，移出后又埋在一起。这就是风穴寺

烈士陵园的七烈士墓。

清明节将至，缅怀革命先烈，回首往事，

心潮澎湃。在战火纷飞、白色恐怖的年代，无

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

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救民于水火

之中。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换来了全中国的解

放，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当年他们英勇

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现在良田如茵，五谷

丰登。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在多么幸福的年

代，再不过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难岁

月，再不经历那战火纷飞、亲人离散的战乱

之苦。这一切都是先烈们为我们奋斗而来

的。时间的长河虽然川流不息，但它冲刷不

了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他们的英雄事迹

感天动地、可歌可泣。他们的丰功伟绩流芳

百世、永垂千秋。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革命先

烈的英名，踏着他们的足迹，好好学习，好好

工作，为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中国的崛

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汝州市委机关退休干部）

老汝州与登封交界的小红寨西坡向西延伸五里后，便

转弯起伏南下，直奔十里开外的大峪店。这座处于大红寨

和蜜蜡山之间的山叫石人头。此山南部的三大高岭处，有

三块三丈多高的巨石，每块巨石都像轿子一般，而且这轿

子周围有许多人形石头，有的像在抬轿，有的像是卫士。从

远处望去，会隐隐觉得那轿子在向前晃动，好像那些人在

抬着轿子向前走呢。这就是传说中神仙送给尧、舜、禹三位

圣君的轿子，人称三皇轿，当地人又叫它石人头。

传说，从前有位神仙叫原始天尊。他想让天下成为太

平盛世，便在嵩山山顶吐出三个圣婴。上元是尧，中元是

舜，下元是禹。他还送这三个圣婴草鞋、草帽、草衣，让他们

到民间与百姓一道生活，从中悟出治国方略，让百姓过上

好生话。

后来，天神们见这三个圣君在凡间治理国家兢兢业

业，非常辛苦，就嘱请白云圣母、九莲圣母、玉兰圣母，分

别做了三顶轿，又挑选了几十名小仙做轿夫和护卫，把轿

送到尧、舜、禹巡访天下时必经的山岗之上，也就是今天

的石人头山上，当他们经过之时让他们坐上轿，以减轻旅

途之苦。

轿夫和卫士在山上等了上元等中元，等了中元等下

元，一直等了好几百年，也没见三位圣君从此经过。他们哪

里知道，他们前来送轿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尧、舜、禹的耳

中。为了不脱离百姓，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他们经过这里

时，不是绕道而过，就是穿上百姓的衣服，打扮成老百姓的

模样，悄然而去。可怜那些轿夫和卫士，因完不成任务不能

复命，就在那里等了下去，最后便化作了石头，永远地站立

在山中。

后人为了纪念这三位远古圣君，便在石人头山下的大

峪店建了三官庙（又叫三皇庙），将这三位圣君供奉在庙

中，供人祭典。尧为天官，为民赐福；舜为地官，为人赦罪；

禹为水官，解人间洪涝水灾。人们在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

五、十月十五前来祭典。逢会之时，方圆十里八乡的民众都

前来烧香拜祭，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时间长了，就慢

慢变成大峪店的老古刹会，

至今仍十分繁盛。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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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群，人们呀，傍晚时分，从四面八

方，都怀着欢悦的心情，迈着欢快的步伐，向

同一个方向，向着汝州城隍庙的空闲地带奔

去。

二零二四年正月十九傍晚，汝州市打铁

花表演，将在这里盛大举行。

河道内，50个火炉熊熊燃烧，火势强劲，

映红了打铁花队员们的脸庞。铁在炉火里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被熔化，当火温达到1200摄

氏度至1500摄氏度时，变成了红白相间的铁

水，煞是好看。队员们手持木锨、木拍、铁勺，

等候命令，随时开打。

打铁花也称为“打铁梨花”，在表演过程

中，队员们用专用的工具将高温的铁水舀出

后击打，迅速抛向空中，可形成绚烂夺目的

火花。这些火花在天空中飞溅绽放，看起来

就像春天里盛开的梨花，所以，人们都喜欢

称之为打铁梨花。

19点30分，从大型音箱里传来开始的

命令。顿时，铁水腾起、火花飞溅、洒向空

中、热气腾腾、铁花如雨、繁星满天、璀璨

迷人、银花绽放、绚丽壮观、震撼心灵、别

开生面。

铁花，犹如天女散花，使人目不暇接。

那晚，人山人海。上万人哟，举首戴目，

万众睢睢，欢呼声不断。附近的楼上站满了

观众，相机接连闪烁，把这唯美的景象，通过

手机传播世间。

在人们的心中，每到元宵节时，对观赏

打铁梨花念念不忘、情有独钟。一打吉祥高

照，二打平安幸福，三打事事如意，四打灯节

快乐，五打五福临门，六打六六大顺，七打夫

妻美满，八打财运旺盛，九打长久圆满，十打

至善之美。这十打理念深入人心，祝盛世永

辉煌！

打铁梨花的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经

验丰富。一百多名队员不惧滚烫的铁水，手

持工具，在火海中穿梭，在焰火中起舞。打铁

花工具上下翻滚，扣人心弦，给人们带来视

觉盛宴，人们仿佛在火海中寻觅到幸福的真

谛。一座座火炉，闪耀出能量，熔造着神奇，

把幸福和美满洒向人间。

今晚表演的主角是汝州市城隍庙打铁

梨花表演队，他们是汝州市较为完整的大型

民间社火表演团队，素有“中原焰火之最”

“华夏第一铁花”的美誉。在2016年被汝州市

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首次登

上央视春晚的舞台，2021年获得“河南省优

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称号，为汝州

争得了荣誉。

蓦然，观众惊叫声此起彼伏，城隍庙正

门前的4个风火轮快速转动起来，形成内

圆扩展外旋迸溅的效果。内圈如水波纹圈

圈旋转，圆圈之间有间隙，向外蔓延；外圈

形成一个同心圆，圈外边如飞蝶形成璀璨

的火焰飞转，令人向往，给人遐想。同心圆

代表着团结与和谐，寓意着平等与公正，

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给人以启

迪。

此次大型打铁梨花表演活动，是由汝州

市煤山街道西东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的。该

社区真抓实干、务实进取、关爱民众，注重精

神文明建设，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而不懈努力。

难忘今宵，期待来年。铁梨花开，年年精

彩！

父乙辛青铜爵，是汝州市汝瓷博物馆的馆藏珍

贵文物之一，1983年出土于小屯镇孙店村。父乙辛

青铜爵整体造型为圆口外敞，尖尾宽短流，流口处

立有两个伞状柱，圜底下附云刀状足，腹部饰以饕

餮纹，并以云雷纹封底。内侧置一兽形鋬，鋬内有三

字铭文，经专家辨识解读为“父乙辛”。父乙辛青铜

爵口径23.5厘米，流尾长17.2厘米，重量1千克。出土

时已略有破损，尾部破孔1.3厘米×1.5厘米，且裂纹

2.5厘米。该青铜爵纹饰华丽精美，造型古朴典雅，

是典型的商代器物，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爵，为饮酒器，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说

文·鬯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

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的

一般形状为圆腹，前有倾酒的流，后有可均衡流重量的尾，旁有

鋬，上有二柱，下有三高足。也有的爵腹作方形，少数爵为单柱或

无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发展源远流长，具有永恒的艺术特色，而

青铜器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之中发展最辉煌的便

是“青铜爵”。随着时代不同，饮酒的器具不同，青铜爵从它的出现

到消失，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每个时代的青铜爵的形态、特

点各有所不同。

青铜爵是在夏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当时的形制还带有陶爵的

特征，器壁较薄，表面粗糙，没有铭文。这一时期的爵都是扁体，截

面呈橄榄形，平底。商早期的青铜爵是夏代晚期爵的形式的延续

和发展，也是扁体平底，流稍有加宽，尾部多数较短；商代中期的

青铜爵基本上都是圆体爵，器壁大多加厚。这时期还出现了大量

有柱的爵；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爵的造型趋于成熟，流和尾的长度

比例较为接近，在以前，鋬的上端是不加装饰的，而此时开始进行

装饰；到了周代，青铜爵上的

纹饰更加复杂，三足普遍加

长，造型更加优美。

我所知道和看到的七烈士被害情况
宋士林

铁梨花开 年年精彩
孙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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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父乙辛青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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