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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1986年4月初，临汝县临汝镇（今
汝州市温泉镇）附近的冯店村北20米
处，发现一批窖藏铜币（1983年距此
窖藏西15米处曾出土两窖藏铜钱，重
700余斤，钱币年代和这批相同）。我
们闻讯后，便赶赴现场。据当事人反

映，窖藏距地约1.5米，铜钱是用麻绳
穿成串，直接放入窖表的，无发现任

何盛币容器。

这批铜钱总重约800斤，共47种。
经初步整理，分述如下：

“五铢”钱一种，数量极少。

唐“开元通宝”两种，其中一枚钱

背上有“月纹”。“乾元重宝”一种，为

小平钱。

北宋铜钱在该窖藏中占数量、品

种最多。钱文的书体有真、草、隶、篆

等。

宋太祖时期的“宋元通宝”，背穿

上有“星”纹。

太宗时期的小平钱“太平通宝”。

“淳化元宝”有真、行、草三种书体。

《宋史·食货 .钱币》载：太宗“道化改
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篆

体”。这里无发现篆体“淳化元宝”。

“至通元宝”为真、草书两种。

真宗时期的“咸平元宝”“景德元

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

宝”五种小平钱，均为真书体。

仁宗时期的“天圣元宝”小平钱

为真、篆对钱。“明道元宝”“至和元

宝”“皇宋通宝”小平钱均为篆体。

英宗时的“治平元宝”为真、篆对

钱，“治平通宝”为篆书体。

神宗时期的折二“熙宁重宝”三

种，为二真书、一篆书。小平钱“熙宁

元宝”二种，均为篆书。“元丰通宝”折

二钱为篆、行书对钱）。

哲宗时期的折二“元祐通宝”为

行书体，小平钱二为篆、行对钱。折二

“绍圣元宝”为篆书，“绍圣元宝”小平

钱为篆、行对钱。“元符通宝”小平钱

一种，为行书体。

徽宗时期的“圣宋元宝”分别为两

行一篆，其中折二“圣宋元宝”为篆、行

书体对钱。瘦金体小平钱“大观通宝”

一种。“政和通宝”两种，为隶、篆各一。

“宣和通宝”为隶篆两种。

以上所述的钱文都比较清晰，笔

法流畅。

南宋高宗时期的“建炎通宝”一

种，为篆书体。

这批窖藏铜钱分属于东汉、唐、

宋，以宋钱居多。由其中年号最晚的

“建炎通宝”推测，铜钱窖藏时间当在

公元1127年金人侵占中原之时或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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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有一座山，很

有名气，叫大鸿寨。八千

年前，大鸿部落自大騩

迁徙汝州，与女娲族结

盟，造屋养畜，养蚕农

耕，开创华夏文明。《河

南通志》称：“大鸿寨山，

黄帝之臣大鸿屯兵于

此，故名。”

大鸿寨和小鸿寨之

间的山坳里，是一处风

水宝地，藏风聚气，紫气

蒸腾。远处一座卧佛弥

勒山巍峨挺拔，聚日月

之物华；近处一条黃涧

河川流不息，凝大地之

精灵，满目祥云，一派生

机。这样一处在深山中

沉睡数千年的幽静祥和

之地，被一位汝瓷大师慧眼识珠，选定为大展

宏图的理想场所，十年风雨披肝沥胆，十年磨

砺炉火纯青，硬是在这凝聚着厚重历史文化的

山坳里，创造出一个中华老字号汝瓷品牌———

弘宝汝窑。

大师的名字叫范随州。

是在清明节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十余

位作家相邀，赴弘宝汝窑采风。大家的心情和

天气一样春光无限，一路欢声笑语，心中充满

期待。

我和范随州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几十年的

交情，彼此不显生分。印象中他是一位称职的人

民公仆，然而对他30年如一日在汝瓷烧制技艺
科研道路上的孜孜追求，还真的知之甚少，突兀

间一个大师的形象拔地而起，像眼前的大山一

样厚重。

范随州从汝窑的起源讲到汝瓷的发展，从

远古先民的制陶讲到唐宋以来

的瓷器，以及今天汝瓷烧制技艺

的传承。特别是“中华和瓶”的诞

生故事和“玉儿杯”的设计理念，

使我们眼界豁然敞亮，明白了汝

瓷窑变的神秘莫测和“十窑九不

成”的呕心沥血。

来到柴烧古窑的窑炉旁，范

随州高屋建瓴阐述了古代汝窑

的烧制燃料主要是木材，而不是

用煤。青瓷是在还原氧气氛中完

成烧造，因此所使用的燃料，窑

内温度，窑内氧气含量，甚至于

加温和冷却的速度与时间都会

对釉色造成影响。烧成器物多见开片，但也并

不绝对，取决于窑变的浑然天成。故而，烧窑的

点火时间一定要在子时以后，随外界气温的升

高相得益彰；熄火时间要在午时以后，随气温

的下降凝聚精华，天人合一，大器乃成。

累累硕果，是镶嵌在大师桂冠上的一颗颗

宝石。30年来，弘宝汝窑从弱到强，实现了快速
发展，得益于领先的研发能力、过硬的产品质

量。彰显出技艺、传承、创新、品质、文化的深刻

内涵，是汝瓷界厚积薄发的领军人物。范随州

和夫人王振芳鲲鹏展翅，比翼双飞，为汝瓷事

业的振兴描绘出一幅光彩夺目的时代画卷。

如今，他们建立的中原古陶瓷博物馆，成

为汝瓷行业的百科全书；建立的弘宝汝瓷文化

园，先后被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非

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国家级工艺美术

大师传承创新基地。此外，弘宝还创下国内汝

瓷行业的多个新突破：率先建立全国艺术陶瓷

领域唯一一家院士工作站；率先建立起省级研

学基地；率先被认定为省级文物复仿基地；率

先被认定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范随州、王振芳两位大师坚守古法柴烧技

艺，传承汝瓷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一路蹒跚走

来，步履稳健坚定不移。

午后，空谷宁静，万籁俱寂，勃发返璞归真

之心。我推开山的阻隔，叩问大鸿先祖，弘宝兴

起，可是上天授意？

先人笑曰：“汝窑开片，天籁之曲，优于鼓

角争鸣之声，可谓太平盛世的美妙乐章。汝窑

成器，源自五行，金木水火土，万变不离其宗。

所需泥土、木柴、清泉皆取于大鸿山麓，浸淫华

夏血脉，承袭物华天宝。‘弘愿在救拔，大悲忘

辛勤。’弘宝此举，善莫大焉！”

我醍醐灌顶，觉悟大师道法自然，恪守五

行天条，相克相生，生生不息，乃成国之大器。

这，才是山中弘宝脱颖而出的传承基因。

弘宝汝瓷文化园

温泉镇冯店村曾两次出土宋代窖藏铜币1500余斤
阴李宗超 杨小栓

汝州文物

冯店村出图铜币样式

相传，在陵头镇饮虎沟村村前有

一条大沟，沟中常年有一只吊睛白额

猛虎来此饮水。天长日久，老虎修炼

成精，幻化成人形。

一日，村中一少年往山上砍柴，回

来的路上听见有人喊自己“哥哥”。少

年扭头一看是一位姑娘站在路边，生

得美貌如花。只听姑娘说：“哥哥，可以

借你水壶中的水，让我喝口吗？”少年

取下水壶，交给这位姑娘。姑娘喝罢

说：“哥哥，夜已经深了，能不能让我到

你家中借宿一晚？”少年答应了，就领

着姑娘往自己家中走去。到家中后，少

年把姑娘安顿下，正欲出去，只听姑娘

说：“哥哥，你回去跟咱娘说下，让她把

房子修缮一下，咱们明天成亲。”少年

一听十分欢喜，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

母亲。他母亲说：“傻儿子，不是姑娘骗

你的吧，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少年说：

“不信，我带你去问问。”少年和他母亲

来到姑娘住的屋外，少年说：“你刚才

说的啥，我忘了？”

姑娘说：“你忘了？你要是真忘

了，那就算了，我跟你说，让你把屋子

打扫下，咱们明天成亲。”

母亲一听，进屋说：“姑娘，自古

婚姻大事，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们连你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怎好匆

忙成亲？”

姑娘一听：“我家很远。”

母亲说：“远，也得有个地名吧。”

姑娘一听说：“我家住在山那边

的虎家庄。”

母亲打听清楚，第二天就让他们

二人拜堂成亲，只是姑娘让少年答应她

一件事，就是不要动她带来的那个箱

子。婚后，一家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和

和美美。只是，姑娘经常提起自己的花

衣裳。时间长了，少年就纳闷，什么花衣

裳，也没见她穿过，于是，就趁姑娘外出

的时候，在家里打开了那个箱子，只见

里面放着一张虎皮。少年说：“我以为什

么花衣裳，原来是一张老虎皮啊！我把

它藏起来，看你怎么办。”等姑娘回来

了，还是照样提起花衣裳，少年只是窃

笑不语。就这样过了三年，二人的孩子

也三岁了。有一天，姑娘照样提起自己

的花衣裳，少年拿出那张虎皮，说，你说

的是不是这件？姑娘一看，果然是自己

常常挂念的花衣裳，只是上面已经让虫

蛀了。姑娘顿时伤心地接过虎皮，说：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咱们的缘分也就

到此为止了。”说着，往虎皮上一滚，变

成一只老虎，出门上山去了。孩子一见

母亲要走，急得哭着跑出来，少年往孩

子身上系上一袋口粮，孩子出门追赶母

亲。追着追着，追到一座山岭，孩子身上

的口粮袋掉了，于是这座岭就叫口袋

岭。孩子追着追着，摔倒了，在地上大

哭，她母亲回头看看，冲着孩子摇摇头，

让孩子回去。老虎冲孩子摇头的地方就

叫娃摇头。孩子仍不死心，又追过了一

道岭，老虎恨恨地看了孩子一眼，跳上

了山涧。这个岭也就叫作恨子岭，后来

人们叫转了叫作杏子岭。后来，孩子也

不知去向。单单留下悔恨不已的少年。

至今，这些地名在陵头镇饮虎沟

村一带还在继续叫着。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饮虎沟村名的由来

甲辰年阳春三月，为搜集夏店镇解放

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和夏店镇政府工作人

员杨利乾同志一起，来到了汝州市军队离

退休干部休养所，在所长杨利平和书记范

亚杰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汝州籍离休军

医程保安同志。

程老今年已94岁高龄，精神矍铄，耳
不聋、眼不花、行走自如，思路清晰，十分

健谈。他用近3个小时时间，讲述了自己戎
马一生的光辉征程，回忆了第二次解放夏

店的战斗经过。

程保安同志1948年1月入伍，1949年6
月在江西省吉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

参加了临汝剿匪、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浙赣战役、两广战役和云南剿匪

等战斗，积极开展救死扶伤工作，为新中

国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一、苦难童年
程保安，又名程广亚，汝州市杨楼镇

大程村人，1930年5月5日出生于一个穷苦
的佃户人家，兄弟姊妹7人，4个哥哥，2个
姐姐，他排行老七。一家人靠租种地主40
多亩薄田勉强度日。

程保安3岁时，三哥染上了天花，因无
钱医治，一家人眼睁睁看着他被病魔夺走

生命。

程保安5岁时，父亲因干活眼部受伤，
严重感染后离世，这使原本生活艰难的家

庭雪上加霜。善良、吃苦耐劳的母亲撑起

了这个破碎的家。

在程保安15岁那年秋天，天大旱，庄
稼颗粒无收。国民党中央军又到杨楼拉丁

抓夫。当时大程村属于临汝县隆兴乡11
保。反动乡长宋尉然，是个吃肉不吐骨头

的恶魔。宋尉然和地主、恶霸狼狈为奸，让

交不起地租的穷人顶替自家子弟当兵为

炮灰。程保安的大哥被迫替地主当兵，一

去便杳无音讯，生死不知。

因家境贫寒，程保安的哥哥姐姐们没

有上过一天学，饱受了没有文化的苦。一

家人节衣缩食，供程保安念书，把希望寄

托在程保安身上。从懂事起，程保安就一

边割草、放牛、种地，一边农闲时到隆兴乡

第11保国民小学就读，半农半学，勉强坚
持到初小毕业。

二、翻身参军
1947年秋，陈赓、谢富治兵团自晋南

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1947年11月1日，解放军第十旅二十
九团攻克临汝县城，这是临汝县城第一次

获得解放。

1947年11月24日，临汝县人民民主县
政府在杨楼乡和尚庙村成立，王武烈任县

长。后县政府转移到观上村。

县政府成立后，在已经解放了的杨

楼、寄料、半扎，建立了3个区人民政府（即
一、二、三区）。杨楼属于二区。

1947年12月，在杨楼石台街一次庙会
上，二区区干队政委刘保妮（河北人）站在

摆在街中心的桌子上宣传党的政策，号召

穷人团结起来，建立农会，成立民兵组织，

保卫胜利果实。年仅17岁的贫苦佃农程保
安听后热血沸腾，报名参加了区干队，开

始了革命征程。

为了保卫新政权，程保安在区干队努

力工作，他利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地势

优势，多次为区干队送信带路，站岗放哨，

看押俘虏。

1948年2月初，陈谢兵团九纵扩编。听
了动员后，程保安第一个报名。经审查，二

区区干队20多人中，只有程保安等3人有
点文化，符合条件，被批准入伍。简单准备

后，第二天一大早，程保安等3人按照部队
预定集结地点小屯镇塔尖山，从石台街向

东步行20多公里，找到了部队，被分到九
纵25旅75团卫生队当卫生员。

75团卫生队队长钟文坤是个老红军，他
待人和蔼可亲，对来自临汝县各区干队的新

兵十分照顾。他手把手教授新入伍卫生兵战

场救护常识和技能。经过近一个月救护技能

和军事技能训练，卫生队很快投入了战斗。
1948年3月初，为了解放汝州东北部

受苦受难的群众，九纵25旅75团将团部移
驻到今天的米庙镇一五张村，三路包抄发

起了袁窑战斗，打死打伤土匪多人，活捉

土匪50多人，彻底摧垮了梁小舟反动势
力，解放了大峪地区。

程保安和75团卫生队随团部行动，在
一五张村驻扎了20多天，主要负责救治剿
匪战斗中挂彩的伤员。一天，在一五张村

北大路上，程保安和卫生队员发现有两个

可疑的乞讨行人，这二人衣衫褴褛，其中

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经审问，原来此二人

为守卫洛阳的国民党青年军溃逃伤兵，一

人手臂轻伤，另一名是四川人叫廖忠臣，

屁股上重伤。二人慌不择路，被75团卫生
队发现抓获。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缺少

麻药、消炎药（当时卫生队仅有三支盘尼

西林，需要团长批准后才能使用）的情况

下，卫生队为廖忠臣进行了手术，取出了

廖忠臣屁股上的弹片。廖深受感动，感谢

解放军救命之恩，当即要求加入解放军，

经批准后成为75团一名战士。后南下作战
勇敢，屡立战功，逐步升职为副营长。

1948年4月，县政府进县城办公。为了
继续清剿残匪，上级决定留下九纵25旅75
团，与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临汝县独立团，

县长王武烈任独立团团长，25旅75团团长
范金标任独立团副团长。

4月初，独立团团部和卫生队移驻临
汝县城。卫生队设在临汝县城老二门街。

当时卫生队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有20多个
床位，重伤员安排住床上，轻伤员睡地铺。

卫生队的医生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战士，靠

经验救治伤员。在互帮互学中，程保安的

战地救治伤员技术得到了提高。

三、参加第二次解放夏店战斗
1947年11月17日，九纵26旅旅长向守

志亲率76团指战员，第一次解放了夏店
街。

解放军撤出后，刘殿宽、毛万年等匪

首重新占据了夏店街，抢修了被解放军击

毁的寨墙寨门。庙下姚庄村惯匪姚保安及

其子姚夵和周围其他几股被打散的土匪

也向夏店靠拢，夏店街聚集了500多名土
匪，和解放军玩起了“游击”。

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后，一支
解放军部队，从夏店街经过。姚保安率匪

徒尾随追赶，双方在夏店街南关帝庙激战

到天黑。

临汝县独立团得到土匪公然截击解

放军的情报后，迅速进驻夏店东南4华里
的毛寨村，寻机剿灭这股顽匪。

1948年5月24日上午，流窜到柏崖山

上毛家窑村的毛万年、姚保安、李庆林等

匪徒，听说解放军仅几个人在山下窑沟、

张沟收缴枪支，便蜂拥而下，双方交上了

火。解放军边打边撤，计划将土匪引入毛

寨包围圈。毛等发觉了解放军的作战意

图，便撤退到夏店街据点，负隅顽抗。

为全歼这股土匪，5月24日深夜，75团团
长范金标、政委张良诚率部包围了夏店街。5
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经过3个小时激战，歼
敌5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长
短枪600余支。匪首姚保安和毛万年等人从
秘密地道逃跑。夏店街得到第二次解放。

程保安和75团卫生队参加了第二次
解放夏店战斗，当时卫生队战地医院驻扎

在毛寨村寨外北侧的几家民房里。在战斗

中，先后有5名战士负伤，其中2名重伤，3
名轻伤。轻伤员在毛寨村就地包扎治疗，

重伤员简单处置后被送往县城救治。一营

营长李拉祥是山西昔阳人，轻伤不下火

线，继续指挥战斗。

1948年5月25日傍晚，在完成救治伤
员工作后，程保安想回杨楼老家看望一下

家人。卫生队钟文坤队长开始不同意，说

战斗刚结束，可能有漏网匪徒，路上不安

全。但看到程保安思念亲人心切，就批准

他一个晚上的假，第二天必须归队。程保

安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了家。母亲、哥哥
一家人高兴万分，畅叙离别亲情。听说程

保安回家探亲，侄子程远亮和邻居张中照

两个年轻人也要参军，征求了家人意见

后，程保安答应了他俩的请求。

第二天一大早，程保安带着程远亮和

张中照早早上路，往部队驻地毛寨村赶

去。

“小鬼，你们往哪里去？”在庙下街，一

匹快马在他们面前停下，定睛一看，原来

是独立团通讯员。因程保安穿着部队服

装，引起了通讯员注意。通讯员告诉程保

安，昨天晚上部队已向县城开拔。于是四

人一起步行返回临汝县城。在县城卫生队

驻地，老队长看到程保安按期归队，又带

回二个年轻人，翘指称赞。

四、难忘的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2日，25旅75团参加了在

安徽省亳县姚庄、龙王庙一线阻击增援之

敌李延年兵团战斗，确保主力在双堆集歼

灭黄维兵团。12月15日，是这次阻击战打
得最为激烈的一天，在团长范金标带领

下，75团以两个营的兵力顶住了敌人一个
军的七次进攻，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歼
敌1500余人，始终没有让增援之敌前进一
步。75团卫生队救护所设在距离阵地不远
的一家院里，战斗白炽化时，一个小时内，

救护所先后接受治疗、转送伤员90多名。
在淮海战役另一次战斗中，卫生队收

治了5名伤员，经过处理后，要向师救护所
送，卫生队派程保安和政治处一位同志共

同负责完成这项任务。这5名伤员中有一
个右腿被炸断伤势严重，一直处于轻度休

克状态，是重点护理对象。但由于师救护所

的地点位置交代得不太清楚，到天黑时也

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就住进一个村庄。那名

重伤员没下担架被单独安排在一间磨坊

里。夜里程保安守护在重伤员身旁，在煤油

灯下不停打强心针、加绷带包扎，但这名伤

员终因失血过多牺牲。程保安心情非常难

过，为防止战友尸体受到伤害，年仅18岁的
程保安急中生智，动员民工，一起用院内高

粱秆将磨坊封闭起来，将这名战友的尸体

保护起来。天亮的时候，抬担架的民工不见

了踪影。面对突发情况，程保安临阵不乱，

他主动留下警戒、照顾其他4名伤员，让政
治处的战友回去求援。当日下午，增援的同

志赶到，一起完成了护送任务。归队后，程

保安的机智勇敢表现受到了75团卫生队长
钟文坤的表扬。

五、精彩晚年
1950年春，程保安随二野四兵团15军

43师128团进军滇东北，在昭通地区镇雄
县剿匪。1950年3月，程保安任128团卫生
队班长，立一等功一次；1951年3月，任128
团卫生队司药；1951年10月，任128团卫生
队司药长；1952年3月，任15军41师123团
卫生连司药长；1955年3月，任15军41师

123团二营军医。1955年11月晋升中尉军
衔，1960年5月晋升上尉军衔，1964年5月
晋升大尉军衔。1965年5月，享受国家行政
18级干部待遇。

1970年10月，因符合营级以上、大尉
军衔、18级干部三个条件，程保安从贵阳
回到了汝州市（原临汝县），由汝州市人武

部代管。1981年7月被批准退休。1982年8
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规定，由退

休改为离职休养，享受副团级、行政17级
待遇至今。

离休后，程保安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对

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上。他经常到部队、学校、单位作报告，回忆

过去峥嵘的战斗岁月。他脑海中经常忆起，

在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吃的是高粱米，饥

一顿饱一顿，饭食半生不熟，消化不良拉稀

便血是家常事，一身衣服穿四季，干了湿、湿

了干。一天行军几百里，走着走着就开始瞌

睡，当时战士们最大的心愿是能美美睡一

觉。他让人把这段难忘的战斗经历整理成

回忆录，重现了陈谢兵团九纵指战员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和乐观主

义精神。2021年春，为纪念建党100周年，程
保安参加了汝州市离退休军人口述战斗经

历活动，随摄制组回到了自己曾战斗过的

夏店镇毛寨村战地医院旧址和夏店街区公

所等地。在现场，他百感交集，向少先队员讲

述自己战斗经历，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本，

珍惜今天幸福生活。

程保安老人现四世同堂，一家人其乐

融融。20多个子孙中，有5人先后在部队服
役，守卫了祖国边疆；有7人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在各自战线上成为单位骨干力

量。他们是程保安老人的骄傲和自豪。

“中国人不怕战争，但我们更热爱和

平。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

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当代年轻人要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做好本职工作，报答社会，

让自己的人生出彩。”程保安老人激动地说。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中共汝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同志主编的《中国

共产党河南汝州历史》第一卷，原汝州市

政协委员刘小根同志编写的《汝州西北山

区剿匪记》，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