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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清朝时，汝州城东有个马秀才，

他家有祖传的汝瓷壶，这壶圆溜溜的，色

如天然翠玉，釉泽浑厚发亮，马家祖传家

训，这汝瓷是无价宝，只能妥善珍藏观

赏，不可使用。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这

壶“宝贝”有什么用处？

马秀才好奇心大，老想用用这壶，看

看有何妙处。一天马秀才用汝瓷壶泡上

了香茶，刚要喝茶品尝，妻子慌忙进来告

诉他岳父生急病，叫他们速去，马秀才放

下壶就走了。

马秀才一走三天，回来时又累又渴，

喉咙里干得难受。他见汝瓷壶还在桌上

放着，端起来晃晃，水还在，就不顾冷热，

就着壶嘴就喝。一口茶水进肚，他惊呆

了，里边的水还烧嘴哩，滋味清醇甘甜，

和刚泡的一模一样。马秀才这才知道，壶

能保温，存水不凉，水质不变。他有意把这壶茶水又放了三

天，仍是温乎乎的热茶，从此，马秀才知道了壶果真是宝，把

它供起来，不准使用。

后来，马秀才家遭劫，汝瓷壶被毁。他十分痛心，看看

壶的残片，不忍心扔去，突然，马秀才发现壶身是两层，壶底

是三层。三层壶底，一层印着八卦图，一层写着天干地支，

一层正中间是个“火”字。他摸着残片，心里赞叹，老祖先们

的汝瓷烧制技术太高明了！

宝壶已毁，汝瓷失传，马秀才痛心疾首，他把汝瓷壶的

残片保存起来，准备

有朝一日传给后人。

来源《汝州民间

故事》

六、临汝地委书记王子平在杨楼小

学的革命活动

1940年初，中共临汝地委对已经暴露
身份的共产党员，将其中一部分送到豫皖

苏边区去，不能走的，采取自谋职业的办法

就地隐蔽起来。按照豫西省委的决定，何启

光、贺崇升先后调豫皖苏边区工作，由王子

平（王舟平）来临汝县接替何启光任临汝地

委书记兼临汝县委书记，继续领导临汝及

周围几个县党的工作。

王子平（1913—1945年），又名王舟
平，河南省南阳市人。1934年参加革命，
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孙殿
英部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干事，中共临汝

地委第二任书记兼临汝、鲁山县委书记，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干事、中共渑池

县委书记兼河南人民抗日军独立第七旅

政委。1945年5月26日，在“豫西事变”中
壮烈牺牲，年仅32岁。

1939年12月，由于国共两党关系日
益恶化，共产党在孙殿英部的工作遇到

很大困难。于是，省委通知王子平撤离该

部，转入地方工作。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
摩擦，到处追捕进步人上，破坏地下党组

织。此时，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党的组织，

由公开工作转为秘密工作”的策略。中共

河南省委奉命调临汝地委书记张德群到

豫皖苏工作，派王子平接任中共临汝地

委书记兼临汝、鲁山县委书记。当时，中

共临汝地委辖临汝、鲁山、宝丰、郏县、伊

阳、嵩县6个中心县委。由于国民党反动
派的破坏，党的活动日益困难。王子平到

临汝后，巡回到各县开展活动。2月，省委
又派中共党员赵惠贞先到临汝找地下党

组织负责人王朝栋接上关系，以王子平

之妻的名义掩护其开展工作（后经组织

批准赵惠贞与王子平结婚）。此后，王子

平常扮成商人，在鲁山、临汝等地发展地

下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

1940年5月，革命斗争形势恶化，白
色恐怖更加严重，王子平随将工作重点

移至汝州与鲁山交界的山区，以开办民

校、招收穷人子弟念书为名，秘密开展革

命活动。

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疯
狂地搜捕地下党员，赵惠贞由王朝栋介

绍，安排在杨楼小学教书。当时，杨楼小

学校长是王朝栋的同学，就以此关系继

续开展党的工作。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

作，赵惠贞和杨楼小学的杨会校长的爱

人拜成了干姐妹，还与国民党县党部一

个姓王的姨太太关系很好。赵惠贞利用

在学校里的关系聘请王子平为杨楼小学

教师。王子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

展革命工作。王子平在杨楼小学工作期

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不怕特务盯梢跟

踪，以杨楼小学为基点，秘密奔走，并经

常到临汝、嵩县、伊阳等县巡回检查指导

工作，还去过河南大学（地址在嵩县）解决

过问题。临汝地委下辖的各县都到杨楼小

学汇报工作，上边党组织也来此指导工作。

王子平还经常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以提高大家对复杂形势的分析能力和应

变能力。同年10月，日军的三架飞机在临汝
城区进行轰炸，炸死群众和学生数十人，更

加激起了临汝人民的愤怒情绪，一致要求

抗日救国，保卫家园。

1941年3- 4月间，由于国共关系恶
化，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掀起反共摩擦，

更加猖狂地向我党进攻。王子平、赵惠贞

在杨楼小学的活动也被敌人察觉。在这

种情况下，赵惠贞正要生小孩，王子平代

她教书。王子平夫妇当时生活很艰苦，每

月工资只有10元，办公费等其他开支也
包括在内，为了维持生活，他出外工作，

每天要走很远的路程，在路上都是吃干

粮充饥。

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中共河南

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将区级以上干部

全部撤到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

地。王子平于6月26日接到省委通知，立
即安排了撤退后党的工作，处理、隐藏好

党的机密文件。当时，他刚出生两个月的

孩子正患重病，身体虚弱的妻子也正需

要他照顾，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将他

们母子留在形势险恶的异乡，于28日撤
出临汝杨楼小学。

在王子平将要走的前一天，杨楼街

有个古刹大会，赶会的人很多，学校也来

了许多陌生人，他们的精神很紧张。晚

上，王子平就睡在寨墙上（暗号是有动静

叫杨校长，就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

跑走）。当天晚上没有什么动静，第二天

天不明，王子平就走了。当天上午，国民

党县政府派特务追捕过王子平，但王早

走了，未受什么损失。王子平走后，八路

军洛阳办事处郭晓棠写信安排派黄明建

找到赵惠贞，由黄介绍去伊川县申圪垱

村小学教书，继续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王

子平夫妇撤走后，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

临汝县委自动撤销，临汝地区党的活动

陷入低潮。

七、大峪抗日根据地爱国教师及青

年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1944年5月3日，日军攻破临汝县城，
临汝沦陷。1944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部
署，皮定均、徐子荣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挺进大峪一带，开辟大峪抗日

根据地。大峪镇袁窑中心小学校长董逢

甲积极向共产党、八路军靠拢，并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临汝县委和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的筹建工作。10月，中共临
汝县委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董

逢甲担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秘书兼大峪

抗日区政府区长，登临县政府秘书科科

长、大峪兵站站长等职，为大峪及豫西抗

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焦村籍省立临汝中学毕业学生张钟

鸣，在担任大峪小学校长期间，组织成立

学生抗日宣传队、歌咏队、板报队，大唱

《游击队之歌》，并亲自书写“全民团结共

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宣传标语，在

学生中传阅抗战书籍。1944年5月，临汝
沦陷后他回乡务农。1944年10月，皮定均、
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

到达大峪后，张钟鸣在皮定均司令员的

教育引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45年
初，在八路军情报处长张清杰和张钟鸣

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汝州地方实力派

人物焦道生与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

合作。焦道生同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八路

军的抗日主张，并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

巩固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焦道生的司

令部成为大峪抗日根据地人员在山下活

动的落脚点。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河

南省委书记戴季英及第一支队司令员皮

定均、临汝县委书记党峰等都在焦道生

家住过。1945年10月八路军南下路过焦
村时，焦道生还送茶送饭。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颁布的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施政纲领》第十一条

明确规定：“普及国民教育，消灭文盲，恢

复学校，改善教员生活”，促进抗日根据

地教育事业的发展。1945年3月，临汝县
抗日县政府县长党峰介绍大峪抗日根据

地的进步爱国青年孔宪斌、于光、于凤

鸣、王金柱到巩县（今巩义市）豫西军事学

校（后改为抗大河南分校）学习，编入一中

队。学习的内容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等。

大峪抗日根据地第二批派往抗大河南分

校学习的爱国青年有李仁义、高申、郎长

极、刘同章、贾六斌、高天福等人。这些青年

学习回来后，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成为

大峪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八、解放战争期间临汝县学校党组

织情况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员杜继甫在
鲁店小学任国民学校校长，建立了共产

主义事业活动小组，成员有胡明忠、胡振

忠、李小龙、蔡邦等。当时，由于形势的逼

迫，学校中的党组织都是秘密地开展工

作，党员都有固定的职业作掩护，为临汝

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原籍河南省安阳市人朱洪文，1938
年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初期随父母来临汝县定

居，先后在焦村、大峪店等小学任教4年，宣
传抗日主张。1942年冬天，朱洪文在临汝县
城西大街摆书摊，经售进步书刊。他经售的

书刊大都是从重庆进步书店“三联书店”读

书出版社邮购来的。1943年春，被国民党反
动政府以经售“违禁出版物”为名查封，并

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1947年11月24日，临汝县人民民主县
政府在杨楼小程村成立后，朱洪文冒着

生命危险，带着全家人投奔共产党，担任

临汝县民主政府秘书科科长，积极参加

剿匪反霸斗争，建立巩固临汝地方政权。

1948年10月，在临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创办临汝县立中学，任专职副校

长。1949年3月，任临汝县立中学副校长。
任职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团结全体教职员工，克服困难，为

当时培养了一批党政军、教育等方面急

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员队伍的不

断壮大，汝州市（临汝县）委在全市（县）

教育系统相继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教

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教育、方针和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学方

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教育和引导广大教

职员工、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党员队伍

的政治觉悟、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

来源：汝州党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汝县教育界的革命活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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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穴寺暨塔林于1988年1月
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穴寺和塔

林其实并不是一处文物，风穴寺

是指寺院围墙以内的古建筑群，

而塔林是指寺院以西和以南的上

塔林和下塔林。其实，风穴寺的宝

贵之处并不是在于曲径通幽的美

景，也不在于香烟袅袅的佛事活

动，而是风穴寺的建筑风格。是

“古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赢得了国

保单位的盛名，可以说是实至名

归。

风穴寺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

（190年），据后汉乾祐三年（950
年）《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

碑载，寺院原名香积寺。隋代改为

千峰寺，唐朝扩建为白云寺，距今

已有1800多年的悠久历史。风穴
寺是中国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

一，与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并

称为“中原四大名寺”。

风穴寺地形绝妙，营建布局

特别。

深山藏古寺，曲径通幽处。站

在望州亭，放眼南望，翠柏覆盖下

的青龙山、黄鹿山，像两头雄狮，

对峙而立，威武地守护着风穴寺

的大门。进得山口，两山夹道，路

随山转，万木葱茏，流水潺潺，迤

逦北行 米，直到走近山门，才

能发现那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

风穴寺，藏之深、处之幽、景之美，

令人叹为观止。

九龙朝风穴，莲台建古刹。风

穴寺背靠紫霄峰，面偎青龙山、黄

鹿山，侧环紫云峰、纱帽峰、香炉

峰、石榴峰、旋风垛、关顶山，九条

山脉逶迤相连，势若游龙，遥拱风

穴；寺院周围，沟壑纵横，状若莲

台，其山势之磅礴、地形之优美，

可谓天造地设，雄浑大气，无与

伦比。

真山真水，冬暖夏凉。寺藏

深山，群山环抱，朝晖夕阴，气象

万千，风穴寺自是气势磅礴，而

终年不息的清流又为它注入无

穷灵气。古时的风穴寺，山上到

处清泉涌流，山涧急流和瀑布荡

起的水雾，远看就像朵朵白云升

起。幽静深邃的白云湾里，珍珠

帘、龙泉、大慈泉、八角琉璃井等

星布其中，飞瀑清流，幽泉碧潭，

水光山色，相映成趣，风月无边，

赏心悦目，游人到此，无不心醉

神迷。君子、迎科、龙泉三泉旱不

减，涝不增，长年流水，冬不结

冰，含多种微量元素，且流经大

面积的野生何首乌地段，色洁味

甘，可与“惠山二泉”相媲美。

依山就势，错落有致。风穴

寺建筑素有南风北局之谓，既

保持了北方建筑的严谨，也融

入了南方园林的灵秀。古寺依

山临壑，建筑随山就势，平地建

楼阁，高岭建州亭，溪边造小

桥、水亭，巧妙地利用了山崖溪

流等条件，是一座极富南方园

林特色的北方寺院，可谓集南

北建筑之精华于一体。山门、中

心院门，依势偏开，远离中轴；

天王殿、中佛殿、大雄宝殿就势

而建，错落有致；三官殿、六祖

殿，禅堂、斋堂对称分列，宛若

棋盘；望州亭，雄峙高耸，俯瞰

全寺；白云湾，幽处深藏，别有

洞天。“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抬

头一道风景，转弯一番天地”，

扑朔迷离，意趣无穷。

风穴寺周围景观星罗棋

布，素有八大景、七十二小景、三

十六福地之称。风穴寺不仅自然

风光如画，更重要地是保存了祖

国灿烂的文化遗产。风穴寺内比

较完整地保存了唐、宋、元、明、清

历代的文物和建筑140余间，被誉
为“古建筑博物馆”。其中最有价

值的是唐代的七祖塔、宋代的悬

钟阁和金代的中佛殿，唐塔、宋

钟、金殿被称作风穴寺三大国宝。

前院有山门、天王殿；中心院有三

门、客堂、三官殿、韦驮殿、六祖

殿、西禅堂、中佛殿、大雄宝殿、七

祖塔、悬钟阁、伽蓝殿、地藏殿、官

厅等。唐开元二十六年（ 年）所

建的“七祖塔”，高 米，为 层

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每层四角

挂风铎，外轮廓呈抛物线形，古

朴秀丽，为全国现存7座唐代高
塔之一。宋代悬钟阁内悬挂一口

宋宣和七年（1125年）铁铸大钟，
重量9999斤，被誉为“中原第一
钟”。中佛殿为金代建筑，为单檐

歇山式建筑，飞檐挑角，古朴大

方，梁架结构科学严谨。明代的

汉白玉石佛和缅甸赠送的佛像，

肃穆端庄，栩栩如生。

风穴寺西山上的上、下塔林

形制各异，是我国第三大塔林，稍

逊 少 林 、灵

岩。塔林共计

座塔，其中

元塔 座，余为明清塔。结构多为

砖塔，部分为石塔。砖塔多为单层

密檐式小塔，平面多为方形与六

边形。至元十七年（ 年）建造

的“松齐慧公宗师之塔”为最好，

平面为六角形，须弥基座，单层密

檐式，塔檐 层，下作砖雕斗棋，塔

身各面有造型精美的砖雕假门。

石塔以南塔林的“窣堵婆”造型较

为别致，高 米，仰伏莲基座，圆

球形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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