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豫西行政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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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神女与苗庄王的传说
●王丙乾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创
建的历史背景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
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
争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陈（赓）谢（富
治）集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
建立了豫陕鄂解放区。

1947 年 11 月 2 日宝丰解放，人民政
权迅速建立和巩固。11月中旬，中共豫
陕鄂五地委、五行署和五军分区在宝丰
县马街村成立。五地委下辖鲁山、宝丰、
临汝、郏县、襄城、禹县、许（昌）西、沙北
县委。1948 年 1 月，五地委机关由马街
村迁至宝丰县城。

1948 年 2 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粉
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主力转至
沙滩地区。4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中
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迁驻豫西
宝丰县。5 月 26 日前后，分别移驻商酒
务镇的赵官营、北张庄等地，至 11 月淮
海战役开始离开。

1948 年 5 月 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作出决定：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
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
属中原解放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
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
记。同时建立中原军区，把挺进中原
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
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
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
司令员（仍兼任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
的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李先念任第二副
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下辖 7 个纵队。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分别下辖鄂豫、豫皖
苏、皖西、桐柏、江汉、豫陕鄂（不久，中原
局决定把豫陕鄂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区
党委及军区）6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

1948年6月，豫西区党委、行署和军
区分别在鲁山成立，张玺任豫西区党委
书记，李一清任豫西行署主任，韩钧任豫
西军区司令员（未到职，李成芳代理，

1948年8月由曾希圣任司令员）。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宝丰以后，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统帅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连续
部署并指挥了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
樊等战役，解放县城100余座，初步形成
了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的中原解放
区。

随着中原解放区的扩大和发展，需要
有一大批具有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
的党政干部来从事建设工作。1948年7
月27日，中原局组织部在给中央组织部的
电报中称：“中原各区即共有干部一五二
二六人，其中村干近半数。刘杰带队来时，
尚有千余干部请早来。另外在党校学习的
六百干部，可于今冬调来。以后一般干部均
由我们调剂和培养新的，可不再多调。”

随后，刘杰和金明分别率晋察冀南
下干部 2000 人和山东南下干部中原支
队3000余人，到达中原局驻地宝丰。中
原局先后在宝丰县城北周营村召开欢迎
大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领
导同志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说南下干部
的到来，胜过十万大军。

1948 年夏天，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
在给中央和毛泽东写的综合报告中说：

“中大四百余学生，军政大学千一百学
生，均河南本地籍，一部来自蒋管区，正
大批招生。现拟办行政学校（豫西办）”。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的创
建过程

1948 年 8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责成
豫西区行署在宝丰县杨老庄村创办了豫
西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是由豫西行署主
任李一清兼任，副校长是曲乃生，不久曲
乃生调离戴汤文接任。1949 年 2 月，李
一清调离，由豫西行署主任高芸生兼任。

校部设在宝丰县城南杨老庄村一姓
杨的大户人家院内，当时杨家有四五个
大院，100多间房子。学校刚成立时，设
有办公室、教务处和总务科。戴汤文兼
办公室主任，赵树才、张力分别任教务处

正副主任。张汉桢、刘子亮分别任总务
科正副科长。教员还是这些干部担任。

学校以培养豫西区行政财经教育及
其他民主建设所需干部为宗旨。学员男
女不限，只要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有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均
可报名。学员到校报名后要先考试，考
试时间临时规定，考试科目是国文、数
学、政治常识、体格检查及口试。

学制 3 个月，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
革命基本理论现行政策时事教育与革命
修养。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
义》《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党
章》等。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啥叫
共产党，啥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是
干什么的，解放是为啥？

学生实行供给制，食宿、讲义和文具
由学校供给，豫西行署分配，其余被子和
生活用品是自备，但是家境特别贫苦学
识优良考入本校的酌情予以补助。学员
每人发一套灰军装，干部和学生一样以
吃饱为准，饭每人每天1斤4两小米，3钱
油，5钱盐供给。修业期满根据工作需要
与个人志愿由豫西行署分配工作。

1948 年 9 月，中原局在分配中原支
队干部时，派张力、朱银生、牟平、许新生

等到校工作，使学校师资力量得到进一
步加强。接着，学校成立党组织，由张力
任党组书记，赵树才任副书记，张道彰任
党组成员。

1948年10月24日，开封解放。1949
年2月豫西行署迁到开封。3月，中共河
南省委在开封成立。豫皖苏、桐柏、鄂豫
区所属河南部分和豫西区划归河南省。
5月，河南人民政府在开封成立。这时，
开封已成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按豫西行署的指
示开始向开封搬迁。

1949年5月中旬，学员到达开封，暂
住在河南大学附近和东大街一带。豫西
行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河南省行政干部学
院。校长由开封市市长王晓舟兼任。

5 月 28 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筹建河
南日报社时，调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学员
18 人，中原大学学生 20 人参加筹建工
作。6 月 1 日，中共河南省委把《开封日
报》与《豫西日报》合并改成《河南日报》，

《河南日报》正式创刊。社长和总编辑是
原豫西日报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于大
申。

1949 年 6 月，中原大学迁武汉。同
时，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西行政干部学

校(河南行政学院)400 多人和中原大学
医学院、教育系师训班500余人为基础，
接回已迁至苏州的河南大学 1200 余名
师生，重组河南大学。当时称“河南人民
革命大学”（1950年3月恢复“河南大学”
校名）。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
副校长张柏园、嵇文甫。学校下设行政
学院、文史学院、医学院、农学院 4 个学
院。嵇文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副
省长、河南大学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
等职。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从1948年8月在
宝丰创建，1949 年 5 月迁至开封改名河
南省行政干部学院，到合并为河南大学
行政学院，先后培养干部6000多人。解
决了中原解放区各项建设急需的人才。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河南大学行
政学院独立设置为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干
部学校。1956年8月更名为河南省政法
干部学校。现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
址的修复开发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宝丰杨家大
院，是宝丰县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
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领导机关在
宝丰驻扎时留下的众多革命遗址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宝丰
时期创办的两所大学之一。同时，也是
宝丰县保存相对完好的明清时期北方
传统民居建筑的缩影，红色的记忆。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
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领导机关在宝丰
驻扎半年之久，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
址。“十一五”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中
原军区旧址群，已被省委、省政府列入

《2005－2010年河南省红色旅游发展规
划纲要》“2526”工程，确定为全省五条红
色旅游黄金线路之一。2016年1月又被
省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涉及商酒务、赵庄、肖旗、周
庄、城关、大营、杨庄、张八桥、前营、石
桥等 10个乡镇 24处。这些革命遗址在
我党我军历史上，都有着重大影响。这
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留给宝丰人民的一笔巨大
财富。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整合
全县的红色资源，筹集资金4000多万元
在县城建成了“中原解放纪念馆”。集
中展示刘伯承、邓小平逐鹿中原的丰功
伟绩，使党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党史
文化发展强势，推动党史文化与地方特
色的魔术文化、曲艺文化的融合。利用
这些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激发前行
力量，进而筑牢精神支柱，永葆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中原解放纪念馆开馆一年
多来，已接待游客 20 多万人次，被省委
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命名为“河南省党史
教育基地”“平顶山市党史教育基地”。

保护开发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
是加快宝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建设文化强县的需要。宝
丰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以县长许红兵为组
长的宝丰县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以
中原解放纪念馆为龙头，重点做好中共
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豫西行政
干部学校旧址等 24 处红色革命旧址的
保护开发工作，建设红色文化特色小
镇。把全县的红色革命遗址与宝丰的曲
艺文化、魔术文化、汝瓷文化、观音文化
和酒文化结合，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宝
丰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宝丰县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保护利用豫西行政干部学
校旧址，发展宝丰县红色旅游产业，变资
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实现文化资源大县
向文化强县的转变，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为建设富强、文明、平安、美丽的新宝
丰注入“营养剂”，激发正能量，让宝丰的
明天更美好。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观音祖庭大香山》之“庄王辩疑”中
说：“苗庄王之说不知所出，既无楚庄王
史之有出，又无妙庄王合于佛义。考其
来源，应是民间传诵妙善故事时，‘妙’与

‘苗’谐音不分，而百姓以‘苗’常作姓氏
之故。或者说是‘妙’字的误传”；《妙善
传说中庄王形态研究》中说：“苗庄王形
态的形成动因尚不清楚，形成的时间大
约在清代”；在《妙善公主生父庄王漫谈》
中则说：“在上千年传说中，由于‘妙’与

‘苗’两字音同字不同，‘妙’‘苗’混淆，为
此，后者不免将父城长苗萌说成‘苗庄
王’”；而在《妙善姓氏》中说：“关于苗、
妙，考察发现平顶山妙善传说中的‘苗庄
王’不见于古代传承……主要依据是一
个村落‘苗侯’，认为该村落是古代苗族
后裔中有封侯的苗族头领居此。妙庄王
就是由苗庄王转音过来的。”近年来，笔
者浅涉地方民俗文化和古史传说的研
究，以为妙善传说的“苗庄王”与古史传
说中的苗蛮氏族和中原地区苗姓族源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苗庄王的传说

关于苗庄王的传说，1966年版《宝丰
县志》载：“大悲观音大士塔：此塔建于北
宋熙宁元年（1068年）……底层中央供奉
千手千眼佛一尊……据传，苗庄王三女
妙善于此修炼成佛，称大悲观音菩萨，
葬 舍 利 于 塔 下 ，故 称 大 悲 观 音 大 士
塔”；“香山寺，位于宝丰城东南十五公
里香山巅……据传，寺内所奉三皇姑
为苗庄王之三女妙善。初在邑境东部白

雀寺出家，继在香山寺修成正果，称大悲
观世音菩萨，亦称千手千眼佛。”《观音祖
庭大香山》载：“相传苗庄王有个三女儿，
老大老二均已出嫁，唯独三女不嫁，一心
出家修行成佛。”《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
传说之二》载：“香山寺掩在宝丰县东南
的火珠山上，凡是到此游览过的人都知
道，寺内有一尊千手千眼的大佛，据老
年人说，这座规模宏伟的庙宇，是经苗
庄王盖起来的……苗庄王五十岁那年
染上了一种怪病……从此，三皇姑就
被称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以上这些
民间传说中，三皇姑妙善的生父均称“苗
庄王”。

●大香山观音菩萨的前
身——龙山神女

在三皇姑妙善公主的传说中，有许
多发生于平顶山境区的龙山山脉。在

《擂鼓台楚庄王大战应国的传说》中，妙
善公主是在擂鼓台半山腰山洞中降生出
世的。李荣杰居士在《千手观音故乡考》
第五章《观音菩萨妙善出生地考察报告》
中说：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带领大军向
今天的大龙山一线挺进。抢占大龙山主
峰，安营扎寨。随军眷属中，有皇后宝德
娘娘，大女儿妙颜，二女儿妙音。宝德娘
娘身怀六甲。当宝德娘娘从南山坡走到
半山腰时，突然胎动，就在半山腰小山洞
中生下三公主，取名“妙善”。后来宝德
娘娘带着小公主来到山顶安营扎寨，为
保平安，就将山寨取名为“平安寨”。又
因楚庄王在山顶擂鼓助战取得攻取应国

的胜利，就把大龙山主峰取名为“擂鼓
台”。妙善公主修行证道成为大悲观音
菩萨的所在地亦是大龙山山系中的火
珠山，后称大香山，蒋之奇在《香山大悲
菩萨传》中云：“嵩山之南二百里，三山
并列，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其
中“三山并列”之山即为大龙山、火珠
山、小龙山三个山峰，从山脉走势看，实
属龙山山系。金代元好问在《东游略
记》中说：“《香山寺证》说，寺建之初，一
胡僧自西域来，云此地山川甚似彼香
山，今遂谓‘梁县香山’，真是大悲化现
之所。”这里说明香山寺未建寺前只是
荒山一座，名火珠山。文中所说“梁县
香山”，是指金代此地属汝州梁县（今临
汝镇）管辖。

关于香山（火珠山）属于龙山之说，
地方志书多有记载。明天顺《大明一统
志·南阳府·山川》中云：“香山，在汝州
东南一百二十里，旧名火珠山，有大龙
山、小龙山。”《名胜志》：“香山旧名火珠
山，大悲菩萨证道之所。”明《嘉靖河南
通志》亦云：“香山，在宝丰东二十里，旧
名火珠山，上有二峰，东曰大龙山，西曰
小龙山。”还有《正德汝州志》《乾隆宝丰
县志》《嘉庆宝丰县志》《增订广舆记》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道光宝丰县志》
等志书皆有记载。《乾隆宝丰县志》中
载：“香山俗呼火珠山，而以东为大龙
山，西为小龙山，以为二龙戏珠。实皆

‘龙兴山’。”同书记载：“龙兴山，即龙山
也，唐置县，盖因山以为名，是时唐基初
建，名佳无过此矣。”以上史料说明妙善
公主修行证道之地为龙山之中的火珠
山。

在《香山大悲菩萨传》中亦有两则事
关龙山的传说：一是龙山山神救妙善公
主于危难。“龙山山神……摄取妙善置于

（龙山）山下。”二是龙山山神为妙善指明
修炼场所为两座龙山之中的香山。文中
记载，妙善问山神曰：“此名何山？”山神
曰：“龙山也，龙居此山，故以名之……此
去西岺若何？曰：龙亦所居，是故谓之小
龙山。惟二山之中，有一小岺，号曰香
山，此处清净，乃仁者修行之地……妙善
乃入香山……故就山顶葺宇修行，草衣

木食，人莫知之，已三年矣。”妙善修行正
果后成为“仙人”。在《大悲菩萨传》中记
有“仙人”凡十六处，兹摘录如下：“朕之
大病，果获痊平。愿‘仙人’施我手眼，无
所吝惜”“使臣至已，见茅庵中有一‘仙
人’，身相端严，趺坐而坐”“今者窃闻‘仙
人’修行功著，谅必无瞋，敢告‘仙人’，求
其手眼救王之病”“‘仙人’曰：勿怖勿怖，
持我手眼还报于王，记吾所言”“僧曰：非
贫道之力，王无‘仙人’手眼，岂得癒乎？
王当入山供谢‘仙人’”“遂敕左右，朕以
翌日，往诣香山，供谢‘仙人’”“明日……
至‘仙人’庵所，广陈妙供，王焚香致谢
曰：朕婴此恶疾，非‘仙人’手眼难以痊
除。故朕今日亲携骨肉，来诣山中，供谢

‘仙人’”“睹‘仙人’无有手眼……以‘仙
人’甚不完具，由王所致”“观‘仙人’形相
颇类我女，‘仙人’忽言曰：阿母夫人，勿
忆妙善，我身是也。”“须臾，‘仙人’复还
本身，手眼完具，趺坐合掌，俨然而化，如
入禅位。”从这些文节中可以窥知，妙善
出家修行三年后，是以“神仙”女身出现
于香山之巅的茅庵之中。正说明在春秋
时期妙善公主修道成仙的故事在民间广
为传诵。白鋐在《白雀寺考》中说：“汉明
帝时佛始入中国，春秋无佛，安得实生神
女为大悲菩萨乎？”从楚庄王时期的公元
前610年到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期间妙善公主（三
皇姑）有可能是以“龙山神女”或者是以

“香山仙人”示现于世的。

●滍汝流域亦为古苗蛮栖居地

关于三苗、苗民栖居之地，孙作云先
生在《蚩尤考》中说：“愚论蚩尤为河南之
故族，居鲁阳滍水一带。”《战国策·魏策》
中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
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特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钱穆
先生在《古苗疆域考》中谓衡山在河南南
阳雉县，非江湘之衡山。汶山大约在鲁
阳之境内。汝水、伊水出其阴，非蜀之汶
山。故三苗疆域当在今河南鲁山、嵩县、
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
蒲坂、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

南，夹黄河为居……楚人筚路蓝缕以启
荆蛮，此所谓蛮者，亦在汝水上流一带，
自古属三苗遗裔……以上论述，证实河
南鲁山县及其周围县区的滍水、汝水一
带皆为古代三苗故居之地。

史书有载，古之汝州亦为苗蛮氏族
的栖居之所，《左传》哀公四年（前 491
年）云：“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
谋北方……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
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
士蔑乃至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于蛮子而城
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
五大夫……以诱其遗民尽俘以归。”此文
是说公元前 491 年，楚叶公沈诸梁率师
于一夜之间奔袭汝州境内的梁国与霍
国，浮获栖居于该境的蛮子赤及其族众
的事件。说明春秋时期汝州境内的梁、
霍二国皆为苗蛮氏族聚居之地。

关于苗蛮氏族在汝州境内居住的
梁、霍、蛮子国等地名，《太平寰宇记》及

《汝州志》皆有记载。《太平寰宇记·河南
道八·汝州》中云：临汝郡今理梁县……

《十三州记》云：梁县即州南鄙邑也。《郡国
县道记》云：梁县西南十五里有梁国城……
战国时谓之南梁，以别大梁，少梁也。该书
中“蛮中聚”条云：“即蛮子国，在今郡西南，
俗谓之麻城是也。”“霍阳山，俗谓之岘
山，在县西南七十里，《左传》哀公四年
谓：‘楚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按杜注即
此山。汉立霍阳县，因山为名。”明《万历
汝州志》古迹条中说：“蛮中聚在州东北
官庄保，按《通典》曰：蛮中聚即蛮子国，
俗呼麻城，梁县城在子城东，本随承休
县，更承休曰梁。”《道光直隶汝州志·山
川》中说：“霍山，《左传》哀公四年楚袭
梁及霍。杜注：梁为梁县西南故地，梁
南有霍阳山，皆蛮子邑也。今汝州西南
十五里有梁县故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霍
阳城，汉立县，因山为名。按《水经注》
霍山下又有霍阳聚，前志未详，今考注
补之。”明《正德汝州志·古迹》中说：“梁
王城在伍院保，相传梁王避暑之处。”
1994年版《汝州志》中说：“纸坊乡，1946
年 1 月更名为‘古梁乡’，因纸坊村北三
里有古梁县故城。”以上志书中皆记载
汝州境区有关苗蛮氏族古代曾经居住

的地名，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古史学家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年代》
中说：“今考《山海经·中次十一经》中的
山群，全散布于南阳、镇平、南召、鲁山
及其附近各县境内，衡山或许就是今日
的霍山。吴起说这些山区皆为三苗之
居处。”此说“衡山或许就是今日的霍
山”即指汝州境内的霍阳山。在同书中
徐先生引《资治通鉴》注说：“自春秋之时，
伊、洛以南，巴、巫、汉、沔以北大山谷中
皆蛮之居。后汉祭遵攻新城蛮、柏华蛮，
破霍阳聚，则春秋蛮氏部落也。至于河
南的外方山、伏牛山脉一带，西汉、两晋
及南北朝的时候还有蛮族……所谓山蛮
也。”据此所论，汝州、鲁山、宝丰等地皆
在伊、洛两水之南的伏牛山、外方山区，
在南北朝以前该地仍有苗蛮族众居住。
这就为妙善公主之父称“苗庄王”奠定了
人文基础。

▶修复中的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毕业证

▲194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一文中载：中原解放，新民主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豫皖苏、豫西、江汉三区已有中
等以上学校十四所，即中原大学、中原军政大学、豫西行政干部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驻宝丰期间，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建设和巩固不断扩大的中原解放区，并
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培养急需人才，责成豫西行署在宝丰县城南杨老庄村

（现杨庄镇杨庄村）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豫西行政干
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的创建，为
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
址，现为河南省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观音文化传说中，香山大悲观音菩萨的原型——妙善公主的生父名
讳，先后曾有楚庄王、庄王、妙庄王、妙庄严王和苗庄王等称谓，且各有所本。
楚庄王说源自春秋楚国；庄王说源自宋元符二年（1099年）蒋之奇撰《香山大
悲观音菩萨传》；而妙庄王和妙庄严王的传说，则是出自佛经《法华经·观音菩
萨普门品》及《首楞严经》等佛教经书；苗庄王说，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滍汝流
域。

《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文拓片局部。
据记载，该碑于北宋元符年间立于香山
寺。由北宋时曾任汝州知州的观文殿大
学士蒋之奇润色撰文，著名书法家蔡京
以楷体书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