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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防线，
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长城。对英雄的
历史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是孕育
英雄、激发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凝聚
民族感情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与内生
力量。没有英雄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没有英雄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
没有灵魂的，缺少英雄文化的国家和民
族也是无法诞生英雄的。因此，从一定
意义上说，英雄文化的强弱兴衰，对一
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安国楼说：中原英雄文化有其显著的
特点。第一，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
的地区，在早期文明阶段，中原已十分
盛行英雄文化。第二，中原曾长期是中
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中原
英雄人物众多，英雄文化丰富多彩。第
三，历史上的中原又是战乱、灾害多发
地区，因此，特殊时期又造就了许多典
型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文化。第四，中原
的英雄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因此，
中原有着浓厚的崇尚英雄、讴歌英雄的
大众情感和精神传统。

从战国时代到民国年间，中原地带

一直都是军阀混战逐鹿的战场，也造就
了不少英雄人物，从治水神工大禹、哲
学大师老子，到志行高洁的庄子、变法
图强的商鞅、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民族英雄岳飞、抗清名将史可法等，近
现代史上仍不乏英雄人物，同盟会会员
张钟端、共产党人好榜样彭雪枫、人民
英雄杨靖宇、爱国名将吉鸿昌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对这种
充满英雄主义的匪文化颇感兴趣，他在
小说《红高粱》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是
土匪猖獗之地，土匪的组成成分相当复
杂，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
书的宏图大志，并进行过相当程度的努
力——这也算是先把大话说出来，能唬
几个人就唬几个人。”

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阶级矛盾的
日趋尖锐，豫西南地带民变组织一度兴
盛。起初，多是为反清而起势的蹚将杆
子，鲁山、宝丰较有名的就有申白毛、党
中义、刘家宾、丘汝林等。但各股人数
不多，参与者白天种地夜晚集股从事反
地主豪绅的斗争，势力不大。各股的活
动内容起初限于干些“拉票子”（劫人）、

“喊银子”（要钱要粮）等为了生计的事
情，后来普遍提出“打富济贫”、“平均地

权”的口号。
在辛亥革命后的 30 多年间，杆子

队伍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武昌起义之
初嵩（县）、伊（阳）的王天纵、丁同声、关
金钟、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等相对较
大的刀客杆子集团，到反对袁世凯及其
军阀的鲁（山）、宝（丰）白朗的“抚汉讨
袁军”起义武装、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
治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三个数万
人的蹚将武装集团，以及孙世贵、王太、
崔二旦、李老末等十数个万余人或数千
人的杆子队伍。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
豫、鄂、皖、陕等省的广大地区，对社会
政治、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有些杆子对社会和生产造成了破坏和
损失，而有些杆子则对历史产生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尤其 1947年以后，一些杆
子追随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人物故事正好契合了中原的
“英雄文化”，其劫富济贫的形态也体现
了被中国人视为最高精神情感的“义”
字。作为近代以来有一定影响力的英
雄人物，蹚将们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
传，而且被写成戏剧、歌谣，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加以传承和保护。

蹚将中的英雄文化

蹚蹚将——乱世的英雄
●潘运明 文/图

1975年的冬天，中国考古工作者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 11 座
秦墓，并在第11号墓里发现了一大批
秦朝的竹简，统称“云梦竹简”。 竹
简共 1100 多枚，内容以秦代法律、文
书为主，另有《编年记》等，云梦竹简
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着重要
的价值。

竹简《南郡守腾文书》里有“恶
吏”“知而弗举”和“养匿邪辟之民”的
记载。如何处置“邪僻之民”？赴秦
当客卿的韩非主张靠法令和刑罚来
惩治违法之人，整肃风气。他给秦王
举例道：现在有个不良少年，父母对
他发怒，邻居对他责怪，老师对他谆
谆教导，他都不曾改悔。但州部官吏
拿着兵器来搜捕“奸人”，他马上感到
恐惧，从此改正了自己的行为。秦王
接受了他的建议，一方面迁徙“不轨
之民”、“豪富”去南阳、咸阳集中管
制，一方面以重典酷刑收治新冒出来
的不法分子。

继秦而兴的汉朝以“禁网疏阔”
著称。这种政策虽可缓和社会矛盾，
但也极易导致容奸受恶。

汉武帝登基前后，出现了职业性
复仇集团和杀手，几度遭受沉重打
击，终究历经400年而不衰，引起众多
史家的注意。两汉时期大批强人卷
入械斗仇杀活动，主要在关中和南
阳、河内、颍川。

东汉倾覆后的中国，经历三国两
晋南北朝，频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处于
凋敝状态，强民得以大批滋生和生
存。

从唐朝覆灭到宋朝建国，其间的
“五代十国”，兵燹不断，社会动荡。
这些反而为“乱世英雄起四方”提供
了条件。大大小小的强人团伙不失
时机地向政治舞台进军，竟至出现了
市井强人当皇帝的局面。

明代的强人主要有光棍、打手、
健儿、讼师与闲汉等，其活动花样众
多。除此之外，还“棒槌”、“槁子”等
称呼，“光棍”一词是官方对强人的通
称。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强人活动更加空前活跃。如
光棍、山棍、讼棍、神棍等，这些人行
为放荡、心狠手辣，名声很差。清代
的“光棍”定义十分广泛，敲诈、诈骗
等无赖，也都称为“光棍”。

“乱世英雄起四方”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每遇战
乱，大批农民四下逃难，如赴边陲、入蛮
夷、浮江湖、进深山、闯关东、走西口、下
南洋（东南亚）等等。

蹚（注：tang，第一声）字有“蹚水过
河”之意，即在较浅的水中行走。豫西
一带天灾频仍，当地百姓多有外出逃荒
的习惯，遇到灾年，男人会携家带口外
出，由于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豫西人便
把外出称为“蹚路”。引申开去，到社会
上混人物也叫作“蹚”，如“蹚光棍”。在
社会上混得好就算蹚得开、有本事；混

得不好就叫蹚不开，指光棍没蹚成，打
不开局面。

“蹚”字与“将”字结合则有了新
意。“将”者，将领之谓也。蹚而为将，便
有了流民变作民间武装的含义，推而广
之，豫西也就把民变武装统称为“蹚
将”。“蹚将”和“梁山好汉”属同样性质，
与历史上出现过的“绿林”、“赤眉”、“响
马”、“刀客”一脉相承，如山东响马，关
中刀客。

蹚将是自明末至清朝，延续至民国
年间的一种匪文化，是军阀混战的一种

特殊文化现象，以当时的宝丰、鲁山、伊
阳等豫西南数县为中心。这里土地贫
瘠，十年九旱，为改善水利条件，提高抵
御天灾的能力，百姓常年在山上挖沟、
筑堰、垒石、砌坝，这些人多是木匠、石
匠、铁匠、泥水匠等，他们集成股杆，称
作“蹚匠班”，一班称作“一杆子”，举荐
耿直公道的人做“杆头”，出外联系活
路、分发工钱、处理纠纷等都由“杆头”
负责。清末民初，宝丰、鲁山、临汝等地
有蹚匠班成百上千杆，当地人称作“蹚
匠”。

中原地带的“蹚”

在《鲁山县文史资料》29辑中，有一
篇齐国文的《蹚匠班》，作者在开头写
道：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也一直
在农村，对农村的事情比较熟悉。小时
候常听老人们讲，他们年轻时上蹚匠班
如何出力，如何辛苦，如何自找乐趣。

文章讲到，古时候，人们为了躲避
战争和灾难，从遥远的地方迁移到深
山，重新开荒种地，安家落户。那时山
区人烟稀少，这儿一户，那儿两户，居住
分散，繁重的生产劳动全靠人力进行。
春秋时期，为了联合力量，有效地开展
生产，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墨子
倡导创建了“蹚匠班”这个互助组织。

所谓班就是由多人组成，蹚匠班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刨地、锄地、收
获为主要任务组成的临时生产组织。
人员多少不固定，三五人、五七人都可
称为一班；今天你参加，明天他参加，人
员的多少主要看主家农活的多少，活多
就多找几个人，活少就少找几个人；工

作时间也不固定，多为一两天或两三
天。人员组织有两方面，一是谁家用人
谁家找，需要用谁就找谁；二是啥时间、
需用多少人，只要给有威信的头人一
说，让他帮忙张罗。干活时也都有班头
负责，组织人员上工、下工、休息和监督
干活质量等。

蹚匠班以互助劳动为主，也就是劳
动力之间互相帮助。农活关紧时，今天
我给你家干活，明天你给我家干活，后
天再到他家干活，这种干活形式也叫换
工。个别也有卖工的，就是家中劳力较
多，自家农活不是太忙，抽出劳力给别
人家帮忙，被帮忙者按工付给报酬。

蹚匠班的人干活很用劲，也很细
致，时间抓得也紧。谁家使用蹚匠班，
谁家得管饭，饭也家常，没有什么标
准。早上玉米糁子稀饭，中午大米稀
饭，稍微稠一些，晚上稀面条，但是顿顿
都有馍，馍是玉米面杠子，有时再掺点
菜，叫菜馍。每个玉米面杠子都有一斤

多重，每人每顿得吃一个到两个，喝两
三碗稀饭。每顿的菜更是简单，都是自
家种的倭瓜、豆角、萝卜、土豆之类，清
水煮菜，放点盐，有咸味就可以了，油都
吃不上。蹚匠班的人大都年轻，且劳动
量大出力多，因此饭量也大。

豫西蹚将与墨子创建的蹚将班是
否有内在的联系，尚需进一步研究。民
国年间，由于蹚匠班做活儿的地方多是
穷山恶水，天高皇帝远，盗贼土匪出没
频繁，手握大刀、纵横自如的土匪生活
使匠活儿处于淡季的青壮年不免心头
发痒，所以，他们时不时参与一些较轻
的“匪活”，以至于有了“明蹚匠暗匪股”
一说。

这些人多因不堪忍受贪官污吏土
匪豪绅压迫、苛捐杂税盘剥等而揭竿，
对平民百姓不掠不劫，甚至还拿出抢来
的财物予以周济。同时这些人多头裹
巾帕，颇似旧时武将，于是，人们逐渐把

“蹚匠”叫成了“蹚将”。

从“蹚匠”到“蹚将”

毛泽东著作有限，他在著作中提
到的地方更有限。然而，我市有一个
地方，竟在他的著作中两次被提到，这
就是“昆阳”。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
文章中，论及以少胜多的战例时，都说
到了“昆阳之战”。“昆阳”就是现在叶
县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如今是全县八
十多万人口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河南省十大古城之一。

从“昆阳之战”可以得知，“昆阳”
是个古镇、古城。其实，昆阳的文明史
可上溯到石器时代。这里古为豫州
地，周为应侯国，春秋时期属楚，至今
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公元前350年，
魏国在此设昆阳邑，后属秦，置昆阳
县，西汉因之。

昆阳地处要冲，地势开阔，物产丰
富，交通发达，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除了新朝末年王莽和刘秀的新汉“昆
阳之战”、明末的“李自成之战”，现代
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有不少战
役在此打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
民党的汤恩伯汤司令，就把他的司令
部和军校，开办、开设在昆阳地界，曾
名噪一时。

昆阳手工业发达，最著名的是铁
器和铜器制造加工。这里制造的铜质
水烟袋，1915 年曾出现在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上。昆阳物产丰富，盛产小麦、
玉米、高粱、小米、大豆、红薯、棉花
等。尤其是文庙院子里生长的中草药

“车前子”，药效出奇的好，曾获明代李
时珍好评，被载入他撰写的《本草纲
目》。昆阳古建筑多，走进昆阳，一街
两行都是明清风格的古建筑，有名气
的 是“ 明 代 县 衙（国 家 文 物 保 护 单
位）”、“金代文庙（省文物保护单位）”
和“明代一条街”等。昆阳还有神奇的
传说，在文庙的院墙外有一处古迹“一
步两眼井”，奇怪的是，紧邻着的两口

水井，一口井水甘甜，一口井水苦涩。
传说有两兄弟，哥哥不孝，淘的井出苦
水，弟弟孝顺，淘的井出甜水。昆阳饮
食业发达，大街小巷各种吃食应有尽
有。最出名的是叶县烩面和叶县大锅
盔。烩面面筋、味厚，香鲜；大锅盔个
大、酥香、有嚼头。

昆阳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紧邻平
顶山市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十分便
利，毗邻郑州、洛阳、南阳三大民航机
场，日（照）南（阳）、南（京）洛（阳）两条
高速公路在昆阳附近交会，境内有311
国道、豫01线、平桐路、平舞铁路、平舞
高速公路、登阜铁路叶县段和盐业铁
路专用线过境。

近年来，昆阳投资、融资数千万
元，先后建成了昆阳商城、瓜果市场、
九龙市场、四眼井市场、东菜园商业一
条街等，规划整修了昆西路、健康路等
十多条街道。为进一步弘扬昆阳悠久
的历史文化，县委、县政府投巨资恢复
了我国仅存7所之一的叶县明代县衙，
并建设了明代县衙一条街。

叶县明代县衙一条街以较高的历
史、艺术和观瞻价值，吸引着海内外游
人前来观光旅游。孔子、黄庭坚、李白
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或为官于此，或
游历于此，都为昆阳留下了广为传颂
的不朽佳话和精美诗篇。

值得提及的是，一条名叫灰河又
叫万泉河的河流，从昆阳古城穿境而
过。前些年，政府出资对河床、河道、
河岸进行了高标准的整修和治理，净
化了河床、硬化了河道、绿化了河岸，
使昆阳古镇流水潺潺、绿树成荫、桥涵
遍布、游人如织，很有南国逸韵和水乡
风采。

由于昆阳古镇和我居住的平顶山
市毗邻，我经常来这里。庆幸的是，每
次到来，都能看到它的新发展、新变
化、新景象。

被毛泽东两次提到的“昆阳”

邓国是西周时期“南土”的重要
诸侯国之一，其都城旧址在今湖北省
襄阳市西北十余里处，即同治《襄阳县
志》所载“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址尚
存，高丈余，壕淤成田”的古邓城。据
考古调查与发掘得知，邓国故都城址
呈长方形，方向北稍偏西，南北长约
800 米，东西宽约 700 米，每面城墙正
中各有一缺口，当为城门遗迹；城外
南、北和西面三方护城河还清晰可辨，
比四周农田低 1-2 米，东护城河虽经
大规模平整，宽大的沟痕仍然明显。
整个城址虽历经千载风雨，轮廓仍十
分清晰。

应国于商代已经建立，甲骨卜辞
中有记载。周初成王改封其弟于应，
以统治和监管殷顽民、抗击南淮夷。
昭王时，殷遗民的势力几经分化、瓦解
和打击，已不复有反抗能力。而居于南
方的楚国日渐强大，对周王朝在南方的
统治构成新的威胁。为遏制楚的势力
向北发展，周王朝便从北方调遣一些诸
侯国南迁，分封于淮汉之间，以充实南
疆。

夏商时期，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应
县一带有古应国，后来古应国的子民
迁至今平顶山地区。应国新封的疆域
包括今我市市区，以及今汝河以南的
襄城县、郏县、宝丰、鲁山、叶县一带。
其都城在滍水北岸,因沿袭旧称仍名
应城。需要说明的是，滍水即今沙
河。滍水之名当为纪念其祖先应龙氏
在涿鹿、阪泉战役中打败蚩尤而特意
命名的。滍与蚩原本一字，后因名之
河加水旁。

据实地考证，1964 年淹没于白龟
山水库的古滍阳镇西南部即为应国国
都旧址，其西侧有应水，西北有应山，
显然皆因应国南迁而得名。应国墓地
位于都城外西北角的滍阳岭上。

西周时期，各诸侯国贵族间互相
通婚，其婚姻关系不是单纯的男女之
爱，而是涉及国家的政局稳定及政治
联系。因此，各诸侯国将联姻作为一
种外交手段，来维护本国安定和扩大
本国势力。邓国与应国这一时期也有
联姻关系。

1979 年 12 月，在我市原薛庄乡北
滍村西南的滍阳岭上发现了一件邓公

簋（注：gui，第三声，古代盛食物的器
具）。在以后的 1980 年 5 月和 1984 年
4 月，这里又发现 3 件邓公簋，共计 4
件，其中 1 件现藏河南博物院，另 3 件
现藏平顶山博物馆。形制、纹样、铭文
及大小皆相同，通高20厘米、口径19.5
厘米、腹径 24.5厘米、深 11厘米、圈足
高 3 厘米、扁足高 2 厘米，重 4.1 千克。
上部器盖为子口，中部上隆，盖顶有喇
叭形握手，器身为母口内敛，鼓腹下
垂，双龙首耳各衔一圆环，圈足下有 3
个小扁足。底部有铸痕。缘与口缘均
饰有目窃曲纹，盖面与器腹饰瓦垅纹，
圈足饰斜角云纹，支足根部饰兽面
纹。盖内与器底铭文相同，铭文皆为3
行 12字（下图），为邓国国君（邓公）为
其女嫚毗嫁给应国国君时所铸的陪嫁
礼器。这一发现为找到应国墓地提供
了重要线索。

1986年3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
我市文物部门开始在这里开展文物勘
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应国墓地考
古发掘的大幕，在以后的十余年里，共
发掘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墓葬
300多座。值得一提是，一号墓中出土
了一件精美的玉鹰。此鹰后来成为我
市的市徽，而应国的都城应城即鹰城
也随之成为平顶山市的别名。

邓公簋：邓国与应国的联姻礼器
●娄金山 文/图

●李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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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及民国年间，豫西石破天惊地蹦出一个个血气贯顶的蹚将刀客，白朗、樊钟秀、老洋人张庆、金宪

章、王老五、崔二旦、李老末……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因不堪忍受压迫遂揭竿而起，以朴实、从容、豪放、洒

脱的风格，纵横山川大地。

他们侠肝义胆，不屈不挠，激扬着农民起义的正义与公道，但也掺杂着暴戾恣睢与血腥残忍。在传统

英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一群体留下诸多佳话，为西部壮史增添了厚重一笔，也是中国近代史无可回避

的一页。他们的故事被传承、颂扬，2015年“白朗起义故事”被列入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同时，樊钟秀、老洋人张庆及蹚将行话、隐语、歌谣等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邓公簋

邓公簋器底铭文

一代蹚将樊钟秀的旧居当时的国民党河南支部长凌钺写给蹚将的信

一代蹚将白朗之墓

“白朗起义故事”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