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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记先祖威

虎营以前叫虎叶营，叫着叫着就简化为虎营

了。虎营村位于沙河南岸，村子西北早先有一沙

岭，形如卧虎，名老虎岭。岭上树密草茂，岭外河床

宽阔，站到岭上可以看到河道里两股水流奔涌东

去，村里人称之为大河、小河，大河是从西边尧山而

来的沙河，小河是从南边彭山而来的肥河，肥河在

此处汇入沙河。岭内滩涂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虎

营村因老虎岭的环抱而得名。明初刘伯温认为此

处是块风水宝地，就向好友叶琛推介，叶琛之妻带

三子叶振声在此繁衍生息，村子始叫虎叶营。

叶家老房子是位于村子中央的叶三胖宅院，至

今保存尚好。叶家大院属我国北方典型的四合院

组群建筑，从前街到后街共有七进院落，体现了深

宅大院的建筑风格。进入叶氏庄园，宛若徜徉在

砖雕、木雕、石雕的建筑艺术长廊中，门楼上、山墙

上、房檐下、屋脊上各类雕刻俯拾皆是，或花鸟或

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昔日的七进院落加上

东西跨院，有上百间房屋，如今只剩下一进和三进

院。一进院的过堂，石础木柱，木门和门楣上有精

美的木雕，就连两边山墙头上也有青砖雕刻。一边

是“喜鹊登梅”，一边是“凤穿牡丹”。朝南的一面刻

的是篆体福字。东西厢房的南山墙上各嵌一个三

寸长的凹形木条，家里唱堂会时上面架一根竹竿就

拉起了幕布，一家人坐到屋檐下看演唱。这家人过

得可真是诗意生活。一进院的过堂已经封死，去三

进院要从宅院东的胡同里进。院里耸立着两层 7

间灰瓦楼房，墙的下半部是红石，上半部是青砖。

这 7 间楼房是七进院里最高的建筑，是昔日叶家存

放粮食的库房，常年存放几十万斤粮食。如今楼房

里住的人叫司太安，已不是叶家后人，他虽然住着

昔日大财主的宅院，可从他身上丝毫找不到大财主

的派头。

虎营的叶家是有点来头的，其家谱叫南阳堂

谱，系叶公后裔，宋时由叶县阜城村迁居浙江处州

府丽水县壁虎镇鸿喜村。虎营叶家始祖叶琛就来

自浙江丽水。叶琛饱读诗书，胸怀韬略，是元末明

初著名的“浙西四贤”。元至正四年（1344 年），任歙

县县丞，十二年（1352 年）升任处州路总官府判官，

十八年（1358 年）官至行省元帅，二十年（1360 年）

和同是浙江人的刘伯温、章溢、宋濂同时被朱元璋

征聘至应天府，初授营田司佥事，不久调任洪都（今

南昌）知府。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降将祝宗、康

泰叛乱，叶琛被俘，面对叛军的威逼利诱，叶琛大义

凛然、忠贞不屈，最后被叛军所杀。明朝建立后，朱

元璋感念叶琛的功绩，于洪武元年（1368 年）追封其

为南阳郡侯，这也是叶氏家谱为南阳堂谱的缘由。

叶琛死后，刘伯温亲为其选葬于今天虎营村的西

南。叶琛的三个儿子叶振国、叶振基、叶振声都被

封为兵马府总旗，即带兵的元帅。长子振国驻守浙

江，次子振基驻守南京，三子振声和母亲一起北上

辅佐燕王朱棣，随后定居鲁邑叶营，也就是今天鲁

山县马楼乡的虎营村。当时并不叫叶营，而叫冯家

庄。随着叶家的崛起、冯家的败落，加之叶家初为

营寨形式驻扎，自然而然就叫叶营或虎叶营了。村

名演变到今天，掉了叶留下虎，也许是叶家人在遥

记先祖的虎威吧。

乌龙马当先

新中国成立前，在鲁山说起“叶半县”，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叶半县”说的就是虎营村的叶家。

从明清到民国，叶家在沙河岸边繁衍生息，渐

成鲁山望族。土地上千顷，被朝廷挂过千顷牌，号

称“叶半县”。传说乾隆年间，国家遭灾，朝廷给地

方政府下达了捐款任务。鲁山知县到叶家商量对

策，叶家当家人说：“好办，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说

“叶半县”，一说叶家的地多，叶家掌柜从虎叶营走

到叶县县城，不出自家的地块儿；一说叶家的门店

多，在县城占了一半。可以想见，叶家在过往几百

年的岁月里是何等辉煌。

叶家也遇到过几次凶险，但都被当家人化解，

其家族得以平安，家业越来越大。

到明朝末年，叶家骡马成群，田地千顷，村民在

叶家的牵头下围绕村子打起了寨墙，叶家人在第八

代传人叶锦章的带领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兴盛时的叶家有喂牛的牛倌儿，有养马的马倌

儿，有磨面的磨倌儿，有做饭的厨倌儿，还有专门给

牲畜看病的医生，喂狗的、养鸟的、种花的、玩猴的、

驯鹰的，都是专人。据说，马倌儿见一匹老马已丧

失劳动能力，又舍不得杀，就牵到北湖让它自生自

灭。北湖就是村北沙河岸边的一片沼泽，这里湖水

清澈，水草青青，白鹭翻飞，老马在这里怡然自得，

养得膘肥体壮。春天放养的，暮秋时节它回到了马

厩，马倌儿和马医一看，判定老马怀孕了，于是精心

照料，果然诞下一油光发亮的卷毛黑马驹。

一天，叶锦章让马倌儿给百里外南召县的老姑

奶送信，马倌儿见饲养年余的小马驹生龙活虎，就

想拉出去试试。牵出寨门，跃身上马，只见黑马驹

前脚一刨地，咴咴几声，就箭一样跑开了。马倌儿

两耳生风，两边的树唰唰向身后倒去，不到一个时

辰就到了。喝罢老姑奶打的鸡蛋茶，怀揣老姑奶的

回信，马倌儿骑上马就回来了。见日色尚早，磨倌

儿正淘麦磨面，马倌儿就上前帮忙。此时叶锦章走

过来，脸色一沉说：“我让你送信你怎么还不走？”马

倌说：“我早回来了！”并拿出老姑奶的回信为证。

“你骑马还是坐轿呀？”马倌儿狡黠一笑说：“当然是

骑马了。”

晚上，老掌柜叶锦章摆下一桌酒席，让马倌儿、

马医、磨倌儿前来赴宴，并执意让马倌儿坐上座。

酒过三巡，老掌柜问起今天送信如此之快的原因，

马倌儿细说了黑马驹的来龙去脉，还说这马一个时

辰能跑百里，是日行千里的千里马。马医在旁插

话：“母马在湖边放养时天降暴雨，是不是与龙或天

马交配也未可知。马驹头上有两只角，还是黑色卷

毛，真是贵不可言。”叶锦章即时就让马倌儿牵马来

看，果见此马与众不同，于是，几个人商议后给黑马

驹起名“乌龙驹”。叶锦章让他们保密，以免歹人知

道带来祸端。

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冬，北风呼号，闯王李

自成攻下鲁山县城之后，派兵到虎叶营征钱征粮。

士兵走到寨前，大声向寨内吆喝：“快开寨门，不然

杀得你们片甲不留！”突然一声马嘶从寨内传出，闯

王的马听到后全部前腿跪地、浑身打颤。义军惊

悚，急报于闯王。闯王问牛金星是何因。牛金星说

寨内有宝马。此时，寨内叶锦章召集族人商议，大

明气数将尽，留此马也无用，不如献于闯王，保全寨

平安。闯王得宝马大喜，遂免去虎叶营钱粮，骑上

宝马直捣北京而去。

叶慧业和叶三胖

叶琛第九世孙叶慧业为人耿直仗义，在虎叶营

族人中留下美名。乾隆年间，鲁山知县董其有依仗

外甥在朝为巡抚，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一天，

董知县一纸公文向虎叶营叶家摊派白银二十万两，

叶慧业拒付，结果被抓到县衙绑于大门石狮之上。

叶家筹钱后，董其有才放人。叶慧业冒着生命危险

进京告御状，终于扳倒了这个贪财的知县。叶慧业

在嘉庆年间考中进士，先任澳门同知。澳门同知全

称“澳门海防军民同知”，是清代负责管理澳门洋人

及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海防的正五品官员。叶慧

业任职期间，华南海盗猖獗，为此，嘉庆九年（1804

年）4 月 20 日，叶慧业以澳门同知身份发布饬令：

“凡可以接济贼匪之物，尤宜严查严禁，以清盗源”

“遇有民人到澳采买硝磺及军器，务须问明来历。

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盘诘禀究”。由于采取了

打击澳门洋人向沿海百姓私卖硝磺军器等措施，辖

区海盗行径收敛，治安形势好转，叶慧业受到朝廷

嘉奖并调往广东南雄府任知府。在知府任上，叶慧

业兴水利除灾害，深受百姓爱戴。不久，叶慧业听

说当年得罪的董知县的外甥要来广东当巡抚，害怕

被打击报复，就称病辞官回了虎叶营。回乡后，他

设立义塾、治理水患，在族人中威望很高。

在虎叶营还有个响当当的人物叫叶三胖，是民

国时期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去世。现今的叶家大院

就是他的宅第。叶三胖是叶琛第十三代孙，名凤岐，

乳名午辰。因排行老三，体形特别胖，被称为叶三

胖。寻常的罗圈椅竟坐不下他，他的椅子是特制的。

胖，是因为他特别能吃。叶三胖十几岁时，有

天家里待客，老太太交代上囫囵鸡子囫囵鱼，结果

上的鸡切碎了。饭后老太太问厨子原委，厨子说鸡

让少爷吃了。三胖说：“我就尝尝。”老太太说：“咱

那么大家业，不能让他委屈，以后一顿饭让他吃五

斤肉。”牛倌儿在一旁嘟囔：“俺是没条件，有条件一

顿也能吃五斤肉。”三胖就让牛倌儿陪他一起吃。

第一天，牛倌儿吃得很高兴；第二天，强塞吃完了，

晚上上吐下泻；第三天，说啥也拉不到桌前了。

三胖出行坐轿，可抬轿的受不了，三胖就自己

琢磨发明了驮轿，让两匹骡子一前一后驮个特制的

轿子供他出行。

三胖会玩。玩鹌鹑、玩鹰、逮兔子样样在行。

单是逮兔子就花样翻新。先是放狗撵，接着放鹰

抓，然后让猴子骑着老绵羊去拾兔子。

三胖乐善好施。他把收的粮食堆到场里一部

分，让穷人拿着口袋去抢，说是分场。他站在寨墙

上看，看人家又是抬又是扛，眼看抢完了才到场

里。大家都知道三胖喜欢看拾麦，收麦时他在哪块

地，哪块地边儿就围满了人，这些人是等着收完后

捡地里落下的麦穗儿。麦子刚堆在一起，他一声

“放哄了！”就进了一地的人捡麦穗儿。他说：“好看

好看！”看着看着，他一高兴，说：“把这个稳堆也哄

了吧！”“稳堆”就是这块地收的全部麦子堆在了一

起。结果扛的扛、抱的抱，转眼工夫就哄完了，而他

却拍着手哈哈大笑。

三胖还成人之美。有次去庄园，一个随从告诉

他：“明天蒸的馍你别吃，太脏。”原来是这个随从看

到挑水的小伙子和做针线活儿的姑娘在厨房里亲

密了。三胖把他们叫来问，没想到他俩争着揽责

任。三胖又问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在得到肯定

的答复后，他说：“白果树那边有百十来亩地，既然

你们真心相爱，你俩去那里自种自吃吧！”

当地有农历十月初一放路灯的习俗，放路灯是

给无家可归的野鬼送钱积阴德。有一年放灯时，叶

三胖带的一队铜器与马楼韩家的铜器队在乱葬坟

相遇。两队铜器狭路相逢，要争高低，于是就怼开

了。叶三胖说：“我破上一茓子麦，尽管怼！”他家的

茓子六尺高，占了七间房，一茓子就是几十万斤麦

子。开始是在野地里，后来移到路边搭起彩台。双

方几十面大鼓、大饶、铜锣等一齐打起来，如风吼雷

霆，白天打，夜里打，直打得马不吃草，鸡不下蛋，鱼

翻坑，猪唧咛，围观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直打了

半月有余也不停歇，最后惊动县长亲自劝解，双方

才偃旗息鼓。但从此，马楼一带有了过节两村打铜

器的习俗。

叶三胖有八个儿子，外号“八百爷”，可能受他

的影响，都不是持家的料，本来他留下的家产就不

多，“八百爷”们临解放时都已败光了家产，没有一

个被划为地主。

沙河流水哔哔，从亘古中走来，向天的尽头流

去。岸边的虎叶营在时间的长河里悠然地迈着方

步。过往已成烟云，如今，虎叶营人正在创造着新

的传奇。

虎营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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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马楼乡虎营

村，因老虎岭的环抱而

得名。明初刘伯温认为

此处是块风水宝地，就

推介给好友叶琛作为安

葬之地，叶琛之妻带三

子 叶 振 声 在 此 繁 衍 生

息。叶家大院属我国北

方典型的四合院组群建

筑，从前街到后街共有

七进院落，体现了深宅

大院的建筑风格，也承

载着过往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