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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三顾神垕
八路军盛情难却

曹沟村位于禹州市神垕镇与安

良镇交界处的山沟内，因曹操屯兵牧

马而得名。该村北依凤翅山，南望马

山，西接大刘山，附近有白云寨、灵泉

寺，三面环山、环境幽僻，是灵山秀水

之地。村内最低处与凤翅山海拔落

差百米有余，在大树掩映下，窑洞石

屋尤显隐蔽，易于作战。

郏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李

志杰介绍，其实，吸引八路军在此驻

扎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便于隐蔽，而是

曹沟群众的热情和真诚。

清 康 熙 年 间 ，神 垕 陶 瓷 产 业 复

兴，李氏祖上三兄弟结伴而来，在曹

沟村掘洞而居，以伐卖“窑稍子”（烧

窑用的木材）谋生。他们辈辈单传，

直到第六代李广璨才育了四子：李

鳌、李林山、李当轩、李凤山，并培养

出了两个文化人：李鳌、李当轩。

李鳌生于 1884 年，19 岁考取秀

才，1905 年娶妻张夌，1906 年生长子

李国玺，1910 年进入京师大学堂，毕

业后曾任国民政府郏县县长。因厌

于官场黑暗，他辞职还乡，隐居曹沟，

1916 年又生下李国栋、李国桢孪生兄

弟。李鳌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李国

桢考入西北联合大学化学系，李国

玺、李国栋先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

校，成为国民党党员。毕业后，李国

玺回到郏县，任国民政府郏县保安大

队大队长，李国栋任驻守开封的国民

党师长。李国玺极具正义感，缉捕

“刀客”，围剿“蹚将”。1944 年初，李

国玺与中共禹郏地区地下工作者有

了联系，并收到王树声、皮定均的亲

笔信。

1945 年 5 月，日寇占领郏县，曹

沟群众自发组织红枪会，坚决不做亡

国奴。李国玺下定决心要投靠八路

军，保家卫国、誓死抗日。不料，他的

言行引起了国民党郏县伪县长刘子

振的注意，刘子振和拥有 4000 余兵

马的国民党杂牌军保安四旅旅长、禹

州匪首席子猷勾结，于 1944 年 6 月 22

日设下鸿门宴，将李国玺残忍杀害。

当天晚上，与李国玺联系频繁的妻

妹、妻妹夫也被杀。

李当轩又名李书山，是李国玺的

三叔，从小读私塾，毕业于河南省立

第十中学，毕业后在安良、神垕一带

教书，思想进步，向往革命。

侄子的伤逝，更加坚定了李当轩

和李氏家族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向

往。尤其是李国玺的妻子李席珍，因

幼时性情刚烈拒不缠足，成为那个年

代罕见的大脚女子，安良、神垕及周

边地带的人们都昵称她为“李大脚”，

曾跟随李国玺征战于禹郏地区。李

席 珍 共 生 育 4 个 子 女 ，李 国 玺 遇 害

时，最小的女儿刚满 8 个月。为替夫

报仇，她学会了射击、爬树、骑马，能

双手双枪射击。

正当李家极度悲愤之时，1945 年

6 月，八路军第三次神垕保卫战取得

胜利，粉碎了日伪的重兵围剿。听闻

喜讯，李氏族人和曹沟村民第三次到

神垕，邀请八路军进驻曹沟。“据中共

禹郏县县长张清杰回忆，入驻当天，

曹沟李姓家族为了欢迎八路军，竟然

杀了 3 头猪，李家四兄弟李鳌、李林

山、李当轩、李凤山的家中都住满了

八路军的领导干部。”李志杰说，史料

记载，当年农历六月二十七，中共河

南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六军分

区和中共禹郏党政军机关及禹郏县

独立团进驻曹沟，热情的村民纷纷腾

出自家住房，迎接八路军的到来。

军民联合抗击日军
推动抗战全面胜利

随着武装斗争的不断开展和各

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六地委和禹郏县

委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切实加强组

织宣传工作。

1945 年 6 月底，六地委在神垕北

野猫洞举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培养农

会干部，发展党的组织。训练班由乔

立兴任指导员，刘波涛任队长，共举

办 三 期 ，每 期 20 天 ，200 多 人 参 加 。

学员大部分从神垕、白峪、安良等区

抽派，多为贫苦农民。参加培训的学

员提高很快，带动许多青年参加了革

命队伍，并有 100 多名积极分子发展

成为党员。

六地委和禹郏县委组织专职工

抗战曹沟 独立千秋
◉阅读提示

1944 年 4 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步入穷途末路。为实现南北贯通，挽救其南洋孤军，日军调集近 10 万重

兵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一时间，河南西部广大地区沦陷，炮火纷飞、民不聊生。

为阻止日军继续西犯，中共中央果断决策，先后抽调八路军组成 6 个支队，整编为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由王树声、戴季英、皮定

均等率领挺进豫西。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英勇抗击日寇，并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旧址在郏县安良镇曹沟村），实现了中共

中央将陕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意义，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风”的造字依据，至今还是一

团疑云。《说文解字》中把“风”定为

形声字，“虫”形、“凡”声，理由是

“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

而据历史学家考订，在中国远

古时代，“风”是东方一个以“风”为

种姓的氏族，其祖先为太昊，即伏

羲氏，其图腾为凤鸟。传说中的风

神“飞廉”，其实就是“太昊”，“飞

廉”“凤鸾”不过是“风”字的古代读

音，是对凤这种长尾大鸟起飞时扑

啦啦、扑棱棱扇动空气的声音的模

拟。

“风”“凤”本一字，古人认为天

上神鸟振翅飞过，拍扇空气，人间

就吹大风。风虽无形，神鸟名凤，

有形。于是画一只神鸟凤，尊为风

神，代理风字。

古代“风”的本义与现代的通

常 用 法 大 体 一 致 ，指 一 种 常 见 的

“天气现象”，古人解释的成因与现

代也颇为相近，《庄子》说“大块噫

气，其名曰风”，“风”是大地的呼

吸；《淮南子》说：“气聚一方，流而

为风”，“风”即“气”在天地间的流

动。殷商卜辞中许多关于风的记

载，表明古人对风的习性有了全面

的把握。所谓“八方之风”，讲了风

的空间性；所谓“四季之风”，讲了

风的时节性。

空气流动产生的风，来无形，

去无踪，看不见，抓不着，所以唐代

诗人李峤写了《风》：“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

竿斜。”全诗就像灯谜，无一“风”

字，却巧妙传达出“风”的具象。一

些类似的谜语也十分生动地反映

了风的特征。如“生来本无形,走

动 便 有 声,夏 天 无 它 热,冬 天 有 它

冷。”“麦浪如潮涌，旌旗上下翻。扁

舟船帆起，好似箭离弦。”“云儿见它

让路,小树见它招手,禾苗见它弯腰,

花儿见它点头。”

与这些谜语相伴的故事也很

有趣。清朝时，江苏南通有个著名

画家，名叫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之

一 。 有 一 次 ，他 到 一 个 朋 友 家 做

客，大家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谈着

谈着，话题转到了绘画上来。其中

一个人说：“大千世界什么东西都

能 入 画 ，我 看 就 有 一 种 东 西 画 不

来。”有人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轻轻

地吐了一个字：“风。”大家听了沉

吟不语，觉得的确如此。李方膺却

不以为然地说：“风！能画，完全能

画。”在场的人都好奇地催促李方

膺当场给大家画一张“风”。李方

膺也不推辞，铺好纸，润好笔，沉思

片刻，俯身画起来。不到一顿饭的

工夫，果然把“风”画出来了。众人

忙上前观看，只见画面上有簇坚韧

茂密的竹子，很用力地向一边倾斜

着，使人一看就强烈地感到有一股

狂风呼啸而来，从竹枝飞舞、竹叶

互相碰击中，似乎还可以使人听到

碎琼乱玉的叮咚之声。这就是李

方膺的《潇湘风竹图》。

人类利用风能的历史十分久

远。风能是继人力和畜力之后，人

类最早开始利用的动力之一。人

类早期利用风能的标志是风帆和

风车。中国是世界最早利用风能

的国家之一。公元前数世纪，中国

人民就利用风力提水、灌溉、磨面，

用风帆推动船舶前进。宋代是中

国应用风车全盛时代。到了明代，

中国的帆船更是名扬四海。600 多

年前，中国著名航海家、外交家郑

和曾率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

的帆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 30 多个

国家。

风也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当人们给亲人朋友送行的

时候，常会习惯地说：“一路顺风”，

表 示 一 种 祝 福 顺 利 和 平 安 的 意

思。但是“顺风”的概念并不是任

何情况下都合适的，尤其是在乘坐

飞机的时候。因为飞机起飞和降

落最好在逆风中进行。飞机起飞

是靠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产生的升

力来支撑的，升力的大小取决于飞

机与空气的相对速度。逆风起飞

时，与空气的相对速度等于飞机滑

跑速度加上风速，由于相对空气运

动速度大，获得升力也就大，这样

就可以减少滑跑距离，减少发动机

在最大马力起飞时的运行时间，节

约燃油成本，延长发动机寿命。也

就是说，飞机起飞时，如果有风迎

面吹来，在相同速度条件下，其获

得的升力就比无风或顺风时大，因

而就能较快地离地起飞，而逆风降

落，就可以借风的阻力来减小飞机

相对于地面的速度，缩短飞机着陆

后的滑跑距离。同时，逆风起飞、

降落还有利于飞机运动中方向的

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一般来说，只

有在无法选择逆风起、降，而且跑

道较长、风速又不大的情况下，方

可顺风起降。所以，当亲朋好友坐

飞机时，如果想要表达祝福，您可

以选择说：“祝您旅途顺利!”

鲁山古称鲁阳，是中国牛郎织

女文化之乡、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鲁山秀丽的自然风景和深厚的历

史文化，孕育了一代代名人大家。

2014 年 8 月 3 日，“鲁山十大历史名

人”评选揭晓，元代政治家王磐名

列其中。在历史的苍穹中，他的名

字是一颗璀璨的星辰，一直令后世

仰望。

王 磐（1202 － 1293 年），字 文

炳 ，元 朝 初 期 名 臣 。 历 任 翰 林 承

旨、太常少卿等，官至宰相。他的

祖上世代务农，仓廪丰实，但在蒙

古军攻破永年城要屠杀百姓时，王

磐的父亲毅然拿出全部家财换得

全城父老性命，从此家道中落。物

质的贫瘠虽使他消瘦孱弱，但父辈

的大善却滋养着他的心灵，使他的

灵魂健康茁壮。

《新元史卷》记载：邢水县达鲁

花赤忙兀碍依仗自己是皇戚，贪赃

枉法，横行霸道，该县百姓深受其

苦。有个叫赵清的人，揭发了他的

罪行，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后来

侥幸逃脱，但父母妻子均被杀。赵

清告到官府，反而被诬入狱。当赵

清抱着一线希望到王磐的宣慰使

衙门喊冤时，王磐力排多方干预，

独立办案，秉公执法，果断处死达

鲁花赤忙兀碍，并没收其家产，将

一半给了赵清。

王磐刚出任真定郡（今河北省

正定县）的宣慰使时，郡中有一些

西域来的商人，仗着财大气粗，与

官府勾结，放债取息，还私设公堂，

对 不 能 按 时 偿 还 的 人 严 刑 拷 打 。

有个商人更过分，竟敢干预官府，

大摇大摆地坐在衙门大堂上指挥

自若，根本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磐

大怒，叱左右捽下，棰之数十。”商

人差点被打死，百姓们拍手称快。

从此，那些西域商人再也不敢横行

霸道。

王磐深知“廉政”的重要性，他

极 力 上 谏 要 保 留 监 察 机 关“ 按 察

司”：“各路州郡，去京师遥远，贪官

污吏，侵害小民，无所控告，惟赖按

察司为之申理。若指为冗官，一例

罢去，则小民冤死而无所诉矣。”是

他首先提出废除“转运司”这个官

职，“当今害民之官，以转运司最厉

害，以至于敲骨吸髓，应废除以减

轻人民负担”；是他抗议权臣阿合

马将中书、尚书两省合二为一的奏

请，“合两省为一，由右丞相总领，

是方便些，否则就保持不变。三公

既不参与政事，则不宜虚设”；阿合

马掌权的时候，用重金求他写篇歌

颂自己的碑文，“磐拒弗与”。他的

刚正不阿如他的名字一般，坚若磐

石。

史书上说他“磐资性刚方，闲

居不妄言笑，每奏对，必以正，不肯

阿意承顺，帝尝以古直称之。”元世

祖准备征讨日本时，群臣一片谄媚

吹捧之声，只有王磐劝阻：“日本小

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

损威，臣以为勿伐便。”世祖大怒，

斥责了他，言语中怀疑王磐别有用

心。王磐冒着被杀的危险愤然直

言：“臣赤心为国，故敢以言，苟有

他心，何为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

来 归 乎 ？ 今 臣 年 已 八 十 ，况 无 子

嗣，他心欲何为耶？”这番话慷慨激

昂、掷地有声。第二天，世祖反省

过来，顿觉愧疚不安，特遣侍臣携

礼物去抚慰他。

元代的朝野风雨如晦，饱尝太

多辛酸的王磐渐渐有了退隐山野

之心。元史里记载了王磐的三次

请 辞 。 前 两 次 请 辞 ，元 世 祖 均 不

允。第三次请辞，他要求朝廷停其

俸禄，要以己之身为天下作表率。

可是元世祖不但不听，反而诏令给

他终身俸禄。王磐果然不愿白吃

俸禄，只得继续上朝理政。后来因

为年老，多次请求还乡，连丞相也

帮他请求，才获允准。相比那些一

生都在争权夺利的人来说，他活得

潇洒淡然。

王磐告老还乡后居于鲁山，也

许这片有着巍巍大山、汤汤长河的

故土是他灵魂得以安宁之所。元

史中记载他的离世，“年至九十二，

卒之夕，有大星陨正寝之东。”他如

苍穹里的一颗星子，生前竭力以一

己之光照耀黎民，死后也被世代百

姓仰望。

说 风
□刘立成

□王晓静

王磐：以一己之光照耀黎民

作队深入禹州、郏县农村、山寨，采用

书写标语、张贴布告、走村串户讲解、

组织文艺演出、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

治主张，宣传抗战形势和前途，鼓舞

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河南人民抗日军六支队有一支

阵容整齐的宣传队，鲁燕任队长，赵

洁任指导员，当时宣传队的名演员杨

兰春（《朝阳沟》作者）、时乐蒙、王金

花 后 来 成 为 大 名 鼎 鼎 的 文 艺 工 作

者。宣传队根据实战需要，自编自演

了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的快板书、顺

口溜、小演唱等，如《朱广才弃家》《兄

妹开荒》《打渔杀家》《翠屏山》等，向

战士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战政策，

向群众宣传八路军过黄河的目的和

任务等。

宣传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提高了

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另一方面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

情，同时密切了军民关系，促进了根

据地群众对八路军的广泛了解和大

力支持，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参军参

战，全力支持抗日斗争。

1945 年 8-9 月，六支队三十七团

在郏北人民及群众性抗日武装“武圣

学”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对盘踞在

郏北的伪顽军发起连续攻击。

1945 年 8 月 18 日，六支队对国民

党郏县伪县政府驻地高垌村发起攻

击，摧毁伪县政府，缴获了大批战略

辎重，解救了一批童工，打了一场六

支队南下以来最漂亮的围歼战，使日

伪军在郏县失去了依托。

1945 年 8 月 22 日，六支队攻打通

往郏县城的要冲——寺街寨，迫使敌

人弃寨而逃，从而扫清了收复郏县县

城的最后障碍。8 月 31 日，八路军围

攻郏县西北部通往禹西山区最重要

的隘口——谒主沟，激战 6 天 6 夜后，

守 卫 此 处 的 李 振 北 兄 弟 被 迫 投 降 。

至此，郏北全部解放。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郏北

抗日根据地也由禹郏边一带扩大到

西至薛店镇青杨庙、吕沟，渣园乡林

村，东至冢头镇蓝河,南至城郊的广大

地区，在郏境内还建立了安良、黄道

等区政权。

其间，李席珍舍生忘死、英勇善

战，加上熟悉郏北地形，多次作为向

导和八路军一起战斗。

在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

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八路军河南人民

抗日军第六军区官兵和禹郏县独立

团浴血奋战，开展了禹郏边战役、伏

牛 山 战 役 ，粉 碎 了 日 伪 顽 军 的 多 次

“扫荡”和“围剿”，夺取了神垕保卫

战、郏北战役的胜利。曹沟村在抗战

后期成为鄂豫皖抗日根据地联系豫

西抗日根据地乃至陕北大后方的纽

带，开辟了八路军豫西抗日主战场，

沉重打击了日伪顽势力，不仅阻止了

日军西进，而且实现了华北、华中和

陕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略联系，为

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

1945 年 9 月, 日 军 投 降 基 本 撤

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河南区第六

地委、第六专属、第六军分区党政军

机关及县区干部离开曹沟南下桐柏

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师。

遗 憾 的 是 ，李 席 珍 因 孩 子 年 龄

小，早早地结束了革命生涯。

如今，曹沟旧址占地 108 亩，核心

区有 3 个院落 33 间房屋、21 孔窑洞、3

座炮楼、2 条地下通道、1 处暗堡。第

六军分区的枪械修理所、医护所、被服

厂和医护所所在窑洞均得以修复保

存。保存下来的窑洞几乎是洞连洞、

洞套洞，迂回曲折，机关无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堡、暗道

和炮楼都是曹沟群众自发修建的。在

八路军到来之前，曹沟群众为了迎战

日本侵略者，在山头上修壕沟和瞭望

哨，家家户户挖暗道，满足了前能进、

后能退的战斗需要。

传承红色文化
加强保护开发

由于十分偏僻，上世纪 90 年代被

发现时，曹沟村十分贫困，道路崎岖，

严重缺水，基础条件非常落后。

为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再现八路

军 豫 西 抗 日 的 光 辉 历 史 ，早 在 1999

年，郏县县委就专门成立了“曹沟旧

址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县委、县政

府指定一名副职专门负责曹沟旧址

的保护和利用，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协

调开展具体工作；县文化产业领导小

组安排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联系专业

团队，制定了《曹沟旧址保护和利用

总体规划》；县文管部门编制了《中共

豫西抗日根据地曹沟旧址文物保护

规划》，为尽快实现曹沟旧址这一民

族抗战遗址的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

转化、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打

下了基础。

郏县县政府多次安排资金修缮

曹 沟 旧 址 ，2004 年 采 取 边 维 护 边 开

放 的 办 法 ，接 待 社 会 各 界 的 参 观 ，

2007 年 实 施 第 二 次 修 缮 以 后 ，纪 念

馆 达 到 一 定 规 模 。 2014 年 ，郏 县 第

三次修缮曹沟旧址，更新了供水、供

电和公厕、道路等基础设施；在旧址

外围开辟万余平方米，新建八路军豫

西抗日纪念馆，塑造八路军豫西抗日

主题群雕，重建景区大门及管理服务

区，积极打造国家 AAA 级景区。

在县委党史研究室配合下，郏县

整理出六专区党政军及禹郏县委、县

抗日民主政府在此活动的 313 件实

物，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枪支弹药、

大刀红缨枪及当时使用的作战地图、

宣 传 刊 物 和 生 活 用 具 等 ，进 行 了 布

展。珍贵的历史图片、翔实的历史资

料，再现了硝烟滚滚的抗战场面，反

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郏北抗日

军民同日伪顽斗争的英勇事迹。

在 郏 县 县 委 、县 政 府 积 极 推 动

下，曹沟旧址 2007 年成为平顶山市

党 史 研 究 基 地 、平 顶 山 市 青 少 年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2010 年 成 为 市 级

文保单位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至 2019 年 10 月底，豫西抗日

根据地曹沟旧址（景区）已接待游客

300 多万人次，目前已被评定为省级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河 南 省 中

共 党 史 教 育 基 地 、河 南 省 重 点 文 物

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 、国 家 老 促 会“ 弘 扬 老 区 精 神 传

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等。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文/图）

中共河南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六军分区办公旧址

八路军进驻曹沟，老百姓夹道欢迎

战士宿舍旧址

第六军分区司令部旧址

炮楼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