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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挺进中原的“舞钢印记”

河南战役爆发后，中共中央先后向

华中局、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出

指示，向河南敌后发展，开展抗日游击

战。从 1944 年夏秋开始，各部队依其所

受任务，挺进豫西、豫东、豫南、豫中，开

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豫鄂

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于 1944 年 7 月

上旬在湖北大悟山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成立游击兵团，向河南沦陷区挺进，最

终以淮南支队 3 个连以及信阳独立二十

五团大部和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

四十五团三营组成 1000 余人的新四军

五师河南挺进兵团，由十三旅副旅长黄

霖任兵团司令员。7 月 29 日，兵团先遣

队由信阳沈湾一带渡过淮河，甩掉土顽

武装围追堵截，插入正（阳）确（山）的梁

庙、熊寨一带，建立立足点。8 月中旬，

黄霖率五师三十八团警通排和三营九

连近 200 名干部战士，由大悟山出发北

上 河 南 ，经 过 和 其 他 北 上 部 队 的 多 次

整合，队伍不断壮大，沿途作战数十次，

突破敌伪的包围封锁。11 月中旬，挺进

一团九连、挺二团、挺四团等插到豫中

嵖岈山地区，执行党中央“绾毂中原”战

略任务。

挺进兵团到达嵖岈山地区后，迅速

向舞阳（今舞钢市境内）、叶县、遂平、西

平、郾城、宝丰地区发展，与地下党组织

取得联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与

豫西八路军的联络。

1944 年 12 月 ，黄 霖 率 领 4 个 连 近

500 人，试探性地进入舞阳，向叶县、宝

丰一带进发，并游击进入叶县、鲁山地

区不久返回，暂驻于现庙街乡境内的老

金山北坡的马岗村。第二天早晨，突遇

驻扎叶县、舞阳的日军 200 余人、伪军

1000 余人的三面围攻。激战一天，敌人

被击退，俘虏日伪武装官兵 300 余人，缴

获大批弹药，随后黄霖回到嵖岈山。

1945 年 1 月中旬，由王震、王首道率

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叶县经老金山

进入舞阳境内，后经过武功、尚店、尹集

后到泌阳，顺利到达确山县谷山冲。

战前：
摸清土顽武装家底

挺进中原的关键时期，一场规模并

不是很大但战略意义十分深远的战斗

在舞钢境内打响。这一战为打开通往

豫中地区联系豫西与八路军的战略通

道，稳固建立以嵖岈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打下了坚实基础。1945 年 2 月 7 日拂

晓，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一举歼灭了

盘踞在母猪峡的国民党舞阳县直属独立

武装大队史聘侯部，击毙 5人、伤10人，俘

虏 300多人，拔掉了这个占据重要地理位

置的障碍。

母猪峡位于舞钢市、遂平县、西平

县 3 县交界处，是一条南北长 5 公里的

峡谷，因流传女娲娘娘在此驯化家猪而

得名。峡谷处山峦重叠、沟壑交错，尤其

是最南边一段最窄处仅有十几米的谷

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山谷北边是一个山区小

镇——尹集；东、西两边是连绵起伏的山

峦。国民党舞阳县直属独立武装大队史

聘侯部的老巢就在山谷中段的黄湾村，

驻扎人数 400 多人，主要防线东起鸡山

西至接官厅区域，长达 5公里。

史聘侯出身于尹集街的地主豪绅

家庭，开封艺师毕业后曾担任舞阳师范

的事务主任、曹集村小学校长。1944 年

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各地纷纷组织

建立自卫武装。国民党舞阳县政府根

据史聘侯家在尹集地区的势力范围和

影响力，委任他为县政府直属独立武装

大队大队长，让他组织武装把守好尹集

地 区 。 不 久 ，史 聘 侯 便 组 织 起 了 一 支

600 多人的武装队伍。

然 而 ，这 支 队 伍 由 于 人 员 组 成 复

杂，且土匪地痞占多数，有的还是当过兵

的旧军官、旧士兵，三教九流、来路不明、

各有靠山。而史聘侯作为一个纨绔子弟，

领导这一帮草莽英雄的办法，既不靠军法

命令，也不靠民族大义、国家观念来感召，

仅是通过江湖义气来笼络人心。队伍里

的士兵除向群众吃拿卡要外，拦截行商、

欺压良善事件屡屡发生，附近群众敢怒不

敢言。

1944 年 8 月，占领舞阳县的日军在

朱兰店一带设立据点后，史聘侯大队曾

数次对日军据点发起进攻，双方各有胜

负和人员伤亡；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

日，日军进击尹集，史聘侯提前得到情报，

主动撤出，退驻于母猪峡山谷，日军占领

尹集寨。史聘侯大队部驻扎到黄湾后，从

母猪峡南口的何庄、赵庄，到北口埂上、王

庄、陈厂以及石灰刘、堰潭湾、仓房、黄湾

等十几个村庄都驻扎着他的队伍。

史聘侯倚仗有利地形，拒绝日军诱

降却又保持“暧昧”关系，不与共产党新

四军合作，反动意识强烈，革命态度摇

摆不定。1944 年冬，新四军在舞阳南部

山区活动时，曾数次送信给史聘侯，动

员他脱离国民党顽固派联手抗日，遭到

拒绝。史聘侯成为新四军向舞阳发展

的一大障碍，妨碍新四军通过舞阳向宝

丰 、禹 州 豫 西 发 展 和 联 络 。 为 扫 除 障

碍，占据这一重要地理位置，新四军五

师河南挺进兵团事先进行了大量的侦

察工作，派人混入史部驻地，将其布防

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激战：
开创民主政权新局面

1945 年 2 月 6 日下午，黄霖率领挺

进四团、二团和三十九团各一部，踏着

积雪，冒着刺骨的北风，从嵖岈山出发，

分两路奔向母猪峡。

史聘侯部的哨兵们躲在屋内烤火

取暖，士兵们该睡大觉的睡大觉，显得

十分悠闲和平静。2 月 7 日拂晓，挺二团

七、八两个连由团长林国平、政委邵敏

带领，穿过母猪峡南口，像神兵一样从

天而降，出其不意包围了史聘侯部驻赵

庄的李顺成分队 30 余人，正在烤火取暖

的哨兵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缴了枪，正

在 睡 觉 的 士 兵 迷 迷 糊 糊 便 做 了 俘 虏 。

他们随即让俘虏向驻扎在何庄的鲁芳

分队喊话，令其投降，士兵们闻听新四

军来了，落荒而逃。

挺进兵团到田柏城北面分三路继

续 向 北 ，中 路 两 个 排 由 连 长 张 秀 云 带

领，由苇子园抵黄湾史聘侯大队部以及

唐 寺 沟 。 东 路 一 个 排 经 哑 巴 洞 、茅 芽

沟，北上蜘蛛山。西路由兵团参谋长陈

昆带领，侦察员刘建坤引路，由王沟、安

子场、水盆沟、黄土岭，向秤锤沟的石灰

刘、堰潭湾史聘侯家眷所在地进发。到

达石灰刘时，史聘侯部十几个士兵正在

起 床 穿 衣 ，还 没 来 得 及 下 床 便 成 了 俘

虏。陈昆带十几名战士上牛心山，另有

十几人去堰潭湾，住在这里的史聘侯父

亲史玉亭和几名士兵早已逃掉。史玉

亭跑到堰潭湾北棚门处，跳过小水沟时，

屁股上挨了一枪，被新四军捉住，他报了

个假名字借机逃跑，由姬利孩背着他逃

到稻田冲佃户李天才家后，因伤势过重

又听说史聘侯被新四军捉住了，过度悲

伤，至 2月 10日死去。

与此同时，黄霖率主力部队约一个

营绕道由东向西直达黄湾北边的缸窑坡

村及周围村庄，从东、西、北三面包剿各

处，2月 7日凌晨 5时整战斗打响，缸窑坡

村鲁全成中队士兵，听到枪声溃不成军，

只听新四军喊“把枪往高打、高打”，便纷

纷缴械投降。陈厂、王庄、埂上等村的几

个中队在“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喊话

声中也纷纷缴了械，一部虽逃向西岭却

又钻入了新四军的包围圈中。

随后，黄霖主力向史聘侯大队部发

起围攻，史部特务排在蜘蛛山上架起机

枪阻击，双方激战近一个小时，此时中

路堵截部队从南边赶来，从其背后发起猛

攻，另一路也正好赶到。在山头激战中，

史部一个士兵满头大汗跑到大队部向史

聘侯报告：“老掌柜在棚门负伤。”史聘侯

连忙带 3 个人前去看望，快到棚门时，跟

班的万双成看见山上有人，说声：“不好，

赶快折回去。”此时黄湾已被攻破，顽军四

处逃窜，他们 4 人掉头穿过唐寺沟，往西

北上山。此时史聘侯已是气喘吁吁、大汗

淋漓，加上烟瘾发作便瘫倒在地。

据曾亲历过母猪峡歼灭战的尹集

镇唐寺沟村村民张书芳介绍，史聘侯由

万双成、李毛和号兵张万山 3 人搀扶着

爬上羊坡岭，翻过长连沟，看见双头崖

东面的尖山上有人，同时发现四中队长

董景尧的马便以为是自己人，急命张万

山吹号联系。号音未落，山上的人跑下

来，伴随着一阵阵“新四军优待俘虏”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的喊声，史聘侯

这才明白是新四军。史聘侯吓得瘫倒在

地，慌忙爬进烧炭窑中，缩作一团。新四

军围住烧炭窑，无论怎么喊，史聘侯就是

不出来。这时，有一名新四军战士说：“再

不出来就放火烧了。”史聘侯这才战战兢

兢从窑里走了出来。原史部人员牛松山

说：“这就是史大队长。”史聘侯则吓得两

腿发抖、脸色苍白，口喊“神兵！神兵！”

得知史聘侯已被抓获后，部下的其他

中队都像一群无头苍蝇，东面枪一响就往

西跑，南面枪一响往北跑，九头崖、蜘蛛山

早已被新四军控制，机枪声、步枪声响彻山

谷，一队队新四军追逐着史聘侯的直属武

装大队，不断有人缴械投降。最终，这支坚

持了7个月的国民党顽固武装寿终正寝。

母猪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豫中的第

一仗，它的首战告捷，不仅彻底歼灭了史

聘侯部这股地方顽固势力，为群众解除了

一大害，而且树立了新四军军威，鼓舞了

群众，为开辟嵖岈山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

碍，为周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有

利的局面。1945年4月10日，《解放日报》

发表了题为《豫南、豫北我军胜利进击》的

通讯，其中就有此次战斗胜利的消息。

时至今日，硝烟战火早已消淹在苍

山溪流间，天堑变通途，车辆奔驰在宽

阔的公路上，寂静的山谷里不时传来牛

铃声。借着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

来的宁静与和平，革命老区春风徐徐，一

代又一代传承接力，通过开发景区景点、

办起农家院、发展种养殖等方式，以只争

朝夕的新时代建设者角色传承着践行着先

辈们最初的使命和职责，感叹幸福时光来

之不易。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新四军挺进豫中第一仗：激战母猪峡
明代叶县有一书生，放高官不做，

有荣华不享，一心孝敬父母，节孝感天

动地，名声远扬四海，世称“任孝子”。

崇祯皇帝封其为“孝义郎”，敕书匾额

“大孝格天”，以嘉其孝并激励后人。

“任孝子”名养志，字少津，明末叶

县北三十里任寨人（今平顶山高新区

任寨村）。任养志自幼熟读诗书，崇尚

孔孟，举止文雅，明礼谦让，成为方圆

数十里少年效仿的典范。

婚后，任养志更加孝敬父母，每天

对双亲早上问候、晚上请安，为父母送

茶端饭甚至父母的洗脚、剪指甲之类

的生活琐事都不厌其烦地细心去做。

夏天，天气炎热，养志手执蒲扇，为老

人驱暑送爽；冬日地冻天寒，养志为父

母暖好被窝，再回到书房读书。

有一年三伏天，父亲得了急病，卧

床不起，水米不进，连呼吸都困难。先

生把了半天脉，隔着眼镜框看着任孝

子，低声道：“孝子呀，要治好你爹的

病，非得有一样鲜物不成！”“啥鲜物？”

孝子着急地问。

“冰凌。”先生不慌不忙地说。

“三伏天，烈日炎炎，上哪里去找

冰凌呢？”

“要不咋叫鲜物？”

“一定得用冰？”

“离了冰，神医也无能为力。”

任孝子听到这话，真有些失望了，

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到什么地方弄

来冰凌给父亲治病呢？”

先生边收拾东西边说：“孝子，我

可不是治不了你爹的病，才给你出此

难题。你若真有诚心，还真是天无绝

人之路。”

“眼下，有冰？”任孝子有些兴奋，

“不管咋难，就是上天入地，九死一生，

俺也在所不辞。”

“好！在遥远的西方，深山老林之

中有一座高入云霄的灵台山，山顶有

眼 老 龙 窟 ，窟 中 有 雪 有 冰 。 可 是 难

呀！远得你难以到达。就是千辛万苦

找到灵台山，也难上去。就是上去，更

难进老龙窟。进了老龙窟，再走出来，

也是难上加难啊……”

千难万险，都在任孝子脚下过去

了。半个月后，身穿大棉袄、怀抱着大

冰凌块的任孝子终于带着累累伤痕，

飞马赶回任家大寨。

父亲得了灵台山老龙窟千年冰雪

的浸润，大病终于奇迹般地好了。

后来，有人说，是任孝子的孝心感

动了上苍，才使得三伏天千里抱冰而

不化的奇迹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一天深夜，任孝子读书作画有些

疲劳，便走出书房，来到庭院。他望一

眼夜空，吸一口新鲜空气，伸展一下筋

骨，顿觉浑身清爽，劳顿尽消。就在这

时，他突然看到耳房中闪出一条黑影，

眨眼就不见了。

任孝子轻轻隐入黑暗处，仔细观

察动静。不久，那黑影又出现了，蹑手

蹑脚地向院墙走去。原来是一个“梁

上君子。”

待那人正要向院墙攀登时，任孝

子呼地一步跨到墙下，厉声道：“好汉，

慢走！”那人猝不及防，猛吃一惊，哎呀

一声，将背着的袋子丢到地上，扭转

身，见一高大的汉子站立面前，吓得四

肢发抖，连声说道：“爷爷饶命，爷爷高

抬贵手，放小人一马！”

任孝子二话不说，抓起那窃贼的

手就走。来到书房，他搬来一个凳子

让窃贼坐下，又倒一杯水递过去说：

“兄弟，不必惊慌，先喝一杯水解解渴

再说。”说完转身出门而去。

窃贼边喝茶边思忖，把我拉到这

里干啥呢？看这人慈眉善目，一副读

书人模样，不会是先稳住我，然后再去

报官吧？

不大一会儿，任孝子就进来了，端

来了馍筐和菜盘。

“深更半夜的，内人也做不出什么

好吃的，就这凑合凑合吧。”

待那窃贼吃完了半筐子馍，扒光

了一盘子菜，任孝子才说：“看来，兄弟

真是饿透了啊，是不是家里遇到了啥

难处？不然你不会铤而走险。”

“好汉爷，我是南边四十里外孙集

人，叫孙大河，家里好几天揭不开锅，

老母亲又重病在床，孩子他娘也远走

高飞……”

任孝子听着，也扑嗒嗒落下泪来。

后半夜，任孝子给孙大河装了满

满一袋子粮食，又塞给他些银两说：

“这点钱，回去先给老母亲看病吧。往

后，有难处，只管来。”说着打开大门，

送孙大河到村外。

数年以后，西部边关吃紧。崇祯

派人前往边关运送粮饷，可是粮饷解

至潼关，便被李自成部下义军劫去。

崇祯虽多次选兵派将，但粮饷总过不

了潼关。

崇祯皇帝无奈，向全国颁旨：“若有

能解运粮饷过潼关关者，加官晋爵。”

潼关义军首领闻听此事，大笑道：

“我潼关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除了叶县任孝子外，若

有第二人能过潼关，我从其裆下爬过，

叫世人唾沫把我淹死！”

河南巡抚听说了这话，火速查明

叶县任孝子为何人，并禀报了崇祯皇

帝。崇祯大喜，急招任孝子进京。

大队的押解粮饷队伍浩浩荡荡向

潼关开去。任孝子骑在高头大马上，

心中忐忑不安：“我任养志，乡间一文

弱书生，从无在行伍混过半日，而今却

要前去解运粮饷，实属大谬也……”

然而，意外出现了：潼关城内，任

孝子马匹所到之处，义军将士跪立大

道 两 旁 ，高 呼 ：“ 孝 子 爷 爷 ！ 孝 子 爷

爷！”那呼声震得潼关城山摇地动。

唰唰唰，对面飞驰而来一匹枣红

战马，马上是一员威风凛凛的猛将，那

员猛将来到任孝子跟前，翻身下马，跪

倒在任孝子马前。

“ 孝 子 爷 爷 到 此 ，有 失 远 迎 。 失

敬，失敬！”

任孝子下马定睛一看，这人好生

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是？”

“当年的小窃贼孙大河。”

原来 ，孙 大 河 投 奔 了 李 自 成 义

军 ，屡 立 战 功 ，倍 受 李 自 成 赞 赏 。

如 今 ，他 率 一 支 人 马 镇 守 潼 关 ，劫

了 粮 饷 。

孙大河挽留住任孝子逗留数日，

日日丰盛酒筵相待。然而，任孝子放

心不下家中老母，急于解完粮饷后回

家尽孝，不愿久留。孙将军无奈，只好

派将士护送粮饷至西部边关。

任孝子凯旋。

崇祯皇帝召见任孝子，官封为阁老。

金殿上，任孝子叩首道：“皇上，任

养志家有老母，年逾八十。请恩准臣

下归家养母，以尽孝道。”

崇祯皇帝为任孝子孝心所感动，

道：“念你不图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归

家养母，联封你为‘孝义郎’，敕‘大孝

格天’匾额一面，以嘉其孝。”

﹃
任
孝
子
﹄
的
传
说□

贺
中
乾

时值深秋，位于舞钢市尹集镇南部的苇子园村，层林尽染、秋意正浓，千峰垛、蜘

蛛山、虎头山、九头崖……数十座高峰由东向西山挨山，几十条细流、峡谷由南往北

沟连沟，像极了一幅水墨画。

汽车沿着谷底的S220省道飞驰而过，穿过一段长达5公里的关隘路段便进入驻

马店省遂平县境内，眼前呈现一片开阔地，至此，豫中地区再无山势可以阻挡。“原来

这里是连接黄淮平原与江淮平原的重要商道，素有‘中原茶马古道’之称，南货北运、北

商南移必须经过这一段险峻却相对‘抄近道’的路。”11月4日，尹集镇政府工作人员白

东亮说，“战乱期间，这里自然成了兵家排兵布阵夺取战略主动权的必争之地。”

如今的小桥流水之处就是当年新四军迂回作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