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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楼房、干净的水泥
地、朗朗的读书声……回想71年
前的一幕幕，樊鲁一感触颇多。

樊鲁一 1931年 10月出生在
宝丰县大营镇，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12军36师司令部作战科译
电员、志愿军60军 180师机要科
译电员和军务科参谋等。1976
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鲁山工作。

樊鲁一说，那时他借着解放
军在宝丰招兵的机会报名参了
军。后经严格考试，他成了宝丰
五分区军政干部学校里的学
员。在宝丰干部学校学习一个
月左右，1948 年 3 月，樊鲁一随
同其他百十个学员来到鲁山境

内的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学习。
88岁的樊鲁一耳不聋、眼不

花，思维敏捷。时隔多年再次相
遇，老人轻抚着旧址的门窗，在
陌生与熟悉间感慨沧海桑田。

“变化真大呀，原来这里可不是
这样。”樊鲁一说。

“那时候这里也是学校，叫
鲁阳中学，学校都是低矮的瓦
房，紧挨文庙而建，文庙在学校
中间，学校当时没有学生上课，
学校大门不远处是县政府。”站
立在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门口，
樊鲁一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樊鲁一告诉记者，那时候学
校东西两边都是瓦房，他和班里

的学员就住在文庙西边的瓦房
内。学员有六七百人，分多个班
组，上课时大家盘坐在地，把笔
尖事先绑在玉米秆或细棍儿上，
老师在前边讲，他们就蘸着墨水
在草纸上记。讲课内容多数是
历史唯物论，有时也讲战斗英
雄，讲完课后分组讨论。部队纪
律很严，学员除了上课就是到宿
舍休息。吃的饭多数是小米粥、
玉米糁和野菜。

1948年 6月底左右，学校接
到上级命令，要转移。樊鲁一等
学员离开鲁山来到临汝县。樊
鲁一清楚地记得，在离开鲁山
时，所有学员每人还领到了一身

灰色军装，一个班还配了一支步
枪。不过，樊鲁一班里的那杆步
枪坏得连枪栓也没有。

“军装是新的，当时可高
兴。”樊鲁一说，穿上军装后显得
特别神气。到了临汝县，樊鲁一
等人一边继续学习，一边为部队
夏征。当年10月底，因郑州刚解
放，樊鲁一等人开赴郑州帮助维
持秩序。之后，他们从郑州回到
许昌，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
坐着敞篷火车向四川方向进军。

“在鲁山虽然学习时间不
长，但增强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素
养，打起仗来个个英勇，不畏生
死。”樊鲁一说。

鲁山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

移动的人才堡垒 千年文庙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国务院10月份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位于鲁山县一高老校
区（现为鲁山县一高附中）的豫陕鄂人民
军政大学旧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榜上有名。这也是该校园目前
获批的第二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现存文庙
大成殿和崇圣祠两座古建筑，其中大成殿
始建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距今已
1300多年历史。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前身，为国
防事业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其建筑具有
很高的教育、纪念意义和文物价值。如
今，这座青砖黛瓦、气势恢宏的古建筑，历
经沧桑而不衰，吸引不少历史学家和师生
前往参观。

近日，记者找到了当年曾在豫陕鄂人
民军政大学学习的老兵樊鲁一，并在鲁山
县一高和鲁山县一高附中老师的陪同下，
探访了这座“国保”。

鲁山县是革命老区，保存着不少红
色文化遗址，如豫西革命纪念馆、林彪地
下指挥所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会
员、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马昶红
说，根据《鲁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及《鲁
山县文史资料》等记载，早在 1934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就进入过鲁山。豫陕鄂
人民军政大学旧址也是红色长河中的一
段记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豫
陕鄂”和“豫西”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
关曾先后在鲁山设立。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也曾在鲁山主持
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为解放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据马昶红介绍，豫陕鄂人民军政大
学最初是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时，随军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第四纵队
随营学校。兵团渡河后，开辟建立了豫
陕鄂解放区。之后，随着解放战争飞速
发展以及解放区面积的迅速扩大，解放
区急需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以适应军队
和新区政权建设需求。在这样的情况
下，部队以随营学校为基础，于1947年 11
月 5日在栾川县建立了豫西军政干部学
校，李静宜任校长。当时学校没有固定
校址，随部队活动，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协
助部队剿匪和做群众工作。1948年1至3
月，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在宝丰成立的五
分区军政干部学校以及由戈果率领的豫
陕鄂干部培训班一并迁至鲁山，合并改
组为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学校地址就
在鲁山县一高老校区的文庙内。当年3
月4日，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陈赓兼任
学校校长。后因部队需要，豫陕鄂军政
大学随军转移，并多次更名，成为现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虽然在鲁山
成立时间不长，但对鲁山当地乃至全国
的整体解放有着重要意义，不仅为革命
培养和输送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
也提升了当地群众的个人素养，坚定了
革命信念。”马昶红说，鉴于当时革命形
势发展和军队建设需要，豫陕鄂人民军
政大学在鲁山成立4个月左右迁往临汝
县（今汝州）和许昌等地。1949年至1952
年间，该校又进驻南京、重庆等地，先后
更名为中原军政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
大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第二高级步兵
学校等。1952年9月，该校由重庆迁往哈
尔滨，与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合并承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旧址
（文庙）目前仍被学校包围着，与
当年不同的是，曾经的土瓦房变
成了今日的高楼。文庙后面20
多米远的地方是崇圣祠，灰瓦覆
面，绿色琉璃瓦剪边。

据相关资料记载，文庙大成
殿始建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之后多次重修。1933年，鲁
山县一高围绕文庙建设而成，后
该校另迁新址，老校区成了鲁山
县一高附中。

文庙大成殿坐北朝南，面阔
七间，总面阔 28 米多，总进深
11.12米。室内建设更是精致，12
根大柱分布在室内两边。大柱
旁边夹并着直径约50厘米的小
柱。小柱和大柱从上到下由铁
箍箍在一起。房顶大梁两根并
为一体，上下分三层，在体现其
实用价值的同时，尽显我国古建
筑之精美，特别是房顶的五脊六
兽，形状逼真，栩栩如生。

在文庙大成殿后墙壁上，镶
嵌着一块碑，上面刻着一副画

像。据《千年古县 百年鲁高》一
书介绍，该石刻画像是金宣宗兴
定壬午年（公元1222年）由石工
黄甫颖依照宋徽宗大观元年（公
元1107年）石刻唐代大画家吴道
子画孔丘像模刊的。该碑长76
厘米、宽53厘米，碑上像高30厘
米，迄今已有近800年历史。

鲁山县一高常务副校长吴
延卿介绍，该文庙内另存明清修
庙碑8通，其中最大的是清乾隆
年间刻立的创建崇圣祠碑。该
碑高4.41米、宽 1.2米，都是研究
鲁山文庙的重要资料。此外距
离文庙不远处，有一个明代修缮
的碑亭，内藏唐代大书法家颜真
卿为好友元结亲手撰写并书丹
的悼文元次山碑。元次山碑又
名容州都督元结碑。该碑 1963
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元次
山碑作为唐代石刻，被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

“课外活动时我们经常到文

庙和元次山碑附近走走，感受下
校园古老的文化气息和先人们
的智慧，尤其最近听老师讲了文
庙还是当年军政大学的旧址，很
受触动。我们一定刻苦学习，长
大后建设伟大的祖国。”鲁山县
一高附中的一名学生说。

文庙因文化而建，又为文化
所承，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在鲁
山的设立，为这座千年建筑赋予
了独特、神圣的红色记忆。如
今，文庙周围传来的琅琅书声和
来来往往的师生，更为千年古庙
增添了不少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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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追忆当年

永不褪色的记忆

学生下课后在文庙前玩耍

建校系时代所需

元次山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