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搀我来" 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

请"佘太君我穿宅越院来到前厅"今日

是老身我的寿诞庆"一个个膝下承欢满

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边境"年老

人我喜的是啊一门忠贞##$黄村有
!

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积极参军入

伍"即将奔赴南沙海疆"走向保卫祖国的

最前线%村里十多位老人一商量"决定共

同出资"请来邻县的豫剧团"唱上三天大

戏%

台上"锣鼓敲响"唱腔激昂&台下"不

时响起掌声'笑声'赞叹声% (五世请缨)"

讲述的是北宋时期"西羌作乱"元帅杨文

广边关被困"孟强突围"回朝搬兵% 兵部

主和"杨府主战%

"#$

岁高龄的佘太君"

带领
%

个儿媳' 两个闺女和孙媳穆桂英

等
"&

个寡妇及重孙满堂五代人"上殿请

缨"奔赴疆场"平定西羌"得胜还朝%这出

戏主题鲜明"故事生动"节奏张弛有度"

人物丰满" 尤其剧中的穆桂英的扮演者

表演得既英武果敢"又不失女性的妩媚"

赢得了台下群众的阵阵叫好声%

黄村的老年人都知道"(五世请缨)"

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 村里就曾请来剧

团演出过% 当时"这出戏叫(十二寡妇征

西)"又叫(百岁挂帅)%

黄村"名声在外%周围十里八村的老

百姓也纷纷说"黄村人有个老传统"爱听

戏'爱看戏'爱唱戏"只要一到农闲"锣鼓

家伙一敲就开唱了% 老人们尤其难忘的

是"建国初期"黄村的戏迷们"每年都要

在春初和秋末的时候"千方百计筹资"请

剧团来村里唱大戏% 其实" 即使他们不

说"大家心里也明白"解放了"天亮了"有

吃有穿有住了"再也不过那寂寞'单调'

乏味'苦涩的日子了"在这凯歌行进的年

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咋能

不跳起来'扭起来'唱起来呢*

那个时候"农村没有什么可玩可乐

的"群众精神饥渴"只有戏曲文化非常活

跃% 当地剧团"多是家族'街坊自发组成

的"演出报酬很低"只要管吃管住'临走

时多少给点粮食或钱就行% 黄村到春秋

季该演戏了" 就以族长为首组成筹资小

组" 挨家挨户地按人头或按户头收粮收

钱%同时"也接收远近官人'商人'富人的

自愿捐助%

当把剧团'演出时间和剧目定下以

后" 族长就立即派人搭戏台% 黄村的戏

台"多是临时搭在村南头%那里有几个连

片的打麦场"背村向阳"场面宽敞"周围

还有又粗又大的树" 年轻人可以爬到树

上看戏% 搭戏台" 横着竖着栽七八排木

桩"用长条木棍固定住% 然后"在离地面

四五尺的地方"搭一层厚厚的木板"再用

麻绳或铁丝拴牢%最后"在舞台的三面和

顶上拉起布挡% 这样"戏台就算搭好了%

唱戏前" 全村人还有一件大事需要

忙+++请人看戏%村里唱大戏"全村当然

觉得很光荣'很自豪'很有面子"脸上笑'

心里乐"走路昂首挺胸% 于是"大家就套

上骡马' 赶起四轮太平车" 或推起红车

子'平顶车"去请姥爷姥娘'舅舅妗子'七

大姑八大姨##

这消息还会像风一样" 迅速传遍周

围的村庄%于是"很多行业的人也会赶过

来+++有卖油条的'卖麻花的'卖水煎包

的'卖胡辣汤的##还有卖橘子的'卖甘

蔗的'卖山里红的##还有卖针线的'卖

肥皂的'卖雪花膏的##还有戗菜刀的'

磨剪子的' 摇拨浪鼓的##虽然他们为

唱戏的黄村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但治安

员却不让他们进戏场" 只能在离戏台很

远的南河沙滩上吆喝'做买卖%

在农村唱大戏'看大戏"治安管理很

重要% 那时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看戏

时都想看得见'听得清"后边的总想往前

挤"挤着挤着就乱套了%族长为了大家能看

好戏"就成立了治安队"每人发一根长竹

竿"分兵把守% 开戏前"治安队按先来后到

组织进场% 进场后"里圈的人坐着"外圈的

人站着% 族长规定"看戏时"坐着的不准站

起来"站着的不准往前挤% 如有违犯者"族

长会立刻把他赶出戏场%所以"很多人为了

占个好位置看戏"有时都顾不上吃饭%

黄村唱大戏"按传统习惯"都是唱三

天,头天晚上一场"以后每天两场+++上

午一场'晚上一场% 一听说黄村有戏"附

近村里的人都想去看"有时白天顾不上"

就赶夜场% 啃个干馍"喝点凉水"匆匆赶

去% 看罢夜戏再回家"仍然有说有笑% 新

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仔细数数" 黄村人看过不少大戏哩+++

(打金枝)(花打朝)(桃花庵)(清风亭)(白

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

文化大革命时期"剧团解散了%改

革开放后"电视普及了"平时"戏迷们

就只好在电视机前过戏瘾了%

!

王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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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

七!家父遇难

咸丰四年-

"%'(

年.三月"安徽抗击

太平军形势向好% 江北大营提督和春在

庐州击败太平军% 六月十一日"团练首领

李元华收复六安州% 八月"提督秦定三取

得舒城大捷% 曾国藩率大军自岳州乘胜

向东挺进"接连取得大捷% 吴廷香认为全

国抗击太平军形势大好" 也正是他们收

复庐江的最佳时机% 吴廷香一边向官军

请援"一边募集资金招兵买马% 八月二十

六日" 庐江的各路民办团练武装齐集汤

池" 誓师围攻庐江% 随后一举攻下庐江

城"全歼城中守军"俘获太平军将领任大

刚"并于九月初一日将任大刚磔于市"民

军士气大振% (清史稿/吴廷香传)载,!大

江东' 西" 以乡兵败贼克城" 盖自廷香

始% $

得知庐江失守" 太平军急从安庆大

营和无为州急调三万兵马"合围庐江城%

吴廷香自感贼势如焰" 非团练实力所能

敌"遂派吴长庆突围求援% 九月十六日"

安徽巡抚福济急令安庐道道台何桂珍拨

开化勇
'##

人驰援庐江% 区区五百兵勇

怎可能解庐江之危" 吴长庆失望之余转

奔淮北宿州" 向正在和捻军作战的袁甲

三求援% 吴长庆和袁家的恩怨情仇也便

由此拉开序幕%

袁甲三 -

"%#)

年
!"%)!

年 ."袁世凯

的叔祖" 项城袁氏的第一位进士" 字午

桥"谥号端敏"道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

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

中"后官至漕运总督"与曾国藩为挚友%

国难当头" 袁甲三受吕贤基之邀回乡帮

办团练"主要在淮北地区剿灭捻军%

吴长庆从安徽巡抚福济那里搬来少

量援兵后"自知五百兵勇无济于事"又临

时决定前往宿州袁甲三大营求援% 从庐

江到宿州相距
!'#

公里" 那里是抗击捻

军的主战场"战况亦不乐观"压力山大%

所以" 吴长庆到宿州求援的象征意义远

大于实际作用%!这也是吴廷香的有意安

排"以示父子不能同困于险地% $

吴长庆到了袁甲三大营" 说明来意%

袁甲三便召集子侄和幕僚讨论该如何应

对% 袁保恒根据当时淮北战局吃紧'不宜

分兵的实际情况" 不主张长途驰援庐江"

劳师履险% 袁保庆则站在道义的立场上"

认为现在孤军被围"九死一生"不能观火

不救"主张立即驰援% 就在袁甲三犹豫不

决之际"庐江城破%根据当时情况"吴廷香

完全有机会出城求生% 庐州被围日久"军

粮将绝"进城增援协防的开化勇首领沈承

贻'蔡萼率众逃离庐江% 太平军利用夜色

掩护攻进庐江"吴廷香回天无力"欲杀身

成仁被兵士阻止% 兵士劝其出城避难"吴

廷香严词拒绝道,!复城守城" 虽非吾责"

吾义也% 城危而走"义何居焉0 出郭一步"

非死所也* $

客观地说"吴廷香非死于城破"而殉

于义% 但袁氏兄弟二人临危之时截然不

同的态度让吴长庆对他们也有了明确的

认识%吴长庆从此以后与袁保恒绝交"视

为陌路"而与袁保庆结为金兰"成为恩荫

后代的兄弟%

袁甲三为了补偿没有及时驰援吴廷

香的亏欠"劝吴长庆留在自己营下读书%

吴长庆拒绝了袁甲三的好意" 回乡召集

父亲旧部"盟誓抗敌%朝廷亦因吴廷香功

绩"荫吴长庆世袭云骑尉%安徽巡抚福济

令吴长庆督帅舒城'庐江团练"吴长庆开

始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谈到近代史"有很多人把!湘军$和

!淮军$并列"视为完全相同的地方武装"

其实是一种误读% 两者的组建过程及历

史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别%

湘军是由一名具领袖意义的人

物+++曾国藩"经过招募'训练'征战"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带出来的%在

满蒙八旗'绿营失去战斗力的危难时刻"

这支地方武装异军突起" 成为清政府支

撑危局的中流砥柱" 也成就了一大批湘

籍名臣良将" 他们的成长改变了大清官

员中满汉的比例" 有力地提升了汉族官

员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以至于专

擅权谋' 工于心计的老佛爷也不得不对

他们有所顾忌% 战后的!刺马案$就是一

个极有说服力的明证%

曾国荃攻陷南京" 立下剿灭太平天

国的首功%长江下游一带富甲天下"向为

朝廷最重要的财税保障地% 狡兔死良弓

藏" 已渡过难关的慈禧自然不愿湘军据

此要地继续坐大%

"%)%

年
%

月"慈禧任

命山东人马新贻为两江总督 % 马新贻

-

"%&"

年
!"%$#

年."字谷山"回族"山东

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早年追随袁

甲三与捻军作战% 为感念袁甲三的教携

之恩" 发达后的马新贻成为袁世凯之父

袁保庆在官场中的有力奥援%

"%$#

年
$

月
&)

日"马新贻阅操完毕"从校场返署

途中被刺客张汶祥刺杀"朝野震惊"人皆

瞠目%!马公新贻被刺"曾公国藩即世%阖

城惊惶"谣言四起"公-袁保庆.督帅家人

闭门谨守% $这是(容庵弟子记)里的记

载"足见当时南京城中的紧张气氛%慈禧

对此事件虽满腹狐疑"感慨说!此事岂不

甚奇0 $但也只是感慨一声而已% 慈禧下

懿旨" 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查办此

案%!刺马案$最终仅以凶手!听受海盗指

使并挟私怨行刺$为由"断定!实无主使

及知情同谋之人$"草草收场%次年十月"

凶手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剖腹挖心"祭奠

一下马总督的在天之灵%

相比之下" 淮军就远不是那么回事

了%不只是淮军出现的时间晚"说白了就

是一个!乌合之称$% 对此刘厚生先生有

个形象的比喻,!李鸿章" 他根本没有造

就什么人才淮军将领并非与李鸿章有密

切的渊源" 他只是吃人家煮好的现成饭

罢了%$这里不妨将淮军的产生和发展简

述一下"亦为之后讲述李鸿章与吴长庆'

张树声之间尖锐矛盾时做铺垫%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安徽首府安庆

时"清军的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

长江下游的广大区域多为李秀成占据"

上海依托英法军队的保护" 暂时未被攻

破"成为一座孤岛"许多逃难乡绅涌向那

里%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督办

四省-苏'浙'皖'赣.军务"驻扎安庆% 寓

居上海的京官' 逃难乡绅和驻上海的江

苏巡抚等士绅面对太平军的威胁" 惶惶

不可终日%一番商议后"决计向曾国藩乞

援% 大家推荐丁忧在籍的户部主事钱鼎

铭前往安庆" 持联名信请求曾国藩派兵

守护上海%陆路已被太平军阻断"钱鼎铭

乘轮船"沿水路抵达安庆"上演了一出近

代!包胥哭秦廷$的大戏"并哭出一只新

建的地方武装+++淮军% 此时朝廷亦责

令曾国藩驰援镇江%派谁带兵前往上海"

以解围镇江之围成为令曾国藩颇感头疼

的事情%曾国荃守着攻打南京的首功"不

愿离开& 欲委派沉稳的湘军老将陈士杰

赴沪"陈以母老婉拒%正当此时"一个!人

精$ 到了安庆" 他就是程学启% 程学启

-

"%&*

年
!"%)(

年." 字方忠" 安徽桐城

人"淮军著名将领"官至赣南镇总兵"战

死于嘉兴之役% 当年"吴长庆父子'张树

声兄弟在庐江' 合肥起兵抗击太平军的

时候" 程学启和丁汝昌选择了投靠太平

军"并很快因战功被拔擢为将领%太平军

内讧导致衰弱"战局日紧"程学启又带着

丁汝昌投靠曾国荃" 助攻安庆% 丁汝昌

-

"%!)

年
!"%*'

年." 号次章" 安徽庐江

人"北洋海军重要将领"甲午海战失败"

拒绝日军劝降自尽报国%

程学启得知钱鼎铭到安庆乞援上海

的消息"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机遇"他立

即找到李鸿章研究形势" 判断利害,!上

海开埠日久"系中外商贾云集之地"有饷

可筹"有枪炮可买"更有洋款可借"有轮

船可以运兵% $他建议李鸿章毛遂自荐"

将皖北团练集合起来开往上海" 成立以

安徽人为主的地方武装% 听了程学启的

分析"李鸿章眼前一亮"信心大增% 得到

曾国藩任命"李鸿章通过各种关系"将上

节提到的皖北子弟兵悉数招到安庆"进

行集训"并按照湘军的规制进行改编"筹

建淮军%

曾国藩考虑到皖北民团没有经历过

大战考验"缺乏打大仗'恶仗的经验"力

量亦太单薄"便将程学启'郭松林等数十

营湘军整建制地调给李鸿章"充实淮军"

至此淮军拥有
"(

个营"六七千人% 上海

官绅募集
"%

万两白银租用麦李洋行的

'

艘火轮"分批运往上海"又一支地方武

装+++淮军登上历史舞台% 曾国藩又向

朝廷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在李鸿章

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愈战愈勇"并成为后

来平定捻军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知"淮军各部早已分散存在于

皖中地区"单独成军更多是依赖曾国藩的

引导和推动% 淮军在上海的出现"对于曾

国藩和他的湘军来说意义是双重的"首先

从军事上看" 淮军参战缓解了湘军的压

力"湘军在上游"淮军在下游"对南京形成

东西夹击的钳形攻势& 其次从政治上看"

淮军的出现成功消弭了慈禧太后和满清

权贵对湘军一枝独大的担忧和猜忌"分散

了各方对湘军的诋毁忌谤% 读史至此"曾

文正公筹建淮军的举动不能不说是用心

良苦'意味深长"其博大的胸怀可敬可佩"

老谋的心机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待续"

!

范闽杰

()*+,-./

投笔从戎

三!窦楼之战与白马驿整训

窦楼" 淮阳东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距

县城
&#

多公里% 豫东沦陷后"各地均呈现混

乱状态"地方行政系统多被破坏"日寇'伪军'

土匪相互勾结利用"横行乡里% 这时"太康有

敌骑兵
!##

多名"其西南
&'

公里之洪山届'

四桂村亦有敌骑兵百余人"经常出动&淮阳

县内有日伪军
&##

名'汽车
$

辆&淮柘公路

时有敌骑兵及机械化部队出没&淮太公路则

常有敌汽车及骑兵来往通过% 种种迹象表

明"此非久留之地% 一日上午"驻淮阳东戴集

-距窦楼
*

公里.日军骑兵百余"猛扑过来%

情况有变"部分新战士不免有些紧张%

司令员彭雪枫与参谋长张震稍作商议"决定

采取迂回包围'侧后突击战术"迎击消灭敌

人"扫除东进障碍%命令下达后"彭雪枫疾速

来到实施从左侧击敌的三大队七中队% 这

时"七中队已按照命令集合起来% 他向中队

长讲明作战任务和意图后"说,!敌人此次来

袭"我军已有准备"他们不可能得逞*敌人虽

然凶恶"但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我众敌寡"

我们一定可以赢得胜利* $彭雪枫的到来和

简短动员"给首次与日军骑兵作战的七中队

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游击支队司令部

遂令各大队迅速做好伏击准备%当日军进入

伏击圈后"彭雪枫命令部队猛烈开火"并与

张震各操一挺机枪"占领有利地势"掩护部

队出击% 激战半小时"击毙日军林津少尉以

下骑兵
"#

多人"缴获子弹
&###

多发'战刀

"

把"残敌慌忙逃回据点% 窦楼战斗的胜利"

粉碎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是

游击支队出征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极大

地鼓舞了队伍的士气%

面对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节节胜利"

"*!%

年" 日军集合驻睢杞太及商丘各部

&###

多人"欲对游击支队进行报复性!扫

荡$%为了避其锋芒'休息整训"彭雪枫率领

游击支队离开睢杞太地区% 游击支队从杞

县邢口出以!之$字形行军"冲破敌人的封

锁和拦截"到达鹿邑白马驿地区整训% 为

培养游击支队主力"部队进行了第二次整

编"组建了两个团"成立了支队独立营% 张

太生任支队第一团团长"李跃任政委&滕海

清任第二团团长"谭友林任政委&冯胜任支

队独立营营长"张辑五任政委% 同时"抓紧

时间进行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加强做好随营学校工作"积极培训干部&大

力开展统战工作"得到经费和物资上的帮

助% 这次整训"健全了部队各级组织机构"

形成了支队主力%此时"新四军游击支队人

员发展到
"$!'

名"有步枪
"#&#

支'短枪

*#

支'花机枪
"#

挺'轻机枪
"$

挺'重机枪

"

挺" 从而为部队继续东进和创建豫皖苏

抗日根据地做好了准备%

白马驿整训成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及

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发展史上重要的环

节之一% 从此"新四军游击支队以崭新的

姿态走向抗日第一线"成为人民军队中的

一支劲旅%

毛泽东在
"*!%

年
"&

月
!#

日电示彭

雪枫,!你们在豫皖苏边地区开始获得成

绩% 望放手去做"必获大效% $游击支队接

到指示后"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以更新的

姿态投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

年
*

月
"#

日"彭雪枫在战场上壮

烈牺牲"时年
!$

岁%

彭雪枫
"*#$

年
*

月
*

日出生于河南

省镇平县七里庄"

"*&'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

"*&)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我

党的优秀干部"是我军的优秀将领"他在周

口的抗战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完"

本报讯 -记者 陈卫东" 日前"我市

画家刘佰癑受邀参加由中国国家画院'

收藏快报社和金砚传媒联合举办的传

承经典系列之!一画一品$当代中国画

名家邀请展% !幽处忘机+++刘佰癑中

国画展$展出的
&#

多幅作品"题材以古

树'墨竹'荷花为主"画风清雅'意境幽

深"笔墨精到而不失大气"获得到会嘉

宾的一致好评%

刘佰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周口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周口市政

协书画院副院长%近年来"刘佰癑艺术创

作收获甚丰"且日益见重于中国画坛"成

为我市乃至全国花鸟画界一位令人瞩目

的优秀画家%

据了解" 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孙

克'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北京画院执

行院长袁武' 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龙庭'著

名画家郑百重'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

长于文江' 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席孔紫'现

代工笔画画院院长王天胜等多位著名画

家和(求是)(绿色中国)杂志社领导以及

数百位书画收藏界知名人士出席此次展

览开幕仪式%参展画家有中国美协副主席

李翔'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范扬'

中国画学会-美国.会长赵建民等%数十家

驻京媒体对此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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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01234#

鹿邑县赵村乡有个宝北行政村"村委

会所在地是桑桥村%桑桥村现有
""&

户"

$"(

人"

)*'

亩耕地"村民世代农耕% 桑桥

村历史悠久" 历经磨难" 从
"*&%

年至

"*!!

年"六年间遭三次火烧血洗"让人

闻之寒心%

在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革命斗

争转入了低潮"共产党的斗争形势由明

转暗% 中共河南省委于
"*&$

年秋"派共

产党员李梅村来到鹿邑"领导人民开展

斗争% 随后"李梅村成立了中共鹿邑党

支部" 结交了鹿邑县农民红色革命领

袖'红枪会首领张朝聘"努力引导这支

农民武装队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李梅村的领导策划下" 张朝聘带

领红枪会"打击当地土匪恶霸"为农民减

租减息% 桑桥村村民吴芝芳是鹿邑县红

枪会的主要骨干"因在斗争中表现得机智

勇敢"受到李梅村和张朝聘的重用%

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李

梅村和张朝聘决定"把红枪会发展重点向

西转移% 在离县城
!#

里路的桑桥村建立

鹿邑县红枪会西方分会"发展力量"壮大

队伍"配合主力作战%

"*&%

年初夏" 李梅村来到桑桥村"

任命吴芝芳' 吴天文为西方分会的正'

副会长"分会下设支会% 李梅村在桑桥

村住了两天"给大家讲革命道理'讲斗

争策略"提出了!不图名"不为利"为百

姓"打土匪$的口号% 桑桥村村民踊跃参

加"邻村的热血青年也纷纷报名"红枪会

支会很快接收会员
&##

多人%

眼看红枪会日益壮大" 鹿邑县国民

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便勾结商丘豫东民

团第三军军长韩多峰"派兵来鹿邑清剿%

"*&%

年
"&

月
&!

日 -农历十一月十

二日." 韩多峰派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

连来攻打红枪会%第二天早晨"天气阴冷"

大雾迷漫% 骑兵连连长张正发带领
)#

多

名骑兵从村东面蜂拥而来"把马拴到离本

村
&##

米远的胥家坟里的柏树林中"冲杀

过来% 敌人在显王河东岸"红枪会在河西

岸"双方对峙%敌人开枪射击"红枪会用的

是长矛'大刀'土炮"虽然威力有限"但他

们毫无惧色"越战越勇"一次次沿冰过河

冲向敌阵%见来势凶猛"敌人急忙后退%就

这样隔河!拉锯$"往返多次%渐渐地"红枪

会伤亡加重"快支撑不住%

这时"吴芝芳急中生智"让吴天文带

一部分人"趁着雾障从村南顺河绕到胥家

坟"夺其马匹"断其后路% 绕行抄后的人到

达目的地后" 红枪会两路人马齐声呐喊"

同时杀出"合力攻击敌人% 敌人见大势不

好"望风而逃% 红枪会紧紧在后追赶"枪扎

刀砍杀敌
&

人"伤
$

人-其中有骑兵连连长

张正发."夺回战马
"!

匹'长枪
'

支'短枪

&

支%营长王大胡子闻讯大为吃惊"恼羞成

怒"立即下令"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四面合

围桑桥村%

当时"天上浓云密布"大雾笼罩"能见

度不足十米% 红枪会赶走敌人骑兵连后"

自知敌人必来报复"决定把全村家眷老小

分成两队"向附近有寨墙掩护的程庄和白

杨寺-两村均属现张店乡.转移%

转移群众工作刚刚结束" 敌军已冲

进庄里"见村内无人"便放火烧房%腹部受

伤的刘中霄" 把流出来的肠子塞进腹部"

用腰带扎紧"双手紧握一把!抓钩$"躲在

红枪会办公室门后"劈死敌兵
"

人"劈伤

"

人% 后来"该伤兵开枪把刘中霄打倒在

地"其他敌兵闻声赶到"残忍地把刘中霄

投入火海"活活烧死%吴清芳腿部受伤后"

因怕连累转移群众" 留在家里坚决不走%

他从床上强行支撑着站起来"提着一把铡

刀向围过来的敌人冲去"连续砍杀
&

个敌

人后"身中六枪"倒地死去%

向程庄转移的群众没走出庄多远"

就被敌人追上并团团围住"红枪会拼死抵

抗% 吴老黑'吴金俭'吴好庚等壮烈牺牲%

逃往白杨寺的群众" 同样遭到敌人的追

杀% 刘殿影'刘殿仙'桑小杰奋力拼杀"先

后丧命% 红枪会用生命保护了群众的安

全"让其顺利到达转移村庄%

由于天色已晚"大雾弥漫"敌人不敢

恋战"草草收兵% 这次战斗共杀敌
"$

人"

打伤多人"缴获枪支
%

支'子弹千余发%红

枪会战死
""

人"全村
"'#

多间房屋"一间

不剩"全部被烧%

"*&*

年春"李梅村在县城书院与桑

桥村红枪会支会代表吴芝芳'吴天文会

面"对他们大加褒奖"并指示"要大力发

展红枪会组织" 广泛吸收群众入会"狠

狠打击敌人%

"*&*

年麦收前"中共豫东负责人吴

芝圃来到鹿邑" 听过李梅村的汇报后"

对红枪会大加赞赏% 回去途中经过赵

村"芝圃在赵村集大隅首西边的刘家茶

馆召见了吴芝芳'吴天文"并作了重要

指示%

按照两位领导的指示精神"鹿邑县红

枪会西方分会发展迅速% 在赵村'穆店'邱

集'高集'张店'生铁冢周围"先后办起了
&)

个红枪会支会" 会员发展到
!###

多人"声

势浩大"影响力很广%

当时在鹿柘边界有一股土匪力量%

匪首张六"手下有
&##

多人"杀人如麻"无

恶不作% 群众对其深恶痛绝%

"*!#

年
%

月
'

日 -农历闰六月十一

日."张六带领众匪"来到赵村集西后刘

寨驻扎% 红枪会西方分会立即召集附近

各支会近千人"把刘寨团团围住%几次攻

打"没有成功% 下午两点多"土匪趁其不

备"集中火力冲出东寨门"红枪会不防"

抵抗不住后退%土匪乘机杀到本村%已经

撤回的红枪会奋力反抗" 利用巷战'偷

袭'围堵等战术"保护全村老小进入青纱

帐自保% 吴大同'刘广义'吴金生在这次

战斗中先后战死"吴连芳夫妇腿部受伤"

土匪冲进村里"放火烧房"桑桥村又一次

变成废墟%

随后"其他的红枪会支会赶来救援"

打死土匪
"'

人"打伤多人"缴获枪支
"&

支% 土匪闻风丧胆"向西南狼狈逃窜%

桑桥村从
"*&%

年到
"*!!

年的六年

间
0

数次遭到恶兵'劣匪'贪官的烧杀血

洗"村民团结起来"拼死抵抗"给敌人以

沉重打击%桑桥村的村史"是反抗旧社会

剥削和压迫的血泪史% 红枪会与敌人进

行顽强斗争"是全国人民反抗压迫'英勇

奋战的一个缩影%回顾历史"在共产党员

李梅村的领导下"红枪会日益壮大"越战

越勇% 后来"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

坏"李梅村被调走"鹿邑县红枪会首领张

朝聘被捕遇害"桑桥村红枪会孤立无援'

走投无路"最后失败了%这段历史告诉人

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没有共产

党的领导"则一事无成%我们要牢记党的

恩情"永远跟党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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