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富洲———中国登山开拓者
雪雪

王富洲， 中国著名登山运动员，河
南西华人，生于 1935 年。 1958 年，毕业
于北京地质学院， 同年参加登山运动，
并登上苏联境内海拔 7134 米的列宁
峰。 1959 年，登上新疆境内海拔 7546 米
的慕士塔格山， 同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60 年 5 月 25 日， 从北坡成功登上世
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王富洲是
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同时
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
曾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兼

秘书长、中国登山协会顾问、中国登山
协会主席。 2015 年 7 月 19 日，王富洲因
病去世，享年 80 岁。

王富洲作为中国最早的登山队员

之一，曾有着辉煌的经历。 1960 年 5 月
24 日， 他任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
击队长 ，与贡布 、屈银华 、刘连满从海
拔 8500 米的突击营地出发， 克服种种
艰难险阻，突击顶峰，并坚持夜间行军，
于 25 日凌晨 4 时 20 分，首次从北坡登
顶海拔 8844．43 米的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
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为世界登山
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登顶珠峰的
过程中，王富洲被严重冻伤，却一直负
责整个队伍的物资运输和技术安全工

作， 并始终动员鼓舞其他队员克服困
难为国争光。

王富洲曾说 ： “我当时参加登山

队， 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
务 ，一定要登上顶峰 ，要树雄心 、立壮
志，不把珠穆朗玛峰踩在脚下，誓不罢
休。 ”

对于他的去世，时任中国登山协会
副主席的李致新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

访时透露，尽管因登山运动留下了不少
伤病，但王富洲还是走得很突然。 李致
新告诉记者，原本计划安排王富洲到登
山基地休整，但没想到他竟然以这样一
种方式突然离开了大家。 据李致新介
绍，由于长期从事登山运动，王富洲常
年饱受脑血栓，听力、视力障碍的折磨，
同时由于早年登山时被冻伤，王富洲的
多个手指比正常人短一截。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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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布阵“沙河防线”
张俊奇

公元 １８６４ 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
天国失败后， 其余部赖文光会同任化
邦、张宗禹等部仍然坚持活动。 他们对
部队进行了整编、强训，成了一支战斗
力强的新捻军， 以安徽亳县为活动基
地，不断主动出击。 第二年 ５ 月，在山东
菏泽高楼寨战斗中，他们将围剿过捻军
的老对手僧格林沁击毙，歼灭其部七千
多人，首战告捷。

僧格林沁部的溃败，使清政府大为
震惊。 为对付捻军，清政府急忙宣召曾
国藩，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剿
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
定的特点，决定采取“重点防务、坚壁清
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坐镇徐州，并在
临淮、周口、济宁等地驻防官兵，进行堵
截围剿。 但是，捻军首领以机智的战略
将部队分作东西两部，往来穿插，纵横
驰骋， 致使清军摆脱不了被动局势，陷
入处处挨打的状态。

据《商水县志》载，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 清兵曾经在周口至漯河的沙河沿
岸，布防了所谓的“百里防线”，企图在此
歼灭赖文光部。尽管如此，当捻军六万余
众从豫西鲁山、登封一带回师东进时，在
周口西 ２０里处的任桥坡（今商水县张庄
乡境）与清军相遇。曾国藩的湘军自认不
是捻军的对手， 龟缩在周口寨内不敢露
头，只是临时纠合了淮阳、商水、西华三
县的乡团应战。 开始，捻军先头部队 ６００
余骑兵在大石桥吃了败仗，退后待援。至
夜半时， 捻军大部队赶至邓城闻讯后即
星夜增援先头骑兵。

当捻军赶到大石桥后，即与乡团展
开了肉搏夜战，一时间，任桥坡里战火
照天明，杀声震天响。 乡团被这突如其
来的大军杀得血肉横飞、 横尸遍野，认
为是“天兵下降”，不到天亮就丢下众多
尸体落荒而逃，溃不成军。

商水人很明白，捻军是反清武装。

例如，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捻军过
商水，三月在连桥坡大败乡团；咸丰十
一年十月，捻军将领王怀义、孙老成进
入商水 ，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 ；同治二
年八月三十日，捻军攻破北蔡寺，后占
领北岳、 龙塘河等村， 与百姓亲密无
间；同治四年，捻军赖文光部攻上蔡不
克，遭清军刘铭传追击，至商水、西华、
郾城一带时，老百姓都保护他们；同治
五年三月三日， 捻军张宗禹部由阜阳
赶至商水苑寨， 受到驻周家口之淮军
张树珊部的拦击， 老百姓掩埋捻军士
兵尸体，抢救护理伤员，还赶制干粮给
捻军，以便其向淮阳退兵。

捻军，这支武装是北方农民起义军，
是专门对付清朝统治者的武装力量。 流
传在商水民间有一首儿歌：“捻军来，俺
不怕。爷爷说捻子是好人，奶奶夸捻子功
劳大……”足以表明捻军在豫、皖、苏、鲁
一带人民心目中，是“仁义之师”。 ②8

陈毅五过黄泛区
李郁

陈毅元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他曾指挥千军万马在中原纵横
驰骋，足迹遍布豫东城乡，并为黄泛区
留下了史诗性的诗作。

１９４７ 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
略进攻。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
部署，８月上旬，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于
鲁西南歼敌 ９ 个半旅后跃进大别山。与
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对山东
的重点进攻后，为策应刘邓大军，牵引
国民党军队，扩大解放区。司令员陈毅、
副司令员粟裕率领 ８ 个纵队 ２０ 万人组
成外线兵团， 于 ９ 月下旬挥师南下，先
后解放了包括太康、淮阳、鹿邑、扶沟、
商水、沈丘等豫皖苏边区县城 ２４座。

在陈粟大军驰骋豫东期间， 陈毅同
志曾亲临黄水泛滥过的西华、淮阳、鹿邑
等地视察。 在鹿邑县的吴台 （现属郸城
县），华东野战军总部在花赵庄南松树林
内召开了总部和十八师连以上 ３００多人
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同志作了关于目
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此期间，陈毅同
志非常关心地方工作。 在距吴台不远的

任集（现属鹿邑县），他还曾向当地的县
区干部作了重要讲话。当时，该地正在进
行土改运动，有“左”的倾向，准备召开斗
争地主的万人大会。陈毅在了解情况后，
在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召开万人大
会，（对地主）扫地出门，乱棍打人，这种
作法我不赞成。 ”为此，当地干部群众深
受教育，立即将斗争大会改为献宝会，不
少地主富农献出了金银财物牲畜等，党
和政府把这些财物分给了刚刚获得解放

的贫苦农民。 豫东人民也在党的领导

下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 当时在
解放战争中闻名的扶（沟）、太（康）、西
（华）担架队，就是跟随陈粟大军到前线
输送给养抢救伤员的。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下旬， 为扩大战果和
配合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华东野战军又
跃过黄泛区在平汉路中段展开大规模

游击战， 并乘机攻克许昌。 为配合陈
（庚）谢（富治）兵团，又在漯河以南地区
歼敌第五兵团部和整编第三师。解放了
的大片土地和黄泛区连在了一起，扩大
了解放区，也壮大了人民军队。

１９４８年 ６月，华东野战军再次经黄
泛区东进北上，于 ２２ 日解放开封，随后
又于 ６ 月底和 ７ 月初发动了睢杞战役
（也称睢杞太战役），歼敌 ５ 万多人。

在陈毅率大军征战豫皖苏期间，他
曾先后 ５次途径黄泛区，并于 １９４８年夏
写下了著名的《过黄泛区书所见》诗篇：

一过黄泛区，水茫茫。 陷泥过膝及
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
黄黄。 芦花飞白，大好牧场。 蒋匪兵来，
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踉跄。川原水
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 内战罪魁，抗
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
走西华，过淮阳。 从前灾星，水旱汤蝗。
而今苛政，抽丁征粮。五过黄泛区，人民
解放。 土地改革，除暴安良。 民主翻身，
武装自强。 气象一新，其乐洋洋。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陈毅
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情怀，以及他看
到人民过上幸福日子后的愉快心情。 可
以告慰陈毅元帅的是，昔日的黄泛区，早
已建起了现代化的国有大农场， 人民正
意气风发地朝着小康社会大步迈进。②8

周兴嗣和他的《千字文》
程万鹏

周兴嗣 ，南朝梁陈郡项县 (今沈丘
槐店镇 )人，世居姑熟(今安徽当涂 )，长
期在皇帝侍从顾问机构从事规谏 、评
议、驳正违失事宜。 他在梁王朝文官九
品十八班(级)中，位居八品四班，为一小
京官。但他博通传记、善著文章，曾著书
百余卷，文集十卷。 周兴嗣最著名的是
编撰了流传千年的《千字文》。

周兴嗣处于南朝齐梁改朝换帝时

代。 梁第一任皇帝萧衍，在位 48 年，是
我国历史上的名君之一， 即位之初，常
以宋齐灭亡历史教训提醒自己，告诫臣
下要兢兢业业，除旧布新，奋发图强。他
反对淫侈之风，大力提倡节俭，他下诏
在府衙前树“谤木”、立“肺石”，广开言
路，了解下情；大力发展教育，广为培养
人才。

梁武帝萧衍下诏设立“五经”教授，
兴建学校(馆)房舍，招收青年学生。他先
后任命了五人为大学教授，每人主持一
个学院，每个学院有数百名学生，由朝
廷供应饮食，发给津贴。 朝廷又选派优

秀学生去会稽云门山，追随隐士何胤读
书，学成后出任各地教授，巡行视察州、
郡学校。 旧时在科考中，书法艺术是很
重要的，假如考生字写得不好，即便文
章再好也难被录取。梁武帝本人亦善诗
文、爱书法、懂音律，多才多艺。

相传，梁武帝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
在太平时期多读些书。由于当时尚没有
一本适合的启蒙读物，起初，他令一位
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
家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一千个各不相

干的字，每纸一字，然后一字一字地教
学，但杂乱难记。梁武帝寻思，若是将这
一千字编撰成一篇文章，岂不妙哉。 于
是， 他召来周兴嗣， 讲了自己的想法，
说：爱卿才思敏捷，为朕将这一千字编
撰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

在编写《千字文》过程中，周兴嗣的
确费了一番功夫。据传，为编写此书，周
兴嗣的头发都熬白了。在保持王氏每个
字真迹的前提下，将一千个字编为四言
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

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此书自隋代开始流
行，使每个受教学童既学文化，又临摹
王羲之书法艺术，大大推动了我国传统
书法艺术的发展。 继《周本》之后，虽又
有多种续编和改编《千字文》版本出现，
但谁也没有超越周兴嗣原本内容。 所
以，千年来，周氏《千字文》同《三字经》
《百家姓》一样，被推崇为“袖里通鉴纲
目”“千古一奇书”，成为家喻户晓、脍炙
人口的启蒙教材。

至今，在沈丘一带还流传着不少有
关周兴嗣“才高八斗，书经五车”的轶闻
趣事。

有诗称赞周兴嗣先生曰：
南朝萧衍梁武帝，
科技兴国是名君。
陈郡项人周兴嗣，
受命编著《千字文》。
羲之笔帖书体选，
启蒙读物胜经纶。
真草隶篆文四体，
字字闪光古至今。 ②8

穆青情系周口
冯长安

穆青的社会责任担当， 铸就了穆青
风范和穆青精神。如今，穆青已离世十多
年， 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依旧具有现实意
义， 为今后的新闻工作者如何承担社会
责任、实现历史担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 是原周口镇德
化街人，其爷爷穆廷桢为清朝举人。穆青
少年时深受爷爷“忠、义、智、勇”关公文
化的熏陶。 他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
在 1975年向毛主席反映江青的问题，充
分表现了共产党员恪尽职守、 舍生取义

的高尚品德。
穆青在新闻生涯中，始终坚守“勿忘

人民，坚持真理，把握大局”的宗旨。
1966 年 2 月，穆青等人写出《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引起很
大的社会反响。 1990 年，穆青等人再次
写出《人民呼唤焦裕禄》。 1990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读了《人民呼唤焦裕
禄》的文章，心情十分激动，写出《念奴
娇·追思焦裕禄》：“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
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
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
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
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
顷澄碧。 ”

1978 年 3 月，穆青等人合写出《为
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

吉昌》一文，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媒体上
突破“两个凡是，公开否定文革”的第一
篇。

1978 年 11 月 15 日夜，穆青等新华
社领导毅然拍板决定，播发《天安门事
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电讯。 这则只有
239 个字的消息如石破天惊，被称为中
国开始拨乱反正历史进程的标志。

上世纪 90年代初，改革发展又面临
一个紧要的关口，姓“社”与姓“资”展开
激烈争论， 穆青等人合写的 《风帆起珠
江》以生动雄辩的事实，肯定了习仲勋同

志在广东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1981 年秋，穆青回到魂牵梦萦的故

乡周口，到德化街探望他的舅爷买春亭
老先生。 他与亲戚们一起落泪，一起欢
笑。道别时，他立在故居门前沉思良久，
往事历历在目涌上心头……

穆青爷爷穆廷桢的好友唐少侯 ，
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唐少侯先后
创办电灯公司、 面粉公司、 钱庄等实
业， 特聘请穆廷桢到蚌埠担任所办公
司的师爷。 1920 年，穆青父亲穆蕴珊与
母亲杨文芳来到蚌埠， 穆青在蚌埠出
生。 穆青 9 岁时，爷爷突然病故，全家
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奶奶刘氏只好带
领全家搬回了娘家杞县，穆青 10 岁在
杞县大同中学读书 ，16 岁参加了八路
军。 1940 年，穆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文学系学习。 1938 年， 杞县被日寇占
领， 穆蕴珊带全家又搬回了周口德化
街。 穆蕴珊的舅舅买春亭医术高超略
有收入，常常接济穆蕴珊一家，他多次
嘱咐家人 ：“只要有我们买家吃的 ，就
决不能让穆家断顿。 ”

1949 年，穆青在《河南的故乡》一文
中沉重地写道，“我父亲曾三次逃难，至
今仍在靠亲友接济生活”， 指的就是这
段史实。1959 年，穆蕴珊病逝，他的墓碑
上，清清楚楚地镌刻着：“先父穆蕴珊大
人之墓，河南省周口市人。 ”

近百年来， 周口籍的游子成千上
万，而杰出者当数人民记者穆青。 ②8

吉鸿昌将军的教育情结
张学勤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恨不抗日
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
头”的就义诗，体现了他为民族利益视
死如归的高尚气节，鼓舞和激励着后人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同样，吉鸿昌在有
生之年心系教育的事迹，也被人们广为
传颂。

吉鸿昌，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生在
豫东平原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他 ６ 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打理茶馆
生意；１０ 岁时，因家中贫寒上不起学，吉
鸿昌便经常蹲在学堂教室的窗外偷听

老师讲课。 １９０７ 年，１２岁的吉鸿昌在父
亲的多方借贷下， 总算入了私塾念书。
因深知入学来之不易， 他学习十分用
功。 第二年，吉鸿昌因看不惯地主恶少
欺压穷学生的恶行，仗义执言，打抱不
平而被校方惩罚辍学。 从此，在他幼小
的心灵里就萌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办
一所学校，让穷孩子无忧无虑地上学。

１９１３ 年，１８ 岁的吉鸿昌怀着报国
之志毅然投军， 被编入北洋左路备补
军第二团，从此开始了行伍生涯。 １９２０
年秋， 已升任连长的吉鸿昌在回家省
亲的时候， 对父亲说：“我只上了两年
学 ， 在军旅中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楚 。
家乡的穷孩子因生活所迫上不起学 ，
文化知识成了有钱人的专利， 这太不
公平了。 我想办所学校， 让穷人的子
弟有个免费上学的地方。 ” 深明大义
的父亲感慨地说：“兴办学校是公益事
业 ，利国利民 ，我同意 。 ”父子二人形
成共识后， 立即会同吕潭镇绅商各界
人士， 借用陕西会馆西院 １３ 间房舍，
聘来教师 ，创办了吕北小学 ，招收 ７０
名学生，免费供给书籍、文具。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吉鸿昌指挥 １９ 师在
巩县黄沙峪夜渡黄河，击溃奉军，入驻
新乡、安阳一带，被誉为“铁军”。部队攻
占巩县时， 师部设在巩县鳌岭师范学
校，当得知学校因经费困难买不起图书
时，他立即出钱捐赠了一部分图书。 学
生们对这位南征北战的将军的做法十

分敬佩。 后来，这所学校的部分学生毅
然投入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 吉鸿昌始
终不忘家乡办学的事。 此时，他收到家
中来信， 说父亲为扩大校舍把吉氏祠
堂开辟为教室 ，并把 “吕北小学 ”更名

为 “中山学校 ”，学校缺一个会管理的
校长。 看到此处，他高兴得像打了胜仗
一样， 决定把在身边工作多年且满腹
经纶的秘书郝子固派往中山学校任校

长一职。 郝子固没有辜负将军的一片
苦心，在校长任上兢兢业业，把学校办
得有声有色。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下旬的一天， 他携妻
子回了一趟老家吕潭，直奔中山学校，
拉上校长郝子固， 去看镇北那块预备
扩建的地皮。 吉鸿昌迈着大步丈量一
圈后， 爽朗地说：“兴办学校， 倾其所
有，我在所不惜。这块地皮约有 ５０ 亩，
操场 、花圃 、校办工厂都要考虑进去 。
学校建好后，再买一些地作为校产，学
校的经费就有保障了。 ”随后，他委托
朋友冯欣农负责学校的设计和施工 。
安排好这一切， 吉鸿昌于第二天面见
冯玉祥，领命远赴甘肃，任国民革命军
第 １１ 师师长，参加平乱战役。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吉鸿昌实现了盼望
已久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标志
着他由一个旧军人成长为一个共产主

义战士。 １９３３ 年底，经过吉鸿昌及家乡
父老的苦心经营，吕潭中山学校达到了
建校以来的黄金时期，有“豫东第一校”
之称。 学校占地 ６０ 多亩，拥有校舍 ２００
余间、在校生 １５００ 多人。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至 ６ 月， 根据党的决
定，吉鸿昌在天津红楼组织出版《民族
战旗》刊物，并秘密召集爱国将领到天津
集训， 准备再次发动武装抗日暴动。 １１
月 ９日， 他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不
幸被捕。 １１月 ２４日，吉鸿昌在国民党北
平军分会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敌人。
之后，写下气壮山河的诗句，英勇就义。
令人感慨的是，吉鸿昌在上刑场之前撰
写的三份遗嘱中，有一份是专门为他创
办的学校而写：“……昌为时代而死矣。
吾先父所办学校款， 皆由先父捐助，非
先父兄私产也。 所虑者吾死后，恐吾弟
等有不明之处，要强行分产。 永昌弟鉴：
学校款你不必过问……”吉鸿昌大公无
私的品质跃然纸上，令后人敬仰。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吉鸿昌当年
亲手创办的学校相继培养出一大批优

秀共产党员，并随着历史的脚步得到较
快发展。 １９７８年，吕潭中山学校更名为
“鸿昌学校”，１９８４年正式更名为 “吉鸿
昌学校”， 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 １９９３
年，为继承将军遗愿，适应教育改革需
要，地方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吉鸿昌
之女吉瑞芝及家乡人民筹集资金 ２００
多万元，将“吉鸿昌学校”由原址搬迁到
紧临 ３１１ 国道的吕潭镇东，改名为“吉
鸿昌职业高级中学”。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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