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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人文化符号





乐舞始祖———葛天氏

葛天氏是中国古帝王之一，《帝王世纪》等书记载，中国

远古帝王先后次序为：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

人氏、伏牺氏、女娲氏、朱襄氏、葛天氏、无怀氏、神农氏、

黄帝、尧、舜。长葛名称起源于葛天氏，明、清及民国出版的

《长葛县志》记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

泽，故名曰长葛”。迄今在长葛仍流传着大量与葛天氏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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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

（一）葛天氏是中华乐舞始祖。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远古之时 “多风而阳气畜积，

万物散解，果实不成”，葛天氏乃 “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

以定群生”，“作舞以宣导之”；“昔葛天氏之作乐，三人操牛

尾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

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

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

人合，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葛天氏之乐”，在我

国音乐、舞蹈和诗歌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歌八阙”

之音是我国音乐的发韧；“擦牛尾、投足”是舞蹈的肇始；而

“歌八阙”的歌词则是诗歌的最早出现。因此，无论我国的音

乐界、舞蹈界和中国文学界都奉葛天氏为创始人。

（二）、“葛天氏之治”是中国

古代理想的淳朴社会。

　　作为帝王，在治 “国”上，葛天氏以教化为先。据 《路

史·禅通记》载：“葛天者，权天也，爰?旋穷作权象，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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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为号。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无能

名之。”葛天氏的治理，被后人视为社会和谐的典范，史称

“葛天氏之治”，而许多历史名人如陶渊明、白居易、李清照等

都自称为 “葛天氏之遗民”！晋陶渊明有诗： “衔觞赋诗，以

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宋苏东坡有诗曰：

“窃比余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元朝的沈禧有诗： “忘世

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

（三）、葛天氏是纺织的始祖。

长葛背靠陉山、紫金山，清赮河、小洪河、石梁河，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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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东南缓缓而下，古时这里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是野生葛藤，

葛天氏和族人们在采集葛果、葛根作为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葛

藤的茎皮剥下来很柔软，有韧性，就利用葛藤的茎皮织出最原

始的布来代替兽皮遮体。从这方面讲葛天氏也是纺织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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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国相———子产

长葛在春秋时期属郑国，长葛是个邑，是郑国相子产的汤

沐邑。子产是长葛最早的官员。

子产名侨，又称公孙侨，字

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有名的政治

家。子产治理郑国有三项有力措

施，一是 “铸刑鼎”，推行法制，

把法律条文铸在青铜鼎上，昭示

全国，要求民众依法行事。二是

“作封洫”，实行土地改革，承认

私田合法性，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 （即五户联保），按田亩

数量课税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三是 “作丘赋”，改革赋

制，以丘为单位向全国征收军赋。丘，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古

制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

子产治理郑国 “不毁乡校”，说的是子产当上郑国国相不

久，郑人常闲聚乡校 （百姓聚会的地方）议论朝政得失。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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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然明担心这会扰乱人

心，影响国家政令施行，

便建议毁掉乡校。子产

不同意，他说： “为什

么？人们早晚事情忙完

了到那里相聚游玩，议

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

为好的，我们就推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

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尽力做好事，可以减少怨

恨，没听说依仗权威能防止怨言。靠权威制止议论不难，但那

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洪水大决口，伤害的人必然更多，我将无

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子加以疏导，不如听取他们的议论并把

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以是观之，人谓

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在郑国执政２６年，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

被后人喻为 “春秋第一人”。前５２２年，子产逝世，国人莫不

哀痛，当时２９岁的孔子哭着说： “古之遗爱也！”意思是说

“子产是集古人仁爱于一身的人啊！”子产生前有两大夙愿，即

“生不留余财，死不占民田”。所以他的儿子要把他葬到陉山的

山顶上。因他一贯廉洁奉公，家中没有 “余财”为他办丧事，

儿子和家人只得用筐子背土在长葛西北与新郑接壤的陉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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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他的尸体。子产的儿子和家人无钱埋藏子产的消息传到郑

国的臣民中，大家纷纷捐献珠宝玉器，帮助他的家人办理丧

事，子产的儿子不肯接受。

至今，子产墓仍在陉山顶上，并有 “老婆顶石头”的故事

流传下来。其旁建有祠，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增福庙乡高庙郭

村有子产台，上有子产庙，房屋２０余间，塑有子产像，供人

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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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陈

陈萛 （１０４～１８７），字仲弓，古桥乡陈故村人。陈萛年轻

时在县衙里当差，县令邓邵

见其勤奋好学，聪敏过人，

推荐他到太学读书，学成回

到家乡，任颍川郡西门亭

长。司空黄琼荐其任闻喜

（今属山西省）长，后任太

邱 （今河南永城西北三十

里）长，因此，当时的人称

其 “陈太邱”。

太邱长任上，陈萛为官

清正廉明，黎民安居乐业，

邻县百姓多向其辖境迁徙。沛国相 （今安徽濉溪县西北、太邱

归其所辖）加重赋税，陈萛既无力抵抗又不愿听从，愤然弃官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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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延熹九年 （１６６年），“党锢之祸”株连到很多人，受

株连者有的逃避他乡，有的请求赦免，陈萛却说 “吾不就狱，

众无所恃。”请求拘禁，并为他人承担责任，后遇赦出狱。

陈萛在家乡很有声望，以德行受人尊重。村民有什么争执

的事，多求其判正。人们感叹：“宁愿受到刑罚，也不能让陈

萛瞧不起。”

党禁解除，朝廷多次征召，陈萛辞而不就，中平四年

（１８７年）病逝于家。参加吊丧者达３万人，大将军何进派人

吊祭，刊石立碑，谥为 “文范”。

长葛有很多陈萛文化遗址，如德星观、陈萛墓园等，并有

许多与陈萛相关的故事传说，如 “慈仁店”“麦里掺银”“梁

上君子”等。

银麦救灾

陈萛有个好朋友叫徐良。

徐良本来日子过得很富裕，不料一场大火将家业烧个净

光。要过年了，徐良的儿子来到陈萛家，一进门便打躬作揖

说：“俺爹叫我来借二斗粮食回去过年。”陈萛说：“好，我这

就给你拿粮去。”

儿子借麦回来，徐良解开袋口，见是上好麦子，伸手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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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了抄，从麦里摸出一锭银子，足有十两重。徐良对儿子说：

“你去把这锭银子给您陈伯父送回去，就说他将银子丢到小麦

里面了。”

徐良的儿子拿着银子要还给陈萛，陈萛却摇摇头否认银子

是自家的，说：“既然是从你家麦袋里掏出来的，那就是您的，

拿去过年花吧。”

徐良又拿了银子亲自来见陈萛，说：“贤兄，这银子确实

是从你借给我的麦袋里掏出来的，一定是你们不小心把银子丢

到了麦袋里，你还是收下吧！”陈萛翻脸说：“你怎么能这样说

话？我是粗心大意的人吗？别说这么大一锭银子，就是一枚铜

钱我也知道该放到哪里。”徐良见陈萛坚拒，只好拿了银子去

见县官。

县官知道陈萛的用意，便笑着对徐良说：“你回去吧，这

锭银子我会退给原主的。”县官约来陈萛，微笑着说：“你既然

知道徐良不白用人家的东西，这锭银子他怎么能用呢？这样

吧，我替他写了个借据，就算你借给他的，等他啥时候有了啥

时候还你。”陈萛应允，事后，徐良也答应了。

“麦里掺金”的典故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梁上君子

有个灾荒年份，一个小偷夜里溜进陈萛家，躲到梁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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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萛发现。陈萛没有惊动

小偷，而是把子孙叫到跟

前，教训说：人不能没有

作为，不好的人也不一定

本质就坏，主要是自己不

学好，像梁头上的这位君

子就是这样。小偷闻听跳

下梁来，叩头认罪。陈萛

教育他说：看你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个坏人，以后可

得学好啊！小偷连忙点头

称是。陈萛并没有将小偷送官，还送给他两匹绢让他走了。这

件事传开后，陈萛家乡一带便没有了小偷。“梁上君子”的典

故就流传开来。

难兄难弟

典故说的是陈萛的两个儿子元方、季方，都功业有成，尊

长爱幼，德行甚佳。一日，陈元方的儿子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

孝先，两个小孩谈论人品问题，都极自豪地夸耀各自父亲的功

德，争论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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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僵持不下，找祖父陈萛评理，陈萛闻听，自知儿子元

方、季方都是好样的，于是感叹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

弟！”

从此，这句感叹被人们紧缩成 “难兄难弟”成语，意思是

说兄弟皆佳，不相上下。但是，这一成语在使用过程中，被逐

渐演变为 “患难兄弟”的意思，丢失了汉末士人雅身自好、追

逐名节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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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鼻祖———钟繇

钟繇 （１５１～２３０），字元常，颍川长社 （今长葛）人，三

国时期魏国大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

钟繇为大教育家钟

鰑之曾孙，其家境至钟

繇时已败落，依靠叔父

钟瑜的资助才完成学业，

后钟繇被推举为孝廉，

先后任尚书郎中、阳陵

县令、廷尉、黄门侍郎，

钟繇任黄门侍郎时正值

东汉未年天下大乱，群雄争霸，他利用在皇帝身边的便利，帮

助曹操疏通关系，并迎献帝到许昌，帮助曹操实现 “挟天子以

令诸侯”。曹操论功行赏，封钟繇为御史中丞，后升为侍中、

尚书左仆射，并被封为 “东武亭侯”。在其后的军事斗争中，

钟繇为稳固魏国后方，平定了关中，并在 “官渡之战”前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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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助曹操大破袁绍，后又战匈奴、平定河北，为魏国的发展壮

大立下不朽战功勋。

钟繇除政治、军事才能外，对后世影响大的是他的书法成

就。他从小就酷爱书法，师承曹熹、蔡邕、刘德升，博采众

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与王羲之并称为 “钟王”。梁武

帝萧衍评其书法：“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

实亦难过。” 《书史会要》载： “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

（楷书）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成为中

国书法由隶入楷的创始者，被后世尊为 “楷书始祖”。传世作

品有 《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贴》

等。现长葛留存有钟繇洗砚池、钟台、钟繇墓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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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育家———钟皓

钟皓 （８５～１５５），字季明，东汉颍川长社 （长葛）人，

东汉末年大教育家，因为德行高洁

而被世人称赞。他隐居在密县的深

山老林里，教授学生一千多人。钟

皓担任颍川郡的类似秘书长的 “功

曹”时，被朝廷的类似丞相府的

“司徒府”征召去另有任用，不久，

钟皓辞官，隐居到密县，朝廷各个

衙门先后九次征召他为执掌刑狱的 “廷尉正”、专门传授儒家

经学的学官 “博士”、及林虑 （今林县）的县令等职务，都被

他一一谢绝。当时钟皓和荀淑共同被士大夫们所敬重。士林领

袖、豫州刺史李膺常常叹息说：“荀先生清高孤傲，不容易学

习到，钟先生的至德至诚还是能够学得到的。”

钟鰑与同颍川郡的荀淑、韩绍、陈萛等皆以清高有德行闻

名于世，合称为 “颍川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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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谋士———徐庶

徐庶 （约１６８～２３５），字元直，东汉时颍川郡长社小河徐

人，本名徐福，寒门子弟，

早年为人报仇，被同党救

出后改名徐庶，由小河徐

迁至后河镇徐庄村，求学

于儒家学舍。后中州兵起，

与同郡石广元避难于荆州，

与司马徽、诸葛亮、崔州

平等人为友。刘备屯驻新

野时，徐庶前往投奔，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公元２０８年，曹

操南下，大破新野，徐庶与诸葛亮一起行至长坂坡时被曹操击

溃，徐庶的母亲也被曹操抓去。徐庶对刘备说：“我所能发挥

才能的，只有新野小县。现在新野没有了，我心已乱。老母在

曹操处，请让我去。”刘备答应后，徐庶就去投奔了曹操。

赤壁之战时，徐庶被派镇守长安，以防西凉马腾。赤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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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徐庶很好的起到了谋士的作用，深得曹操喜爱。曹丕继

位后，徐庶官至三公之列，在诸葛亮历次北伐时都为司马懿出

了不少主意。历史上的徐庶和 《三国演义》中写的是完全两个

人。所谓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后河镇徐庄村的西南角，有徐庶的饮马坑遗址；在徐庄

北边的洼李村，传说村民刘玉打井时，意外挖掘到徐庶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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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其惠———黄杰

黄杰 （１４３０～１４９６），字士英，长葛市古桥乡黄岗村人。

父黄渊当过应天府六合县令。黄

杰７岁丧母，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

进士及第，到济南府掌管狱讼。

时值荒年，有些百姓因生活所迫，

以借贷为名，结伙强取富有者粮

食和牲畜，被官兵拘捕，太守将

他们交给黄杰论处。黄杰认为：

饥民缺食，且又人众，可令其丰

年偿还，将人释放。当官府开仓放粮时，秩序混乱，有的人甚

至被践踏而死，巡抚再派黄杰督办放粮事宜。黄杰一视同仁，

按次支给，秩序井然，饥民得到救济。黄杰从政，为国解忧，

为民排难，不计个人名位。成化十九年 （１４８３）任顺天府

（今北京）丞，因为得罪权贵，被贬官到肇庆 （今广东高要

县）任同知。黄杰不但不鄙视那里的少数民族，而且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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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苦，鼓

励垦殖，发

展农业，深

受少数民族

爱戴。弘治

四 年

（１４９１） 调

任陕西左参

政，次年升顺天府尹，在他的治理下，官吏尽职，民众乐业，

政绩卓著。弘治七年 （１４９４）升户部左侍郎，督理太仓粮储。

他勇于革新，兴利除弊。任职三载，民赋减轻，国家粮储大

增，受到皇帝嘉奖，升通议大夫。黄杰却疾病缠身，猝死于官

邸。皇帝闻知，大为悲痛，降旨厚葬黄杰。据志书记载，黄侍

郎墓不仅规模宏大，侧面还有 “金鸡坊”一座，标志着皇太子

也曾为黄杰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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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第一品———钟嵘

钟嵘 （约４６８～约５１８），字仲伟，颍川长社 （今河南长

葛）人，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初

为南宋侍郎，入梁后为晋安王记

室。钟嵘精通周易和魏、晋、南北

朝五言诗体，著名的 《诗品》一

书，就是钟嵘撰写的。 《诗品》中

列举魏、晋、南北朝能诗者１０３人

的诗作，分上、中、下三品，一一

加以评论。在每品之首，写有一篇

概括性的前言，有助于读者理解其内容。是一部中国最早的评

论诗品的著作，前人评价 《诗品》： “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

龙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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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翰林———杨佩璋

杨佩璋 （１８５０～１９２０），字筱村，后河镇后河村人。少年

时父母双亡，其在浚县任训导的堂伯杨丙昌看他天资聪明，就

把他接到浚县供养教诲。

杨佩璋刻苦攻续，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中举人，次年登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此时，周围同僚趋炎

附势，相互推崇之风甚盛，而杨佩

璋以名节自重，岸然自守，不接权

贵，故沉浮词馆二十余载无升迁。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迁国

子监司业，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补翰

林院侍讲，次年迁侍读，升侍讲学士。后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

郎衔。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任兵部右侍郎，钦派江南主考官。三

十年 （１９０４）任吏部右待郎。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任督察院副

都御史。杨佩璋以廉洁自守，以忠贞处世，不事逢迎，虽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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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而门可罗雀。杨

佩璋学博识广，善于鉴

赏古书画，京师推为专

家。为文独造，清真雅

正。书法颜柳，字字端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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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握手》———张扬

张扬，１９４４年５月生，长葛市石固镇人，中国当代著名作

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副主席。１９６１年 １０月发表处女

作。１９６３年２月写出 《第二次握

手》初稿。 “文化大革命”中，

《第二次握手》写本传抄全国，风

靡一时。作品讴歌爱情，激扬个

性，当时被视为 “毒草”。因为

此，１９７５年 １月张扬被捕，１９７９

年１月，经胡耀邦干预获得平反。１９７９年７月， 《第二次握

手》出版，累计发行４３０万册，发行量列国内当代长篇小说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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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画新风———田零

田零 （１９１６～１９９７），曾用名刘瑞峰，后河镇洼李村人。

初中毕业后考入洛阳师范。不久，“七七”事变爆发，田零投

身抗日，到山西民族大学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１９３８年

加入共产党，不久，奔赴延安。

田零先入鲁迅文艺

学院美术系学习，后随

部队到晋察冀边区，又

在华北联大学习美术。

１９４０年毕业后，留校在

文工团美术组工作。后

随军转战华北，“赤脚画壁画”宣传抗日救国。

田零晚年，遍游全国各地，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其创作着

眼点，也多由 “现行方针政策” “中心工作”，转向祖国大好

山河与５０００年文明。其内容选材也多由 “现实典型”变为山

水、兽鸟、历史人物。表现手法，也由原来多为宣传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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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变成多为国画。为了提高国画技法，已是古稀老人的他，

一年习作１４００多幅。这一期间，他的作品不仅在全国各地展

出、发表，出版多本画集，而且被送往加拿大、日本、新加

坡、美国展出。晚年的田零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金秋季节。

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席的沈鹏在 《田零画集》的前言中评价这位 “老党员、

老革命、大画家”的田零，说他 “开创国画新风貌”，画作

“老辣朴实”。

他创作和收藏的近千幅作品，其中不乏如郭沫若、尹瘦

石、范曾、曹胄等名家名作２３９件，都捐给了河南省博物馆、

中国残联、家乡长葛市和一些公益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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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画家———阎文喜

阎文喜，１９３７年生，后河镇阎楼村人。著名油画家、国家

一级美术家、教授。历任西北美

术学院院长、陕西省油画艺术委

员会主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陕西分会

理事、陕西省文学艺术界高级职

称 （正教授级）评审委员会委员

等职。出版 《新疆油画写生》

《阎文喜油画集》（台湾）、《阎文喜油画作品集》等画集数种。

在国内画册和其他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包括油画、国画、雕

塑、壁画等千余件。主编拍摄 《大风吹宇宙》电影艺术片一

部，多件作品入选京、津、粤、陕、豫、冀、鲁、桂、青等省

出版的画册、选集。１９９４年夏在台湾举办 “阎文喜油画展

览”，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其画展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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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道。阎文喜是国内有成就有影响的画家，先后被收入 《中

国美术辞林》《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大典》《世界名人录》《中

国文艺家传集》《国际优秀艺术家辞海》《世界人物辞海》等

２０余部中外大型辞书。

９２



当代著名书法家———张继

张继，１９６３年生，后河镇丁庄村人，当代著名书法家。

１９８７年７月毕业于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历任中国石油文联副秘

书长、中国石油书法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为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

五、六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术委员，中国美术馆书法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东方印社社长，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等。张继书法篆刻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大

展，并连续在全国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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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正书大展、全国首届行草书大展等展览中获大奖。长期担

任全国书法篆刻大展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评

委。被中国文联评为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被中国

书协评为 “全国德艺双馨书法家”。曾获中国书坛 “兰亭七

子”“中国十大青年书法家”及 “兰亭诸子”称号，并获首届

“林散之奖”。被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聘为特聘教授，

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主讲隶书七十余集。

他苦心孤诣积数年之力，用１０００个汉字，一字不重组合

成二百五十句四言诗的 《中国书画千字文》，对中国五千年书

画发展历史作了高度浓缩而又生动精彩的艺术概括。同时以二

百五十句，每句十字，计２５００字作了韵释，再以十万字作了

详解。他还用篆隶楷行草五体书法给予表现，并创作数十米绘

画长卷，为历史上的书画巨人传神造像。张继诗、书、画、印

样样精通，被喻为当代书画界 “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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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乡台胞———杨景尧

杨景尧，１９２６年５月生，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人。１９４４

年毕业于省立安阳

高中，１９４８年旅

居台湾，１９６６年

与友人合资在台中

创 建 “西 南 剧

院”。１９９０年捐资

美金百余万元在其故乡后河镇建淑君中学，并无偿捐献给当地

政府。１９９５年在家乡成立杨景尧文教基金会，以 “弘扬中华

文化、发展国民教育”为宗旨，支持文化教育事业，资助贫困

学子，累计为家乡文教事业捐资约１７００万元，资助长葛籍６００

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２０１５年被评为 “感动长葛十大人物”

之首，受到长葛市委、市政府的隆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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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名家———张宝英

张宝英，１９４０年５月生，老城镇东关村人，著名豫剧表演

家。１９５３年入长葛县豫剧团

学戏，１９５５年考入安阳市豫

剧团，１９５９年拜豫剧五大名

旦之一崔兰田为师，同年参

加省二届戏曲会演，获优秀

演员奖，后去西安向秦腔演

员马兰鱼学 《游湖》，１９６０

年带此戏去上海演出获好

评，１９６１年向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陈素真学习 《宇宙

锋》，１９６２年去北京演出

《三哭殿》，著名戏剧家田汉撰文在 《人民日报》赞扬她 “表

现了优秀的才能” “表演颇为生动真实”。她唱腔浑厚深韵、

情真意切、表演含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勇于博采众长，

３３



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为当今豫剧十大名旦之首，

崔派艺术的出色继承人。她以创造性的艺术实践，推动了豫剧

声腔艺术的发展。

参演电影 《包青天》，电视剧 《三进士》《桃花庵》《秦香

莲后传》等。她曾任安阳市豫剧一团副团长、安阳市豫剧团团

长、全国政协七届委员，河南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戏曲分会

理事、中国剧协会员、河南省剧协副主席、安阳市剧协主席，

同时被评为国家有杰出贡献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省文化系

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专家、

河南省艺术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国家一级演员、安阳市模范党

员、劳动模范，２００９年以培养豫剧本科学历学生为主的戏曲

表演班在中国戏曲学院开班，张宝英担任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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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燕振昌

燕振昌，１９４１年出生，坡胡镇水磨河村人，历任水磨村党

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因操

劳过度导致心梗突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１９７０年，刚刚接任村支书

的燕振昌面对一穷二白的水磨

村，决心办集体企业，他把大队

里所有 “有本事、有手艺”的

能工巧匠集中起来，张罗起了农

机配件厂。后来又陆续建起了面

粉厂、冰糕厂、机瓦厂……到

１９８１年，村里十几家集体企业

每年给村里上缴利润超过 ３０万元。１９８６年，中央开始有了

“股份制企业”的提法，燕振昌带领村民以土地、厂房入股，

吸引村民入资，办起村造纸厂，成为河南省第一批股份制企

业。几年间，水磨河村吸收股金８００多万元，办了５０多家企

５３



业，成为长葛市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村子。现在的水

磨河村，投资百万元以上企业超过５０家，２０１４年水磨河村年

产值超过４亿元，人均年收入近２万元。水磨河村从昔日的贫

困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燕振昌始终保持淡泊名利、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在任的

４４年，燕振昌给自己定下 “五个不沾边”规矩：钱不沾边、

物不沾边、奖金不沾边、红白喜事酒场不沾边、烟不沾边。

“跟他结亲，不占便宜净吃亏。”燕振昌妻子张改真说。上

世纪９０年代，张改真的一个亲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找到燕

振昌想 “通融通融”，但却被第一批处罚。

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盖新房，１０００多户老宅子都要拆迁。

位于村里最繁华十字街的住户不愿搬，其中包括燕振昌的岳

父。燕振昌就从老岳父先入手，拆迁时，老岳父家不情愿地第

一个搬走了。但等到新宅子建起来，大家都在争要门面房时，

燕振昌却没第一个想着岳父家。为此，老岳父 “恨”了他多

年。２０１２年，村里又建新社区。如今，水磨河村街道两旁门店

林立，３００多个门店、５００多间门面房中，燕振昌家没有一间。

“干工作要像春蚕吐丝，兢兢业业到死方休。做人要像点

着的蜡烛，从头燃到脚一生光明。”燕振昌说到了也做到了。

燕振昌去世时，全村人哭红了眼，自发为他送行……经许昌市

委批准，他的身上盖着鲜艳的党旗，被安葬在村祭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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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振昌在村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整整工作了４４年，带领

全村党员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巨创业，把一个昔日的贫困村

建成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本人先后被评为河南省

劳动模范、河南省农村基层干部标兵、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许昌市农村小康建设功臣、长葛市功勋党组织书记。他留下的

９３本日记，详细记录着他４４年的工作历程。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上午，许昌市委通过了 《中共许昌市委

关于开展向党的基层好干部燕振昌同志学习的决定》。２０１５年

８月１３日，燕振昌等１０人荣获 “河南最美村官”称号。２０１５

年９月１７日，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开展向燕振昌同志学习

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学习他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政治品

质，勇于开拓、引领发展的担当精神，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

公仆情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５日，中宣部授予燕振昌 “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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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遗迹文化符号





陉山岩画：最早的文明印迹

具茨山岩画位于长葛市、禹州市、新郑市三市交界处的陉山山

坡，２００８年被当地群众发现。所谓岩画，即指裸露岩石上刻的比较

规则的圆形 “石窝”群。陉山岩画构图，有几个小 “石窝”围着一

个大 “石窝”组成梅花状图案的；有两行平行排列整齐的；有大小

“石窝”一字形排列的；有排成 “８”字形图案的；也有许多 “石

窝”单独分布。尽管不同的专家对这些石窝图案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但专家们一致认为，陉山岩画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迹。２００９年具茨

山岩画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增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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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固遗址：中原早期文明的物证

石固遗址位于石固镇岗河村西石梁河与胜天湖河故道汇流

处的高台地

上，面积 ４

万 平 方 米。

１９７２ 年 发

现，内含裴

李岗和仰韶

两时期文化

遗存，有房基、窖穴和灰坑等重要遗迹和遗物。文化层堆积在

地下１３米至１７米处。出土有石斧、石铲、石镰、蚌镰、石

磨棒、石磨盘和鼎、罐、壶、碗、钵、豆、盆和直径只有０．１

厘米的骨针。遗址中的墓葬，为单人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

直肢为主。是较为典型的原始族群居落遗址。

其年代距今约为４５００～７４００年，压层分明。石固遗址文

化层，在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证明了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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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考查

中原地区新

石器早期和

中期文化提

供了实物资

料。１９８１年

公布为长葛

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遗址内出土有两枚单孔骨笛，历史学家以为骨笛的出土，

有力地证明了长葛石固周边，就是乐神葛天氏的主要活动范

围。

距石固遗址西、北各约２公里的杨庄、合寨李、南张庄也

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中期或较早的文化遗址，靠近石固村还发

现了商代文化遗址，可见这一带曾经有过发达的史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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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李遗址：葛天氏生活的地方

海子李遗址位于坡胡镇海子李村，遗址占地面积１９５００平

方米，文化层厚约２

～４米。发掘出的石

器物有石斧、石镰、

石刀等；骨器有骨

针、骨簪等；生活用

具 有 鼎、 罐、 碗、

钵、陶环、陶纺轮、

陶网坠等，还发现有大量的彩陶片。这里出土的白衣彩陶钵造

型规整，图案清晰美观大方，是少见的古代艺术精品。２００１年

被公布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民众传说这里曾是葛天氏生活的地方，２００５年前后，

海子李村发现一通宋朝的 《重记葛天老祖圣殿记》碑，碑文歌

颂了葛天氏的功德，至今坡胡海子李村一带还流传有很多关于

葛天氏的故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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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骨笛：中华第一笛

１９７９年３月，在长葛石固遗址中发掘出土两枚骨笛，考古

研究人员确认这两

枚单孔骨笛是最原

始的乐器，是葛天

氏时期发明乐器歌

舞的佐证。

这两枚骨笛，

又叫骨哨，出土于同一个墓葬内，墓主为男性。据测定两枚骨

笛距今８１００年左右。较为完整的一枚长６８厘米，外径１２～

１３厘米，内径１２厘米，是用鸟类肢骨制成，呈棕色，油光

发亮，应是经常把握使用所致。石固骨笛的发现，对全面认识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音乐状况和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石

固遗址中发掘出的两枚横吹单孔骨笛，可谓中华第一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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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连城：战国魏长城

十二连城位于长葛市区东北４公里处金鱼河北岸，城墙自

增福庙乡曹庄村，经官亭乡九牛站村、丑楼村，到老城镇辘轳

湾村，连绵 １０余里，沿弯曲土岗而筑，旧有 １２段，所以叫

“十二连城”。

城墙现存５段、总长１５００米，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城

垣 夯 筑 而

成，夯层厚

１５～２０厘

米，夯窝直

径 ６～１０厘

米，城墙上

部散落有汉

代砖瓦，下

部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红陶和瓦陶残片，纹饰以绳纹为主。２００９

年３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部分墙段进行发掘，揭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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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大量战国时期器物残片，主要有筒

瓦、陶拍、陶量、陶钵、陶罐等，初步推断十二连城属战国时

期魏国长城，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２０００年公布为河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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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社柏：“社”的活化石

古社柏位于长葛市老城西北０５公里处，传为汉代所植，故

又称为汉柏。

社柏原

有２６株，今

剩２３株，最

大的围约 ４

米。此地为

战国时魏国

长社邑的社稷坛，今坛已不存在，而群众仍呼社柏为 “社坛之

柏”。长葛曾名 “长社”，或与此社柏有关。长葛的 “社柏”，苍

劲古拙，是我国古代 “社”的活化石。社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

走进柏林，冷气袭人，使人顿时肃穆悚然。由于古柏长得不仅苍

翠葱郁，而且千奇百怪，姿态各异，人们便以其形状分别冠以不

同的美称，如佛柏、仙柏、猴柏、龙柏、凤柏、虎柏、狮柏、龟

柏、蛙柏等，而每一棵树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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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史君碑：魏碑品外品

敬史君碑又名禅静寺刹前铭，位于老城和平街初级中学院

内。碑镌刻于东魏兴和二年 （５４０），原立于颍川长社县禅静寺

前，后寺毁碑没，清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农民耕地时发现，碑体

保存完好，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移立于陉山书院，建亭保护。

该碑通高２５米，宽０８４米，厚０２８米，碑文１２６５个字，是

一篇敬显隽的功德撰铭，字体扁而匀称，用笔圆润含蓄，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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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到楷过渡的魏书体，清人辑入 《金石萃编》。拓片曾于１９７３

年赴日本展览，并编入 《书法大字典》，是难得的 “龙门二十

品”之外的精品。碑额雕刻为蟠龙倒首，中间有龛，龛内有释

迦佛造像，佛两边为弟子、菩萨，雕工精细，是研究我国古代

石雕艺术的珍贵资料。１９６３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１３年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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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掘地见母处：
孝心锡类与天通

长葛市董村镇吴岗村东南的土岗，原名牛脾山，相传这里

是郑庄公掘地见母的地方。

郑庄公掘地见母这一故事，见于 《左传》：春秋时，郑国

的国君郑庄公出生时，母亲难产，致使郑庄公之母不怎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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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而偏袒郑庄公之弟段。庄公登基后，就将段派往荥阳

镇守。其母唆使段在荥阳招兵买马，伺机篡位夺权，还和段谋

划，里应外和。郑庄公得知段用兵日期后，起兵伐段。段兵反

叛，段一败涂地。郑庄公一怒之下，将母亲放逐到边境鄢陵，

还发誓 “不及黄泉，永不相见”，但不久，郑庄公就后悔了。

郑国大夫颍考叔，闻听此事，一次，郑庄公请他吃饭，颍

考叔把肉放到一边存着不吃，庄公问他原因，颍考叔回答说：

“我的母亲只能吃到我家的食物，却从未吃过国君家的美食。”

庄公闻言惭愧地说：“你有母可以尽孝，而我却不能。”告

诉了颍考叔事情的原委经过，并表示深为后悔。颍考叔说：

“你将牛脾山挖一大涧 （洞）见水，你们母子在里面相见，谁

能说你违背誓言？”后来，郑庄公和母亲大隧涧内相见，其乐

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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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村与董永：孝感天地

董永，东汉时期千乘人。据传董永与其父逃难来到河南长

葛董村镇，寄居在观音寺中。不

久，其父亡故，董永自卖自身，

从刘姓财主家贷钱十串，葬埋了

父亲。董永为人忠厚勤劳，为邻

里敬重。附近张家有一女儿，名

叫巧姐，聪慧灵巧，自愿嫁给董

永，一同到刘财主家做工还债。

他们日夜苦干，还清了债务，债

主只好把他们放了回去。过了５年，他们生了两个儿子，长名

孟述，次名仲述。有一天，巧姐正在地里劳动，突然刮起了大

风，下起了暴雨，不知是巧姐虚弱或是中了雷电，竟然死到了

地里，人们纷纷传说：巧姐原本就是天上七仙女，帮了董永以

后，又回天上去了。董永死后葬在村西南一条水沟的北岸，雨

水不论多大，都顺沟流去，从未淹到过董永的坟头，群众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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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董永孝敬父母，感动上天的结果。这条河沟后来就叫董永

沟。董永的长子孟述，在董村落户，次子仲述到了湖北安陆，

以后又到四川青城山当了道士。董村的董永墓虽没了，清代墓

碑还在。

４５



铁佛寺：一方净土

位于官亭乡的铁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兴于宋，鼎盛于

明、清，与登封大法王寺一脉相承，灵气盛世，被誉称为盘龙

落凤卧龟之灵地。

重建后的大铁佛寺占地５８亩，座北向南，由低向高，六

进院落，寺前有小洪河，河上建有卧龙潭，寺后有假山一座，

列亭其上。沿中轴线铁佛寺依次建山门、天王殿、拜佛台、大

雄宝殿、铁佛殿、藏经阁、后山花园等，东西两侧设厢房、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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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禅院、碑廊、钟楼、鼓楼、地藏殿、菩萨殿、文凤佛塔

等，规模宏大，艺术感染力强，寺中花木园林，形态各异，风

景如画，寺后假山小道，树木成荫，松柏葱绿。铁佛殿里的释

迦牟尼鎏金铜像高３米，重５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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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桥：糊涂的孝

和尚桥，位于和尚桥镇桥南村清赮河上，桥长２５米，宽６

米，高约３米，青石作墩，红石铺桥面，原有栏杆，现已毁，

桥梁保存基本完好，２００１年被公布为长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和尚桥，又名济众桥。清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 《长葛县

志》载：“明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知县蔡绍先创建，因昔

有和尚募化故名和尚桥。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乡民李惟臣、谢

科募资重修。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知县王茂才奉宪李公文

创建于上流，改名济众，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又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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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桥名与和尚有关，便在社会上流着两种传说：

其一，和尚募化说。相传此桥始于唐代，由僧尼募化与群

众捐资在敬德的监工下修建。桥成后，绅士采桥，忽见桥上站

一和尚，便问随从，回头却不见了和尚。绅士即命此桥为 “和

尚桥”。

其二，为母修桥说。清赮河北岸住着一个寡妇，与南岸寺

院的一位和尚偷情，经常往来。冬季和尚涉水过河，夜宿寡妇

家。寡妇的儿子，深感其母不幸，便建了一座桥，以孝敬母

亲，取名 “和尚桥”。后来，他却又把和尚杀了，名为 “修桥

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报仇”。这个传说的杜撰者是清光绪时

的作家韩邦庆，他道听途说编写小说 “和尚桥记”，附录在他

的章回小说 《海上花列传》中，使 “和尚桥”的这一传说流

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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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中国三大古城之一

中国有三大古城：山西平遥城因东西各有两个城门，形似

龟状，所以称龟城；四川丰都因有鬼都之说，称鬼城；而长葛

老城，从城的规模形状上看，似人体之形，故称人城。

明崇祯以前，城为长方形，甚狭小，城垣为土墙，每逢洪

涝，墙体常坍塌崩坏。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知县张鴏乾补修

城墙，贴土墙外皮砌之以砖。垒砖将及城垛时，屡砌屡塌，工

程无法进展。一日午后，张知县在衙内小憩，忽梦见一老者宽

袖博带，鹤发长须，身后跟一书童，扶杖而入，谓曰：“吾汉

魏钟繇，虽官居一品，然性极恬淡，常儒冠便服，耕于砚田，

现今你们把我当作一位高官供起来，就应该冠带齐整。”张知

县醒后，即召集众僚属解梦，最后议定，这是钟繇托梦，要求

把县城修得体面些。于是修葺城北门外文风阁，俗称 “人头

阁”，加修城墙玉带，即在城墙垛下增修一道砖砌的圆圈，而

且用砖考究，“玉带”粉白后，加绘边线和吉祥图案。修城时，

城区狭小，城内只有丁字口，没有十字街，形似人体脉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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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用土起城中魏姓人家地成一个大坑，数亩大，水深面阔，好

似人的大肚子。后来为出行方便，城南又开一小南门。这样，

北有人头阁，南有两脚，东西城门似人臂，城内街道似人的脉

络，长葛老城便被称为 “人城”。

长葛老城北有双洎水，南有清赮河，东西临官道，水运陆

运发达，商贸繁荣，通上海到南京，故而长葛人城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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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视察长葛：永久的纪念

１９５６年，长葛孟排村民马同义发现深翻土地能使粮食增

产。１９５７年冬，深翻土地提高粮食产量这一做法在长葛普遍

推广。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

第一书记吕炳光就长葛深翻

改土情况作了介绍，被毛泽

东主席誉为 “一大发明”，

之后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代表团到长葛参观学习。

当年的８月７日，毛泽

东主席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

书记吴芝圃陪同下视察长葛。

在宗寨村东玉米田里，看到

庄稼管理细致，垄无杂草，风趣地说： “你们长葛无 ‘葛’

啊！”又来到一块玉米试验田，询问玉米地翻了多深，施了多

少肥。村干部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问：“生产队的规模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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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小了好？”村干部答：“大了好”。毛主席说：“适当大一

点好”。在返回车站的路途中，长葛县委书记吕炳光继续向毛

主席汇报长葛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之后毛泽东主席同

大家握手告别，登上专列北去。

１９６８年，为纪念毛主席视察１０周年，八七村在村东建造

了一座 “毛主席纪念馆”。１９９５年八七村党委、村委会又筹资

６０余万元，拆除老纪念馆，在旧址上新建了占地面积约１３０余

平方米的新馆，仿古建筑，面阔５间，并在纪念馆西侧同时塑

造有汉白玉毛泽东挥手站像。

２００４年，毛主席纪念馆被许昌市、长葛市确定为 “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２００９年，毛主席纪念馆被许昌市人民

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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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驻长葛调查：
实事求是的典范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８月底，习仲勋副总理受党中央、毛

主席的委派，率领中央河南调查组一行１２人，到长葛重点调

研 “五风”造成的危害及中央农村工作 “十二条” “六十条”

的贯彻落实情况。工作组到长葛后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很快

了解了长葛当时存在的 “五风”问题。在此基础上，习仲勋及

调查组向中央撰写了十几篇调查报告，不仅深刻指出了当时农

３６



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五风”问题，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为中央指导全国农村工作提供了可靠依

据。

１９８４年９月，调查组驻地八七村给习仲勋写信，介绍了八

七村新面貌，１０月，习仲勋回信鼓励村民搞好现代化建设。

中央河南调查组旧址位于长葛市区八七路，有三个展厅，

东展厅展示的是习仲勋副总理带领中央河南调查组在长葛进行

实地调查研究的情况，中展厅是原办公场场所，西展厅展示习

仲勋副总理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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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氏文化符号





陈姓郡望

颍川陈姓是黄帝后裔，武王姬发灭商建立周朝，封阏父的

儿子妫满于陈，国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县。宛丘妫氏后裔到

了轸这一代，徙居颍川，因其先封于陈而改为陈姓。颍川陈姓

之始祖陈轸的九世孙就是陈萛，萛

有４子，长子陈纪，为东汉大鸿胪

（官名，主司礼宾），次子陈谌，常

同时旌命，名声最著。纪子陈群，

为三国魏司空，曾倡立九品中正法

的用人制度，封颍阴侯。群子陈泰，

为并州 （今山西）刺史、振威将军、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谌子

陈忠，为魏青州 （在今山东）刺史，忠长子陈佐，继为青州刺

史，次子陈坦，为廷尉。佐子陈准，入晋为太尉，准弟陈徽、

陈戴征，从弟陈堪，亦均居高位。颍川陈氏，自陈萛起，家道

兴旺，满门显贵，其历代子孙多为朝廷重臣，颍川陈氏遂成为

中华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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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陈氏第十

七世孙陈伯纁，随

东晋南迁，其后裔

陈道巨，任东晋太

常卿，道巨子陈文

赞。文赞有三子，

长子陈谈先，官至南朝梁东宫直阁将军；次子陈霸先，即南朝

陈武帝；三子陈休先，侍中、骠骑将军。陈朝失国后，宗室中

人除部分被诛灭外，多数生存下来，成为各地颍川陈氏的分

支。

颍川陈氏历隋唐而不断播迁，明清以后，沿海地区出海谋

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陈姓后裔，著名的如福建永春县陈

臣留，于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到马来西亚经商，后带亲族百余

人，迁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此外还有许多陈姓后裔，侨居菲

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英、澳、美、法、加拿大等国家。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世界陈氏宗亲会的陈铭坤、陈延厚先生和加

拿大、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陈氏宗亲组织，数次组团回长

葛寻根谒祖，瞻拜陈萛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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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钟氏受姓始祖

关于钟姓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源于子姓，钟氏族谱

说：“钟氏出自微仲之后，至钟离接为颍川长葛令，去离而姓

钟，为钟姓受姓始祖。食邑于其乡，子孙蕃衍称盛。”

长葛钟氏名人辈出。钟皓，东

汉人，曾隐于密山 （今密县境），以

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前后九辟公

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

皆不就，《后汉书》有传，是有名的

“颍川四长”之一。三国时曾任魏国太傅、与王羲之齐名的书

法家钟繇及其子军事家钟会，南朝梁武帝时写我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评论著作 《诗品》的钟嵘，均是钟接的裔孙。

接系钟姓后裔在南朝梁时，从长社迁往江南，在当地仕宦

者甚多，致仕后卜宅而居，落脚江南。此后岁月变迁，湖北、

湖南、云南、陕西、安徽、四川、台湾、港、澳等地都有钟姓

后裔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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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 ５月，

台湾钟姓宗亲会会

长钟维炫与台北、

桃 园、新 竹、苗

栗、台中、高雄等

市县钟氏宗亲会一

行５０余人到长葛

寻根谒祖，并为钟繇墓、钟会墓镌刻汉白玉墓碑。１９９４年 ５

月，台湾钟维炫会长再次率团到长葛寻根谒祖。此后每年都有

大批海内外钟姓宗亲来长葛拜亲谒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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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姓之根源

关于葛姓的来源，《姓氏考略》等书都说：“葛，古葛天

氏之后。”据葛洪 《抱朴子》自叙云： “抱朴子者，姓葛，名

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此外，诸葛姓也

源自葛天氏。

长葛乃 “葛天氏之墟”，即葛天氏

之家乡，长葛当地葛姓群众至今自以为

葛天氏后裔，

葛姓敬的老

祖葛仙爷就

是葛天氏。１９５０年前后，长葛南葛

家大坟里还有一座葛仙爷庙，直到

现在葛姓后裔还在葛仙爷庙的旧址

上求葛仙爷保佑平安，也有求子、

求葛仙爷保佑儿女考上大学，有份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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