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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9 月 17 日凌晨，我市 96 岁的
民俗专家、文史学者范子文老先
生因病离世。9 月 19 日，沉浸在
悲痛之中的老人亲属拿着一份文
稿和几张图表告诉记者，老人一
生酷爱文史，躺在病床上仍笔耕
不辍，撰写漯河文史资料，这是
老人呕心沥血书写的漯河文史资
料。当日，市档案馆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些文稿和地图还原
出百年前漯河古镇原貌，太珍贵
了 ， 有 非 常 高 的 研 究 和 收 藏 价
值。

撰写文史资料20年

范子文， 1921出生，郾城商
桥镇人，大学文化。老人 1949 年
2 月 参 加 工 作 ， 曾 任 郾 城 一 中
（今漯河四高）、二中 （今郾城实
验中学） 和孟庙、商桥等乡镇初
中、高中教师，1985年离休。“老
先生是漯河文史资料界泰斗级人
物，他的离世对漯河文史编纂工
作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当日，
市政协委员景焕芝告诉记者。

据景焕芝介绍，她在市政协从
事《漯河文史资料》编辑工作有16
年。在她接触这项工作之前，范子
文老人就开始撰写文史资料，距今
至少有 20年。“范子文老人的治学
态度非常严谨，写作功底深厚。在
这 20年中，他研究漯河风土人情、
人文地理、民俗民风，奇闻轶事，
写出了大量文章，对丰富漯河文化
底蕴功不可没。”景焕芝说。

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
版的 《漯河文史资料》 现在已经
发行到了第 22 期。当日，记者查
阅了其中两期，看到范子文老人
撰 稿 的 作 品 有 《女 革 命 家 张 乃
一》《从汝水到沙河》《美国医院
（漯河市人民医院） 琐谈》《关于
漯河市流传明郾城知县李振声几
个历史问题的澄清》《郾城一代
英烈：田方》《郾城京汉铁路发
展史》《京汉铁路与近代漯河城
市的初兴》 等等，从不同侧面展
示了漯河丰富的文化历史、经济
社会内涵。

病床上与时间赛跑

“老人常说，他要与时间赛
跑，为后人多留一些漯河史料。”
据范子文的亲属介绍，老人离世前
编撰的这篇史料文章，名为《漯河
古镇旧貌 （续）》，这是他在病床
上历时一年多，坚持写出来的。据
了解，此前老人撰写的《漯河古镇
旧貌》 已经收入 《漯河文史资料》
第11期发行，此次所编著的《漯河
古镇旧貌 （续）》，着重讲述在
1906 年至 1949 年间，京汉铁路通
车后，漯河古镇当时的铁路、街道
建设情况。

范子文老人这篇文章的开头写
道：“漯河古镇分两大区：寨内
区、车站区。《漯河文史资料》 第
12~34页，及其他分集已将寨内区
及车站区的商业、工业、手工业、
水运、码头、船舶、医疗、文化、
戏曲等，叙述详尽，唯车站区30年
（1906~1949） 的车站及街道建设，
因篇幅所限，未曾列入。为补充完
整，现我虽在重病之中，仍坚持将
车站区的郾城车站和街道建设写
出，诚邀诸贤达及知情人士指正，
是所望也。”

还原百年前漯河旧貌

记者看到，根据范子文老人的
回忆情况，漯河古镇当时车站区概
况，东至今市区解放路，西抵漯河
寨东门 （今市区五一路），南邻今
人民路，北临沙河，面积有 4平方
公里。在1941年之前，上述车站区

约有人口 4 万人，后水运兴旺发
达，继而成为“水旱码头”。在
1941年后，车站区人口激增为约10
万人，各地商人不远千里来漯，车
马辐辏，商贾云集。

记者看到老人在所编文史资料
中，详细介绍了郾城铁路的修建和
名称变化，以及火车站的兴建，包
括火车旅客、货物运输情况。尤其
是用表格详细介绍了当时漯河古镇
的街道情况：“1949年统计，古镇
漯河（寨内、车站两区）共有街道
57条、胡同 48条、里巷 22个，里
巷多居民区，兼有杂货铺、小摊
等，长短不一，短者几十米，长者
也仅百余米。”

手绘地图成珍贵资料

记者注意到，为了方便读者阅
读史料，范子文老人特意绘制了车
站区和寨内区两张地理形势图，用
彩笔勾勒，线条标准，从而让人更
加清晰明了地知晓漯河古镇当时的
情况。根据老人的记录，如今煤市
街、票房后街、坊子街、存善局街
以及铁匠巷、铜匠巷等街道和里
巷，在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已经
消失。

“范子文老人根据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所见所闻，所编著的文史资
料真实可信，弥足珍贵，这不仅填
补了漯河古镇史志资料的空白，更
以翔实、可靠的图表记录惠及漯河
的子孙后代。”当日，漯河市档案
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最早
出现关于漯河古镇的地图是1931年
公开出版的 《民汉年鉴》。范子文
老人生前所撰写的史料，提早勾画
出漯河古镇的原貌，对丰富和补充
漯河古镇的历史研究，很有学术和
收藏价值。

96岁老人病床上与时间赛跑 离世前手绘地图

还原100年前漯河古镇旧貌

胡云，老窝镇老窝村的一名普
通妇女，生于 1950 年。她个头不
高，乐观向上，她用乐于助人、无私
奉献的行动描绘着夕阳红的瑰丽画
卷，用做事的魄力和做人的真诚感
动着身边的人，为乡风文明做出了
突出贡献。

2010 年，市宣传文化部门推
进广场舞“下乡”，为积极响应这
项推进文明新风的政策，召陵区
老窝镇开始积极组织人训练。胡
云听说后，不顾已是 60岁高龄，毅
然报名加入。她先从儿媳妇着
手，接着又动员村中聪明好学的
妇女学跳广场舞。每天傍晚，她
都骑着自家的三轮摩托车带着几
名姐妹到离村 10 里的镇上学习。
一个月后，她带的队伍已发展到
20 多人，干惯农家活的姐妹们也
能够翩翩起舞了。

她给广场舞队起名为燕之队
广场舞队。从此她心系燕之队，
自费给队里添了音箱，每天晚上
总是先到村里文化广场打扫布置
好场地，晚上她除了练习，还负责
维持秩序。农村广场孩子凑热闹
的多，她自费买糖给孩子们，让他
们不捣乱，这种方法也赢得了孩
子们的喜欢，孩子都亲切地喊她
奶奶。她的做法也赢得了不少村
民的敬重。

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劝她少
管事、多享清福，她却对别人说，让
大家有所乐我就快乐，老有所乐是
最大的清福。在她的带领下，目前
燕之队成为老窝镇广场舞的佼佼
者，多次代表老窝镇参加市、区比
赛并获奖。广场舞队的人员都说，
胡云就是她们队的“定海神针”，她
在他们就有劲、安心。

每天傍晚的广场舞舞出了农
民的文明新貌，打麻将的人没了，
人们身体和精神都比以前好了。

《中国美》《好日子》等积极向上的
歌声唱响了古老的村庄，舞出了农
民的美好生活。

胡云还是个热心肠。2016年8
月，因村里修路，一户村民不配合清
障，村干部都劝不下。胡云听说后，
二话没说就直奔那户人家，好言相
劝，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

胡云的丈夫因病去世多年。丈
夫走后，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家庭
重担，把孩子两个孩子培养成人。

大家都说，胡云是个难得的明
白人。胡云说，人的一生很短，我不
求完美，只求无愧于心，尽力而为。
我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有机会去发
挥余热，给予别人快乐，我也活得自
在、快乐！

（召陵区委宣传部推荐）

□本报记者 朱 红

9月18日，南阳市西峡县城区
第四小学老师朱晓给本报记者打来
电话，想委托记者帮忙寻找已经牺
牲的漯河籍老八路崔振江的后人。

35 岁的朱晓告诉记者，这名
老八路叫崔振江，当年参加八路
军，北上过黄河时，队伍打散了，
他一个人流落到西峡县军马河镇孙
门村，被朱晓的祖爷爷收留了，在
他们家生活了三年左右。他们一家
人把崔振江当成自家人一样对待。

1949 年春，由于当地国民党
地方武装知道崔振江是八路军，在
一个晚上，崔振江被残忍地杀害
了。崔振江被杀害后，祖爷爷把他
当作自己家人安葬在祖坟里，他去
世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这样
推算起来，崔振江应该是 1919年
左右出生的，他被杀害后我们家人
只知道他是漯河的，并且他参加八
路之前在老家是结了婚的，应该有
后代。”朱晓说。

朱晓说，这些内容全部都是
爷爷告诉他的，小时候每次过节
和爷爷一起上坟时，爷爷都会指
着其中一座坟墓告诉他：这个人

叫崔振江，是漯河人。据爷爷
说，崔振江曾对他说过，当时在
漯河有妻小，但他的妻子被当地
的保长看上并霸占。于是他一怒
之下杀了保长，之后就参加八路
军了。60多年来，每逢家人上坟
时，也会给崔振江上坟，朱晓一
家人默默地守护了崔振江的坟墓
60多年。

记者了解到，朱晓的爷爷如今
已经去世，朱晓的三爷今年已经
80 岁了，当年崔振江在他家时，
三爷才 12岁。三爷回忆说，崔振
江身材偏瘦，约 1.7米高，面目和
善，尖下巴，目前也只有这些有限
的信息了。

“现在条件好了，在寻人方面
比以前更便捷，所以我想帮助这位
老八路魂归故里，看看能否联系上
漯河崔振江的后人。”朱晓说。

由于崔振江名字中间的振字应
该是他们家谱中的一个辈分，如果
能找到叫“崔振×”的人，或者漯
河市哪个村姓崔的人比较多，找到
后人的希望就会大大增加。希望热
心读者能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 ，联 系 电 话 ：0395- 3139148，
13939551372。

胡云：只要大家欢乐我就高兴

范子文老人生前手绘的漯河古镇部分建设图。

当年他参军打仗却埋骨他乡
如今有人致电本报求助——

寻找崔振江后人 帮他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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