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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28-073

号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专业送子医院
新农合定点单位

孕育热线：

0376

—

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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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广
[2013]

第
04-25-168

号信阳专业男科品牌医院新农合定点单位 声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凤

祥珠宝行营业执照正本（证
号：

411503601035173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王亮亮、 程文玲之女

王潇涵，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在
平桥区甘岸镇卫生院出生，其
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10889264

）， 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之

四新国宝“鸡公山近代建筑群”系列

辛亥革命首义功勋

隐居鸡公山

� � � �

鸡公山得名于报晓峰。 不过，在李培基题刻之前，鸡公
山叫“鸡公头”“鸡翅山”。

据说，李培基当时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到
鸡公山处理豫鄂两省边界纠纷，游览兴之所至，题写“报晓
峰”，并勒石。 这一题刻从此让“鸡公山”出了名。

鸡公山对公众开放，得感谢两篇内参。

1978

年改革开
放，广大群众要求开放久负盛名的鸡公山景区。

1980

年，《河南
日报》驻信阳记者站主任鲁嘉宾，看到鸡公山破败不堪，且全被

部队占用，写了一份内参。次年
4

月，新华社记者陈乔炎、何成章又
写了内参。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批示，经中央调查组调查核实最后议
定：以公路为界，公路南划为鸡公山景区，以北划归部队疗养区。从

此，鸡公山部分景区开始对公众开放。

像鸡公山对公众开放一样，随着史料的解密，一些鸡公山来客幕后
所做的事，为我们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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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山报晓峰西南半山的灵化山（现称灵化寺），隐
藏着辛亥革命志士、 首义甲等功勋一段鲜为人知的神秘
往事。

1936

年齐光著《鸡公山指南》说：“灵化山……初为
宦途失意人苏斐然氏以神道之力，独手创建，而自成一道
教活动之区，此山之得名，即为苏氏所命出。 苏氏在山颇
久，信徒众多，闻达官显宦，亦不乏其弟子，所惜于民国二
十二年冬夜中失踪，羽化登仙欤？云游海外欤？局外人所
不知也。”可见，时在鸡公山管理局任职的齐光，对于苏斐
然的情况并不知晓。

随着事件的解密和文件的开放， 苏斐然幕后所做的
惊天动地的事为我们所知。

苏斐然，原名苏成章。 他是
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
义的关键人物，同党被捕入狱遇难，而独他获救幸免。 由
于直接组织领导起义的蔡济民、 熊秉坤等都无法胜任这
场大革命，便推举在清军中有些威望的黎元洪做都督。黎
恐负叛清之罪，固辞不就，最后被枪逼上都督位子。

义旗初举，诸事纷杂，原先发动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
者或伤或逃，一时不能临场主事。 于是，苏成章等十多人
商定，由苏成章起草组织了参谋部，办理一切事务。 参谋
部成立后，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提出
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苏成章看到孙中山的革
命理想被蒋介石所破灭，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却失去了
“同志仍需努力”的信心，弃政从医。后被国民党特务关押
经营救出狱，苏成章经此一劫，萌生退隐思想。

编著《鸡公山志》的姜传高先生说，

1929

年，适逢友
人赠送鸡公山一块山地给苏成章， 另有友人赠送了一笔
钱，于是，他在鸡公山修建房屋，全家迁住在这里。苏成章
每日诵经讲道，与众不同的是，他只敬奉“灵”字，招徒手
续非常简单，只需写明入道介绍人和本人姓名，在所供奉
的“灵”字前，将纸条焚化即算入道。

1986

年，苏成章的女儿苏静方回忆道：“

1933

年一个
冬夜，几个土匪模样的人将父亲绑架。留下‘拿钱赎人’纸
条。”然而，她并不相信是土匪绑票诈财，其父亲不过是个
穷道士，更重要的是绑匪“何以不留地址？钱送何处去？交
与何人收？ ”苏成章的下落，成为一个谜。

友人赠山地辛亥元勋居住鸡公山
� � � �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西安事变，然而，事变前的风云
际会，恐怕就鲜有人知道了。 随着张学良来到鸡公山，

罗章龙、王化一等风云人物的到来，都给鸡公山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记忆。

1934

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
总司令，其前敌指挥部就设在鸡公山颐庐。

1935

年《何
梅协定》签订后，日军不容抗日和爱国力量存在，张学
良将东北中学迁往鸡公山，校本部设在颐庐。 当年

11

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学良为东北中学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

王化一等为校董，他们为张学良的亲密幕僚。 自“九一
八事变”后，王化一、阎宝航等多次力劝张学良抗战未
果。

1936

年西安事变前的三个月，东北中学学生代表
从鸡公山到陕西找张学良请愿。据东北中学学生、黑龙
江原省委书记李剑白回忆， 学生代表见到东北大学学
生会代表、张学良的秘书宋黎（中共地下党员）时，正赶
上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宋黎、马绍周等人。由于宋黎的
机智，消息很快被张学良知道。张大怒：“捉人居然捉到
我头上来了！ ”随即派卫队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救出宋黎等人。因为这天按旧时韵目排列为“艳”字，所
以此事被称作西安事变导火索的“艳晚事件”。

东北军“围剿”红军连连失利，蒋介石要对两师的
番号予以撤消。 这使得张学良及其亲信幕僚王化一等
人从拥蒋迷梦中醒悟过来。

对“抗日救亡七杰”有深入研究的鸡公山管理区旅
游文化局局长何军说，西安事变前，王化一同高崇民、

阎宝航等人商讨后一致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
断送了东北、华北，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

消灭共产
党，同时也

是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 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
收复失地，就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一致抗日。 否
则， 东北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复土还乡则毫无希望
了。

于是，大家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措词诚恳、情绪
沉痛的信，劝其醒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封信由高
崇民亲交张学良，并进行说服。 张学良收到信后，极为
重视，经常找高崇民交谈看法。 同时，王化一也多次参
加说服张学良的会议。所有这些，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
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罗章龙
2005

年写的回忆录，

也透露了西安事变之前的一些活动。

1935

年， 张学良开始悄悄接触共产党人，

4

月
25

日他借到开封检军之名，秘密会见了罗章龙，双方谈到了
“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

1936

年，到青岛的罗章龙“偶遇”李渤海。 这个曾
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渤海，此时化名黎天才，为
张学良倚重的心腹谋士。 黎天才说，张学良“梦寐不忘
北大营， 但不知计将安出”。 罗章龙要他告诉谋士们：

“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 ”

很快，罗章龙以河大经济系毕业生参观实习为名，

率学生
30

多人奔赴西安。张学良邀请罗章龙为他出谋
划策。黎天才等

20

余个“非委”成员，“着重提出一个改
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 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兵
谏方案”。对此，罗章龙深表赞同，并鼓励说：“希望他们
拿出巨鹿作战的精神， 把西安的阿房宫付之楚人一
炬！ ”罗章龙还打算辞去教职，来西安“共起炉灶，共策
进行”。

正当罗章龙履约前去西安“做大文章”前，“突患胃
炎，卧病不起。突然间传张学良已举兵变。”罗章龙事后
回忆说，张学良“举棋不定，坐失机宜，遂失去进攻的机
会。 结果矢来无向，致转胜为败，陷于俘囚，人谋不成，

可堪浩叹！ ”

何军说，西安事变如让罗章龙参与其中，结局如何
还真未可知。 （据《大河报》）

张学良将东北中学迁往鸡公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