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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波

孙海波
(1911-1972)

，字铭
思，河南光州（今潢川）人。著
名学者，古文字学家，甲骨文
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
育家，诗人。

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图
书馆专科学校和北平燕京大
学国文专修科。

1934

年毕业
于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研究
生，获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
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北平师范大学中
文系讲师、

1942

年任北平师
范大学秘书长。 历任北平私
立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国学
书院、沈阳长白山师范大学、

昆明五华学院等校教授，以
及云南大学教授和文史系主
任。

1951

年调任重庆北碚西

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教授。

1955

年调往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
院（

1956

年改名为开封师范
学院）任三级教授。 讲授课程
包括： 古器物学、 中国书史
学、中国通史、古文字学、中
国文化史、考古学、目录学。

早在中学时期， 孙海波
就对古文字学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 此后即以甲骨文字学
为主要研究方向， 一生乐此
不疲。 生前曾将所藏考古、

甲骨、 金文、 历史等类书籍
1700

余册，字画
24

幅，文物
图片

416

张，甲骨文残片、古
钱等

107

件， 全部捐献给河
南省历史研究所。 孙海波治
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甲
骨文研究中写出数以百篇计

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以及
《甲骨文编》 《古文声系》 《中
国文字学》等专著。还写了许
多甲骨学方面的书评，如
《评殷墟书契续编校记》 《评
甲骨地名通检》 《评金璋所
藏甲骨卜辞》等。 在先秦史
和甲骨文的教学科研方面长
期与该系另一位著名教授
朱芳囿先生居于全国领先
地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
若先生曾对他的教学科研
水平做出了很高评价。 著名
的古文字学家商承祚也称他
的《甲骨文编》一书“其释字
既谨严， 而于商代用字之例，

尤为易检，其有功于学人非浅
鲜也”。

（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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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山粉条

红色乡镇———箭厂河之(一)

箭厂河乡位于新县南部，

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地
主要发祥地，是中国革命的摇
篮之一，也是新县红色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的乡镇之一。

吴焕先故居及曹门革命
红学旧址

曹门革命红学旧址位于
箭厂河乡西南

3

公里的竹林
村曹门，坐东向西，是

3

间灰
瓦通屋，大梁上还有

4

个挂宫
灯， 前墙正中开一吞字门楼
（门向内凹， 上有瓦顶的门
楼），两边是万字形图案花窗，

门前有小院， 占地约
56

平方
米，原来都是吴焕先烈士的故
居，后被敌人烧毁，现已建成
民房。 旧址的房屋已在

1979

年被新县文管会公布为重点
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1983

年进
行了修缮，现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1926

年秋，原箭河地区农
民运动蓬勃兴起，土豪劣绅勾
结地方土匪和反动红枪会镇
压革命力量，吴焕先等共产党
员为抗击反动武装的进攻，从
革命实际出发，摆脱了陈独秀
错误路线的束缚，利用当年地
主办红枪会的旧形式，在箭厂
河办起了三堂革命红学，共有
会员

150

多人。 红学会员每天
夜晚都在这里练习武术，以三
眼铳、雁枪、红缨枪、脚鱼叉、

削尖的竹竿为武器，多次同反
动的红枪会进行激烈的斗争，

用原始武器把农民武装起来，

这支队伍是黄麻起义的骨干

力量
,

后来成为鄂豫红军最早
的基础。

箭厂河列宁小学旧址
列宁小学位于箭厂河街

南头，原为吴氏祠堂，始建于
清同治年间，坐东向西，青砖
灰瓦，共有两排

10

间房屋，占
地

813

平方米。

吴氏祠堂原设一私塾。

1926

年秋，箭厂河农民运动兴
起， 吴焕先等党的领导人，选
派共产党员吴立子和进步知
识分子刘雅亭， 创办了一所
“中山小学”。

1927

年春，为了
适应农民运动的需要，学校又
增设成人班， 培养农运骨干。

1930

年随着根据地苏维埃政
权的建立和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 学校又改称“列宁小
学”。 分

3

个班， 学生
130

多
人，直属县苏维埃领导。 除开
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体
育、音乐等课程外，还经常进
行宣传工作。

1932

年秋，第四
次反“围剿”失败，学校停办。

解放后，当地政府进行了
修葺，并在此设立过箭厂河中
心完小。

1974

年学校迁出，全
面维修后改为箭厂河革命纪
念馆。

1979

年公布为新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现列宁小学院
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

1933

年
－1934

年）

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位于箭厂河乡东南

8

公里的
方湾村闵山的闵氏祠堂，坐北
向南，背靠太平寨，门前有一

条小河，东南角有一株枝繁叶
茂的老枫树。 该祠建成于咸丰
六年（

1856

年），系南方民族建
筑形成，东西宽

18

米，南北长
21

米。 布局为前后两排，每排
5

间，东西各有两间耳房，院内
地面用条石砌成， 散水流向中
间，成为“四水归池”。祠堂正面
中部为一吞字大门， 门框用条
石雕凿，东耳房外另开一小门，

门外两侧墙上都有壁画， 东为
《天官赐福》，西为《一品当朝》，

祠内建筑均为梁柱组合起来的
通屋， 面向院内的一周前墙全
部砌装木隔扇， 隔扇外有宽敞
的廊檐。 大门和后排走廊装有
拱形天花板， 前后两排屋顶为
古钱形瓦条脊， 背中间有彩瓷
“顶子”，两端有鳖鱼兽头，前后
墙用花砖封檐，前檐花砖之间
还有彩绘戏剧故事。

1932

年秋，红四方面军主
力西征后， 鄂豫皖省委于

11

月底，在檀树岗重建了红十五
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

副军长徐海东， 全军约
5000

人。 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
下， 坚持根据地反“围剿”斗
争。

1933

年
7

月，红二十五军
司令部曾在这里驻扎，墙上保
存下来的“为保障秋收秋耕，

坚决扩大二十五军打破敌人
的新进攻”和“十月革命指示
了中国工农群众的一条出路”

等标语，就是当时军政治部主
任郑位三同志亲笔书写的。 现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新县档案信息网）

牢山粉条是市光山县殷棚乡的特产。“牢山”牌粉条
更是享誉光山，驰名豫南。

脱毒红薯产业是殷棚乡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支柱型
产业。

2011

年，该乡脱毒红薯种植面积达
13000

亩，鲜
薯产量达

3060

万公斤，粉条加工厂（户）突破
80

家，

粉条产量达
210

万公斤，仅脱毒红薯种植和粉条加工
两项全乡人均增收达

900

元，产业效益日益凸显。

殷棚乡党委、政府自
2004

年以来，已倾力举办了
八届薯王选拔赛，为弘扬薯文化、展示薯产品、推动
薯产业、发展薯经济构筑了平台，所注册的“牢山”牌
粉条商标已成为豫南业界知名品牌。经过多年的种植
和粉条加工试验，对比效果非常明显，其产量较常规
红薯亩均增产

1000

公斤， 其出粉率较常规红薯每百
斤净增

2.5

公斤
~4

公斤， 而且脱毒红薯粉条品质优，

耐煮、色亮、味美，属绿色保健食品，受到城乡人民的普
遍喜爱，产品供不应求。 （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