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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时 空

红色乡镇———箭厂河

（之三）

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旧址
（

1947

年）

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旧址位
于箭厂河乡大湾中间，原为一家地
主宅院，坐北向南，砖墙瓦顶，有房
4

间。

1947

年
7

月，刘伯承、邓小平
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后， 总部就驻在这所房子里。

西首设总部会议室，会议室两侧是
总部首长住室，东首为无线电台机
房。 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李达
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召开过旅以
上干部会议。

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旧址
（

1930－1932

年）

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坐落
在箭厂河乡街北头，原系硬木结构
轿顶式楼房建筑，坐北向南，东西
长

32

米，南北宽
24

米，楼房有上
下两层， 中间天井呈轿顶形升起，

顶檐下的木格上装有玻璃，天井四
周的房檐有白铁水槽及下水管，走
廊宽敞，有木板阶梯通往楼上。 地
面用桐油石灰捶平。室内是白色墙
壁和透明玻璃窗。楼房上下两层各

为
24

间， 南面是正门， 门上有两
檐，门里竖有高大的穿衣镜，可通
往药房、药库、门诊部、手术室。 房
的西北、东三面均留有门、西门通
往小伙房和洗澡室，楼房四周修有
荷花池。 由于建筑新颖，当地群众
称它为“洋房子”，医院成立后为了
适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需要，

设有
500

余张病床，主要接收重伤
病员，轻伤病员都散住在周围村庄
的群众家里。

1930

年秋， 中共鄂豫皖边区
特委和红一军前委在这里兴建了
这所固定的红军后方总医院。

1931

年
11

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成立，即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 这时规
模与建制已相当完备。以总医院为
主附属有一个中医院，一个红色医
务训练班，下面还分设

6

个分院和
皖西北中心医院。

总医院政治委员胡明政，院长
孟焕然（医生），副院长邵达夫（医
生），院部下设医务处，经理处，政
治处，并办有《显微镜报》，总医院
设内外两科，由门诊和病房两部分
组成，有

100

多名工作人员，可以

作肠吻合、截肢等大手术。 鄂豫皖
边区党委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
向前、郭述申曾多次来总医院指导
工作和就医。

1932

年秋，第四次反“围剿”

失败，敌
89

师于农历
9

月
15

日将
总医院楼房烧毁。 新中国成立后，

在旧址上新建了箭厂河卫生院（现
思源卫生院）。

1976

年，新县人民
政府在医院旧址前树立了纪念碑，

碑后镶有高
1

米，宽
1.6

米的灰色
大理石镌刻的碑文。

1977

年公布
为新县重点革命旧址。现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曹门农协旧址
原曹门村农民协会于

1926

年
8

月成立， 是新县最早的农协组织
旧址。 位于箭厂河乡西南

3

公里的
四角曹门（现属竹林村）。 原房共有
10

间，系砖木结构。 坐东向西，前后
各

3

间，前排含有一吞字门楼，两边
横屋各两间，围成一个小四合院，院
中有一个条石砌成的水池，

1.2

米见
方，

0.6

米深。 原房大部分被敌人焚
烧，只剩下门楼。现已按原貌修复。

（据新县档案信息网）

蒋艮，字仲仁，号后山，又号黄檗山人，商城
县伏山乡人，祖父蒋以樾，乡间塾师，父蒋嘉绍。

艮少聪颖，有“神童”之称，闻名乡里。

12

岁即能
作“擘窠书”（大字）习帖，攻诗文词，写作甚美。

同治十二年（

1873

）乡试中举。 光绪六年（

1880

）

为进士， 选庶吉士， 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十年
（

1884

）入直上书房，为皇族子弟溥伦、溥侗之
师。 钦赐纱制宫灯一对，上镶“圣旨”书“上书房
行走蒋艮大人”，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国史馆
协修教习。管镶白旗、正白旗官学，任内，每年节
约千余金归库。

为京官时， 正值慈禧听政， 太监李莲英擅
权。曾上书千余言劾李，语甚切直，权臣作梗，留
中不报。光绪十三年（

1887

），光绪生父醇亲王重
病，慈禧不允光绪探病。艮以人子之义上书慈禧
和光绪帝，伏请亲省，称说：“皇太后皇上以孝治
天下，必使天下之为人后者，先爱其本生父母而
后推其爱。”又疏劾河督成孚，误工殃民，致河决
郑州，并请筹款赈灾。 清政府采其议，列京察一
等。 某年回乡省亲，取道武汉，一路不让地方官
迎送。 途经麻城，宿一旅店，遇县令硬让店主腾
出所有房间为他客用， 蒋艮得知后便说：“我们
换个地方吧。”随人不服，挂出“上书房行走蒋艮
大人”的宫灯。 县令闻讯大惊，急急赶来跪伏于
门外，乞求宽恕，蒋艮却亲自出门来，平和地说：

“你回去办事吧。 ”

光绪十五年（

1889

），朝廷庆典，特开恩科，

蒋艮任山东乡试副主考官，慎去取，严抉择，论
才取士。 至揭晓，闻父死奔丧，于家乡悠居十
余载，虽渐染沉疴，但仍前往开封主讲大梁书
院

5

年。

蒋艮仰慕前贤，珍视古迹，就医于彰德（今
安阳）期间，亲谒韩王墓（韩王，即宋韩琦），见
碑碣无存，墓地樵踩莫禁，召见韩之后裔以表
慰问，并请安阳令尹修治墓道，竖立丰碑，亲书
碑文。

他疾邪怜贫，力主教育，修祠墓，纂宗谱，还
以堪舆为趣。一同窗好友求其为子点秀才，未能
如愿。便生气地说，“仲仁不仁，后山不厚”，蒋艮
闻知挥笔作诗“鹤云霄中星斗寒，读书容易做官
难，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耕二读振中原。”艮用历
年薪俸节余银两，买田

200

石置“义庄”，作为教
育基金。 创办了育婴堂、劝学所、商城高等小学
堂（实验小学前身），被推为学堂第一任校董和
商城教育总董。 艮精工书法，有晋唐之风，名噪
豫南。 闲暇则书写对联条幅， 送故旧和贫穷人
家。受者有的变卖以度年关，有的珍藏至今。晚
年居里，街巷逢遇卖柴、担粪等旧识，便与之倾
谈，谦和下处。 宣统二年（

1910

）正月十八日病
逝。 享年

59

岁。 葬苏仙石乡看旗山南麓。

蒋艮一生综览群书，致力于学问。 精《易》

学，阐发礼义，著《蒋氏易说》；采《春秋》

3

传、

《礼记》及历代注疏之长，著《后山经录》

18

卷
（《春秋传录》

6

卷、《礼记录》

12

卷统名）；晚年把
讲学随记集成《后山札记》

8

册。 以上诸书手稿
均佚，仅存《中州艺文录》所载抄本书目和部分
序跋。 （据商城县情网）

蒋 艮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苏仙石鸭蛋豆腐干为商城县传
统风味特产。清道光年间为商城苏仙
石人易继奎首创。该品用豆腐干作原
料，以炭火烘烤后投入配方独特的卤
汤中卤制而成， 卤汤使用年代愈久，

其味愈醇。 成品呈淡绿色或淡黄色，

有臭鸭蛋味，但不熏不烈，食之清鲜
爽口，畅销于市。

（寒寒）

苏仙石鸭蛋豆腐干

羊山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