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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阳 荟 萃

民 俗 大 观

服饰习俗

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周维炯

“大别山，峰连峰，出了个英
雄周维炯。 打入民团闹暴动，闹
得满天红！ ”这是鄂豫皖边区流
传下来的一首民歌。歌中所唱的
周维炯是豫东南红军和苏区的
创建人。

周维炯，

1908

年生，河南商
城上楼房

(

今属安徽金寨
)

人。

1923

年入商城笔架山甲种农业
学校读书，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底受党组织派遣， 入武
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
夏回家乡，以教书做掩护，开展
农民运动。

1928

年春商城县委
积极筹划武装暴动，为做好暴动
准备，派商南团委书记周维炯打
入丁家埠民团，从事秘密革命活
动。 他以民团军事教练的身份，

积极做士兵的工作，并在民团中
成立了党支部。

1929

年在商城
南部、罗田北部和麻城东北部划
为特别区时，周维炯任特别区委
委员。

5

月
6

日参加领导以丁家
埠民团为主发动的商南起义，组
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2

师，他任师长。 后与党代表徐其
虚率部打退地主武装和国民党
军多次进攻， 壮大红军力量，发
展农会和赤卫队，领导创建豫东
南苏区。

后率部策应六霍起义，为红
33

师和皖西苏区的建立作出了
贡献。

1930

年
5

月起，任第
1

军
第

3

、第
2

师师长，第
4

军
11

师
师长， 参与指挥攻克霍山、英
山、光山等县城的战斗，率部参
加鄂豫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

剿”和蕲黄广地区作战。

1931

年
3

月在鄂豫皖红军全歼国民党
军第

34

师的双桥镇战斗中，率
所部第

33

团和第
10

师
28

团，

迅猛插入国民党军指挥中心，

使其指挥失灵， 对战斗全胜起
了重要作用。

艰苦紧张的战争生活， 使周
维炯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问题。

几年中他只回过一趟家。 他的未
婚妻多次在行军的路口上等他，

有一次终于等到了， 周维炯满怀
深情和歉意， 对她说：“革命成功
了，我们就成亲。 ”说罢策马而去。

由于反对张国焘“左”倾冒险计划
而遭诬陷， 周维炯

1931

年
10

月
被杀害于河南光山新集

(

今新
县
)

，年仅
23

岁。

（据商城县新闻网）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光山历史悠久。周为弦子封
国，故称“弦”。春秋属楚；秦代辖
于九江郡。光山一直是豫南的军
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地，有文
字可考的历史

5000

余年。

光山地域是中原文化和楚
文化的结合部， 这里的风土人
情、民俗民习、语言发音，与地处
中原腹地的河南主体差异较大，

但也异于湖北、 安徽相邻诸县，

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全国
广为流传， 并写进了中小学教
材， 成为少年儿童益智的成长
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在光山。六
七岁时，司马光和几个小孩儿一
块捉迷藏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
儿因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其
他小孩儿大都吓跑了， 司马光
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将
水缸砸破，缸里水流出来，小孩
儿得救。后来司马光做了丞相，

并编成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其少年时砸缸救人的故事世代
传诵。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价值表
现：一是历史价值，为研究司马
光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文学价
值， 丰富了少年儿童故事内容；

三是利用价值，世代千千万万少
年儿童将司马光视为楷模，启迪
智慧成长。

（据信阳市群众艺术馆）

20

世纪
50

年代后
期，学生装、列宁装、工作
服比较流行，女子穿裙者
普遍。 “文革”时期，不论
男女，均以着草绿色军装
为时尚，男性工作人员多
穿中山装。

80

年代以来，

穿着趋向时装化、 流行
化、性别化，化纤布料代
替了土棉布。

90

年代以
后， 衣着逐渐成衣化，春
夏秋冬，内外长短，各不
相同。公薪人员多着军干
服、西服、休闲装、套装，

西装革履，完全与国际接
轨， 且已失去戴帽习俗；

青年学生流行穿运动鞋、

运动服及牛仔服、

T

恤
衫、皮夹克、皮外套，冬季
彻底放弃棉衣棉裤，取而
代之的是各种毛衣、 保暖
内衣；女性成衣花样翻新，

每年都有流行色、 流行款
式及流行面料， 以着褂为
例，面料由棉过渡到尼龙、

高弹丝再到纯棉， 女性用
褂从普通型到筒褂裙褂再
到超短褂，且时尚烫发、染
色、美容、修甲，穿高跟
鞋、筒子靴。 服装色样的
丰富多彩，反映了人们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
美情趣的变化。

（据《信阳市志》）

罗姓发源于罗山

罗姓的远祖出自颛
顼。罗姓的来源最早与原
始社会时期善于结网
（罗） 捕猎鸟雀的罗部落
有关。

古时候，居住在大别
山北麓的部落族人们都
以结网上山捕鸟狩猎、下
河捕鱼为生。 公元前

２１

世纪，夏启王因陆终治淮
水有功，封陆终第六子季
连于罗地（今罗山县境
内），建罗国，赐臣民以国
为姓。 罗国历经夏商两
朝，至商朝末年，被商纣
王侵占大半国土，罗国国
君罗辰率众投奔周武王
兴周灭商。 公元前

１０２７

年，周武王又将罗辰重新
封到原罗国的土地上，为
子爵国，罗国罗姓又开启
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东周春秋时期，罗子国被
楚武王所灭，罗国臣民或
向北逃到陈国、 宋国，或
被迁往湖北枝江和湖南
汩罗，为纪念故国，仍然
以罗为姓。

罗氏发源于中原地
区， 发展繁衍于江南地
区，历史名人也多出自江
南。如宋代著名画家罗仲
通， 宋代著名学者罗靖，

晋代武陵太守罗企生，唐
代诗人罗隐，明代文学家
罗贯中， 清代画家罗聘，

教育家罗典，近代太平天
国著名将领罗大纲，中共
领导人罗亦农、 罗荣桓、

罗瑞卿、罗干等人。

罗姓是当今中国第
２０

大姓，以四川、广东、

湖南、江西为多。

（据罗山县政府网）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