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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1915

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区
(

今属
河南省新县

)

。幼年家贫，只读过几
个月的私塾和不到一年的初小。

1927

年家乡爆发黄麻起义后加入
童子团，任分队长，后调任赤卫队
副指导员。

1930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6

月，带领
50

余名赤卫
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第
1

师。后任班长、通信员、政治指导
员， 红四方面军第

9

军
27

师
81

团、

27

师政治委员，红
30

军
89

师
政治委员， 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
次反“围剿”和开辟、巩固川陕苏
区的斗争。

1935

年调任红
30

军主
力第

88

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广
昭、陕南战役。 在同年

3

月的嘉陵
江战役中，指挥部队连克飞虎山、

高城山， 并击溃敌军
1

个旅的反
扑， 有力保障了方面军主力顺利
渡江，随后协同红

31

军夺占川陕
要隘———剑门关天险。

长征中，率部会同第
80

师、第

90

师攻占上、下包座，打开了红军
向陕甘进军的门户，后随军南下转
战川康边。

1936

年
10

月奉命西渡
黄河，在西路军编成内艰苦奋战河
西走廊。

1937

年
3

月西路军失败
后，身边仅剩秘书和警卫员，继经
艰苦跋涉于同年

6

月到达延安，遂
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 调任晋察
冀军区军政学校军事教员， 军区
教导团政治委员、团长，后任晋察
冀军区第四分区副司令员、 司令
员。 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

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 任张家口
市卫戍司令员， 察哈尔军区司令
员。

1947

年起任晋察冀野战军第
3

纵队（后改称华北军区第
3

纵
队） 司令员， 率部先后参加了保
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平
津等战役。

1949

年
1

月，华北军区
第

3

纵队改称第
63

军， 任军长。

后该军在第
19

兵团编成内调归
第一野战军建制， 执行解放大西

北的作战任务，参加了扶、陇东、

兰州、宁夏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

任第
19

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9

兵团副司
令员兼参谋长、第

20

兵团代司令
员， 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
1952

年秋季反击作战。 获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3

年回国。

1955

年起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代理司令员、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曾被下放到安
徽一个农场管制劳动。

1982

年
～

1985

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是中
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
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

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
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

年获一
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

年
5

月
9

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从华北到
西北》。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光山狮舞

狮子舞已有千年的历史。 舞
狮需两人配合，一人舞狮头，一人
做狮尾，配合得体，以暗号变幻动
作，可在垒起三米高桌上耍舞，上
树绕攀，名曰金龙缠柱，下来时双
双腾空齐下，名曰大鹏落地，是流
行区域广泛、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
民间舞蹈。

狮舞，又称玩狮子，是光山县
民间喜闻乐见的群众娱乐形式。

狮头是用牛皮仿真狮头部模样订
制而成。 狮身是用红布或花布制

作，缀上花条或花布块，以饰美观；

缀上染成绿色的麻作狮鬃，以饰威
严。表演时，两人钻入“狮衣”内，一
人舞狮头，一人做狮尾，首尾相连，

配合默契，不仅显示了“百兽之王”

的威武雄壮，而且还能表演出真狮
的各种动作，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令人赞不绝口。 好的表演者，能演
出惊险的场面，扣人心弦，更是令
人提心吊胆、心惊肉跳。

民间不仅认为狮子是“百兽之
王”，而且把它神化了。 如果有“百

兽之王”的光临，就可以化百凶为
一吉。所以，不管玩狮子到哪儿湾，

必须到各家各户去“拜门子”，如漏
掉谁家不去，是会闹意见的。凡“拜
门子”的户，都烧烧纸，放放炮，略
表对狮神驱邪降福的酬劳。还给舞
狮子者香烟，感激他们的光临。 固
然有些迷信色彩，但也显示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所以，

拜完门子之后，喊段“彩头”，其内
容无非尽是些吉利话。

（据光山在线）

黄国故城遗址

黄国故城遗址即黄国故城。

在潢川县城西约
6

公里的隆古乡，考古工
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 城址位于淮河南岸，小
潢河之西，平面呈长方形。 其城墙长度：东墙
1650

米， 西墙
1550

米， 南墙
1800

米， 北墙
1720

米，周长
6720

米。墙宽
10

米
－25

米，基宽
59

米，残存高
5

米
－7

米。已可确认的城门遗迹
有

3

处，其中西墙中门墙体加宽，且内凹呈“

U

”

字形，显然与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加强城门防
御有关。 城墙系夯土筑成，夯土中包含有西周
晚期或春秋早期遗物。 城墙四周有护城壕，东
墙外的城壕遗迹尚清晰可辨，壕宽约

36

米，低
于现地表

1

米许。

黄国乃西周封国，嬴姓子爵，颛帝曾孙陆
终之后，位居诸封国要冲，由于黄国所处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春秋初期齐楚争霸，黄国便首
当其冲。 其时齐桓公霸业达于顶峰，黄国作为
楚的与国，却采取了恃齐叛楚的策略。 《左传》

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 黄、随不
会。 ”《春秋》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
人、黄人盟于贯”。 贯为宋地，在今山东省曹县
南

5

公里。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
人会于阳谷”。阳谷在今山东省阳谷县北

15

公
里。僖公四年， “秋，

[

齐
]

及江人、黄人伐陈”。僖
公五年，“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

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 ”然而，随着楚
国势力日益强大， 逐渐加强了对黄国的进攻。

公元前
675

年，楚文王“遂伐黄，败黄师于
陵”。陵在潢川县西南（如今光山县一带），这
是楚国第一次对黄国进行讨伐。 《左传》僖公十
一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 ”《左传》

僖公十二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
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夏，楚灭
黄。 ”事在公元前

648

年，楚成王终于灭掉黄
国。诚如《春秋大事表》引季氏本所言：“江、黄，

楚之东北境，可以出兵以截齐后者，得江、黄，

则师无左顾之忧也。 ”

(

边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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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故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