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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名人

何万镒

何万镒（

1908

—

1932)

，

息县关店乡何大湾人。

1925

年初，何万镒至武昌上学，上
学期间，待人诚朴热情，秉性
刚强，嫉恶如仇。 在进步老师
的熏陶下， 对革命有了较深
刻的认识。 同年春，武汉工人
举行大罢工， 何万镒积极组
织同学支援。

5

月
30

日，震惊
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后，

何万镒积极组织学生罢课，

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的十七项条件，响应“与帝国
主义决一死战” 号召。

1926

年，何万镒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被党组织派到潢川， 在息
县、潢川交界处的吴村铺、临
河店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
展组织， 建立据点， 扩大影
响，待机暴动。 先后发展党员
30

多名，建立临河店、吴村铺
等党支部。

1927

年秋，中共临
河区委建立，何万镒任书记。

1928

年， 何万镒在临河
店、 关店一带组织和发展农
协会组织，并在高稻场召开农
协会议， 吸收红枪会参加，形
成红枪会与农协会并存，使红
枪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指
挥。不久，何组织一支游击队，

活动在临河店以南的黄庄、河
湾、高稻场、叶塘一带。

1930

年，上级党委派何万
镒回息县开展党的工作。 何
万镒首先与共产党员余汇
滨、李仲昌、李大洲等接上组
织关系。

11

月，在长陵集共产

党员刘世信家召开秘密会
议，重新建立中共息县县委，

何万镒任书记。 根据上级党
委“迅速发展组织，成立人民
武装，领导农民暴动，配合红
军作战”的指示，首先在临河
店等地，发动群众，组建农民
自卫队（又名联庄会

)

， 队员
400

余人，长短枪
19

支，向土
豪劣绅开展了抗捐抗税斗
争。 吴村铺民团队长陈杰轩，

向农民勒索枪款， 何万镒便
发动党员， 召集农民自卫武
装百余人，手持长矛大刀，围
攻陈杰轩， 迫使陈取消了枪
款，并向人民自卫武装交出步
枪

10

多支。不久，何同高稻场
党支部负责人戴六一起，领导
农民自卫武装攻打潢川县靠
山集南杨小寨的地主武装。是
年，淮河沿岸遭受水灾，农民
生活无着，何曾多次领导和组
织人民自卫武装向当地恶霸
土豪劣绅开展分粮斗争。

1931

年
2

月
22

日， 何万
镒调根据地工作。 同年

8

—

9

月， 潢川县的中共党组织遭
到国民党破坏。 为恢复潢川
县的党组织， 上级党委派何
万镒到潢川县仁和集一带，

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是年秋，

国民党大“清剿”，何万镒被
捕。 在狱中，何多次受到拷打
逼供，但何坚贞不屈，顽强斗
争。

1932

年
3

月，国民党将何
万镒秘密杀害。

（据息县人民政府网站）

光州公园是光山县城一个集生态、文化、景观和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综合性滨河公园，是群众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叶继斌摄

潢川皮影戏

潢川皮影戏也叫“影子
戏”“皮娃子戏”“皮摔”，是一种
古老的艺术门类。 皮影戏源起
汉武帝时期，元代后流传到南
亚、波斯、埃及、土耳其及欧美。

潢川皮影戏由
5

至
8

人
组成一个演出团体，俗称“一
担箱”， 在一块白布幕帐后围
成一块四方形进行演出。用灯
光照射牛皮制作的人物侧面
剪影来表演故事， 是汇音乐、

绘画、雕刻、戏曲、表演等艺术
为一体的古老而独特的戏曲，

人物造型栩栩如生。 一人司
鼓， 一人敲击大锣和手镲，一
人击奏小堂锣，

3

人组成乐队
进行伴奏，二至三人在白布幕
帐后把皮影贴在幕帐上表演
说唱，靠灯光照射，使观众在
幕帐的另一面看到人物表演。

操纵皮影，依靠缀在皮影
双手及后肩上的三根水竹棍

来完成。 俗话说：“皮影戏好
唱，三根棍难戳。 ”武打时，靠
惊堂木、跺脚来增加气氛。 因
此，潢川境内又流行这样一句
歇后语： “唱皮影戏的跺
脚———假打。 ”潢川皮影戏的
唱腔，属豫东调，有古“弋阳
腔”的特点：一人独唱，众人帮
腔

;

打击乐伴奏，声腔高亢悠
扬、激越嘹亮。 唱腔以角色分
定，即：旦角、须生、老旦、丑、

生、净
6

种角色，唱腔以徵调
式为主，其次是羽调式。 音乐
系五声音阶， 板腔体音乐，一
板一眼，

2/4

节奏， 中速进行。

除角色的基本唱腔《四句牌
子》外，还有些无板无眼类唱
腔辅助，又借鉴了花篮戏的某
些唱腔加以补充。

潢川皮影戏的主要道具
是皮影人，影人是由多片牛皮
(

或驴皮
)

连缀而成，分身
(

上

身、 下身和腿
)

、 帽和头三部
分， 比如男武身需

12

片影片
组成， 把头像片插入头帽片
里，再连接身片，从而成为一
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其数量比
例是“一头配三帽，三头护一
身”。 “一担箱”至少需身片

50

副、头片
80

副、帽片
150

副方
可够用。皮影戏艺人在后台操
作演出， 由于皮影戏的演员
少，又是“活口戏”，所以皮影
艺人要一专多能、 技艺全面，

至少要七方面俱全： 记戏、编
词、唱腔、敲打、打矸子、装修
皮影、搭台点灯，缺一不可。初
学入门的艺人，以“沙零丁沙
零丁，么事零丁么零丁”模拟
唱腔学唱，如同唱曲剧用“申
皇申，申江中，一字申江”摹板
一样。

潢川皮影戏的剧目分连
本戏、 单本戏和垫台戏三种，

如以《纣书》

(

即《封神榜》

)

为主
的剧目共有剧目近千本。垫台
戏又名“杂出”，唱完正本后
“找一出”， 如大鼓书的书帽
一样， 多为单一唱腔的小段
短篇戏， 内容多为丑角捣笑
话，如《勾鸡》《打长工》《送香
茶》《闹书馆》《蔡鸣凤辞店》

《张先生算命》等。 自古皆靠
艺人口传心授，无文字剧本，

只记故事发展的起、承、转、

合。 潢川县目前仍有
13

担
箱，

80

多名皮影艺人，绝大部
分被评为民间艺术师。他们每
人一辆自行车，奔驰在农村广
阔的土地上，真正成为农村文
化的轻骑兵。 （旅侨）

息半夏

息半夏是息县独有的优
良中药材品种， 在二千多年
前《礼记·月令篇》曾有关于
半夏的药用记载。在《本草纲
目》 等医学著作中对半夏入
药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深
刻的阐述。

清嘉庆四年， 息州志对
此已有记载，

1979

年版《辞
海》将半夏列为息县特产。医
药、 医疗界对息县所产半夏
极为推崇， 为了将它区别于
另外产品， 特意在半夏二字
之前冠以“息”字，称为“息半
夏”，以示对它的青睐。

1914

年
3

月， 在旧金山
举办万国商品博览会上，息
半夏因其个大、粉足、品质优
良、疗效显著广受外商欢迎。

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息半夏远销日、韩及
欧美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国
内各大药市常年出现有价无
药的局面。 息半夏以淮河、闾
河沿岸出产的品质为最佳，

通过大量临床试验和药理检
测，

9

克息半夏相当于外地半
夏

15

克药效。 多年来，息半
夏以质量地道， 信誉卓著而
驰名中外， 在同类药材中被
视为珍品。 据《五十二病方》

《局方》《仁斋直指方》和《金
匮要略》等记载，息半夏入药
能够治疗咳痰喘急、 肺胃虚
寒、呕吐眩悸、便秘泄泻、小
儿惊风等症， 药物实验有镇
咳、止吐解毒等功效，外敷可
止痛消肿。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