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传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当过和尚特别是在家

乡皇觉寺当和尚，曾受世人的歧视。 当皇帝后对和
尚、秃、光头、贼等字眼忌讳莫深。 曾下令让全国一
半的和尚还俗， 但唯独对罗山县的灵山寺另眼相
看。 这当中的缘故是什么？ 在灵山流传着一个关于
朱元璋三上灵山寺的传说。

朱元璋 17 岁那年， 父母和 3 个哥哥因遇上灾
荒和瘟疫相继死去，姐姐出嫁。 贫穷到极点的朱元
璋只好到皇觉寺去当和尚。 后来庙里也缺粮断炊，
老和尚只好让他到淮西一带（今信阳一带）化缘。当
时官场腐败，盗贼横行，他到处流浪。第二年农历三
月初一，他来到了灵山寺，灵山寺和尚让他吃好穿
暖，在这里，他第一次喝到了灵山茶。 朱元璋云游 7
年，有 4 年是在灵山寺度过的。 24 岁时，天下已经
大乱，胸怀大志的朱元璋又回到濠州，加入了郭子
兴的起义队伍。 郭子兴死后不久，他便成了起义军
队伍的首领。

在转战江淮时 ，又是农历三月初一 ，吃了败
仗，幸好离灵山不远，朱元璋便只身逃往灵山寺。
因他穿一身戎装，和尚们看见他，似曾相识，但又
不敢贸然相认 。 朱元璋此时哪里敢透露真名实
姓 ，便提笔在寺庙的墙上题诗一首 ：战罢江南百
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管叨
叨问姓名。

这首诗向和尚们说明了他就是当年的朱元璋，
现是义军首领，和尚们一看心里都明白了。 于是以
礼相待。 和尚们看他身上还有几处刀伤，便按医书
上介绍的方法，用九龙潭中水，浸泡灵山茶，替他擦
洗伤口。

当上皇帝的第三年， 朱元璋想起自己能有今
天，应该好好感谢灵山寺的菩萨保佑。 为了巩固帝
业，他决心亲往灵山降香。

朱元璋降香后即下旨拨一笔巨款，将灵山寺原
来的三层殿修成七层大殿，外带厢房，并亲笔写下
“圣寿禅寺” 横匾， 封陈大同为金丘峰禅师任主持
僧，并命州县要在灵山一带大种茶叶，每年上贡必
须是一枪一旗的灵山茶。 从那以后，灵山周围大种
其茶，当地不少山因种茶改为茶山（彭新）、茶沟（李
家寨）、茶坡等。明朝修的《河南通志》载有河南地方
唯一名茶：“罗山茶产在汝宁府信阳州。 ”明代灵山
茶在淮南独占鳌头，与朱元璋的提倡不无关系。

（豫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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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李葆华缘何三年之内两次来信阳

信 阳 记 忆

秦岭、淮河是我国最重要、气候
变化最明显的地理分界线。 淮河以
北，形成了著名的黄（河）淮（河）大平
原，盛产小麦、玉米等旱作物；淮河以
南，崇山峻岭，河网沟渠，是著名的鱼
米之乡。信阳就处于这种独特的地理
位置上，因而与水难解难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了水
利部，首任部长就是抗日名将傅作
义。 因为他不是中共党员，所以特
任命李葆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之
子）为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傅
作义、李葆华曾经在三年之内两次
来信阳。

第一次来信阳，是为了治理淮河。
1949 年初， 根据县城解放的

时间，先后成立了潢川专区、信阳专
区。 1952年，两个专区又合并为一
个专区———信阳专区。 原先潢川专
区所辖的息县、固始两县，地处淮河
中游， 沿河地区地势低洼， 水利失
修，水害频繁。1951年 1月 3日和 2
月 4日、25日连发 3次大水， 灾民
达 230万人，专署组织 3次急赈，发
放救灾粮 224万斤， 抢救重危灾民
35024人。 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特
派傅作义和李葆华于 1951年 3月
到潢川等地视察灾情和水利建设，
调查研究治理淮河事宜。

傅作义、 李葆华一行于 3 月
19 日到达潢川，20 日上午到专区
治淮指挥部听取汇报，21 日乘木
船由县城小潢河到达淮河岸边的

踅子镇，22 日夜 9 时到达息县乌
龙集（那时淮滨县还没成立），继而
到固始县的谷堆集、三河尖沿淮两
岸深入实地视察 3天，此举对沿淮
灾民和干部的震动很大。

潢川地委和专署领导对中央

来的两位水利部长极为重视。 特
派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并令
军分区独立团第六连连长黄立海

带一个排的部队， 携带一挺机枪
和数支长短枪作保卫工作 （那时
刚解放不久， 土匪 、“小炮队 ”很
多，潢川专署在乌龙集成立了“剿
匪指挥部”。 ）

3月 23日，两人从乌龙集淮河
港口码头乘船顺水而下，到达固始
县期思区淮河南岸的谷堆乡。 此地
计划西从紫武寺岗头、东至白露河
堤埂修一工程。 上午 9点多钟，两
位部长下船来到工地视察，与民工
交谈。 固始县治淮总队部副总队长
李健同志对治淮工作作了简要汇

报。 下午，他们步行到乌龙区王岗
乡潼湖洼地滞洪工程视察，观看了
潼湖闸口，调查了灾情，并同挖野
菜的灾民谈话。 天快黑时，乘船来
到淮河南岸小集镇谷堆集，当夜在
谷堆集小学校里住宿。 两位部长睡
在门板组合的床上，战士们睡在草
铺上。 3月 24日，他们由谷堆集乘
船向下游进发，一路视察了安徽的
王家坝、曹集，固始县的陈族湾、青
泥滩、黄围子等洼地灾区，夜宿三

河尖时还视察了三河尖街道。 傅作
义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摊上卖用黄

泥巴塑造的能吹响的“小叫雀”（淮
滨县称作“泥叫春”），拿到手上看
了又看，很是喜欢。 他的警卫员见
状，当即买了几个带回去作纪念。

3 月 25 日上午， 两位部长同
潢川军分区独立团第六连护送他

视察的连长黄立海及全体战士告

别时， 特意赠送给大家一整头猪
肉、几十斤挂面 、几十斤红糖 ，以
示慰劳感谢。 之后，两位部长及其
随行人员乘船向安徽省淮河下游

继续视察去了。
傅作义、 李葆华视察淮河之

后， 回北京立即向高层作了汇报。
于是， 中央很快于 1951年 5 月在
蚌埠召开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
沿淮 4省治淮工作会议。根据治淮
工作的需要，国家成立了治淮工作
委员会，总部设在安徽蚌埠，毛主
席亲笔题词 ： “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 1951 年 7 月 2 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决定设置淮滨行政办事处

（县级、 属潢川专员公署领导），将
息县的防胡、马集、乌龙 3 个区和
固始县的桥沟、期思两个区划归淮
滨管辖。 1952 年 8 月 11 日，国家
设立淮滨县。 同年 9月，淮滨治淮
总队部成立，全面开展对淮滨及其
上中游各河流的治理工程。

傅作义、 李葆华第二次来信
阳，则是为了修建南湾水库。

据当事人孔繁家回忆， 他当时
在地区水利科当技术员， 组织抽调
他们几个政治可靠、 表现好的人为
部长们服务。 据他回忆，1953 年 6
月， 正是南湾水库工程施工最为紧
张的时期。全地区 17个县派遣民工
（驻马店还没划出去），县为大队、区
为中队，又调来河北、山东、河南三
个省的劳改队， 每省为一个劳改支
队，整个工地近 2万人施工。那时条
件差，机械设备少，全靠人工挑抬。 6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领导通知孔繁
家回机关 （他当时是水利科技术
员），专署办公室的王主任召集他们
开会。 中央水利部领导要来南湾水
库看看，同来的还有苏联专家，抽他
们去搞接待服务工作。孔繁家说，次
日下午，中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
部长李葆华和两位苏联专家等一行

10多人按时到信阳，当时地委专署
只有四部吉普车和一部伏尔加，加
上军分区两部军用吉普车共七辆车

到火车站迎接。 一群车队浩浩荡荡
从火车站经过信阳几条街才到专署

大院，市民们立足观看，好不热闹。
“那天，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傅

作义将军， 他中等身材， 头发稀
顶，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很少讲
话，看上去很儒雅。 ”孔繁家回忆
说。 在会议室里，杨专员汇报南湾
水库工程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张
副指挥汇报工程施工情况和进

度。 会议内容都由俄语翻译向苏
联专家作传达。 会上，李葆华说：
“南湾水库是建国来第一批水库

工程，也是河南第一座大型水库，
是部里重要工程， 水库这个名词
我们听着很新鲜，可在苏联、美国
早就有了。 我们国家才成立三年
的时间，毛主席就提出‘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所以，修
南湾水库就是落实毛主席这一伟

大指示， 今后还要在淮河流域内
修更多的水库，把水蓄起来，能灌
溉农田、发电、养鱼、防洪，消除自
然灾害，还能供给城市用水。 ”

傅作义说：“南湾水库是党中
央、政务院关心的工程，是水利部
重点工程之一， 是国家投资的重
要项目， 河南水利厅和信阳专署
的领导同志千万不能忽视， 要保
质保量完成。 ”傅作义很关心移民
问题， 他说：“库区移民工作要和
工程施工同步进行， 把移民安置
好 ，房子盖好 ，使他们有房住 、有
衣穿、有饭吃，拨给他们一定的土
地，使他们有劳动的场所。 ”

第三天， 他们和地委专署负
责同志一起乘车去南湾水库工

地。 到水库工地后，张指挥把水库
施工布置情况和工程完成情况作

了汇报， 并将有关图纸和调洪演
算有关水文资料交给苏联专家 。
苏联专家布可夫对翻译说：“你们
的设计很合理， 但防洪标准要再
提高一点， 库址两山头没发现断
层，地质很可靠。 坝址口小、库容
大，是一个很好的水库。 ”

由于天气热，没电风扇，只有
茶水供给和临时生活用水。 在此
期间，傅作义、李葆华在南湾召开
了一个千人大会， 工地指挥部全
体人员、 各科室机电队和各施工
中队长以上干部及各劳改支队的

管教干部共千余人参加， 会议是
在工地草礼堂（用草盖的大屋）进
行的。 会上，李葆华说：“南湾水库
是中央水利部重要项目工程 ，是
全国第一批水库， 是河南的第一
个水库。 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投
资给你们， 我们水利部傅作义部
长亲自到现场来看望大家。 ”傅作
义在主席台上站起来向大家挥

手，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次会议是一个促进会、鼓劲会，
对南湾水库施工是个大转折。

这一次， 他们在信阳共停留
七天，大部分时间在南湾水库，帮
助解决了很多问题。 如，设计上提
高了防洪标准，扩宽了溢洪道，提
供了隧洞、溢洪道、闸门的启闭全
套设备和一些重型机械， 加快了
工程进度，提高了移民补助标准。
傅作义讲话很少， 大部分是李葆
华走到哪里讲到哪里。 傅作义、李
葆华他们生活简朴， 关心群众生
活，体贴基层工作，在很多人心中
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明太祖与灵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