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传说

黄振国

E-mail：xywbnews@126.com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责编:刘 方

创意:李春晓
质检:付宇峰

2018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一
9版

抗日英雄冯玉祥、吉鸿昌在信阳（上）

信 阳 记 忆

根据相关史料，著名的
抗日英雄冯玉祥、吉鸿昌都
来过信阳，分别留下了一段
令人难以忘怀的佳话。

冯玉祥（1882—1948），
安徽巢县人，少年时投身行
伍，从普通一兵干起，后官
至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和
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何
应钦等人同级别）、 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委
员长为蒋介石）， 是著名的
军事家、爱国民主人士。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

料显示，冯玉祥一生来过两
次信阳。

冯玉祥第一次来信阳

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冯玉
祥率部驻扎在鸡公山武胜

关，他和部下一块积极植树
造林。鸡公山波尔登森林公
园内还有冯玉祥将军种植

的“将军树”。这里顺便说一
下， 自 1915 年孙中山先生
倡导全民植树后，冯玉祥就
一直身体力行 ， 不管到何
处，都是一边练兵，一边种
树。 他在驻防徐州时，针对
有人乱砍滥伐、破坏植被的
不良行为，写了一首著名的
诗四处张贴： 老冯驻徐州，
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
我砍谁的头！

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到

信阳，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1937 年 11 月。 在这里，要
先说说冯玉祥与信阳的“缘
份”。 1918 年—1921 年间，
信阳女子汪学箴是北京燕

京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校学
生自治会的领导人，才貌双
全，追求者无数。她 1920 年
寒假回信阳时，在姐夫朱浩
然牧师家结识了同为基督

徒的冯玉祥。冯玉祥对她一
见钟情， 再三托朱牧师做
媒。无奈，汪学箴胸有大志，
终生未嫁。 冯、汪二人虽未
成为夫妻，但双方都通情达
理，经常联系，成为终生的
好朋友。 汪学箴学成归来
后，大力兴办教育。 1937 年
前后，她担任信阳义光中学
校长（信阳一高的前身）。据
当事人闵启夫回忆：

1937 年 11 月，冯玉祥
将军轻车简从莅临信阳。他
没有惊动地方党、政、军、商
各界人士，这是将军的一贯
作风。 因为他信奉基督教，

又与义光中学校长汪学箴

友情深厚，乃下榻于义光中
学男生部校园（西关外小营
房，今八一路一带）。

11 月的一天， 在义光
中学女生部操场，冯玉祥发
表抗战演讲。到会的有信阳
师范、二女师、义光中学、信
师附小、县立中学 、县立小
学等学校的师生 1000 多
人。 上午 9 时许，从会场右
方走来 8 名身材魁梧、腰挎
盒子枪、 背负大刀的士兵，
分列道路两边。 随后，冯玉
祥在汪校长的陪同下阔步

走来，亲切和蔼地向大家挥
手致意，师生们报以热烈的
掌声 。 冯将军身体魁梧健
壮，圆圆的脸庞，黑里透红，
英姿勃勃。他头戴褐色土耳
其帽 ， 上着灰色的土布长
袍，下穿灰土布棉裤 ，脚登
黑棉鞋。 将军这身装束，俨
然一位慈祥的西北乡下老

汉模样。
讲台未做刻意的布置，

没桌没凳 。 冯将军站在那
里， 操一口纯正的北平话，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日

寇侵略罪行，赞扬军民英勇
杀敌的爱国精神。冯玉祥将
军的演讲， 好似惊雷炸响，
震动信阳。各个学校的师生
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示威活动后，都组织了抗日
救亡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唱
抗日歌曲、演街头剧 、贴标
语、发传单。 信师附小以冯
玉祥讲的小故事编成《中国
老爷饶命》的短剧在街头演
出， 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慰问团到医院、车站慰问伤
员和士兵， 散发慰问品；募
捐队到各商店、住宅动员捐
献。在冯玉祥将军演讲的感
召下，信阳师范有数十名学
生脱下校服， 换上军装，奔
赴抗日前线，其他中学投笔
从戎的学生也不计其数。冯
玉祥将军的一次演讲，使信
阳城沸腾起来了。

又据另一位当事人沈克

明回忆：
在日本军队占领信阳

前夕，信阳义光中学校长汪
学箴在冯玉祥将军的全力

帮助下，才使得义光中学于
1938 年春顺利迁到武昌办
学。冯将军特派马副官大力
协助汪校长，为学校打理一
切。 抗日战争胜利后，义光
中学又迁回信阳。

冯玉祥将军一生的传

奇故事有很多，他被人称为
“布衣将军”“基督将军”“倒
戈将军”“悲剧将军”。 所谓
“布衣将军”，是指冯玉祥戎
马一生，从士兵升到一级上
将 ， 曾统领几十万人的军
队。 地位再变，官当再大，冯
将军仍然艰苦朴素，和广大
士兵同甘共苦， 不搞特殊，
衣着、饮食和士兵一样。 所
谓“基督将军”，是指冯玉祥
于 1917 年圣诞节正式加入
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
督徒。 此后，他按照《圣经》
的教义要求自己和别人，从
严管理，洁身自好。

冯玉祥一生有过两次

婚姻 。 结发妻子刘德贞于
1905 年与冯玉祥结为伉
俪 ，生有二子三女 ，后不幸
因病去世 。 第二任妻子是
李德全 ， 她与冯玉祥同为
基督徒，育有一子三女。 婚
后的一天 ， 李德全问冯玉
祥为何喜欢她 ，冯玉祥答 ：
“我喜欢你的天真率直 。 ”
接着 ， 冯玉祥反问李德全
同样的问题 ， 李答 ：“是上
帝怕你不为民办事 ， 特派
我来监督你 ！ ”答毕 ，两人
都会心地笑了。

李德全 （1896—1972），
北京通县人，新中国成立后
的首任卫生部长（卫生部常
务副部长、党组书记苏井观
是潢川人）， 后历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等职。

所谓“倒戈将军”，是指
冯玉祥一生曾经先后三次

为了光明正义事业而 “倒
戈”。 第一次是 1910 年春，
时任清军三营管带 （营长）
的冯玉祥 “倒戈 ”反对清王
朝。 第二次“倒戈”是 1924
年 10 月， 时任直系军第三
路军司令的冯玉祥发动“北
京政变”， 囚禁直系贿选总
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
仪出故宫，并电邀孙中山先
生从广州北上 。 第三次是
1930 年 5 月，“倒戈”反对自
己的 “结拜兄弟 ”蒋介石的
独裁统治， 发动反蒋战争，
史称“中原大战”。

所谓“悲剧将军”，是指
1948 年 7 月， 为响应中共
“五一”号召，冯玉祥乘船离
开美国取道苏联回国，参加
新政协筹备工作，9 月 1 日
途经苏联黑海时，因轮船失
火遇难，享年 66 岁。

信阳名茶苏仙黄尖以其芽

壮满毫 、清香持久 、汤色嫩黄明
亮、滋味甘醇而饮誉豫南。 苏仙
黄尖茶产于大别山脚下的商城

县苏仙石乡。 关于苏仙黄尖茶，
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西汉末年，有个姓苏名
耽字子安的人 ，父亲早逝 ，母亲
与他相依为命，家住商城县境内
的大苏山北麓。 苏宅紧依石槽河
东岸，门前怪石嶙峋 ，宅后绿竹
满园。

苏耽自幼天赋异禀，5 岁习
文，7 岁善剑，成年后精通天文地
理，立志为天下人荡邪恶 、扶正
气。 然而，时逢战乱，兵祸连年，
民不聊生 ，加之瘟疫流行 ，田园
荒芜，十室九空。 苏耽欲酬心志，
于是拜别慈母，寻师学艺。

当时有一位得道真仙，道号
“朝阳真人”，隐居大苏山朝阳洞
中。 这天，仙人正静坐洞府，屈指
一算得知苏耽来访，便将拐杖抛
出洞府，变成一只猛虎。 猛虎一
口衔住苏耽 ，腾空而起 ，直落洞
内仙人座前。 苏耽从惊恐中睁开
眼，见到仙人忙跪拜于地 ，口称
师父， 向仙人诉说诚心拜师、求
学仙术、 拯救苦难百姓的心思。
仙人听后 ，顿生恻隐之心 ，取出
金丹数粒，交给苏耽后说：“求学
仙术非一日之功，拯救百姓乃当
务之急 ，你先将此丹拿回 ，用大

缸化水 ， 让邻里百姓都喝上一
匙，便能解除眼前瘟疫。 ”

苏耽按仙人的指点施行，果
然灵验。 待乡邻们饮服后，苏耽
将缸中所剩残渣余水泼撒宅旁

空地，不久便生出无数棵嫩黄叶
芽小树， 摘下嫩叶放入口中，甚
觉甘甜清凉。 苏耽屡试，还有清
凉解毒之效。 据说这就是最初的
黄尖茶树。

此后，苏耽求仙学术之心更
坚，再次辞母上山拜师。 临行前
他嘱咐母亲教乡邻们遍种茶树，
瘟疫如再发生，可用井水煮茶饮
服。 两年后，瘟疫复泛，苏母日夜
奔走，煮茶救民，终因劳累过度，
以致油尽灯灭 。 乡民们深感厚
德， 筹资把苏母葬于苏家宅后，
并把苏耽所住之地改名 “子安
镇”（苏耽字子安）， 宅前河流更
名“子安河”。

苏耽从师三年，学成炼丹术
后返回故里， 听闻母亲已故，悲
痛欲绝，当夜在母坟前守孝。 谁
知当晚突然雷雨交加，第二天雨
过天晴 ， 有数十只黄鹤飞临苏
门。 苏耽在母亲坟前三拜之后，
于门前岩石骑鹤升仙而去，在石
上留下两只深深的脚印。 人们怀
念苏耽母子 ，将此石叫做 “苏仙
石”，“子安镇”改为“苏仙石镇”，
今苏仙石乡因此得名。

（综 合）

苏仙与苏仙黄尖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