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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各县是何时被解放的（下）

信 阳 记 忆

由于复杂的革命斗争

形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红
军 、 解放军从 1930 年至
1949年，在短短的 19 年之
内，曾经 8次解放被国民党
统治占领的光山县城，这在
全国也是极少见的。第一次
解放是 1930年 10月 5日。
1947 年 8 月至 1948 年年
底，邓小平与刘伯承指挥野
战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同敌

人展开拉锯战，在运动中有
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直
打得敌人焦头烂额，使蒋介
石疲于应付，不得不从大别
山区调走 13个师到周围应
急。 在这期间，解放军曾经
五次解放光山县城 ：1947
年 8月 27日， 第 4次解放
光山县城；11月 2日， 第 5
次解放光山县城；12 月 28
日， 第 6次解放光山县城；
1948年 2月 4 日， 第 7 次
解放光山县县城；11 月 29
日，第 8次解放光山县城。

土地革命时期 ，1929
年 5月 6日，商城起义一举
成功， 至 1932年 10月，红
军曾三取商城，商城一度更
名为赤城，后赤城、赤南二
县分治，先后属鄂豫皖省豫
东南和皖西北道区。 1932
年 11月， 国民党政府为加
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反革命

统治， 新划分了一些县，将
商城沿黄土岭至大牛山东

南长二百余里、宽近百里的
原属商城的半壁版图 （和、
乐两区十四个半保）和西南
打儿窝一带分别划给新设

立的立煌县 （今安徽金寨
县） 和经扶县 （今新县）。
1947年 8月， 刘邓大军挺
进大别山后，至 1948 年 12
月 1日，继红军之后又三次
攻克商城，成立商城县爱国
民主政府。到 1949年 5月，
属鄂豫行署一分区，县城一
度成为鄂豫皖解放区首府。
此间，因军事态势，西乡余
集、 观庙两区划属白雀县，
为鄂豫行署二分区所辖 。
1949年 6月，鄂豫行署一、
二分区合并为潢川专区，白
雀县撤销，余集、观庙复归
商城县，随属潢川专区。

光山县新集镇曾经辉

煌一时，但在张国焘的错误
路线领导下，不久便节节败
退。 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

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

围剿，当时作为鄂豫皖苏区
首府的新集沦入敌手 ，红
四方面军被迫西征转移 。
这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划
河南省光山县和湖北省黄

安县、 麻城县各一部分组
建县治， 以国民党军队将
领、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
的字 “经扶 ”为名 ，新设立
“经扶 ”县 ，县治设在新集
镇。 从此，“经扶县”便出现
在中国的版图上。

1947 年 8 月， 刘邓大
军挺进大别山。 8月 28日，
李德生率领的解放军六纵

一部解放了经扶县城———
新集镇。 不久，经扶县全境
解放。

新集解放以后，分别建
立了县区革命政权，人民群
众纷纷要求把“经扶”县这
个臭名从地图上抹去。县委
认为人民群众要求更改县

名的意见很好，即征求改用
什么县名。 有的说叫“焕先
县”，有的说叫“泽民县”，有
的说叫“伯承县”等等。

12 月初， 时任县委书
记穰明德向刘邓首长汇报

了县委想把经扶县改名为

伯承县的意见。刘伯承司令
员听后立即表示，改县名的
意见很好，但不同意用自己
的名字作县名，他说：“人民
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突出个

人，更不能用我的名字作县
名。 ”穰明德和在场的其他
同志，都为刘伯承司令员这
种高尚品德所感动，屋里静
悄悄的。 刘伯承司令员笑
了笑， 接着说：“大家既然
提出更改县名， 那么咱们
一起来研究研究， 看叫什
么名称好。 ”穰明德和几个
同志商议了一下，提议说：
“这个县的县城以前叫新
集，现在解放了，人民建立
了自己的新政权， 开始了
新生活，就叫新县吧。 ”刘
伯承司令员一听， 高兴地
说：“好，叫新县好! ”

1947 年 12 月 30 日 ，
在陈店乡王湾村王氏祠堂

召开了经扶县首届工农兵

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邱进敏
为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大会
决议将“经扶县”更名为“新
县”，并通电全国。 从此，刘
伯承司令员改县名的故事，
也广为流传。

贺年是过年的又一隆重节

点，其内容也相当丰富，首先是
拜年。 大年初一，人们都早早起
来， 穿上最新最漂亮的衣服，打
扮得整整齐齐，到邻里、本族家
相互串门，恭贺新的一年大吉大
利。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
是由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

拜年，给德高望重的老人拜年还
要叩拜， 有的见面作个拱手揖，
相互祝贺。 大人拜年讨香烟，小
孩拜年讨得东西就多了， 如花
生、瓜子 、糖果 、染红的熟鸡蛋
等。 过了初一，初二开始拜舅舅，
初三初四拜岳父岳母。给亲戚拜
年少不了礼物， 拜年客到后，主
人立马奉上烟茶，紧接着以肉汤
挂面或肉汤糍粑、荷包鸡蛋予以
招待，以示新的一年亲密如故。

正月初一是新年伊始最喜

庆的一天，为了图个吉利，传统
习俗中这天有很多忌讳。不吉利
的话不讲，不吉利的事不做。 如
万一不小心打破了碗，马上就用
“岁岁（碎碎）平安”的吉祥话来
圆场。 除此外，古时候，许多地区
盛行一种禁忌，即大年初一不杀
鸡。 人们认为初一是鸡日，应该
画只鸡贴在门上， 可以避邪，所
以杀鸡不吉利。这种习俗起源于
远古时候的一个民间传说。

相传，尧帝在位时，国力强
盛，百姓安康。 四邻的小国都带
着奇珍异宝前来朝拜。其中有个
叫祗支的国家，向尧帝进献一只
稀世珍鸟。 此鸟形状像鹰，眼睛
如鸡，声音似凤凰，名叫重明鸟。
此鸟本领非凡，既能在空中与鹰
隼秃鹫等凶猛之鸟搏击， 也能
在地上与豺狼虎豹等凶兽战

斗。 因此，那时的人们都把自家
门口打扫干净， 盼望重明鸟落
到自家门户上。 但不知为什么，
这只鸟飞走了。 人们为祈求平
安， 就用木头刻只重明鸟放在
门上。 后来逐渐演变成画重明
鸟贴在门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
重明鸟的形象渐渐变成鸡的样

子了。 门上画鸡避邪，初一忌杀

鸡的习俗便由此而来。
说到忌讳，可能很多人并不

知道，“正” 并不读正， 而是读
“征”， 也是因避秦始皇的讳而
改。 因为秦始皇名“政”，故所有
“正”音都改读“征”音。 秦朝灭亡
后，很多事情都拨乱反正，可正
月的“征”音至今未改。 《汉书·孙
光传》称正月一日为“三朝”，即
“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也有
称为岁、时、月、日之“四始”。 总
而言之，正月初一，非同一般。

除正月初一非常浓重的喜

庆外，接下来几乎每天都有相应
的习俗。 如，初二祭财神(北方)，
即把除夕夜迎来的财神祭祀一

番，祈望一年发大财，也是新女
婿上门的日子。 初三烧门神纸，
即初三晚上把所挂的门神笺焚

化，以示要开始营生。 这一天还
是谷子的生日， 故要禁食米饭。
初三也为小年朝， 与元日同，不
可扫地、乞火，也不汲水。初四送
年日。 即晚上举行送年仪式，送
诸神和祖先回天庭。正月初五祭
财神。 据说，每年的阴历正月初
五是财神的生日。古时候做生意
的人，到了这天都得买些鸡鸭鱼
肉、 水果蔬菜之类供在香案上，
再上几炷香，放几挂鞭炮，给财
神祝寿。 财神爷名叫赵公明，又
叫赵玄坛。 据古书记载，他是秦
朝时候终南山人氏，与捉鬼大神
钟馗是同乡。 那时他远离人世，
一个人到深山老林去苦心修炼。

修成仙后被玉皇大帝召去，封为
神宵副元帅。 他头戴铁盔，手执
钢鞭，面色黝黑，两眼炯炯有神，
胯下骑着一只猛虎。他的职责主
要是掌管天界的安全，巡察四方
的动静， 发现什么地方有差错，
就去纠正。 过了段日子，玉皇大
帝看他干得不错，便加封为玄坛
元帅。这玄坛元帅的职位可比那
神宵副元帅的职位重要多了，他
除了能呼风唤雨、 驱雷役电、除
病消灾外，还掌管天上各路元帅
的功过赏罚。 由于他公平无私，
人们有了冤枉、 委屈的事情，在
祭祀的时候便向他申诉， 申诉
后，就会得到公平的回报。 那些
想求财的， 也向玄坛元帅祈求，
都能发财如意。能助人们发财如
意的，不仅是赵公明，还有常跟
他在一起的使者招财、进宝两小
神。 正月初八放生祈福。 这一天
主要是“放生”活动，就是把家里
养的一些鱼、鸟拿到外面，放归
野外。

贺年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严

肃的礼节，不可或缺，即使有特
殊情况不能按时拜年，再晚也得
拜。 农村有“四月拿镰去割麦，家
中还来拜年客”之说，不仅要拜，
而且还要相互请年酒，在酒中增
进友谊，体现尊重。 如果无故不
拜，说明亲戚朋友间有一方被对
方看不起， 从此就断绝来往了。
贺年的另一类表现形式就是舞

龙舞狮、撑旱船、扭秧歌等民间
娱乐活动， 一般从正月初五开
始，直到二月二才算结束，准备
新的一年备耕备播了。

总之， 年是一个时间段，也
是一个时间点； 是一种文化，是
一个传统；是一种味，是一幅画；
是故乡走不尽的路，是亲人笑不
够的泪； 是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是一串噼噼啪啪的鞭炮……人
们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说的
是千山万水隔不断回家的心情。
人们还说，宁穷一年，不穷一天，
说的是即使穷，年也要过得热闹
红火。 年对我们来说，既是总结，
又是开拓，既是一次回归，更是
一次出发。

陈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