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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并不是个别的人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卡尔·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它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它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又同

一切旧唯物主义有原则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

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过

程，它依赖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矛

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辞海(1979年9月版)

历史唯物主义 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把辩证唯

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

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

展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辞海(197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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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地球上的精英，社会的主体。写史修志无不写人o《正阳人

物志》是首部记述正阳古今人物之专著。本志共设5章，12节，46个

目。收录了上自商朝前期(约公元前1600～1300年)，下限止于公元

2006年12月，正阳籍(合客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在正阳任职的历

任官员(含军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正阳县党、政、军历任～

领导人和现任领导人，计3431人。他们中既有顺应社会历史发展，

遵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清政廉洁，脚踏实地率领民众，为发展

正阳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官员和主要领导人，亦有因未结合正阳实

际，背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受到社会经济规律惩罚，给正阳造成重

大灾难的官员和主要领导；既有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改变旧制度、

旧生活条件而献身的革命英烈和社会各界知名志士，亦有阻碍社会

进步，镇压人民革命的反面人物；既有为正阳乃至中华民族的政治、

军事、经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艺术等诸方面的发展做出贡献的

精英，亦有个人勤奋致富后，热衷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受到民众

敬重爱戴的企业家、商人、官员和领导干部。人物名录乞社会名人和

人物表所录人员，虽文字多少不一，但总览起来，可视为正阳的人才

库。若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定会对正阳，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且不

说年轻的社会精英，既便已离退休的老人，有不少仍在为社会作着贡

献。现今已94岁高龄的省政府参事裴晓明就是明证。今录其所写

《老当益壮》诗二首(共七首，见诗文附录)“莫论时间晚与早，西山不

比东山少。纵然时到黄昏后，继晷梦育可破晓o"“晚霞一抹照疏棂，

笑语满堂豪气生。莫道盘餐无可取，蕃茄辣椒老来红o”观其诗，即知I／"

九



其人。

编者在编纂这部人物志中，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人系事，反映时代，提供借鉴，启迪后人，

让他们为社会进步和正阳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于编者

水平有限，加之人物资料搜集不全，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斧正，待

再版时修改、增补o

《正阳人物志》的成书出版，是县领导的重视支持、社会各界鼎力

相助和通力协作的结果。县长李新中在百忙中审看志稿，提出指导

性意见，帮助解决有关问题。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国俊、原河南

省人民广播电台驻马店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孙玉坤，驻马店市老干

部局局长张宏伟、市公路局党委书记张庆华、黄淮学院《天中学刊》编

辑部副编审刘清珍、正阳县卫生局退休干部黄廷喜和刘振汉、县文化

馆离休干部王文男、县商业局退休干部曹景堂等同志均给予了大力

支持。新蔡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编审王尽忠同志陪同我们到省，亲

自协助审订增补文稿。在此，对上述人员及单位，一并致以衷心的感

谢!

编者

二oo六年十二月



序

正阳县地处淮北平原，置县于西汉初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古往今来，名人志士层出不穷。

今本《正阳人物志》收录了上起商朝，下至当代的正阳籍(含客

籍)各类代表人物。其间有“出淤泥而不染，处浊世而不污"，一生以

洁身修德为宗旨，置富贵名利于度外，被誉为“征君”的黄宪(叔度)；

有附众数万，反抗清廷，威震豫南的捻军首领张凤林；有抗清反袁的

同盟会员在家乡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的魏松声；有组建中共正阳县党

组织，领导农民武装高举翻身求解放旗帜，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

派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共产党人孔剑舞；有被毛主席亲自改名的全

国战斗英雄王耀荣(原名王耀武)；有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二级英雄刘

凤勇；有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张春旺；有世界文化名人黎东方；

有知名企业家李世华；有以刘文功为代表的全国先进英模群体等。

他们都是不同时期正阳名人志士的杰出代表o

《正阳人物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传

记、名录等志体，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正阳不同时期的各类代表人物，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资料性，是一部综合反映’

正阳人文历史的志书。此志的辑录整理，必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必将为正阳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利当今，惠后

世，影响深远o

史笔如铁，鉴古知今。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漫漫历史中留

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形成了当今正阳

’人淳朴善良、英勇无畏、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人文特征。我们一定 广

‘ 毛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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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学习和继承发扬前人的优秀传统，把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

和文明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同心同德，励

精图治，拼搏进取，务实重干，为建设好我们的美丽家园，为构建欣欣

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正阳而努力奋斗!

值《正阳人物志》付梓之际，对关心支持该志书出版的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和县史志办的同志们，谨致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对

《正阳人物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中共正阳县委书记 赵兴华

正阳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新中

二OO六年六月



序

正阳地处淮北平原，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历史悠久，渊源流长，

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从商代的祖己，到清末的

张凤林、肖文信；从同盟会会员魏松声、刘凤同、于衡章，到共产党人

孔剑舞、余子静、田奉先、程克廉、张介民、葛庭贵、龚善典、余福德

⋯⋯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正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正阳人物志》

收录了上起商朝，下至当代的正阳籍(含客籍)各界知名人士，是一部

综合反映正阳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此志将正阳历代各界名

人志士辑录整理，付印传世，让更多人了解正阳、熟悉正阳、宣传正

阳，必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县人民的爱

乡之情和干事创业的热情，必将对正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起着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编纂此志受到了各级业务部门领

导、专家的热情指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正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的同志们亦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

谢!愿正阳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物!愿正阳的明天更加辉煌1

5书此数语以为序。时2005年12月

原中共正阳县委书记 王素平

原正阳县人民政府县长戴毅君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二、收录范围：正阳籍和在正阳工作有贡献，有影响者。

三、收录年限：上自商朝前期(公元前1600 g---1300年)，下限止

于公元2006年12月。

四、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名录以生年为序排列。

五、男性，汉族省略。

六、机构、地名：以当前的标准地名为准，历史地名在括号内夹

注。机构名称过长，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七、清朝以前，采用纪元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从民国元年起，均采
用公元纪年。

八、志中注释，简短的采用文内夹注，较长者采用脚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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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正阳县历任官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党、政、军

主要领导人

据正阳旧志记载：正阳在夏，为慎国，始建无考。商为挚国(都址在今寒冻西

北固城寺，一说今平舆地)o周初，县本部属慎国，北部为沈国(旧挚国)地，南部

属江国地。春秋属蔡(国)o后复为慎(国)o战国属楚(国)o秦朝属楚郡。后改

属颍川郡。汉朝初年置慎阳县，属汝南郡。魏、晋仍为慎阳县。南朝·宋改为真

阳县，属汝南郡。北朝·东魏改置义阳郡，真阳属义阳郡。北朝·齐废郡，真阳并

入保城县。隋朝开皇初年郡、县俱废。十六年复置县，名为真邱县。大业初年，

仍改称为真阳县，属汝南郡。唐朝延载元年，改名为淮阳县。神龙元年复名真阳

县，属蔡州。五代至宋、金，真阳仍属蔡州。元朝为真阳县，属息州(今息县)o后

属汝宁府。明朝初年仍为真阳县，属汝宁府。因为战乱、饥荒口县人减少甚多，

不足编为一县(据明《嘉靖真阳县志》记载当时全县人口仅13879人，而洪武四年

人口更少)。故于洪武四年废县，并入汝阳县(今汝南县)，民治仅设保甲。之后，

人口增加，至景泰四年方置真阳镇，设巡检司，以张荣领巡检事。明正德元年复

置真阳县，属汝宁府。清朝初年仍为真阳县。清雍正元年改称为正阳县o 1912

年属汝宁府o 1913年府废，直属汝阳道o 1928年道废，直属河南省政府。1932

年归属河南省行政第八督察区(署址在今汝南)，直至1949年。

境域归属及行政机构的变更，直接涉及到官员。旧志中有两代官员未能全

记，今欲填补，实不可为，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为方便读者查阅，特附旧志地图

两份于后。

官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虽非正阳籍人，但如同户主一样，他们对全县

的兴哀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将他们列为卷首，是表示敬重、爱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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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侯、守、令

第一节 历任官员

商

任成汤右相仲虺第7世孙，名成，迁国于挚。(仲虺的始祖是黄帝。传

至夏，有奚仲，官东正，封于薛，姓任氏。到任成则迁国都于挚。挚国在今寒冻西

北固城寺，一说平舆境，疆域跨汝水南北。)正阳北境隶属之。

祖已殷高宗贤臣。因辅助高宗治国有功，封于挚。正阳在商，为挚国

地。

周

聃(dan)季周文王第十子，为周司空，食采于沈(今固城寺地)，封为沈子。

后封为沈子国。正阳在周初其北部为沈国地。

白公胜(?～前479年)又名熊胜、王孙胜。其父太子建，因被陷害出走。

后被郑人杀害。他随伍子胥逃到吴国。楚子西认为他诚实勇敢，让他居住在吴

境楚边之白地(白地，即白土店，今隶属息县，旧名白公城)，为白公。哀公十六

年，吴人伐慎，白公战败。答应吴国在楚国发动政变的要求。楚惠王十一年(前

479年)自公发动政变，控制楚都，杀子西、子羽。而楚子(即惠王)后被镇守边境

的叶公打败，被迫逃到山中，自缢而死。此后，楚封白公之后於慎，为慎氏。

汉

周仁字季房。汉朝建立后封他为汝坟侯。因汝坟地洼潮湿，后迁邑于

安成(晋后，改“成”为“城”)。今寒冻西固城寺为其遗址o(有传)

栾说原为淮阴侯韩信之舍人(舍人：在韩信手下任职而受信任之人)，因

得罪了韩信，被信囚禁。他上告韩信谋反，吕后用萧何计把韩信诛杀。汉高帝

(刘邦)十一年(前196年)十二月，封栾说为慎阳侯，食邑二千户。慎阳复为侯

邑。

栾愿之 中元六年(前144年)继为慎阳侯。

栾买之汉武帝(刘彻)建元元年(前140年)继为慎阳侯。元狩五年(前

118年)，因为他私铸自金，被诛杀。慎阳侯邑被取消，隶属汝阳郡。



第一章 正阳县历任官员、建国后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3·

刘 陶慎阳长。颍阴人。因为剔除县内弊病，深得民心。(有传)

刘苍长沙定王之子。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封安成侯，谥号思。

其子自当继其位。自当卒后，其子寿光继其位。

上官桀始为左将军。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正月，受武帝遗诏逮捕叛贼

立了功，被封为安阳(今涂店古江国城遗址)侯。

王崇汉成帝舅。建始元年(前32年)被封为安城侯。谥号共。其子奉

世继其位。奉世卒，其子持弓继其位。

刘衡东汉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39年)封为临淮公。食邑临淮城

(今皮店乡朱店，遗址尚存)o

阴就是阴乡侯职贵人的弟弟。建武二年(26年)封为新阳侯(新阳在今

县城西南40里，今属确山县)

刘赐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派大司马吴汉攻宛(今南阳)，宛王投降，

光武帝封赐宛王为慎阳侯。谥号孝。其子闵继其位。闵卒其子商继其位o

巴肃高城人。开始被推荐选拔为孝廉，任慎阳令。与郭泰、范滂齐名。

因郡守不仁，他不满，辞去官职，后改任真邱长。

铫期(?--34) 光武中兴功臣之一。名列云台(汉宫中高台，有功名将名

列于此)。封为安成侯，谥号忠。其子铫丹继其位。丹卒，铫舒继其位。舒卒，铫
羽继其位。羽卒，铫蔡继其位。

窦勋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0年)封安成侯。

魏

和洽字阳士。今西平县人，封为安成亭侯。陈寿曾为之作传。

万安国封安成王。其子万翼继其位。

杨约安成县公。

尉拨安成侯。

亚
目

何无忌东晋义熙二年(406年)冬十月，晋安帝以何讨桓玄之叛有功，封为

安城郡公。其子何邕继其位。

谢瞻义熙间安城太守。

陈猛安城太守。

檀桂安城郡丞。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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