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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顶山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建市38年来，勤劳智慧的平

顶山人民用双手把这片荒芜贫瘠的不毛之地建设成为镶嵌在中原

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

物。平顶山又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早在春秋时期就是应国都城的

所在地，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仁人志士。古地新城，人才辈

出，他们象灿烂的群星，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上熠熠生辉，显示

出平顶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与现实。

潘民中、杨晓宇、李瑞等同志编撰的这本书，比较详细地记述

了生长生活在平顶山的120位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如先秦思想

家、墨派始祖墨翟；巨手扶危楚，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做出

突出贡献的叶姓始祖叶公沈诸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西汉军事

家张良；史称天下楷模的东汉政治家李膺；唐代爱国诗人元结；宋

代抗金名将牛皋；明代赋税改革家李敏；辅佐李自成起义的大顺丞

相牛金星；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清末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等等，

这些历史名人或为中华民族作出突出贡献，或直接影响历史的发

展进程，我们每个平顶山人都应为拥有他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为撰写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尽管受年代久远和史料不

全等局限，对书中人物的评述不可能完全贴切，但毕竟瑕不掩瑜，

不失为宣传和弘扬平顶山优秀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是对全市人

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代代1名人以他们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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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了平顶山辉煌的历史，我们要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平顶山光辉

的未来。讴歌先贤，旨在思齐，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平顶山的繁

荣富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要踏着先辈们的足迹，弘扬他们的

爱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把平顶山这片热土装扮得更加美丽，铸造

新的辉煌。

谨此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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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地处中原，丰厚的文化土壤孕育产生了一代又一代

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科技专家、文学艺术家和学者，他们为中

? 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汝颍固多奇

士”之誉。 ．

、，

从春秋到明清数千年来。平顶山地区涌现出了数十位颇具影

响的政治家。他们在中国政坛上放射出了夺目的光辉。

海内外叶姓始祖叶公沈诸梁，是平顶山市叶县的第一任县尹，

他尹叶佐楚期间，安邦定国。功勋卓著，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

流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列国之争到战国七雄并立的历史

进程；西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帮助刘邦灭楚兴。

汉，巩固了中国大一统中央政权；其后位列三公的韩安国，为汉武

帝治内安边充分展示了政治才华；史称“天下楷模”的李膺，是一位’

同社会腐败势力东汉宦官集团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政治家，他疾

恶如仇，被委任司隶校尉十天内，便捕杀了大宦官张让的弟弟，为

民除害，威镇朝野，声名El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建立蜀汉政

权呕心沥血的蜀相诸葛亮，其青少年时代是在平顶山地区渡过的，

他受到历代人民敬仰爱戴，被奉若神明，诗圣杜甫称“诸葛大名垂

宇宙”；大唐名相姚崇．乃文乃武，出将入相，佐助唐玄宗奠定了“开

元盛世”；元世祖忽必烈的股肱之臣王磐，为政期问，兴利除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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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风清，关心百姓疾苦，对稳定国家多有建树，受到了上下赞颂。

此外，明代左都御史辛自修，反贪惩腐，抑制豪霸，政绩卓异，累迁

朝廷重职。明末牛金星，以布衣之身得闯王李白成赏识，成为大顺

朝的丞相。这些叱咤中国历代政坛的杰出人物，以其优国忧民的

爱国热忱和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

平顶山地区拱卫河洛，绾毂南北，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

之地，自古至今，军事将领层出不穷。
‘

汉武帝时的韩千秋，以二千壮士南下数千里平叛，忠勇可嘉，

被汉武帝誉为“汉军锋冠”；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南阳反抗王莽外

威政权；其手下云台二十八将军中，平顶山地区就有傅俊、坚镡、冯

异、王霸、祭遵、铫期、臧宫等七位，在决定东汉政权命运的昆阳之

战中，他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祭遵之从弟祭肜，成为东汉威震北

疆的护边良将，为保卫国家马革裹尸英勇献身；南朝龙骧将军宗越

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为刘宋政权南北转战，军功显赫，成

为国家柱石；唐初豪杰张善相在隋末揭杆而起，后成为瓦岗军之一

部，李唐政权建立后，携所据之地归顺唐朝，后为国捐躯，其子被李

渊封为襄城郡公；中唐大将军孙俭素有军事才干，为收复国家疆土

血洒边庭，献身敌国；唐德宗时的北平郡王马燧，奇功屡建，出将人

柑，成为唐王朝扶国之柱；南宋抗金民族英雄牛皋，为岳家军中的

主要大将，在反抗异族侵略中身先士卒，勇猛善战；元代蒙族将军

马秃塔儿，是平顶山地区蒙族马姓之祖，勇武剽悍，智略过人，随成

吉思汗征战南北，为元帝国强盛立下了不朽功勋；明代民族英雄焦

宏，清正廉明，刚直不阿，御边不顾个人安危，受到举国称赞，在东

南沿海屡败倭寇，驱至外海，息倭患达半个世纪，人言其“功业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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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大起义领袖白朗，在反对清朝

统治和袁世凯复辟斗争中，不屈不挠，碧血染青蛉，英名垂千古；被

誉为民国奇人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在陈炯明叛乱中，受孙中

山先生电令，率军赴粤，血战三日，使革命大本营转危为安，被孙中

山称为“好同志、真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吉鸿昌一同反蒋抗

日的任应岐将军，被蒋介石逮捕杀害，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视

死如归的精神。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血洒疆场，英名永

播，魂系家乡。

平顶山地区还有一批声誉卓佳的理财家和经济管理家，生活

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为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出了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

。

三国时代的杜袭。事曹魏三朝。为在战乱之后发展经济，他组

织汉中八万户百姓内迁，是一项庞大的移民计划，对后来治国安邦

起到了重要作用。曹丕称帝后，又历任督军粮的长官，被称为军、政

全才；总理明京城迁建工料的神木厂提督许廓，在营建北京皇城的

工程中，科学分工，合理规划，节俭人力物力，使之顺利告竣；滕昭

总督明江南漕运时，深入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制订了“长运法”，简

化运输手续，制止虐待漕卒，使国家经济遂有转机；赋税改革家李

敏，任户部尚书时，总掌全国财赋，他对自秦汉至元明的赋税征收

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改革，首创了。一条鞭法”，这是历史上赋税制度

一大改革，既使百姓免受“二税”之苦，又变征收实物为税银，减轻

了纳税运输上的困难，对百姓和国家可谓两全其美；李敏之后，万

v历年间的汝州人张维新，留心赋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在居京中要

职期间，保护漕粮运输，提出了“改纳折色”建议，丰富充实了一条

-警善．‘



鞭法的内容；到了清朝中期，全国知名的理财家刘斯和任源州知州

期间，以“丁银归地亩”为突破口，改革税制，理顺财路，稳定国家收

入，乎抑市场粮价，减轻农民负担，任甘州知府时，为改变田地荒

芜，屯田户困顿无望的现状，把官地承包给农户，激发了生产积极

性，推动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曾任清江南粮道的李蘧，现

代爱国商人张荣祥等，都在经济改革与管理方面有重要建树。

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平顶山地区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

一批科技专家，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促进古代生产力发展

方面，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s
。

一

一 鲁班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土木工程的鼻祖，无论在民用或是军

事方面，都有多项发明创造，如攻城用的云梯，生产用的木工工具，

现代飞机的前身——木鸢，都是鲁班所始刨，他不愧为中华民族工

业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i冶铁专家韩暨，是曹魏时监冶谒者，相当

于今天的国家兵工厂总管。他改马力鼓风为水力鼓风，在冶铁方

。面提高了数倍功效，铁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保证了军队武器的精良

与充足，获得被特许位列三公的殊荣；治理黄河是历代统治者的一

大难题，明末姚继可宦迹遍及甘、凉j川、陕，多在黄河沿岸，深知黄

河的规律和危害。他向朝廷提出了“备军粮，筑边墙，修河防”三条

建议，受到有识之士好评，被认为是富强国家之良策，著有<河工覆

议>四卷，为我国黄河治理积累了丰富经验；现代地质学家李殿臣，

曾深得李四光等老地质专家赏识，对广西梧州、雷州半岛，十万大

山一带地质造诣颇深。，后回乡完婚期间，又对平顶山一带进行了

地质考察，得出家乡乎顶山下有大储量煤藏的科学结论。三十年

代前后，李殿臣是国内外知名的地质学专家，主攻石油、黄金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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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矿产资源研究，病危卧床期间，还翻译出了瑞士籍中山大学教授

哈安姆博士的<扬子江上游地质构造志略>一书，表现了中国知识

分子契而不舍、勤于职守的高尚敬业精神。本书还收入了一批对

祖国医学有突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如唐代食疗学鼻祖孟诜、宋代医

学家释继洪、初虞世、明代医学大家滑寿、近代中原名医李云庵、曾

经多次救助红军将士，医德高尚、功德卓群的现代名医高金城等，

都为我国医学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五．!

平顶山地区人杰地灵，当然也包括在家乡青山丽水钟灵神秀

之中哺育出的众多文学艺术家和学者。
。

在文学方面，有西晋文学家杜育，唐代诗豪刘希夷，山水诗人

祖泳，现实主义诗人沈千运，著名文学家元结，田园诗人元季川，诗

词帝王王衍，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词艺妙手孔夷，

南宋爱国诗人陈与义等。明代王尚纲诗文俱佳，人称“文追秦汉，

诗逼苏李”；清代文学家李绿圆的<歧路灯>被誉为仅次于<红楼梦>

的警世之作；刘清黎、刘清芝兄弟世称中州才子，有数十种诗文著

作传世；李绿圆之孙李于潢十二三岁即能诗善文，才情横溢，是中

原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潘业与杨淮师生相携，建树颇丰，兼诗人

与学者于一身，潘之<台湾外志>、<听雪山房诗集>和杨之<国朝中

州诗抄>均有盛名。在艺术方面，宋代画家孔去非，清代丹青妙手

黄甲云，西晋八体悉工的书艺大师邯郸淳，’明代书法家刘斐、王同，

清代金石学家李渡等，都曾名噪当时，多有作品传世。平顶山地区

历代不乏治学大家，自春秋墨学创始人墨翟始启先河，汉代硕儒高

风、延笃、张楷，唐代著名佛学家释崇硅，元未明初的唐诗专家杨士

弘，明代儒学大师李希颜、李敏，清代教育家李来章，史学大家万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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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李宏志、张宗泰等，都是我国史传明载的学坛泰斗、珥师贤达。

他们或出仕为官，才显政道；或结馆山野，桃李天下，是平顶山地区

济济人才中的杰出代表。 - ．．，：

-^-
，、

最后，再谈一下本书的编撰情况。· 一·
1-

这本书是我们献给广大读者的<平顶山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

第三部。它起自春秋，下至新中国建立，收入平顶山地区历代名人

志士120人的传记。其中先秦时期4人。两汉时期22人，三国和

魏晋南北朝时期9人，唐五代时期15人，宋代lO人，金元时期5

人，明代16人，清代22人，民国时期13人：我党早期革命烈士4

人。另有前蜀皇帝王建和民国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的传记两篇作为

附录。在120位历史名人中，绝大多数为世居平顶山的本籍人氏，

也有少部分为祖籍它乡，由于种种原因迁居平顶山地区的，这些历

史名人长期寓居甚至终老于此，或者留下后代在此繁衍生息，已与

平顶山结下不解之缘，故而亦收入在内，如叶公沈诸梁、诸葛亮、欧

阳修、沈千运等即是如此。
’

平顶山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各代名人众多，故只有择影响较

大，于国于民功德卓著，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先贤酌收本集。

闫海涛、肖宇乡、何照伟、孟慧民、奚青梅等编委做了大量的史料收

集、整理、遴选工作。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浅陋，掌握资料有限，既恐

于遗珠之憾，更惶于评之不端，因而敬请读到这本书的治史专家、

学界同仁不吝赐教，给予扶正，我们将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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