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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兰。偃师县地处中尻，位于黄

河南岸，临近九朝古都洛阳，地下埋芏着丰突的历史文物，还有许

多古代遗址、古墓葬、古碑碣等等。仅中央和省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十四处之多，这些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遗

物，．是证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实物资料。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这里

迪立了组织，开辟了根据地，领导我县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

斗争，肖下了光辉的革命遗迹和革命文物，曾有红偃师之称。

这些历史文物、遗址和革命遗迹，是劳动人民遗肖下来的珍贵

文化遗产，它反映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史实，充满

了阶级仇，民族恨。同时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

进的伟大功绩。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利用这些遗址、遗

物，向广大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发仨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编写了这本《偃师

县文物志》。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科学

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省博物馆等有关方百的指导和邦助，在这

里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很低，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务诗读者提出宝贵忌

见，以便进一步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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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偃师县历史概况

偃9市县位于河南省西17．东邻巩县，西接洛阳市，北与孟津交

界，南和登封、伊川毗连．东南有轩城关(鄂岭口)，西南有伊阙

(龙门)，北有黄河，东北有黑石关，四塞坚固，形势险要，自古

为兵家必争之地。伏牛、邙山绵延于南北，伊、洛两河横贯其中，

陇海铁路、郑洛公路穿越东西，偃登公路沟通南北。南北为坡岭梯

田，中1了为伊洛平川．山河壮丽，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物产丰

突，以盛产小麦棉花闻名。

《通典》上说： “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这是偃

师县命名的由来．偃师县的设置，历代有所变化；东周末设偃9,1i、

缑氏二县，秦、晋、北魏、北周时曾废偃师设缑氏；汉、金、元、

明、泫各代又废缑氏设偃师；隋、唐、宋、五代，偃师、缑氏二县

并置。县城的设置，也几经变迁．缑氏县城曾设于府店北二里的滑

国故城旧址和缑氏堡(可能即今缑氏镇)等处；偃师县城曾设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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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老城西十里(可能是今新茬村)等处．一九三五年，洛河暴

涨，老城被淹，迁至新城。解放初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罡的需

要．于一九五五年由新城迁到槐庙至今。

偃师县辨内发现的灰咀、高崖、苗湾、沈流沟等母系氏族社会

晚期的仰韶文化与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的村落遗址和大批文化

遗物证明7，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过着以农

业为主，以畜牧、渔猎为辅的尻始社会生活。

相传，在尻始社会的末期，黄帝的后裔帝喾(音酷)曾居西亳

(亳、音勃．西亳即今偃师)．帝喾、号高辛氏，是当时华夏族-『7

落的酋长。这一传说告诉我们：偃师是华夏族活动的重点区域．

县城西南约九公里的二里头遗址，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就是

商奴隶制固家创始者汤的都城西亳。春秋时期的滑国都城就在偃师

县南府店公社。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仨，奴隶们不断进行反抗奴

隶主的斗争，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

促进了奴隶制的崩溃。

‘封造统治者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极其残酷的。据考古发掘

证明，今县城西二十多华里的汉魏洛阳故城是一坐规模庞大而又豪

华的城市。故城的追筑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榨取了多少人民

的血汗!故城南郊的东汉刑徒墓地，有力地说明统治者奢侈豪华的

生活是造筑在劳动人民累累的白骨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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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县现存的晋辟雍碑，二程先生祠碑记，至圣先师孔子赞碑

等，都是封造统治者用认学毒害劳动人民的。此外，他们还用佛学

来麻痹劳动人民，老城文庙(即今老城学校校址)保存下来的大唐

二帝圣教序碑就是一例。

尽管反动的封道统治者费尽心机，还是压抑不住劳动人民的反

抗怒火。据建书记载：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隋末瓦岗军起义，明

末李自成起义等，偃师人民都曾积极参加，给封道统治者以沉重的

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匹I O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造社会。

沟脑(今山化公社光明大队)自?大地主、大官仃王步汾，是帝

国主义、封遣官，『了势力在偃师的代表。在沣朝，他家有人当过巡

抚、按文使；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人当：过伪专员，伪省府秘书，伪

十五军秘书，伪南京政府行政院科长，伪县长等职。兼并土地八千

多亩，每年收租粮三十万厅以上，还开设有“福义协"大钱庄，用

五至七分的高利贷剥削劳动人民。此外，还勾结土匪，对劳动人民

敲诈勒索。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劳动人民被逼得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沟脑村贫苦农民的悲惨遭迂，就是旧中国广大贫苦农民

悲惨遭迂的写照。

在反帝反封迪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偃师人民都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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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九月，八路军予西抗日先遣支从来到偃师，’在偃师

南1了伏牛山一带，迪立了予西抗日根据地，同时造立了中共偃师县

委和民主抗日县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在党的领导

下，我县人民积极组织民兵武装，配合予西抗日先遣支队，奋勇杀

敌．经过著名的I：／孜战斗，西管茅战斗，缑氏战斗等，给日本侵略

者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以沉重的打击，在我县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

烂的一页．

一九四八年一声春雷，偃师人民获得了解放．在党和毛主席的

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偃师正在大踏步前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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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饲养员杀切谈话



二、 革 命 文 物

敬爱的周总理在东寺庄视安

县城东南六里东寺庄村南，紧估洛河大堤，一条条路旁，白杨

笔直成行；一方方园田，麦苗碧绿茁壮。机井上马达轰鸣，地下迈

水如泉涌。这里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东寺庄视文田所在地。

一九五八年，东寺庄高级农业：洼在县委领导下，大搞农业园田

化，创造了地下水迈，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百。四月二十五日，

敬爱的周总理带着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一jj：，亲j：面东寺庄视文。

上午十点多钟，几辆小汽车开进了东寺庄，在高级社办公室门

口仃了下来。当大家看到第一辆汽车、奠坐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时，都

兴奋而激动地一齐围了上去，向周总理问好。周总理走下汽车，和

蔼可亲地和大家一⋯握手。当时大家想，周总理远迈而来，一定很
累，天又下着雨，一致提出诗总理先休息一下。周总理摆摆手说：

“不了，先看后休息吧。"

田野里芴绿一片，一万方小麦生机勃勃，一畦畦蔬茅奎齐茁

壮。它们在细雨中轻轻摇搂‘，好象是在欢远总理视文。周总理指着

这喜人鲍庄稼，指著那一：毖块奎；i：的方田和一条条平坦笔立的大

路，高兴地问：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搞园田化的?"社干1了回苔

说： “合作化以后才开始搞的，合作化以前我们是一家一户的小生



产，土地一块一块的，大小不一，只有在走了毛主席‘组织起来，．

的金光大迈以后，才能这样统一规划。，，周总理听后，赞扬说：

“真是好啊!"

周总理来到了地下洹边的过水洞口，过水洞象是一个自然的大

翻水泉，从井里抽出的水，通过地下干洹，经过这里，再流向四百

八方。在这里，周总理观看的格外认真细致，并仔细地询问，水从

那里来，又从那里去，特别又问到这是不是农民的创造。站在一边

的县委负责同志回苔总理说： “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并介绍了地．

下水迈的优越性：地下水迈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渗透，冬天又可

以避免洹迈冻粉，同时还节省了耕地，方便了交通。周总理认真地

听着，仔；钿l-q．。J也看着，他十分关心水利洪溉，非常欣赏地下洹迈，称

赞它是农田水利造设事业中一件很有价值的贡献，并热恃地赞叹

说： “太好了!”

在往洛河堤的路上，由于路窄人多，有人不小心，踏倒了几棕

麦苗，周总理看到后，立即弯下腰把麦苗扶起来。周总理这样爱护

群众劳动果实的．：沣神，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都自觉地排成一队
山
定。

登上洛河堤，周总理指着堤外的麦苗和一片荒沙滩，对社干1了。

说： “扩充一点不行吗々扩充一点好。从那边扎个堰行不行?害河

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嘛!”

周总理非常关心社员生活。他来到饲养室，同饲养员王大发、

闫一定进行了亲切交谈，关心地问他们家庭生活恃况和身体恃况，

夸奖他们工作努力。

在视叟中，周总理指示队干甲要种初子，进一步改善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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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他说： “生产搞好了，生活提高了，光吃小麦、玉米，能不能

让社员吃点大米?"在农业社办公室里，周总理还问社、队干下当

年的收入计划，怎样分配，如何组织群众学习；今后的发仨计划

等。周总理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为人民

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周总理还视文了社办幼儿园，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当周总

理来到幼儿园时，小朋友们齐声问： “周伯伯好!"周总理亲切地

和玩旱船的六岁的小姑娘张桂敏握了手。

敬爱的周总理这样关心群众、相使群众、专重和支持群众的首

创特神，使东寺庄的广大干1了和贫下中农受至4了极大的鼓午和教

育，也使我们全县的广大干1了和贫下中农受到了极大的鼓午和教

育。为了纪念周总理的视文，东寺庄大队党支1了把周总理视文过的

麦田命名为“周总理视叟田”。二十年来，周总理的谆谆教诲，时

时响在他们耳边，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时时刻刻温暖着东寺庄每个

社员的心田，鼓午着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大迈上继续革命，不断夺取

新的胜利。

东寺庄的干1了和群众，每年都要在这里检查落实周总理措示的

恃况，糊定跃进规划．

粉碎“四人邦"以后，东寺庄广大干群在这里参适了rc周总理

视文纪念馆”，使周总理的教诲永远鼓午着子孙万代奋勇前进!



抗日时期口孜战斗旧址

在巍峨的中岳嵩山北麓，我县南1了伏牛山区，有一狭长的山

谷，叫佛光峪。峪北出口处，两百高山叫做东西九龙角，中间一条

马涧河，紧估东岸有一个偃南集镇——口孜镇。如果说东西九龙角

是佛光峪的大门，那么口孜镇就象守卫在大门口的卫士。这里就是

抗日战争时期予西有名的口孜战斗的旧址。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侵犯予西，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窜。根

据毛主席关于追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

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指示，九月，我八路军予西抗

日先遣支队挺进偃南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组织民兵武装，开仨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沈击战争，在中尻敌人的心

脏上插进了一把锋利的钢刀，使日寇心惊胆战，坐卧不安。

日寇为了拔掉这把钢刀，对我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扫

荡、封锁，一再遭到惨败以后，又拼凑了更大的兵力，由洛阳日寇

联队长梅协出马指挥，纠集了洛阳、登封、偃师、巩县等八个县一

千多名鬼子兵，分六路大举向我进犯。我英勇的根据地军民，在党

的领导下，罡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

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北风凛冽，---1花飞午，从偃师县城

出动的一路日本鬼子偷偷摸摸地向口孜镇扑来。在偃师县委领导下

的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早已得到恃报，几天来日夜不息地在村左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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