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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湖畔故事多 岳飞精神传千古
——“岳飞与漯河”系列之七

■本报记者 陈全义
张丽霞

见习记者 李慧莹
“说起岳飞在西营村的故

事，一天一夜也说不完。”近
日，郾城区孟庙镇西营村党支
部书记刘少华告诉记者，西营
村是一个历史悠久、民风淳
朴、环境优美的村子，据传因
岳飞指挥郾城大战时在此设立
西大营而得名。

村史馆

在西营村村口，一幅巨
大的以“郾城大捷”为主题
的彩色墙绘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那边的墙上还有《满江
红》词作。”谈起岳飞，村民
给记者当起了向导。

西营村因郾城大战得名
的地方不少，有饮马湖、点
将台、演兵场、运粮埠、粮
草庾等，当地村民耳熟能
详。“走，我们一起去村史
馆，那里记录了很多岳飞的
故事。”在刘少华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一座中式小院落。

大门口，一块“西营村
心意六合拳培训基地”牌匾
映入眼帘。“相传心意六合拳
为岳飞所创。村民农闲时会
来这里练拳。”刘少华说。

院内东侧墙上有“传承忠
孝文化、弘扬岳飞精神”主题
墙绘，包括岳飞生平、岳母刺
字、岳飞治军品行、《满江
红》词作、岳飞精神等；西侧
墙上则是郾城大捷的历史背
景、战役经过、影响及意义
等。一套仿制的刀枪剑戟置于
院中，几面旗幡迎风飘扬，给
人一种肃穆之感。

村 史 馆 门 口 挂 着 一 副
“百善之行孝为先，万事之理
和为贵”对联。进入室内，
一幅岳飞佩刀站立的画像栩
栩如生。馆内以白色为主色
调，令人耳目一新，墙壁上
的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
营村和岳飞的故事。一张张
泛黄的图片和一个个即将消
失的遗迹，将记者带到了那
个烽火连天的古战场。

饮马湖

西营村南边有一个湖，东
西长 300 多米，南北宽约 50
米，水深5米左右。岸边海棠
花开、绿草茵茵，栈道上几个
人怡然自得地垂钓。“前辈传
下的故事里，这里曾是岳飞驻
军时战马饮水的地方，叫饮马
湖。”刘少华告诉记者，“饮马
湖作为西营村与岳飞有关的一
大景点，早已声名远扬。这里
是古柳河河道遗址，我们就着
这个地势，将其改造成了村民
游玩的地方。”

相传公元 1140 年郾城大
战时，岳飞带领少量精锐骑
兵，趁拂晓之际渡过沙河，一
举突破金军防线。金军顽强抵
抗，并派 5000 名兵士增援。
岳家军不畏强敌，以一敌十，
奋勇前进。金兵被迫向北逃
跑，岳云等乘胜追击。时值夏
季，天气炎热，人疲马渴，不
少战马卧地不起，再难续战。

正当岳家军为战马干渴
而焦急时，一个30亩左右的
湖泊出现在眼前。清澈的湖
水让骏马消了暑气，也让将

士精神大振。岳飞看到该地
处南北要冲，南可直达沙南
老营，北可威胁临颍，加上
柳河可以运粮，又能解决水
源问题，就在此设立了三个
大营。这个湖泊就成为三个
大营的饮马之处。后人为了
纪念岳家军抗金壮举，把这
个湖泊改名为饮马湖。

运粮埠

饮马湖北岸中间靠西有
一个运粮埠，是岳家军粮草
装 卸 之 地 。 该 埠 口 长 100
米，可停靠万斤粮船，从岸
上到水边有砖砌的阶梯相
连，方便军士装卸粮草。

南宋时期，柳河水量很
大，并与颍河相连，便于舟
楫穿行。直到20世纪初，柳
河还可通航，岳家军遗留的
埠口还在使用。

20世纪50年代，郾城大
规模对柳河清污，发现多批
次大船遗物。这证明了柳河
航运曾经有多么发达。

岳飞在西营村建立大营
后，为解决粮草问题，命令牛
皋从江苏、浙江等地督运粮
草，通过运河、颍河、柳河直
达西营村，并在饮马湖北岸修
建埠口，便于装卸粮草。周边
的村民主动捐献砖块，军民合
力建成一个岸上铺砖、阶梯砖
砌的运粮码头，确保岳家军粮
草供应及时。

近年来，由于柳河水量
急剧减少，加上铁路、公路
等交通逐渐发达，柳河帆影
渐渐消失在时光里。曾为岳
家军粮草供应作出巨大贡献
的运粮埠，也湮没在历史中。

粮草庾

“运粮埠东北角还有一个
岳家军露天堆放粮草的地方，
叫粮草庾。”据刘少华介绍，
粮草庾占地约5亩，与运粮埠
紧挨着，互为一体，构成了岳
家军西大营、后营和东大营的
后勤保障系统。相传，粮草庾
大门朝南，有正堂三间，是庾
吏居住、议事的地方，又叫庾
司。两厢各有三间偏房，东侧

厢房为工作人员居住、办公之
地，西侧厢房为看守粮草兵士
居所。大门右侧为庾秉亭，里
面放置着称粮食和分粮食的器
具。

粮草庾储存了大量的粮
草，最大储存量可达1万石，
为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战的胜
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
障。岳家军离开后，粮草庾
又被历代地方官员看重，成
为地方政府储存物资的重要
地方。1930 年中原大战时，
粮草庾被军阀樊钟秀征用囤
积粮草、器械。后来，樊钟
秀被蒋介石炸死，樊部溃
败。蒋军何成浚率部队占领
粮草庾，为泄愤，放火烧毁
了粮草庾。从此，粮草庾灰
飞烟灭。

点将台

“村南边 300米处，现存
有一个土台，有一米多高。
这是岳飞选拔郾城大战先锋
官的地方，我们叫它点将
台。”刘少华说。相传，郾城
大战时，岳家军在附近驻
扎，直接威胁到驻扎在临颍
和颍昌的金军。金兀术自恃
兵强马壮，亲率十万大军向
郾城扑来，想趁岳家军立足
未稳将其消灭。

为打好郾城保卫战，岳飞
命令岳云带兵垒土，在饮马湖
南岸设立点将台，公开选拔抗
金先锋官。民间传说，建成的
点将台高6尺，长、宽各3丈
多，上面放擂鼓一面，悬挂锦
旗一面。岳飞亲自担任主考
官。听说要选先锋官，岳家军
将领个个摩拳擦掌，纷纷上台
展示十八般武艺，前来参加的
有董先、孟邦杰、张显、王
贵、梁兴、吉青、杨再兴、张
用等。比武时，台上旌旗猎
猎，战鼓紧擂，比武者尽显英
雄本色；台下人头攒动，欢呼

声声，观看者跃跃欲试。最
后，杨再兴一杆铁枪力战群
雄，获得比武第一名，被岳飞
亲自点名为抗金先锋官。

演兵场

点将台正南面，有一片空
地，是岳家军操练的地方，称
为演兵场，又名教场。相传岳
家军入驻西营村后，为便于操
练兵士，也为了训练时不打扰
村民，岳飞命令手下在村南空
地修建演兵场。据老一辈人
讲，演兵场长 90 丈、宽 60
丈，主要训练科目有队列（阵
法）、格斗与摔跤、弓箭、举
重、马术、盾牌术、战车术
等，主要训练器械有刀、枪、
箭、弓、盾牌、石锁等。岳家
军破解金兀术“铁浮屠”“拐
子马”战术，就是在这里演练
出来的。

在后来的五里店遭遇战、
小商桥遭遇战和攻打临颍及颍
昌时，岳云和张宪分别带领手
持“钩镰枪”“藤牌”的背嵬
军和游奕军，多次破解金军阵
法，为取得郾城大捷、夺取颍
昌府立下了大功。

放马坡

西营村北边，是一片坡
地，被当地人称为放马坡，
也称军马场。相传，这是岳
家军西大营、后营、东大营
骑兵军马放养之处。霍坚拦
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此。

当时，霍坚是岳家军军
马场的主管，官职是都训
练。郾城大战爆发时，岳家
军只有 1 万多人，金军却有
10万之众，更重要的是金军
还使用了“铁浮屠”和“拐
子马”，战局对岳家军极其不
利。岳飞唯恐战役失利，亲
率 40 余骑兵准备突入阵中。
霍坚一向尊崇岳飞，害怕岳

飞出现闪失，猛然上前拦住
战马，并说：“相公为国重
臣，安危所系，奈何拒敌？”
岳飞心急火燎，狠心用马鞭
猛抽霍坚的手说：“非尔所
知！”岳飞趁霍坚收手之机，
策马飞驰，杀入战场。宋兵
看到岳飞，士气大振，全力
死战，以一当十，战到天
黑，杀得金兵尸横遍野。金
兀术全军溃败逃走，岳家军
取得了郾城大战的胜利。

岳王祠

“听老人们讲，这里曾经
还有一座岳王祠。”村民们
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颍昌
大捷、朱仙镇大捷，振奋了中
原人的士气。宋高宗却连下十
二道金牌，命令岳飞班师回
朝，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
了岳飞父子和岳家军众多将
领，解散了岳家军。

在西营村留守和养伤的
岳家军兵士深感悲痛和愤
懑。他们难以再随岳飞征
战，报国之志再无施展之
处，于是就地解甲归田，改
姓为“应”。为纪念岳家军，
他们与当地应氏族人一起把
村名改为西营、后营、东
营，并在原点将台上建岳王
祠，以纪念岳飞父子。

岳王祠坐北朝南，东西
宽 6丈，南北长 10丈，建筑
格局为传统的四合院，前后
两进院落。前院进门是山
门，山门两边是钟楼、鼓
楼，院子两侧厢房为道士和
香客居所。穿过二门，便是
后院，院子中间有巨大的香
炉，正面是大殿，供奉着岳
飞塑像。两厢偏殿供奉着岳
云、张宪、杨再兴、董先、
王贵、牛皋等诸将塑像。

岳王祠建筑气势恢宏，
建筑风格为典型的明清风
格。岳王祠内除了岳家军诸
将塑像外，墙壁上以彩绘形
式讲述岳家军大战金兵的故
事，精美绝伦。院内一棵白
果树遮天蔽日、粗壮苍劲，
六七个成年人手臂相连方能
围住。山门朝南，石阶通向
官道，石阶与官道交会处，
南置下轿石，北立拴马桩。
历代过往岳王祠者，文官下
轿，武官下马，以示对岳飞
的尊崇。

1930 年中原大战时，为
抵抗驻守漯河的蒋军何成浚
部的进攻，占据西营村的樊
钟秀部下拆掉岳王祠，用岳
王祠的砖木构筑工事。岳王
祠就此彻底消失。

在岳飞精神的熏陶下，如
今的西营村正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促进文旅融合，打造了特
色乡村文化墙，一墙一景，并
聘请专业设计人员美化沿街门
店，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相
结合，建设风景秀美、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2021年，西营
村成功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
特色村”名单，成为远近闻名
的网红村。

■本报记者 刘净旖
4月18日，市民刘女士将

一面锦旗送到市公交集团，感
谢103路公交车司机刘晓辉拾

金不昧。
4月 15 日，刘女士乘坐

103路公交车时，不慎将手提
包落在车内。包内有5100元

现金、银行卡、证件等。发现
手提包丢失后，刘女士急忙联
系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告诉
刘女士，手提包已经被公交车

司机刘晓辉捡到并交给管理人
员登记。公交车司机拾金不昧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一个个老物件，见证了几十

年来群众生产生活的变化；一张
张图片，记录了历史变迁中的精
彩瞬间……4月17日，记者在临
颍县皇帝庙乡大袁村村史馆看
到了村里挖掘和保护的历史文化
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让更多
人了解了农村历史变迁，成为许
多人乡愁的寄托。

村史馆装修简单，展示了生
活用具、生产工具，介绍了大袁
村村名由来、村情概况、民俗风
情和出彩人物等。织布机、风
箱、扁担、麦耧……这些村民自
愿捐赠的老物件，斑驳陈旧，记
录着岁月沧桑。

村民袁自忠说：“上了年纪
的人看到这些老物件感觉很正
常，因为大家用过。可是年轻人
大多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用
扁担挑水、用织布机织布这些
事，对他们来说很遥远。”

“这些老物件成为不少村民
忆苦思甜的载体，同时也教育年

轻人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用勤
劳的双手开辟新天地。”大袁村
党支部书记王喜林说，村史馆建
成后，成为大袁村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基层党建新窗口。

“老物件、老照片见证了村
子从贫困到富裕、几代人艰苦奋
斗的历程，激励大家继续奋
进。”王喜林说，中小学生、返
乡人员经常到村史馆参观。一些
热心人士深受鼓舞，主动为家乡
发展献计献策。

大袁村还把村史馆作为文明
实践的重要阵地，教育引导群众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村史馆内
展示着道德模范、“好婆婆”、

“好媳妇”等先进典型的照片，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村民
弘扬良好风尚。

“村史馆成了村民共同的精
神家园。”王喜林说，“如今，大
袁村在经济、教育、医疗、基层
治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村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强了，干
劲也更足了！”

大袁村村史馆

留住农耕记忆

4月18日，郾城区沙北街道河滨社区志愿者开展清除城市“牛皮
癣”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摄

4月18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工作人员到辖区门店排查消防
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大袁村村史馆内的老物件。

西营村村口，以“郾城大捷”为主题的彩色墙绘十分醒目。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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