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说，这是他怀念家乡的一种方式。

“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根永远在河南，在许昌，在长葛！”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根永远在河南，在许昌，在长葛。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但我一

直深深地眷恋着她。几十年来，我无论出版任何作品，只要写作者介绍，都会写自己是河南长葛人。”１
月３０日下午，远在湖南浏阳的张扬在电话里深情地说道。

张扬回忆说，他们家世代居住在祥符梁村，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他祖父曾担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委

员。他父亲名叫张效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在洛阳三中上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曾多次组织青年学生
参与抗日、反内战等革命活动，并在此过程中认识了原籍山西、当时正在陕西医学院就读的母亲。

两人成婚后，母亲回祥符梁村居住，父亲仍在外参加革命活动。不幸的是，张扬１９４４年５月出生后
没几个月，父亲就被汉奸暗杀了，年仅１９岁。几十年来，为了弄清楚父亲去世的具体时间和暗杀父亲的
凶手，张扬和母亲没少下功夫。当时兵荒马乱，信息闭塞，他只是听村里一名老人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正是 “收绿豆的时候”。

张扬出生后，母亲没有奶。邻居郭信明和他差不多大，郭信明的母亲就经常给张扬喂奶。两岁的时

候，张扬随母亲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在湖南长沙落户。

几十年来，由于事务繁忙，张扬只在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回过老家几次，不过一直
和家乡保持着联系，惦念着祥符梁村，惦念着乡亲们。

２００５年，张扬一生坎坷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在战争年代生养了我，历经了无数艰险。特别是 ‘文

革’中，我身陷囹圄，母亲遭连累，被打成 ‘教唆犯’，吃尽了苦头。”

母亲的去世令张扬特别悲伤，更加怀念家乡、怀念亲人。张扬说：“是故乡哺育了我，我永远忘记不

了乡亲们的养育之恩！”前几年，他听说郭信明在深圳，就专门去看望他。

２０１２年年初，张扬特意在儿子结婚前夕，让他开车带着自己，从北京连续跑了１０多个小时赶回祥符
梁村。“虽然张家老坟在 ‘文革’时被平掉了，但我特意让他到坟地原址磕了几个头，就是想让他记住，

他虽然从小在湖南长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做生意，未婚妻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

的，但永远是祥符梁人。”

手书 “怀乡”二字，通过本报表达思乡之情

多年来，身为著名作家的张扬在长沙、北京等地奔波、写作。２００３年２月２日，历尽坎坷、年近六
旬的张扬和妻子搬进了浏阳的新家。

张扬说：“之所以选择到浏阳居住，一是因为１９６５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曾在这里插队，直到１９７９年平
反才离开，在这里整整生活了１４年，浏阳的青山绿水、风土人情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二是因为
浏阳是胡耀邦的故乡，当年若不是他亲笔批示为我平反昭雪，我可能就死在监狱里面了。我对浏阳充满感

激之情。”

为了提高写作效率，在妻子的帮助下，张扬近年来不但学会了用电脑写作，还会熟练地发电子邮件、

写博客。为愉悦身心，张扬在写作之余，经常画画。“每年春节，浏阳举行书画展，有关部门都要我的作

品参展。我现在主要画山水画，想通过画笔把自己见过的祖国大好河山、优美风光表现出来。”

１月３０日，在接受家乡媒体 《许昌晨报》的记者采访时，张扬十分高兴，不仅畅谈了自己的身世、

经历、主要作品等，还特意写下 “怀乡”两个大字，在羊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通过本报表达对家乡的

思念之情。

张扬说：“我已经年过七十，家有贤妻相伴，儿女事业有成，还有挚爱的文学事业。我现在每天看看

书，写写文章，画些画，锻炼锻炼身体，生活得十分愉快，感到很满足。春节快到了，祝家乡发展得越来

越好，同时祝父老乡亲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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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和 《第二次握手》”之二

《第二次握手》“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

凤凰卫视的陈鲁豫称之为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许昌晨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

本报记者　田建军

胡耀邦与张扬

《第二次握手》的主人公苏冠兰的原型，是

张扬的舅舅。丁洁琼、叶玉菡则是他根据我国多

名女科学家的事迹塑造出来的。

由于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爱情，热情歌颂了被

“四人帮”视为 “眼中钉”的周恩来总理，张扬

锒铛入狱，并被 “内定”为死刑。幸运的是，

经过胡耀邦的亲笔批示，他终于平反昭雪，幸运

地从死亡线上逃了出来。

《第二次握手》，是张扬根据舅舅的爱情故

事写出来的

“１９６０年，在人们习惯于阅读以工农兵为主
角的文学作品时，我的 《第二次握手》却是一

本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爱情的小

说。它塑造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个试图走科学救国道路的科学家形象。其中，主人公苏冠兰的原

型就是我的舅舅。”１月３０日，张扬在接受采访时说。
１９６３年年初，１９岁的张扬到北京去看望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物与研究工作的舅舅。

临行前，母亲和姨妈说起舅舅的一段往事。

一天，舅舅下班回到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他全身凝固了似的，两眼

深情地望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家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客人。

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 “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

进屋后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转身问随后相送的舅母：“您是他的夫人吗？”舅

母答：“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某某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

唉，你为什么不请她坐一会儿呢？”

……

带着好奇，张扬在北京期间有意从舅舅那里收集素材。回到湖南，他立刻动笔，以舅舅为原型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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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 《浪花》。小说的开头，用的就是母亲和姨妈讲的那个 “神秘来客”的故事。

“文革”时期，《第二次握手》以手抄本形式风靡全国

《浪花》写出来后很受欢迎，周围的人都爱不释手，彻夜不眠地看。这本小说究竟手抄了多少次，张

扬自己都记不清了。他每次写了给朋友，都很难再收回来，因为大家实在太喜欢了。张扬知道了它的魅力

所在，就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他也没想到后来竟有那么大的反响，流传到了全国。

１９６５年９月，张扬在浏阳县 （今浏阳市）插队时，利用闲暇时间把 《浪花》改写成了 １０万字的
《香山叶正红》。１９７０年，在大家的提议下，他又进行多次修改，将其扩充成２０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归

来》。它很快就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全国各地，其中一本流传到北京的一个工厂。因为封面缺失，读者

也不知道小说叫什么名字，一名修理工人就贴了张纸作为封面，并取名 《第二次握手》。小说的名字由此

而来。

这部小说通过对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知识分子不同遭遇的描写，刻画了老一辈科学家眷恋祖

国、眷恋知己的人文情操，并在其中大胆地讴歌他们真挚的爱情以及可贵的爱国精神。

由于小说讴歌了知识分子纯真的爱情，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了周恩来总理，从 “文化大

革命”一开始，《第二次握手》便被定为 “大毒草”。所以，尽管受到民众的欢迎，但它只能以手抄本的

形式偷偷流传。在那个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的年代，它犹如 “划过黑夜的一道闪电”，使那个特殊年代里

的人民，“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了瞬刻的温暖”。它的读者遍布全国，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难怪后来被称为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姚文元从 “内参”上看到了 《握手》 （传抄过程中名称不统一）的情况反映，

专门找了一本手抄本看，并于１０月１４日 “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

“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

公安部门帮助查”。

１９７５年１月，张扬戴上了手铐，被一辆警车拉到曾关押过杨开慧烈士的长沙鹿洞里监狱。他的母亲、
舅舅和姨妈，也被打成 “教唆犯”，挨批受斗。全国各地凡阅读和传抄过 《第二次握手》的人，几乎都被

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

为了置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于死地，办案人员对 《第二次握手》定下四大罪状：一、利用小说

反党；二、吹捧臭老九；三、鼓吹科学救国；四、明明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 “罪行”如此 “严

重”，又 “流毒全国”，他因此被 “内定”为死刑。

１９７６年８月３１日，厚厚一大摞 “张扬案卷”交到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李海初的手中。深知

《第二次握手》并非反动书籍的李海初心想，“如果经自己的手给张扬定死罪，对不起党和人民，也是有

违道德良心的，将来会后悔一辈子”。于是，他故意找借口拖着不办。

胡耀邦亲笔批示，张扬终于平反昭雪从死亡线上逃了出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１９７８年７月，全国广泛开展 “真理标准”大讨论，湖南省有

关部门对 《第二次握手》进行研究鉴定，肯定这是一部好书，不是 “毒草”，要求给予青年作者张扬保护

和培养。

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复刊的 《中国青年报》和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要求为

被打成 “毒草”的小说 《第二次握手》平反昭雪。

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主张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１２月下旬，
《中国青年报》女编辑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女编辑邝夏渝赶到浏阳调查，否定 《第二次握手》是 “反

动小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中国青年报》以 《〈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报

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污蔑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火速平反这一

波及全国的文字狱。这一呼吁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重视。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此写个书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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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可以先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随着监狱门哐啷一声打开，３３岁的张扬终获释放。“当时我在狱中已身患重病。
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张扬说。两天后，胡耀邦批示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张扬的冤案

问题。

《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后，陆续发行了４３０万册
很快，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的。

为了让张扬尽快恢复身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将他带到北京治病。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由于长年

的饥饿、冤狱之苦，造成极度营养匮乏，再加上连续２０多天的重感冒，张扬感染肺结核并日益恶化。医
生说，如果再耽误一段时间，就没法儿治了。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尽快出版 《第二次握手》，张扬在北京一边治病，一边再次修改小说。１９７９
年７月，２５万字的长篇小说 《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７月２２日，北京王府井新
华书店大门前，人们排成长队，争相购买。

随后，这本与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子轰动了全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

行了４３０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行本小说发行量之冠。
改革开放后，张扬不断深入生活，剖析社会，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 《金箔》、《绝症》等。同时，他

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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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和 《第二次握手》”之三

当年温家宝阅读的 “手抄本”，现在有了 “终极版”

２０１２年出版的 “终极版”《第二次握手》已被改编成３０集电视连续剧，目前正在北京紧张拍摄

《许昌晨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
本报记者　田建军

“文革”期间流行的各种版本 《第二次握手》

在给张扬的亲笔回信中，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说：“《第二次握手》我还是在手抄本流传时读的，至

今印象深刻。”

张扬并没有止步于原来的辉煌，几十年来，反复对该书进行修改。“终极版”《第二次握手》已被改

编成３０集电视连续剧，正在北京紧张拍摄。

２００３年起年过花甲的张扬潜心重写 《第二次握手》

１９９９年，《第二次握手》入选 “感动共和国的５０本书”。张扬没有止步于原来的辉煌。１９７９年，在
《第二次握手》的后记中张扬就曾表示以后会在适当的时候修订这部小说，“１９８２年后，我先后拒绝了近
１０家出版社再版 《第二次握手》的要求，因为我觉得那部作品写得不好，受到时代、社会背景以及我个

人写作水平的限制。重写时，我融入了自己这些年积累的素材、思考。”

从２００３年起，已经年过花甲的张扬潜心重写 《第二次握手》。２００６年７月４日，整整耗费了他４３年
心血的新版 《第二次握手》终于面世了。

２７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与原著相比，新版 《第二次握手》不仅从２５万字增加
到６１４万字，而且有了质的变化：虽然书中故事的框架和主
题不变，但有名有姓的人物增加了几十个，内容得到了极大

的充实，故事情节、思想内涵也更加丰富。

新版 《第二次握手》的扉页恢复了老版出版时删去的一

段恩格斯的话： “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

———乃是爱情的痛苦。”张扬很看重这段话。他说：“有些东

西是人类相通的，不可取代，也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我是用心、用全部的感情写这本书的。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到现
在，我用４３年的生命写了这部书，写作的时候自己常常感动
得热泪盈眶。如果这本书不是我自己流着泪写出来的，别人

又怎么会流着泪去读呢？”

《第二次握手》“终极版”已被改编成电视剧，正在北京拍摄

２０１３年年初，年近古稀的张扬再次修改、出版了 《第二次握手》“终极版”。

张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生只写了一本书，即 《第二次握手》。可我对它不满意，一直在不

停地重写、改写，从手稿和 ‘手抄本’时代就是如此，如今

这一版是我最满意的。之所以叫 ‘终极版’，因为我对这本

书的修改、创作彻底完成了，今后不会再对它增减一个字。”

张扬还亲手为该书绘制了封面。“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
由作者自己画封面的长篇小说，这可能是唯一一部。一是因

为我学过画，二是因为我对书中女主人公的神貌有着特殊的

理解和感情。丁洁琼是科学家，没有那么多时间打扮，但是

她的美丽风范能够显露出来。”张扬说。

在 “终极版” 《第二次握手》中，还涉及一件引人瞩目

的历史公案。该书序言提及究竟有没有中国科学家参与 “曼

哈顿工程”。

西方社会认为，当时的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美

国籍或英国籍科学家才能参与绝密的原子弹研制工程，所以

在总共５３９万名参与工作的人员中，英国人只有２８名，根
本不可能有中国人。

张扬称：“早在１９６３年２月，我得知有一位中国女科学
家参加过 ‘曼哈顿工程’，这也成为写作 《第二次握手》的动因之一。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亲口承认，

即使参与 ‘曼哈顿工程’的人员中只有一名中国科学家，也不能说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没有中国人的贡

献。”

张扬说：“知识分子是伟大的、智慧的、美丽的。因此，这本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书，从３０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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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抄本到现在的 ‘终极版’，一直受到读者喜爱。当年的读者都很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今天那

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读者难道就不爱它吗？我相信会爱的。因为它赞美了美好的爱情、爱国主义情

怀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第二次握手》“终极版”出版后，先后有几十家影视和文化公司找到张扬，希望能把它改编成电视

剧。经张扬同意，目前，北京的一家公司已经把该书改编成３０集电视连续剧，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近期可望与全国观众见面。

温家宝：《第二次握手》我还是在手抄本流传时读的

１月３０日下午，张扬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曾亲笔给他回信。信中写道：“《第二
次握手》我还是在手抄本流传时读的，至今印象深刻。您为写此书经历的坎坷遭遇和付出的极大心血，

让人既深感同情又深感钦佩。好在历史最终是人民写的，前途最终是光明的。让我们共同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人类，并为她们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除了写 《第二次握手》等小说外，风骨铮铮、亦侠亦儒的张扬还经常写杂文等。著名诗人流沙河曾

赠他一副对联：“海内文章多马屁，湘中子弟独燃犀。”张扬是位鲁迅迷，写杂文往往鞭辟入里，深具鲁

迅风骨。正因此，他历时数十年，穷心尽力编写 《鲁迅语典》。

他精心整理鲁迅的经典语录，从鲁迅的自述到其家庭、人际交往、知人论世等诸多方面，对浩如大海

的各种文章、文字、纪要进行归纳整理，分类列存。《鲁迅语典》再现了鲁迅的经典文字，深刻地展示了

鲁迅先生通过文字表达的内心世界。

张扬说：“这本语典将是一本关于鲁迅的工具书，分三种版本，甲种本约有２４０万字，供专家学者使
用；乙种本约有８０万字，供大学生使用；丙种本大约３０万字，供一般读者阅读。”现在， 《鲁迅语典》
已经成为许多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的必备书。

现在，张扬由于年事已高，除了写文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外，还经常画画愉悦身心，锻炼身体。

“我去过全国不少地方，见过不少名山大川。我要用画笔把祖国的壮丽景象记录下来，让画成为我的新作

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张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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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改革兴郑国

《许昌晨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４日）

本报记者　邓　雷

子产墓

子产生不占民利，死不占民地，因长葛是他的封地，死后让儿子把他葬在长葛陉山顶上石头堆里。墓

前原有祠庙和旗台，今已毁，仅存后人所刻子产墓碑一通。

郑国子产少有远见，执政后大胆改革，他铸刑鼎，不毁乡校，受到了民众的热爱和拥护。子产死后，

葬于长葛陉山之顶。

约公元前５４７年
８月，许灵公为使楚国伐郑竟病死在楚国。１０月，楚康王联合蔡国、陈国讨伐郑国，获小胜而归，然

后埋葬了许灵公。

子产

春秋时政治家，郑穆公之孙，名侨，亦称公孙侨。公元前５５４年，他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
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张保留

“乡校”、听取 “国人”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 “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少有远见　处变不乱

公元前５６５年，即晋楚鄢陵大战后１０年，郑司马子国打胜了蔡 （蔡是楚的与国），把他的主帅也俘

虏了回来，郑人都在庆贺，子国更是兴高采烈。

这时，他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却冷静地说：“小国没有把内政弄好，却先立了战功，那是祸种。楚

人来讨伐怎么办？依了楚，晋人来讨伐又怎么办？从今以后，至少有四五年郑国不得安宁了。”

听到此言，人家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孩子在胡说八道，然而不到一年，楚、晋的兵接连攻打郑国。

这个少有远见的小预言家就是公孙侨，字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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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蔡后两年，郑国宫中发生叛乱，司马子国、司空子耳被叛徒在朝廷中杀死了。子耳的儿子子西闻得

噩耗，冒冒失失地立即跑出去追贼，但贼众已跑入北宫。他只得回家调兵，但回到家时，家中的臣属和奴

婢已走散了一大半，器物也损失不少，他的兵也调不成了。

子国的儿子子产闻得噩耗，先派人把守门口，然后聚齐家臣属吏，督促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

后领着十七乘兵车，列着队伍去攻贼。别的贵族闻风来助，把贼众通通杀死了。从此以后，郑国卿大夫们

对子产都另眼相看。

革新整饬　百姓颂扬

公元前５４３年，子产担任郑卿，相当于最高行政长官。他虽然出身贵族，但对贵族的贪得无厌、专制
腐败十分不满，决心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革新整饬。

子产第一项改革就是整顿田地、房屋，使都邑、郊野都循章法，上下等级按规定执行，田地有界限，

水井、房屋也进行统一安排，对卿大夫中的忠俭者进行表扬，奢侈腐化者则进行惩罚。改革三年之后，民

众编了歌谣来颂扬：“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增益它们；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

公元前５３６年，子产再次进行改革。他开始编定刑法，将刑法铸于鼎上，公之于众。他把军赋增加，
原来享有特权的贵族也要交纳军赋，以充实郑国的军备实力。这些改革当然遭到一些权贵的反对，他不知

受了多少咒骂。有的说：“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尾巴了！”子产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我

死活都要实行它。而且我听说做事者要不改变法制才能成功。民不可放纵，法不可更改，我是不会改变

的。”

不毁乡校　赢得民心

郑国人喜欢到乡校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

样？”子产说：“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

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

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

的良药。”

公元前５２２年，子产死。死前，他嘱咐继任的人，唯独非常有德的人才能靠宽纵服人。其次莫如用猛
力。你看火，因为它猛烈，人人望见就怕它，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少；但水，因为软弱，人人都去狎玩它，

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多。

子产死后，被葬于其封邑长葛的陉山之上。孔子闻之，流着眼泪说：“他的仁爱，是古人流传下来的

遗风啊。”

子产蓄鱼

每当有人赠送活鱼给子产，子产从来不忍心为享口腹，而使活生生的鱼受鼎俎烹割痛苦，总是命人把

鱼养在池塘里。眼见鱼儿优游水中，子产心胸畅适，不禁感叹：“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此可见，子

产的仁德普及物类，不只是民吾同胞，而且已扩大到物类了。

乡　校

先秦时期，国家办两类学校。一类是国学，办在京城，属于贵族学校，培养政府管理类人才；另一类

是乡校，办在郊野，属于平民学校，培养为国家服役的对象。

乡校，既是学校，也是乡间公共场所，乡人可在那里聚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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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之 “繇”字读音谈

路志纯

　　松桥老弟希望我就钟繇之 “繇 （ｙóｕ游）”字的读音写点东西。他说，近来有一家地方性的媒体和一
家与钟繇名字有关的企业都把钟繇的 “繇”字读作了 “ｙáｏ遥”，而这家企业是刻意的，据说是做了考证
的！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作为钟繇故里———长葛的一个地方史志的 “票友”，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也

算是应尽的一点责任吧！

这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的问题，产生误读皆缘于历史上的两则 “调侃”或曰 “文字游戏”。这两则

“调侃”或曰 “文字游戏”出自 《世说新语·排调》。其一：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

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

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译成白话文，即：

晋文帝 （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辆车子，路过钟会门前时，他们呼唤钟会上来，喊罢就丢下

他驾车跑了。等钟会出来时，他们已经走远了。钟会赶到后，他们嘲笑钟会说：“和人约好了出行，为什

么那么慢呢？看见你在远处也不追上来？” （钟会的父亲钟繇，他们把它读作 “遥”， “繇”字是个多音

字，确有 “遥”的读音。）钟会答道： “我矫然出众，懿美丰盈，何必要和你们同群。”晋文帝又问道：

“皋繇是什么样的人？”钟会答道：“他前不如尧、舜，下不及周、孔，不过也是当时的懿德之士。”

这里所说的 “晋文帝”就是司马昭；“二陈”是陈骞和陈泰。陈骞的父亲名陈矫，司马昭的父亲是司

马懿，陈泰的父亲名陈群，祖父名陈萛 （音实）。钟会在回答时或者直用其名，或者用同音字，以此来报

复他们三人对他的 “遥遥不至”即称其父钟繇为 “ｙáｏ遥”的 “调侃”，当然，这种 “回答”其实就是玩

的文字游戏。

《世说新语》是部什么书？特别是 《排调》这一 “门”，应该怎样看待？

《世说新语》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４３９年至４４０年，编著者叫刘义庆。该书是在刘义庆任江州刺史
期间编纂。学者们早有评价，说这部书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

部文言志人小说集。该书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的评论、清谈玄言和

机智应对的故事。而 《排调》则是一些近乎恶意攻击的 “编派”，例如故意犯讳，像这一则故事一样。古

人注重避家讳，如果有意说出对方尊亲的名字，必然受到反击，这类排调，除了直呼对方父祖名字外，主

要是讲究词藻问题，或者引用古籍、成语、典故，或者应用现成的词语，以点出对方的家讳，做到针锋相

对，锋芒逼人。

因为这不过是一部文言 “小说集”，是一种显示自己机智的 “编派”、“游戏”，显然不足为凭！

再则，我们知道，钟会生于公元２２５年；陈骞生于２０１年；司马昭生于２１１年，也就是说，司马昭大
钟会１４岁，陈骞大钟会２４岁，钟会出仕任秘书郎是在 “泰始八年”，也就是２４７年他２２岁时。等他进入
司马昭的 “社交圈子”，也至少应该二十五六岁，也就是说，那时司马昭已４０岁，而陈骞则已５０岁了！
试想以他们的那样的年纪、那样的身份、地位，会对钟会这样的 “小青年”作那样的恶作剧吗？

前面所说的 “两则”的另一则只不过把钟会换成了他的哥哥钟毓，与上述那则故事是雷同的，这里

就不不赘述了。

有论者说，毕竟 《世说新语》离魏晋不远，钟繇的 “繇”字读作 “ｙáｏ遥”应该是可信的。但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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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远，也已近２００年了！谁敢说２００年前的魏时的读音就一定是ｙáｏ（遥）呢？所幸在清末民初发现了
甲骨文，而这是古人所不曾见过的，且再有学问的古人即便如许慎那样的集古代文字学之大成者，在今人

看来其 《说文解字》也有不少缺憾。恰恰是这些古人所不曾见过的甲骨文确证了 “繇”字读作 ｙóｕ
（游）！

让我们从字源学、从甲骨文看看 “繇”字的出处：于省吾先生在 《甲骨文字释林·释》中说 “甲骨

文之以为咎，以为繇，周代金文之以为猷，汉简之以为由，字书之音为 ‘其九反’，均属古韵幽部。”这

就很清楚地说明 “繇”字的字源是甲骨文之 “”，“属古韵幽部”读音为 “其九反切”读作ｙóｕ游。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释》中更进一步说：“即字，读为游”。

这就是说ｙóｕ是 “繇”字的本音，而ｙáｏ则是后来的误读，由于误读，这个字成了多音字。
近年有学者叫赵成杰的，他在其 《〈尚书〉中的叹词 “猷”在甲骨文中的几种词性用法》的论著中

说：

“繇”，《尔雅·释诂》“繇，於也。”郭璞 《注》“繇，辞。”《尧典》“‘佥曰：於！鲧哉！’‘於’亦

叹词也。猷与繇古同音，故今本 《尚书》多作 ‘猷’。”这里，再次强调了 “猷与繇”在古代是一个同音

字。

《尚书·禹贡》中有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意思是 “这里的草木茂盛”。在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
《尚书》中把这个 “繇”字注音为 “ｙóｕ”解为 “抽，植物生长抽条。”（见该书之５４页）

还有：《王力古汉语字典》：关于 “繇”字，说 “通猷，计谋，道理。”

《汉书·叙传》上 ‘谟先圣之大繇。’”这里的 “繇”字即作 “计谋，道理、智慧”解。

《辞源·糸部》“大繇，今 《诗·小雅·巧言》作 ‘大猷’。”

《汉语大词典》：“繇通猷。道也。”

《文选·班固 〈典引〉》：“孔繇先命，圣孚也。”蔡邕注： “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诚至信也。”

繇，一本作 “猷”。

《汉书·韦贤传》“犬马繇繇。”唐代的颜师古注曰：繇与悠同。意思是 “猎犬骏马漂亮雄壮”。

这里，笔者还要特别说一下明嘉靖壬午 （１５２２年）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其卷十二 《马超兴兵

取潼关》：“长安郡守钟繇，一面飞报曹操，一面引军拒敌。”小字注：“（繇）音由。”（见 《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三国志通俗演义》５５２页。）
再：明·萧良有、杨臣铮 《龙文鞭影》卷下尤韵： “篆推史籀，隶善钟繇。邵瓜五色，李橘千头。

“繇”字便是在 “尤韵”（见 《中华蒙学经典·龙文鞭影》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４０７页。）
《龙文鞭影》的作者萧良有，明万历八年 （１５８０）进士第二名，也就是 “榜眼”。曾任国子监祭酒，

相当于现在北京大学的校长，且更胜之，因当时国子监是全国之惟一的国家级学堂。萧良有可谓名满天

下。《龙文鞭影》的 “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龙文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

的寓意是，读了这本 《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 “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

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

为明清时代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教材”之一。

笔者所以提出上述两部书，主要想强调的是，钟繇的 “繇”字，在明代的主流文化中、甚至 “教材”

里都读作ｙóｕ（游）而不读ｙáｏ（遥）！
也有人用钟繇的字 “元常”来说事，说是：

“钟繇，名繇，字元常。‘繇’是一个多音字，如果读作 ‘ｙáｏ（瑶）’时，意义为 ‘花草盛貌’。其

‘名’与 ‘字’出自 《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句，取 ‘万

物繁盛循环恒久不易’之义。河上公注曰：‘芸芸者，华 （花）叶盛。’于是可知，‘繇’的义与 ‘芸芸’

之义相合。可以说，他的 ‘字’是对 ‘名’的相辅。因而名 ‘繇’与字 ‘元常’有着意义上的关联。若

读 ‘ｙóｕ（游）’时，则与 ‘字’的意义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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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用老子的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来解

释 “元常”是可以的，但奇怪的是这段文字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与之 “相辅”的名，即 “繇”的出处！笔

者查阅了 《老子》这一章的全文，进而查找了 《老子》的全文，并没有 “繇”字出现，那么又何来的

“读作 ‘ｙáｏ（瑶）’”的 “繇”字呢？倒是这段文字的作者引用的 “繇”的解释：“花草盛貌”，却出自笔

者在本文前面之 《尚书·禹贡》中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而这里 “繇”字的读音恰恰是 “ｙóｕ”！笔
者不知道这段文字的作者何以自圆其说？

用这种 “名”与 “字”求证 “繇”字的读音为ｙáｏ（瑶）或别的什么，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它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我们把 “繇”字如前所述解为 “漂亮雄壮”，而 “元常”所含的从根本上，从一出

生便健壮，而且 “恒”、“久”之意，不是也与名相辅吗？不是也有着意义上的关联吗？还有，我们把

“繇”字解为 “道”、解为 “智慧”，其 “元常”之字不是也都 “与名相辅”且有 “意义上的关联”吗？

总之这个 “繇”字，在文献、辞书、经典著作和启蒙读物里绝大多数都读作 ｙóｕ（游），一般来说，
只在涉及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人物皋繇或咎繇时才读 ｙáｏ（遥），其实，这正是古人的误读！而如果从字源
学上来看，则必须读作ｙóｕ（游）！现在有人读作ｙáｏ（遥），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如前述的 《世说新

语·排调》中的那则故事所误导；而有些古人读作 ｙáｏ（遥），则是他们没能见到汉字最初的形态———甲
骨文，不知道这个字的起源，这只能说是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无可挽回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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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盡王庙、楼陈、斧头、曹碾头与双洎河考析

路志纯

　　齐盡王庙是长葛市历史上的一座庙宇。楼陈、斧头、曹碾头是分别位于长葛市石象镇、南席镇的三个
村庄。它们身边现在都已没有了长葛的母亲河———双洎河的身影，但在历史上都曾与双洎河作伴并深深地

打上双洎河的印记。

让我们先从齐盡王庙说起。

这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庙宇，位于今之石象镇上庙村。明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年） 《长葛县志》有载，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长葛县志》也有记载。今年 （２０１６年）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中上庙居民点上报
的资料中也提到该村历史上曾有庙曰齐盡王庙，并且说 “据传齐盡王是个昏王”等等。

关于这座庙宇，明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年）《长葛县志·卷五·重修齐盡王庙记》中说：“长葛城东二
十里高阜之处有庙一区，其基约十余亩，殿宇规制可观，邑人相传为齐盡王之庙。”

齐盡王何许人也？公元前３０１年，齐宣王去世，齐盡王即位。齐盡王为人骄傲，喜欢享乐，但在位期
间也屡建武功，破秦、燕诸国，制楚，灭宋。齐盡王十三年 （公元前２８８年），秦昭王和齐盡王相约共同
称帝，秦昭王为西帝，齐盡王为东帝。公元前２８４年，燕国将领乐毅以燕国、秦国、赵国、韩国、魏国五
国联军攻田齐，燕军攻入临淄，齐盡王出逃至莒 （今山东莒县），被楚国将领淖齿杀于齐地鼓里。《重修

齐盡王庙记》说：齐盡王被杀后，“盡王子法章立求其癛骸，以王爵茔葬于此 （鼓里）。按鼓里乃在临淄

西北三十里，今言在此 （长葛石象上庙）无可考证，或者居民相传之讹。”

该文又说：“汉唐以来，修废始末不知。至宋大观辛未奉敕重修。（按：此记有误，宋大观年号仅四

年，１１０７至１１１０年，没有辛未年。在大观年间进行过重修应该是无疑的。）”
后又几经重修，这篇 《记》里所说的这次 “重修”是明在弘治癸丑 （１４９３年），也是这篇 《重修齐

盡王庙记》写成的时间。这次重修后的齐盡王庙 “焕然一新，诚一方之敬仰，四方之瞻视，于昔盖倍蓰

〔ｘǐ〕（按：五倍。）也！”
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既然这篇 《记》的作者当时就已指出齐盡王没有葬在长葛石象上庙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齐盡王庙？

让我们先从斧头村说起。１９９１年版 《长葛县地名志》关于斧头村的来历，是这样说的：“据传，隋朝

运粮河经此，有码头，取名埠头。到南宋时，金将把自己使用的兵器大铁斧头失落于此，更名斧头。”

由于有这条运粮河便又有了更加绘声绘色的民间传说，而且关联到了齐盡王。说是：

斧头，据传说原名 “埠头”，是隋朝 （公元５８１年～６１８年）开挖的一条从江南通向国都洛阳的运粮
河上的一个码头。其实这条河可能很早就有，战国时的齐盡王 （公元前３０１年 ～前２８４年在位）就曾在
这条河上乘过游船，可能是隋朝把黄河、淮河、颍河和这条河联结成了 “运粮河”。“埠头”为什么后来

改为 “斧头”呢？据传说：南宋绍兴十年 （公元１１４０年）太子少保兼河南河北招讨使岳飞，率领大军与
金兀术战于郾城，仗打得很惨烈，统制杨再兴牺牲在小商桥，金兀术也损失了几员大将和数万部队，被打

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岳家军则日夜兼程，乘胜追击。金兀术退到埠头，正要埋锅造饭，有人传话说：

岳云、牛皋带兵追来了，饭也没有吃成，便骑马望北而逃，因为跑得急慌，慌乱中把打仗的武器———斧头

也丢了。牛皋带着部队追到后，拿起金兀术丢下的斧头，乐的手舞足蹈，不住地说：“到了埠头，丢了斧

头。到了开封，咱就把他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都 ‘封’了些什么肮脏东西。”还有的说：“金兀术的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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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都缴获过来，这可是个好兆头，咱一定能直捣黄龙府，迎接徽钦二帝回来。”后来就把村名改成了 “斧

头”，作为对这次胜利的纪念。

这些民间传说有没有可信性？有多大的可信性？

我们先问：历史上有没有这条运粮河？如果有，是条什么河？

今之长葛市所辖之南席镇、古桥镇及董村镇、石象镇之东部，在１９５４年之前属于原洧川县，因此，
清嘉庆二十三年 《洧川县志》记载：“自长葛县东斗门东下，经洧南八里大隧山南延秀岗之侧 （今董村镇

吴岗村之南侧），至故县 （古贤，今古桥镇）西南，屈而南行，至瓦庭 （瓦屋，今石象镇楼陈村）东又南

屈而东，经许田东北，入鄢陵界。父老不知，以为古汴河，炀帝所开。按 《炀帝开河记》所记 ‘汴道即

古渠水故道也，在荥阳、中牟、陈留诸县，不在洧南。”

这段记载特别强调了这条河不是 “炀帝所开”，而炀帝所开的 “运粮河” “不在洧南”，而是 “在荥

阳、中牟、陈留诸县”。

既不是隋炀帝所开挖的运粮河，那是什么河呢？其实，根据笔者见到的史料，这条河就是前面说到的

我们长葛的母亲河———明代之前称之为 “洧水”的双洎河。

今之双洎河经新郑市流入长葛，经官亭、大周、老城，沿着董村、古桥和南席等乡镇出长葛转向东

南，在扶沟县曹里乡摆渡口村流入贾鲁河，最终汇入淮河。也就是说，今之双洎河并不流经石象镇，自然

也不流经楼陈、上庙和斧头，更不流经下面还要写到的曹碾头村。

那么，是什么时期流经这些村落的呢？北魏武定七年 （５４９年）之前的双洎河原本是自今之新郑市入
境长葛官亭乡的双泉寨，南下到今之孟寨村，折向东，经大孟村进入大周镇沿着连绵的纵向的五道土岗的

南缘东南而去，流向今之董村镇的李河口。接下去的便是清嘉庆二十三年 《洧川县志》所载的：“自长葛

县东斗门 （今之李河口）东下，经洧南八里大隧山南延秀岗之侧 （今董村镇吴岗村之南侧），至故县 （古

贤，今古桥镇）西南，屈而南行，至瓦庭 （瓦屋，今石象镇楼陈村）东又南屈而东，经许田东北，入鄢

陵界。”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之前，上述这几个村落与今之双洎河结下不解之缘。而这条水道，在长葛及洧川的

史志中便被称为 “洧水故道”。从笔者见到的资料，直到东魏 “水毁长社城”的东魏武定七年 （５４９年）
洧水改道形成 “Ｕ”字型湾 （参见拙著 《双洎河长葛段 “Ｕ”字型湾考析》前，洧水也就是今之双洎河都
是这样流淌的。这就是说，当年的瓦屋、斧头、曹碾头都是濒临洧水的，“斧头”之所以曾名 “埠头”不

是因为濒临隋炀帝开挖的运粮河，而是古洧水———今之双洎河。

古人云：人无常势，水无常形，双洎河长葛段大的改道在东魏之后还有两次，一次在北宋，一次在明

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年）。正是这几次大的改道，给长葛的一些地名带来团团迷雾。
其中的一团便弥漫在齐盡王庙的历史的上空。齐盡王庙也正缘于这条古洧水，如果没有当年的洧水流

经这里，便一切无从谈起。

如前所述，这座庙位于石象镇的上庙村，按现在地图的标识，上庙距楼陈也就是二、三公里，如果当

年的洧水在楼陈之西，上庙就是洧水东畔的一个 “高阜之处”，在这样一个 “高阜之处”建庙，也是再自

然不过的选择了。

问题是齐国处于山东省东部，那时要到属于韩国的长葛，中间还隔着鲁国和宋国，而且如民间传说，

齐盡王还 “曾在这条河上乘过游船”！这是怎么回事？

这要从齐盡王及郑国的公子与太子争夺王储说起。

齐盡王曾一度称东帝，称霸东方诸国，虽然最后功败垂成国破身死，但至少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因为

他的 “东方霸主”地位，便有了干预韩国太子之争的事件。

齐盡王元年 （公元前３００年），韩国的公子咎与公子几瑟争夺太子之位，由此激化矛盾。齐盡王为表
达自己的态度，准备出兵韩国，与亲齐国的韩公叔共同帮助公子咎并将其立为太子。当时支持公子几瑟的

中庶子向公子几瑟建议铲除公叔，公子几瑟没有听从中庶子的建议。不久，齐盡王大兵压境，驱逐公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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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公子几瑟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往楚国。齐盡王二年 （公元前２９９年），齐闵王邀请魏襄王一起到韩
国，胁迫韩襄王立公子咎为太子。

长葛原属郑国，在公元前３７５年被韩国所灭，韩国还把都城也从阳翟 （在今之新郑市）迁到郑国的

都城———今之新郑市市区一带，长葛自然也就属于韩国了。

从上文可知，齐盡王确曾在公元前２９９年来过韩国，我们又知道，洧水流经那里，这便有了这位不可
一世的齐盡王乘游船顺流而下游到今之石象镇的传说。

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到今之石象呢？这要从瓦屋 （今之楼陈）说起。

１９９１年 《长葛县地名志》关于楼陈村的记载是：“据 《洧川县志》记载：‘春秋隐公八年 （公元前

７５１年）宋公、齐侯、魏侯盟于瓦屋’即此。至明初，陈、梁二姓居此。后陈姓建高楼一座，更名楼陈。”
这里要说一下 “瓦屋会盟”：会盟的原因是鲁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事件的起因是：卫国的

卫武公薨 〔ｈōｎｇ〕，儿子之间发生内乱，三儿子州吁弑兄夺得王位。为了稳住国内局势，想找个借口打击
一个诸侯国，才能树立威望，巩固地位。想来想去，其他国家没有什么恩怨，只有郑国，当年郑庄公弑弟

囚母 （即史上所说的 “郑伯克段于鄢”和 “黄泉见母”的故事）还派军队追击侄子公孙滑侵入卫郊。伐

郑国找这个借口比较好，还名正言顺。州吁运用外交手段，联合了宋、鲁、卫、陈、蔡五国，于这一年

（前７１７）秋杀奔郑国。
郑庄公胸有成竹，他知道：鲁、陈、蔡三国，跟郑国没啥利害关系，只是瞎起哄；只有宋国，他们的

公子冯躲避在郑国，而公子冯是宋殇公王位的最大威胁者，所以宋君才真的要打，只要把公子冯送到别的

地方，宋军就会离开了，剩下的就好办了。郑庄公派一员虎将瑕叔盈带一支人马，把公子冯送到长葛

（长葛邑，今之省级文保单位 “长葛故城”，在官亭乡孟寨村），然后修书一封给宋君，说公子冯现在不在

我们这里了，已经到长葛去了，您自己处理吧。宋君见到书信果然移兵而去，包围了长葛。长葛被宋殇公

攻占了，由于有瑕叔盈及所带人马的保护没有抓到公子冯，公子冯又平安地回到郑庄公身边。也许因为没

有抓到公子冯，恶气没处撒的宋殇公把长葛进行了严重破坏。

对于这样一场战事，齐国国君齐矨 〔ｘǐ〕公 （即齐僖公），作为当时称雄诸国的小霸，想调停宋国、

卫国同郑的矛盾，约会三国国君到瓦屋这个地方会盟，以释前怨。齐、宋、卫三国如期而来，唯郑庄公不

到，显然郑庄公不想与宋国和卫国 “释怨”，但齐、宋、卫三国还是 “会盟如仪”，而且载入史册。

对于齐盡王来说４５２年前的 “小霸”齐矨公来过的地方，而且是以 “霸主”的身份来过，虽然齐矨

公姓姜，而齐盡王姓田，但毕竟同属齐国一脉，前往瓦屋对先辈致意而且以同样的 “霸主”身份前往，

毕竟是很风光的事。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由齐盡王 “胁迫韩襄王把公子咎立为太子”的这位后来的韩矨王，对齐盡王之

恩德一定感戴至深，由他下诏在齐盡王游过的瓦屋的洧水之畔选一片 “高阜之处”为其建座庙便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了。

顺便说一下，当年瓦屋一带，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在春秋时代，能够以瓦建房，在民间是少有的，所

以这里有了一所以砖瓦建起的房屋是很惹眼的。而且，能够接待三国之君的会盟，其优良的环境、配套的

建筑、设施；其人力、物力都应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再来说曹碾头村。该村在今之南席镇南部，长葛、尉氏、鄢陵三地交界处。 《长葛县地名

志》载：“东汉末年，此地为双洎河码头，曹操在此屯田，曾筑碾８３盘，碾米外运，并凿井７２眼，以供
军需，故名曹碾头。”现在这里早已没有了 “双洎河”，更没有了码头，东汉末年的 “双洎河”，正是由

《洧川县志》所载之 “至瓦庭 （瓦屋）东又南屈而东”的洧水。

历史漫漫，沧海桑田，当年流经这里的洧水，以及洧水边繁忙的码头和曾经的８３盘石碾、７２眼水
井，都早已荡然无存了！

最后，再回过头来说说说关于斧头村传说中 “金兀术兵败丢斧头”的故事。史载：公元１１４０年 （南

宋绍兴十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 （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经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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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先

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在这些战役中 “颍昌之战”歼敌五千，是最为辉煌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战。那么颍昌在哪里？史载：

颍昌，古地名。因颍昌而于北宋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年），升许州为颍昌府。治所在长社县。绍兴十年 （１１４０
年），金兵南侵，岳飞大破金兀术于此。金时复为许州。

请注意，颍昌府的治所在长社，也就是我们长葛！长社曾是长葛自周烈王元年 （公元前３７５年之后
４０年间的某一年，至东魏武定七年 （５４９年）间的县名，后世也作为长葛的别称。既然岳家军同金兀术
曾在长葛进行过大战，在原埠头村丢失战斧的虽然并不一定是金兀术，如民间传说那样，但金军将士丢下

战斧而逃命应是战时常有之事，甚至不止丢下一把战斧，也不仅只战斧！

历史学家常说 “民间传说是历史的折射”，关于斧头、运粮河、齐盡王 “曾在这条河上乘过游船”及

曹碾头的传说，一旦加以认真探究，拨开历史的迷雾，其本来面貌便呈现出这么一些来。

谬误之处当或有之，敬请识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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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１４年长葛市主要统计资料

２０１４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总户数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自增人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合计 １９４２１６ ６５０ ７２５３ ４２３２ ３０２１ １０７１ ６２５

建设办 １６２５０ ６７ ２２３ １０５ １１８

长兴办 ６７２３ １１６６ １９１ ８２ １０９

长社办 １１９７６ ９６７ ２９４ ９０ ２０４

金桥办 ７７４８ １０５ ２８９ ９４ １９５

和尚桥镇 １１８２０ ４０７２ ４８１ ３１８ １６３

坡胡镇 １４７２９ ４６９ ６０６ ３８５ ２２１

后河镇 １５３８９ ４４９３ ５１３ ３６６ １４７

石固镇 １０４９７ ３８８ ５０９ ３０５ ２０４

老城镇 １６４８９ ５１０５ ５４３ ３１３ ２３０

南席镇 １０１２６ ６３０８ ５１６ ３３８ １７８

大周镇 １５４４２ ６６６ ５８９ ４１５ １７４

董村镇 １２５７１ ５２５ ５７１ ３１８ ２５３

增福庙乡 ７６７９ ３２８７ ３２７ ２２５ １０２

官亭乡 １０６３６ ６１６ ５３３ ２９０ ２４３

石象镇 １２７６９ ５５９ ５２１ ２９１ ２３０

古桥镇 １３３７２ ５６３ ５４７ ２９７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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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自增率

（‰）
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化率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合计 ４４６ ６８５８７５ ３３１１０１ ３５４７７２ ４８２７ ５１４３８６ ２００７８０

建设办 ４５３６３ ４５３６３ ５５０３８

长兴办 ２３９１２ ２３９１２ １８０５３

长社办 ３９３２７ ３９３２７ ３２８２０

金桥办 ２４９１６ ２４９１６ ２２０７８

和尚桥镇 ４３９４４ ２９６３１ １４３１３ １７０９５ ３４３６６

坡胡镇 ５４４６５ ２４６８９ ２９７７６ ５３８５６ １１１４

后河镇 ４６４５０ １５５４２ ３０９０８ ４５１６９ １５６７

石固镇 ３９２０２ １５７６４ ２３４３８ ４２０８６ １１３５

老城镇 ５１７７８ ２８７５０ ２３０２８ ３８７５９ ２０５１６

南席镇 ４４２７４ ９８４９ ３４４２５ ４８６９１ １８２２

大周镇 ６２０３５ ３１０３１ ３１００４ ５９３２８ １２３５

董村镇 ４８７８２ １９７８７ ２８９９５ ４８８１５ １４９９

增福庙乡 ３０４３２ １５２９４ １５１３８ ２５９０７ ６０７３

官亭乡 ４０９２３ ４０９２１ ４３０７８ １２４７

石象镇 ４８３１７ ３７０４ ４４６１３ ４８４５９ １０３３

古桥镇 ４１７５５ ３５４２ ３８２１３ ４３１４３ １１８４

５８３附　录　



２０１４年基本情况 （一）

　 单位：个、户、人

单位名称
村民委

员会数

村民

小组

自来水

受益村

有线电视

（村数）

宽带

（村数）

乡村

户数

乡村

人口

其中：

男

合计 ３６３ ２５９８ ２９９ ３６３ ３６３ １４７８１７ ５２７１８９ ２７５０９５

建设办事处 ５ １８ ５ ５ ５ １４９９ ５４２７ ２７１８

长兴办事处 ６ ５０ ６ ６ ６ ２８６８ １００２５ ５００９

长社办事处 ７ ５２ ７ ７ ７ ２３５３ ７８７１ ３９７２

金桥办事处 ４ ２９ ４ ４ ４ ２０６０ ７３６１ ３７１３

和尚桥镇 ２３ １７５ ２３ ２３ ２３ ９１２７ ２５８３２ １３８２８

坡胡镇 ３４ ２２９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３９５３ ５２７１５ ２６４９９

后河镇 ２８ １９７ ２６ ２８ ２８ １１９６７ ４７２５４ ２６９５４

石固镇 ２８ １７６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７９８ ４００２８ ２０８１０

老城镇 ２９ ２４７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２９７３ ５１１４３ ２６８３７

南席镇 ３１ １９６ ２１ ３１ ３１ １２１３５ ４６７９２ ２４７８５

大周镇 ３５ ２５６ ３５ ３５ ３５ １４３４７ ５６９１５ ２９５５６

董村镇 ２７ １８７ １４ ２７ ２７ １２４９９ ４９６７６ ２５２８１

增福庙乡 １８ １３１ １６ １８ １８ ７３３４ ２９５４６ １５３６２

官亭乡 ２５ ２２２ １９ ２５ ２５ １０７５１ ４０８０４ ２２３８８

石象乡 ３０ ２３６ １１ ３０ ３０ １１７７３ ４６２７６ ２３３８７

古桥乡 ３３ １９７ ２１ ３３ ３３ １１３８０ ４４５２４ ２２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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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基本情况 （二）

　 单位：人

单位名称 女
乡村劳动

力资源数

其中

男 女

乡村从业

人员数

其中

男 女

农业从业

人员数

合计 ２５２０９４ ３６５９１７ １９３１７３ １７２７４４ ３４７５２９ １８４９２６ １６２６０３ １２９３５１

建设办事处 ２７０９ ３２２８ １６９４ １５３４ ３２０１ １６８７ １５１４ ６８７

长兴办事处 ５０１６ ６５１３ ４１８２ ２３３１ ６３８９ ４１５６ ２２３３ ３００４

长社办事处 ３８９９ ５２１２ ２５９４ ２６１８ ４６４７ ２３５１ ２２９６ １４２５

金桥办事处 ３６４８ ４２５２ ２１６０ ２０９２ ４１３９ ２１４５ １９９４ ９４８

和尚桥镇 １２００４ １７６４５ ９６３８ ８００７ １６９８７ ９２５１ ７７３６ １８８３

坡胡镇 ２６２１６ ３３３５１ １９７２０ １６６３１ ３３０４２ １６６１６ １６４２６ １３１２１

后河镇 ２０３００ ２８０５３ １５４４２ １２６１１ ２７１９４ １５２２４ １１９７０ ７００１

石固镇 １９２１８ ２６７７６ １３９１２ １２８６４ ２６０５１ １３５５２ １２４９９ ８１１８

老城镇 ２４３０６ ３０６８６ １６２６４ １４４２２ ２９４５８ １５６１３ １３８４５ ７６５６

南席镇 ２２００７ ３０６７５ １７１３８ １３５３７ ２８３１７ １５８６５ １２４５２ １６０４０

大周镇 ２７３５９ ３９４８４ ２０４５６ １９０２８ ３６９３６ ２０１７３ １６７６３ ９７３６

董村镇 ２４３９５ ３２７３０ １６６４１ １６０８９ ２９７８７ １５１０４ １４６８３ ７５１２

增福庙乡 １４１８４ １７９６４ ９５１５ ８４４９ １７７９９ ９４４１ ８３５８ ５８０３

官亭乡 １８４１６ ２８９４１ １６３５０ １２５９１ ２６０５３ １３８４１ １２２１２ １２３２９

石象乡 ２２８８９ ２９９６９ １５３７０ １４５９９ ２９６００ １５２４７ １４３５３ １７３３１

古桥乡 ２２２６５ ３０４３８ １５０９７ １５３４１ ２７９２９ １４６６０ １３２６９ １６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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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不变价格计算

绝对额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产出 ０１ １８５４９２４７１５７７９９１０１８２５９４７５１６４６２６８６ １１０９ １１２４

农林牧渔业 ０２ ４３５４１７ ４２０８５２ ３７４１２８ ３５９２５６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１

农业 ０３ １９８５２９ １８７１４７ １８０７１７ １６９５２８ １０７ １０４０

林业 ０４ ３１３０５ ３０８２５ ２７２１８ ２６６３２ １０２ １０４６

畜牧业 ０５ １９９８１７ １９７１８８ １６１２９９ １５８２９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４０

渔业 ０６ １６７１ １６１７ １３０１ １２５１ １０４０ １０１８

农业牧渔服务业 ０７ ４０９５ ４０７５ ３５９３ ３５５４ １０１１ １０６６

工业 ０８ １６０５５１６９１３７０１１９６１６３２４６０８１４６８６４４５ １１１２ １１３０

采矿业 ０９

＃开采辅助活动 １０

制造业 １１ １５９０９０４３１３５４７１２９１６１７２８２１１４５１７７９３ １１１４ １１３０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１２ ６５０３ ５４０３ ６４４４ ５７９５ １１１２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１４６１２６ １５４０６７ １５１７８７ １６８６５２ ９００ １１６７

建筑业 １４ ５９６９７２ ３１７０４７ ３３６８８３ ２８４５５７ １１８４ １１２３

房屋建筑业 １５ ３０８９８８ １５０１１２ ２８８８５７ １３４７２８ ２１４４ １１２３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６ １６７０６７ ８９２２５ １９４６０ ８００８１ ２４３ １１２３

建筑安装业 １７ ３１１９７ １５３３６ ９０８４ １３７６４ ６６０ １１２４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１８ ８９７２０ ６２３７４ １９４８２ ５５９８４ ３４８ １１２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９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３１９０ １６３１１７ １４９６３７ １０９０ １１１０

批发业 ２０ １１９８０４ １０８０３１ １０７７５６ ９８１３８ １０９８ １１１９

零售业 ２１ ８１６０５ ７５１５９ ５５３６１ ５１４９９ １０７５ １０８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２ ５１１７６８ ４９３９２９ ４３６８２７ ４１９８６６ １０４０ １０６９

铁路运输业 ２３ ６３７０９ ４８４４９ ２５２２６ ４３１９５ ５８４ １００５

道路运输业 ２４ ３７１５９８ ３８０２２０ ３５８０４８ ３１６８５７ １１３０ １０９８

水上运输业 ２５

航空运输业 ２６

管道运输业 ２７

８８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不变价格计算

绝对额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２８ ６１７３９ ５２６９４ ３０９２５ ４７９４６ ６４５ １０９８

仓储业 ２９ ８９０８ ７６０３ １６７８３ ６９１５ ２４２７ １０９９

邮政业 ３０ ５８１４ ４９６３ ５８４５ ４９５３ １１８０ １０９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１ １７３０４９ １５７７２４ １３１３１５ １２４１４２ １０５８ １０６２

住宿业 ３２ ３３９３０ １９０８８ １２４６７ １１４９０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５

餐饮业 ３３ １３９１１９ １３８６３６ １１８８４８ １１２６５２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９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４ ４６２９６ ３９２８１ ３６８６３ ３０８７２ １１９４ １０９９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３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３８２４ ３１０８１ ２５９６６ １１９７ １０９９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３６ ３３８５ ２８７２ ３０４１ ２５７９ １１７９ １０９９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７ ３０４６ ２５８５ ２７４１ ２３２７ １１７８ １０９０

金融业 ３８ １３３０６６ １１３４３７ １２００７９ １０３３２７ １１６２ １１５６

货币金融服务 ３９ １１６０３２ ９８９１６ １０４４６３ ８９９７７ １１６１ １１５６

资本市场服务 ４０ ４３１８ ３６８１ ３８８４ ３３４８ １１６０ １１５６

保险业 ４１ １２６３０ １０７６７ １１６５５ ９９３６ １１７３ １１５６

其他金融业 ４２ ８６ ７３ ７７ ６６ １１６７ １１４８

房地产业 ４３ ７２６３２ ６５７７４ ４３９８４ ３９４３７ １１１５ １１２１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４ １７４０７ １５７６３ １５０３９ １１８７０ １２６７ １１９１

物业管理业 ４５ １１９２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６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４７ ５５２２５ ５００１１ ２８９４５ ２７５６７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其他房地产业 ４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９ ７３１９６ ６２１０６ ６５７７７ ５６５０９ １１６４ １０５０

租赁业 ５０ ６８７５ ５８３４ ６１８０ ５３０９ １１６４ １０５０

商务服务业 ５１ ６６３２１ ５６２７２ ５９５９７ ５１２００ １１６４ １０５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２ １５９６ １４９８ １４０７ １３４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６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５３ １３７ １２９ １２１ １１６ １０４３ １０３３

９８３附　录　



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不变价格计算

绝对额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５４ ５４４ ５１０ ４８０ ４５８ １０４８ １０３６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５５ ９１５ ８５９ ８０６ ７７１ １０４５ １０３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６ ３２９３ ３０９０ ２８７１ ２７７４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６

水利管理业 ５７ ９８０ ９１９ ８５６ ８２６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３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５８ ９９ ９３ ８７ ８３ １０４８ １０３６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９ ２２１４ ２０７８ １９２８ １８６５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７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６０ ８４９５５ ７２０８４ ７７３３４ ６７２０６ １１５１ １０３６

居民服务业 ６１ ４６０１３ ３９０４３ ４１６４３ ３６４０１ １１４４ １０５０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６２ ３２２３８ ２７３５３ ２９４５５ ２５５０２ １１５５ １０５０

其他服务业 ６３ ６７０４ ５６８８ ６２３６ ５３０３ １１７６ １０５０

教育 ６４ ５３６０１ ５０３０８ ４６２７０ ４５１８６ １０２４ １０３６

教育 ６５ ５３６０１ ５０３０８ ４６２７０ ４５１８６ １０２４ １０３６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６ ３１３８８ ２９２９６ ２９０７７ ２７７９７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６

卫生 ６７ ３０７７２ ２８８８０ ２８６６２ ２７４０２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６

社会工作 ６８ ６１６ ４１６ ４１５ ３９５ １０５１ １０４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９ １８８８５ １６０２４ １６３５１ １４０１０ １１６７ １０３３

新闻和出版业 ７０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７１ ８４６ ７１８ ７７７ ６８３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３

文化艺术业 ７２ ４６８４ ３９７４ ２８９８ ２５４４ １１３９ １０３６

体育 ７３ １７０３ １４４５ １６０９ １３７２ １１７３ １０００

娱乐业 ７４ １１６５２ ９８８７ １１０６７ ９４１１ １１７６ １０３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７５ ５６５５５ ５３０７４ ５２５８４ ５０３２０ １０４５ １１０１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７６ ５６５５５ ５３０７４ ５２５８４ ５０３２０ １０４５ １１０１

第一产业 ７７ ４３１３２２ ４１６７７７ ３７０５３５ ３５５７０２ １０４２ １０４１

第二产业 ７８ １６６４５６３８１４０１２８４０１６６５５０４７１４９６５２０７ １１１３ １１３０

第三产业 ７９ １４７２２８７ １３５０２９３ １２３３８９３ １１４１７７７ １０８１ １０８９

０９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地区生产总值 ０１ ４６５６５０２ ４１０８５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农林牧渔业 ０２ ２５０８９５ ２４２５０２ ５４ ５９

农业 ０３ １１５７５６ １０９１９８ ２５ ２７

林业 ０４ ２３７９３ ２３４２８ ０５ ０６

畜牧业 ０５ １０７９３０ １０６５１０ ２３ ２６

渔业 ０６ １２２０ １１８１ ００ ００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７ ２１９６ ２１８５ ００ ０１

工业 ０８ ３３２０４３２ ２８８４６４８ ７１３ ７０２

采矿业 ０９

＃开采辅助活动 １０

制造业 １１ ３２９０４１８ ２８５３００３ ７０７ ６９４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１２ １５６７ １３３７ ００ ００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３００１４ ３１６４５ ０６ ０８

建筑业 １４ １５２２２８ １３１８２５ ３３ ３２

房屋建筑业 １５ ７８７９２ ６１１５６ １７ １５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６ ４２６０２ ５１８１３ ０９ １３

建筑安装业 １７ ７９５５ ５８９５ ０２ ０１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１８ ２２８７９ １２９６１ ０５ 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９ １７４４７０ １５８６６８ ３７ ３９

批发业 ２０ １０４８２７ ９４５２６ ２３ ２３

零售业 ２１ ６９６４３ ６４１４２ １５ １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２ ２５０４３５ ２４１７０６ ５４ ５９

铁路运输业 ２３ ３１１７６ ３００８９ ０７ ０７

道路运输业 ２４ １８１８４３ １７５５０５ ３９ ４３

水土运输业 ２５

航空运输业 ２６

管道运输业 ２７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２８ ３０２１２ ２９１５９ ０６ ０７

１９３附　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仓储业 ２９ ４３５９ ４２０７ ０１ ０１

邮政业 ３０ ２８４５ ２７４６ ０１ ０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１ ７７３８１ ７０７１６ １７ １７

住宿业 ３２ ９１５６ ８３５６ ０２ ０２

餐饮业 ３３ ６８２２５ ６２３６０ １５ １５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４ ４０７６１ ３４５８５ ０９ ０８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３５ ３６３３９ ３０８３３ ０８ ０８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３６ ２３２８ １９７５ ００ ００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７ ２０９４ １７７７ ００ ００

金融业 ３８ １０７８９７ ９１９８１ ２３ ２２

货币金融服务 ３９ ９８９７５ ８４３７５ ２１ ２１

资本市场服务 ４０ ２８８４ ２４５９ ０１ ０１

保险业 ４１ ５９９８ ５１１３ ０１ ０１

其他金融业 ４２ ４０ ３４ ００ ００

房地产业 ４３ ６３６７９ ５７６６６ １４ １４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４ １２７７８ １１５７２ ０３ ０３

物业管理业 ４５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６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４７ ５０９０１ ４６０９４ １１ １１

其他房地产业 ４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９ ５７３１１ ４８６２８ １２ １２

租赁业 ５０ ５３９５ ４５７８ ０１ ０１

商务服务业 ５１ ５１９１６ ４４０５０ １１ １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２ ９５３ ８９４ ００ ００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５３ ８２ ７７ ００ ００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５４ ２８９ ２７１ ００ ００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５５ ５８２ ５４６ ００ 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６ ２４９６ ２３４３ ０１ ０１

２９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水利管理业 ５７ ７８５ ７３７ ００ ００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５８ ７８ ７３ ００ ００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９ １６３３ １５３３ ００ ００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６０ ４８８０７ ４１４１３ １０ １０

居民服务业 ６１ ２６４３２ ２２４２８ ０６ ０５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修理业 ６２ １８５２１ １５７１５ ０４ ０４

其他服务业 ６３ ３８５４ ３２７０ ０１ ０１

教育 ６４ ４２５４７ ３９９３３ ０９ １０

教育 ６５ ４２５４７ ３９９３３ ０９ １０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６ １８３７９ １７２４９ ０４ ０４

卫生 ６７ １７８４７ １６７５０ ０４ ０４

社会工作 ６８ ５３２ ４９９ ００ 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９ １２５８４ １０６７８ ０３ ０３

新闻和出版业 ７０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７１ ５６３ ４７８ ００ ００

文化艺术业 ７２ ３１２１ ２６４８ ０１ ０１

体育 ７３ １１３５ ９６３ ００ ００

娱乐业 ７４ ７７６５ ６５８９ ０２ ０２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７５ ３５２４７ ３３０７８ ０８ ０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７６ ３５２４７ ３３０７８ ０８ ０８

第一产业 ７７ ２４８６９９ ２４０３１７ ５３ ５８

第二产业 ７８ ３４７１０９３ ３０１５１３６ ７４５ ７３４

第三产业 ７９ ９３６７１０ ８５３０６０ ２０１ ２０８

地区外净要素收入 ８０

地区收入总值 ８１ ４６５６５０２ ４１０８５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８２ ６８７７１ ６０８８５

　补充资料：年平均常住人口；２０１４年６７７１万人；２０１３年６７４８万人

３９３附　录　



２０１４年财政收入完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

境内实现财政总收入 ３４９５１９ ２９８１８０ ５１３３９ １７２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７０４８０ ６６７８８ ３６９２ ５５

上划省收入 ５２９５ ５４６７ －１７２ －３１

上划地 （市）收入 １６２ ８５ ７７ ９０６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２４３０７８ ２１５２６０ ２７８１８ １２９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６８９１１ ６４１０８ ４８０３ ７５

上划省收入 ６３ ４２ ２１ ５００

上划地 （市）收入 ２６ １４ １２ ５８７

收入总计 ２７３５８２ １１５８４０ ４７７４２ ２１１

一、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合计 １７４０７８ １５１０９６ ２２９８２ １５２

（一）、税收收入 １３１６１８ １１２４７８ １９１４０ １７０

增值税 ２１９０１ １７５３７ ４３６４ ２４９

营业税 ２９６６４ ２６６５８ ３００６ １１３

企业所得税 １３０３６ １２７６４ ２７２ ２１

企业所得税退税 ０

个人所得税 ２４０４ ２１９２ ２１２ ９７

资源税 ０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０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６４５３ ５４４９ １００４ １８４

房产税 ７４４３ ５４３６ ２００７ ３６９

印花税 １８６０ ３１３２ －１２７２ －４０６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２４８０１ １８０９９ ６７０２ ３７０

土地增值税 ５１３４ ３３３５ １７９９ ５３９

车船使用税和版照税 １５９６ １３４９ ２４７ １８３

耕地占用税 ８５８７ ５６０９ ２９７８ ５３１

４９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年财政收入完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

契税 ８７３９ １０９１８ －２１７９ －２００

烟叶税 ０

其他税收收入 ０

（二）、非税收入 ４２４６０ ３８６１８ ３８４２ ９９

专项收入 ４５２０ ３３７５ １１４５ ３３９

其中：排污费收入 ３５５ ２１０ １４５ ６９０

教育附加收入 ３１２２ ２７１４ ４０８ １５０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３２０４７ ２９０１９ ３０２８ １０４

罚没收入 ３７２８ １３３４ ２３９４ １７４５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０

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２１１２ ４７７５ －２６６３ －５５６

其他收入 ５３ １１５ －６２ －５３９

二、基金收入合计 ９９５０４ ７４７４４ ２４７６０ ３３１

散装水配专项资金收入 １８ ７ １１ １５７１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７８０ ３３３ ４４７ １３４２

地方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９ ２１ －１２ －５７１

地方教育基金收入 １０３３ １０３３

地方育林附加收入 ８３ ８３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３２５ ２６６ ５９ ２２２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２１１８ １２２０ ８９８ ７３６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８９００３ ６５９０６ ２３０９７ ３５０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１９６５ １５５９ ４０６ ２６０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１７２２ １２７４ ４４８ ３５２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０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２３６２ ３０８２ －７２０ －２３４

其他基金收入 ８６ １０７６ －９９０ －９２０

５９３附　录　



２０１４年财政支出完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

支出总计 ４３１８１７ ３５２５２８ ７９２８９ ２２５

一、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合计 ３３８４３０ ２７８６８４ ５９７４６ ２１４

一般公共服务 ３６６８０ ２６６９７ ９９８３ ３７４

国防支出 ３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５６６８ １１５４８ ４１２０ ３５７

教育支出 ９６９９０ ８４３２３ １２６６７ １５０

科学技术支出 ７３５８ ６８５１ ５０７ ７４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３５０５ ２３６９ １１３６ ４８０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４０７４５ ３５８５３ ４８９２ １３６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３４４７９ ２９５９１ ４８８８ １６５

节能环保支出 ６０３６ ４２１１ １８２５ ４３３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６１１１ ９０８５ ７０２６ ７７３

农林水支出 ４４３８３ ３８０３８ ６３４５ １６７

交通运输支出 １５３３４ ７４２７ ７９０７ １０６５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４４４４ ８９１３ －４４６９ －５０１

商业服务等支出 １５１５ １１５７ ３５８ ３０９

金融支出 ９ ６８ －５９ －８６８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２５０４ １８５５ ６４９ ３５０

住房保障支出 ５３６１ ８５０８ －３１４７ －３７０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９２７ ３５４ ５７３ １６１９

债务付息支出 ９４ －９４ －１０００

６９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年财政支出完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

其他支出 ６３７８ １７４２ ４６３６ ２６６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９３３８７ ７３８４４ １９５４３ ２６５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１７ ７ １０ １４２９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７８０ ３３８ ４４２ １３０８

文化事业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９ ２１ －１２ －５７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３６６ ２８３ ８３ ２９３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

支出
７９８３０ ６２２５４ １７５７６ ２８２

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２１１８ １２２０ ８９８ ７３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１９６５ １５５９ ４０６ ２６０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１７２２ １２７４ ４４８ ３５２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

出
２９２ ３００ －８ －２７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２３６２ ３０８２ －７２０ －２３４

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 １７１５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２５７

育林基金支出 ８３

彩票公益金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１８７１ ３５０６ －１６３５ －４６６

７９３附　录　



２０１４年长葛市各乡镇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累计完成

国税 地税 财政 合计

１ ２ ３ ４

上年同期

完成数

比同期

增长 （％）

长葛市合计 ３００１１ １０４７２９ ３９３３８ １７４０７８ １５１０９６ １５２

市本级 １５８９８ ４１６０１ ３９３３８ ９６８３７ ８９７４７ ７９

乡镇合计 １４１１３ ６３１２８ ０ ７７２４１ ６１３４９ ２５９

后河镇 １７３２ ４２５２ ５９８４ ５０６０ １８３

坡胡镇 ５３８ ３１５６ ３６９４ ２９４７ ２５４

石固镇 ８９２ ３１２８ ４０２０ ３２３３ ２４４

和尚桥镇 ９５６ ６８３８ ７７９４ ５８９９ ３２１

增福庙乡 ３２７ １８３１ ２１５８ １１７６ ８３５

官亭乡 ４７２ ５５７ １０２９ １５４１ －３３３

老城镇 ５９３ ４４１２ ５００５ ３７３３ ３４１

大周镇 ４５６０ ６６２５ １１１８５ １０２８１ ８８

董村镇 ２１５ ３２７２ ３４８７ ２０２１ ７２５

石象乡 １３７ １２４５ １３８２ ７５４ ８３３

古桥乡 ４０ ７８３ ８２３ ４１０ １００７

南席镇 ２４ ８４１ ８６５ ５０１ ７２６

长社办事处 ６０９ ６８９３ ７５０２ ６６７９ １２３

长兴办事处 ９８７ ６１６６ ７１５３ ５４４０ ３１５

金桥办事处 １３６４ ７３３６ ８７００ ６５６５ ３２５

建设办事处 ６６７ ５７９４ ６４６１ ５１０９ ２６５

８９３ 　长葛年鉴 （２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