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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洛阳名镇系列（4）

诸葛镇：
“金诸葛”的红色印迹

□记者 余子愚 文/图

诸葛镇位于伊滨区西部，西近龙门石
窟，东临李村镇，南依万安山余脉，北傍伊
河。该镇历史悠久，北宋司马光曾在此修建
独乐园、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近代以来，诸葛镇经济发达，被誉为“金诸
葛”。抗战时期，诸葛镇是我党组织、开展豫
西革命斗争、领导河洛人民保家卫国的一处
重要根据地，至今留有许多红色印迹。

“金诸葛”与《今诸葛》

“梁财神”致富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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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门石窟景区向东不远，就到了诸
葛镇的地界。

“金诸葛”大名远扬，在我的想象中，这
里的人应该是“财大气粗”的。到了诸葛
镇，看到一份名为《今诸葛》的报纸（内部资
料），我才了解到诸葛镇人的谦虚。

先来说说诸葛镇取得的辉煌成绩吧：
1995年、1996年镇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居全
省乡镇第一位。2013年、2014年、2015年
连续三年入选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
乡镇”。可以说，“金诸葛”名副其实。

诸葛镇的领导和群众在荣誉面前没有
停步不前，而是寄希望于未来。他们易

“金”为“今”，立足于“金”，发展“今”，可谓
用心良苦。

诸葛镇的悠久历史，更是该镇的金字
招牌。无论是镇名得自诸葛亮的传说，还
是司马光的独乐园、辉煌史学巨著《资治通
鉴》，都是万金难买的宝贵资源。（详见《洛
阳晚报》2007年9月24日A22版《为历史
代言的司马光》，2007年9月28日A20版
《为洛阳代言的司马光》等相关报道）

此外，在采访中，我发现诸葛镇最吸引
我的，是近代出现的传奇人物和故事，如

“梁财神”和革命时期的红色印迹等。这些
人物和事件，如土壤一般，能为后来者提供
更多的养分。

诸葛镇正在进行镇志
编纂工作，65岁的刘松照
是特邀编纂，他对诸葛镇的
人文历史较为了解。

刘松照首先介绍了诸
葛镇近代名人“梁财神”。
有资料称，“梁财神”原名梁
才，又名梁鸿涛，生于1887
年，诸葛镇梁村人，民国时
期巨富，在洛阳、西安一带
很有名气。

据梁村《梁氏家谱》记
载，“梁财神”原名梁作焕，
幼名财福，字信甫，号鸿
涛。或许是“梁财神”的名
气太大，以至于很多人不知
其真名。

为叙述方便，我们在这
里就以梁鸿涛称之。梁鸿
涛幼时家贫，家中仅有几亩
薄田。农闲时，他父亲推车
贩粮，以补贴家用。到了上
学的年纪，梁鸿涛在邻村道
湛村念了几年私塾，便到洛
阳城中永和商店当学徒。

后来，梁鸿涛和哥哥一
起去陕西贩药，由此发迹，
于是在洛阳南关开了个小
杂货铺。梁鸿涛诚信经
营，生意兴隆，很快赚了不
少钱。

军阀混战之际，梁鸿涛
远赴上海寻找商机。当
时，内地客商去上海购货
者很少，上海几家生产袜
子、毛巾的工厂产品滞销，

濒临倒闭。他同这几家工
厂协商，提出包销其所有
产品，厂主欣然同意，与他
签订了包销合同。几个月
后，战事稍缓，内地客商纷
纷到上海购货。袜子、毛
巾的交易市场几乎都操纵
在梁鸿涛手里，外地客商
只好从梁鸿涛手里购货，
他乘机高价出售，一转手
就赚了不少钱。

几年以后，梁鸿涛的生
意越做越红火，不仅在洛
阳有商号，而且向全国各
大城市发展。他在洛阳北
关到火车站一带商号最
多，被称为“梁半站”，绰号

“梁财神”。
发财后的梁鸿涛乐于

助人，经常扶贫济困。在抗
战期间和 1942 年大灾荒
时，他在洛阳、西安都开了
舍饭场，解决了不少难民的
吃饭问题。因此，他在社会
上声誉颇好。

梁鸿涛生意做大后，很
注意培养人才。他不喜欢
西式学堂，就在家乡、西安
等地办了“义校”，请先生教
四书五经。

新中国成立后，梁鸿
涛在各地的商号按照国家
政策实行公私合营，他常住
西安，多往返于西安、广州，
1966年病逝于西安，归葬
于梁村。

中共豫西特委立足于梁村3
“梁财神”的老家梁村是抗战时期中共

豫西特委的主要活动区域。今年70岁的
梁章安曾多方搜集资料，给我们讲述了那
段历史。

梁章安说，那时的梁村有着良好的革
命条件，首先是交通不便，梁村地处偃师、
伊川交界处，距洛阳城12.5公里，与洛阳城
隔着伊河、洛河，较为偏僻，地理位置特殊；
其次是梁村的地下党员较多，便于开展工
作；再次是梁村没有出现土匪、刀客等，群
众基础较好。

1938年前后，梁村群众接受进步思想，
赵天锡、李再生等一大批中共党员，以梁村
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这里秘密开展
革命活动。从1938年8月起，中共豫西特
委（1938年年底改为中共豫西省委）多次在
这里秘密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豫西近
30个县、市的抗战工作，领导群众积极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年底，中共豫西省委在梁村成
立了洛阳中心县委，下辖洛阳、孟津、伊川
三县的党组织。洛阳中心县委书记李汉
周、组织部部长王明党、宣传部部长傅希晨
等，均来到梁村，在该村小学担任教员，一
面公开教书，一面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的梁村小学有两处校舍：一处设
在村中的梁家祠堂（即梁氏家庙），一处设
在村子北寨门内的禹王庙。1938年秋，中
共豫西特委机关报《前锋报》创刊，印刷厂
秘密设在梁村小学禹王庙校舍内。

身为教员的地下党员们白天给学生上
课，晚上，负责编印《前锋报》的王延华和张
默就回到既是宿舍又是印刷厂的禹王庙魁
星楼二楼，通宵达旦地工作。

《前锋报》每期两版，印数约400份，内
容包括党内文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前锋报》印出
后，由地下交通员带到洛八办，再送往豫
西各地。

如今，梁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
间小路变成了直通市区的宽阔大道，到关
林仅需十几分钟车程。

2001年6月，梁家祠堂建成中共豫西
特委、中共洛阳中心县委、特委《前锋报》印
刷所旧址革命纪念馆。梁章安的多年努力
也有了收获，在梁家祠堂正房内壁上，陈列
有中共豫西特委、中共洛阳中心县委、特委
《前锋报》印刷所的介绍文字及图片资料，
内容丰富，再现了革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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