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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千多年前，也就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
时候，中华大地的原始部落已十分兴盛。当时在黄河
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形成了两个强大的部落。一是在
姜水流域的神农氏炎帝；一是在姬水流域的轩辕氏黄
帝。炎、黄两个部落在中原地区互相融合、共同劳动
和繁衍生息，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
都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历代帝王年表》记载：“黄帝轩辕氏，长于姬水，
姬姓，有熊氏”，故黄帝为姬姓始祖，因其居轩辕之丘，
故号轩辕，后在有熊建都，也称有熊氏。因其有土德
之瑞，故号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中国远古
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黄帝娶西陵国的女儿为妻，这
就是嫘祖，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有二子，长曰玄嚣，
次曰昌意。黄帝去世后，昌意之子高阳继帝位曰颛顼
（zhuanxu)。颛顼去世后，玄嚣之孙、蟜极之子高辛继
帝位曰喾（ku)。喾又传位给长子挚。挚去世后其四
弟放勋继位，就是尧帝。其三弟契是商汤之祖，商汤
是契第十四世孙。挚之二弟曰后稷，后稷名弃，其母
曰姜嫄，生于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承皇帝姬姓，即
周始祖。

周始祖后稷第十二世孙、即轩辕黄帝第十七世孙
曰古公亶（dan)父，即周太王，姬亶父周太王有三子，长
泰伯（又称太伯），次仲雍，三季历（又称王季）。

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生时天降圣
瑞，周太王欣然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
乎！”。姬泰伯、仲雍见状，明白其父欲传位于
季历，后再传姬昌。按纣周时俗，君位需有长
子继承，季历排行三，无缘。姬泰伯、仲雍决
定让贤。姬泰伯借为父采药之名独自离家远
行。之后，姬仲雍亦寻一借口离家，追随长兄
而去。兄弟二人由岐山南下行至荆蛮荒地
（今江苏无锡一带），当地民众景仰其德，有一
千余户争相自愿归附，推举姬泰伯为君长，其
后建立虞国，即吴国。（虞吴通假，又称勾
吴）。姬泰伯被尊为“至德先圣”，其至吴未
娶，后传位二弟仲雍。仲雍有子季简，季简有
子叔达。叔达子二，长曰周章，次曰仲奕。

姬季历继位后又传姬昌，姬昌有四子，长
姬伯邑考，次姬发，三管叔，四周公旦。姬发
即周武王。周武王继位，追封父亲姬昌为周
文王。周武王伐纣灭殷商，于原都丰京二十
五里外的沣水东岸建新都镐（gao）京，建立西
周王朝，尊其曾祖古公亶父为太王，祖父季历
为王季。后，周文王之孙、周武王长子姬诵继
位，即周成王。从周武王开始施行了大规模
地分封和建立诸侯国的做法，至周成王时总
共分封了七十多个诸侯国，历史上称之为“封
建”。

周成王同母之弟曰姬虞，便被封于唐国
（山西翼城一带），史称唐叔虞。山西太原有
其祠，曰晋祠，始建于北魏以前。唐叔虞是晋
国始祖，三晋文化创始人。

周成王在位时，寻找姬泰伯、姬仲雍后
裔，当找到姬周章时，周章早已是吴国首领。
于是，周成王正式封姬周章为吴国国君。除
把仲奕之后封于吴外，又封姬仲奕于今山西
平陆、夏县一带，建立了虞国，史称虞侯。为
与吴地虞国区分，称北虞国。北虞国都城在
阎（闫）乡（今山西运城一带）。

北虞国于公元前655年被晋军借道伐虢
（guo）回师途中所灭，这就是“唇寒齿亡”、“假
途灭虢”成语典故的来源。北虞国灭亡之后，
姬仲奕的后裔子孙以故国之都名称为姓氏，
称阎（闫）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阎（闫）氏正
宗，是为山西阎（闫）氏。阎（闫）氏族人多奉
姬仲奕为得姓始祖。

周成王封姬仲奕于阎（闫）乡（山西运城），而仲奕
在苏州吴县的子孙则封于苏州阎（闫）桥一带。姬泰
伯作为西岐国君古公亶父之长子，曾三让王位，避居
江南，开荒种地，使江南进入文明时期，在梅里建立吴
国，被后世尊为“江南人文之祖”。孔子在《论语·泰
伯》中云“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
焉”。吴国都城初在无锡梅里，后迁苏州吴县。姬仲
奕之后裔多居吴县。吴县有一河曰干将河，河上有一
桥，仲奕后人阎（闫）氏多居住于此桥一带，故称阎
（闫）桥。至清朝时，因桥西有言子庙，故改称言桥至
今。言桥位于今苏州市五卅路北端。言子是孔子弟
子七十二贤中唯一的江南弟子。阎（闫）氏后人因怀
念先祖三贤，即“泰伯、仲雍和季历”，门内立三人，以

“閆”为姓，表示祠堂里有三位祖先神位。“三”在八卦
中表“乾”，寓意“门里乾坤大，世代福泽长”。闫氏郡
望即为吴地，因属王族大姓，繁衍甚快，至两汉时期，
已扩散至黄淮流域。江淮“阎”姓者多用“闫”为姓，很
少有人写“阎”字，是为江浙闫氏。以上两种说法都源
自得姓始祖姬仲奕，此乃是阎（闫）氏源流之一。

周成王姬诵有子姬钊，即周康王。周康王有子姬
瑕，即周昭王。周昭王有子姬满，即周穆王。据《通
志·氏族略》所载，周昭王的小儿子出生时，手心上有
掌纹极似“阎（闫）”字，于是周康王封其于阎（闫）城
（今陕西北部、山西临猗一带），其后代子孙以封地为
姓，是为陕西阎（闫）氏。此乃阎（闫）氏源流之二。

周成王姬诵之弟唐叔虞去世后，唐叔虞之子姬燮
（xie）继位，迁居晋水之旁，改国号为晋，是为晋侯燮。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至晋成公时，晋成公封其子懿
于阎（闫）（今山西安邑西部）。晋灭亡之后，懿之子孙
散落于河洛，汉末居荥阳，其子孙后代以封地为姓氏，
是为河南之阎（闫）氏。此乃阎（闫）氏源流之三。

阎（闫）氏源流之四出自羋（mi）姓。羋姓源于上
古八大姓之一妘（yun），出自黄帝第八世孙季连之后。
春秋时期，楚国一王族之首领熊伯玙，被封于阎（闫）邑
（今湖北麻城一带），其后有大夫阎敖，楚国灭权国之后，
阎敖被封于权。由此可见阎姓已落籍湖北。其后人以
封邑“阎”为姓氏，该支阎氏即荆楚阎氏。

阎（闫）氏源流之五源于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属
于汉化改姓为氏。满族，于明朝中叶冠汉姓为氏。达
斡尔等少数民族，皆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由此可以推断汉民族阎（闫）姓的源流主要出于
姬姓（上古八大姓之首），都是属于以封地为姓氏的，
其得姓始祖是姬仲奕或唐叔虞，都是古公亶父之后。
少数阎（闫）姓出自羋姓，属于以图腾崇拜为姓。但两
者都是轩辕氏黄帝之后裔。

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
“姓”代表某人属于哪一个部落，世代相传，一般不会
更改。“氏”是“姓”的分支，会随官职、封邑、图腾崇拜
之改变而改变。直到秦汉时期“姓”、“氏”才合为一
体。那么，“阎”和“闫”是同一个姓氏吗？

1.先从两个字说起，查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版2016.6），“阎”（閻）在1508页，释义有二，一指
（书）里巷的门，二指姓（近年也有俗写作闫的）。“闫”
（閆）在1505页，释义就一字：姓。由此可以看出，阎的
繁体是閻，闫的繁体是閆，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也是两
个不同的姓。晋语中两字的读音也略有差异。两姓
在《姓谱》、《百家姓》中并存，如“柴瞿阎充”、“晋楚闫
法”。然而，在之前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
中，并没有这个“闫”字。如1992重排版《新华字典》
535 页的阎（閆），把“閆”作为“阎”的异体字。虽然

“門”字建国后已简化为“门”，但没有“闫”字，更没有
将其列为单独姓氏。《新华字典》（第11版2010.11）已
将“闫”字单列于570页；“阎”字在571页，但其表姓的
释义后没有加注上面“近年也有俗写作闫的”这句

话。由此可见，国家正式认可“闫”作为姓氏
之一是近十几年事情。而“阎魔王”的阎，是
梵语“琰摩王”的音译，与阎氏宗族没有任何
关系。

2.“閆”字在《康熙字典》就赫然在列，并非
建国后施行一简字时由“閻”简化而来。姜集

《閆氏族谱》中有一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用
的就是“閆”字，而非“閻”字。可见“閆”字自
古有之，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宋朝以前。

“閻”字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两字均为形声
字，作为姓氏在宋或宋以前就已分为两大姓
氏，两字单独独立且长时间并存至今。

3.“閻”属于官方认可的正体字，在《辞
海》、《康熙字典》及其他典籍中均有收入，閻
氏名人众多，姓氏多写为“閻”，如閻姬、閻亨、
閻立德、閻立本、閻次平、閻承翰、閻尔梅、閻
应元、閻若璩、閻世绳、閻愉、閻敬明、閻书勤、
閻锡山、閻俊烈、阎肃、阎维杰、阎维文等。而

“閆”广泛流行于民间，应该是“閻”的异体字，
或者说是俗写或简写，后独立成姓氏。《现代
汉语词典》中对“阎”姓的注“近年也有俗写作
闫的”说的事实，但也有不妥。把“閻”俗写为

“閆”自古有之。这与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
受教育程度低下有关，民间常常以易写易认
笔画简单的“閆”取代“閻”字，千百年来逐渐
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认可。閆氏后人有出类拔
萃者，鲜见于史册，主因是“閆”字不是官方正
字，需写为“閻”方能录之。

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第二次施行
汉字简化，以“闫”取代“阎”字（后废止）。期
间许多“阎”姓人都写为“闫”字，包括户口本、
结婚证等，一直沿用至今。国家开始颁发第
一代居民身份证时，是手写字体，因字典、字
库中未收入“闫”字，“闫”字作为二简字禁用，
所以我村闫氏村民均写为“阎”字，初以为是
老祖宗传下来的姓氏“闫”的繁体字。期间为
与身份证姓名相符，我的毕业证、荣誉证等档
案材料均写“阎”字。之后身份证增加防伪功
能更新为打印字体，因其时字典、字库已收入

“闫”字，所以我的身份证又改回“闫”字至今，
填写档案时又写为“闫”字。但我的父亲和三

弟的身份证上还是“阎”字。前几年晋级时，还专门到
教体局开了证明，证明“阎传宝”与“闫传宝”系同一
人。这种变化与二简字施行期间“萧”变“肖”、“傅”变

“付”、“戴”变“代”等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5.据《閆氏族谱》记载，我姜集闫氏于明朝期间由

直隶（河北）省枣强县移民迁居于此，以姓氏为村名。
姜集闫家闫氏与姜集东张闫氏、曲堤南街闫氏、曲堤
水平王闫氏、索庙闫王高闫氏、商河王尔玉闫氏、商河
李保恒闫氏、商河王相村闫氏、商河白庙闫氏、回河闫
家闫氏、高青县青城石家井闫氏等均同族同宗，辈分
不紊。在世数上只与回河闫氏略有差异，但辈分不
乱。《閆氏族谱》记载，因我闫氏族谱毁于战火，始祖之
名讳已不可考。我村1955年修的家谱，商定十六个字
为辈分字，即“俊庆秉传，思学文远，敬遵信爱，昭宪荣
繁”。而回河闫氏修订的辈分字也是十六个，即“熙朝
际聖，於萬斯年，维秉荣遵，仝樂大有”。“俊”字辈与

“熙”字辈为同一辈，但“俊”字辈在我谱中为第九世，
“熙”字辈在回河闫氏族谱中却是第十二世，谱中特别
强调这是“因咱村家谱失传，始祖三世祖之名讳失传
之故耳，后世别疑焉”。我闫氏子孙有因生活困难闯
关东落户东北的，有因祖辈经商落户京东三河的，有
跟随冯玉祥将军征战沙场落户天津的，有跟随刘邓大
军南征北战落户西昌、徐州的，有因工作原因落户北
京、济南、东营甚至云南的。

6.综上所述，“阎”、“闫”二氏同宗同族，均是黄帝
之后裔，多源自周代，奉姬仲奕或唐叔虞为得姓始
祖。“闫”氏有一藏头联曰“门庭若市兴旺久，三星并临
福泽长”。姓氏是氏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由繁到简是
汉字的改革方向，“闫”相对于“阎”易写易认易记，历
经数千年的朝代更迭，昔被广大社会百姓普遍接受和
认可，今被国家承认作为单独的汉字和姓氏录入字典
和字库。“尝闻水有源其流斯长也，木有本其枝乃茂
也”，为了尊重历史，作为姓氏，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哪
个字，我们就使用哪个字，没有必要纠结。作为炎黄
子孙，探索姓氏家族文化渊源，传承千年历史与文明，
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正
人，可以明得失；以史化风，可以清风气。只有明白自
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确自己要到去哪里，才能行而远、
昌而盛、繁而荣、兴而久矣。

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谬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自清末以来，济阳区域内战事频繁，曾
发生过大小战事几十次，现将主要战事分述
如下：

一、捻军攻占济阳

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捻军由直隶
（今河北省）攻进山东省平原、禹城等县。5
月初，其前哨进入济阳县。5月7日，大队兵
马占据了济阳县的多个村庄，时任县令郑溥
与官兵不敢与捻军抗争，忙调部分团练守卫
县城，地主豪绅都逃避于城内。7月29日，
捻军围攻县城，官吏及守城兵丁惊恐万状，
紧闭城门，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城池坚固及
大队官兵从后追来，捻军以7月39日放弃攻
击县城，转移于齐东县榆林一带，后遭到清
兵陈国瑞部围击，捻军在战斗中绝大部分当
场阵亡，仅剩余一小部分往西逃走。

二、曲堤区公所保卫战

1946 年 1 月初的一天深夜，济阳黄河
南岸的齐东县有一股国民党匪军，穿的是黄
色军装，人称“黄二连”，有100余人轻机枪
两挺，突然窜入曲堤街，包围了区公所，当时
区里的大部分同志由代理区长李少霞率队
外出，只留下四名战士看守区公所，四名战
士发现被包围后，加固了关牢的区公所大
门，分守在区公所庭院的四个角上，保卫区
公所。区公所是原伪区长刘向谦的宅院。
这所宅院座落在曲堤十字路口西北角，是一
座高大的四合院，砖石砌墙，大门朝南，足有
三米多高，门板有二十公分厚，用四、五毫米
的铁板包裹着，并用园盖钉固牢，配有紧门
腰栓，很难启开，周围院墙5米多高，墙上设
有枪眼，便于防守射击，是一座易守难攻的
牢固建筑，四名战士待敌人靠近，便从四个
角上一起用手榴弹轰击，迫使敌人退了回去，敌人曾发起多次冲锋，
都被我勇猛的四名战士击退了，天快要亮了，四名战士一起商定，夜
间战斗，枪声四起，敌人辨不清区公所院内的虚实，不敢强攻，如果
打到天亮，敌人摸清我们的底细，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千钧一发
的危急时刻，夜宿在郭纸坊村的县大队三连，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
救援。黄二连探知县大队来了，仓皇地向黄河南窜逃，窜到直河子
村，遇上县大队三连后，双方发生了激烈地战斗，大约交战一小时
后，黄二连不敢恋战，便边打边撤，逃回黄河南。就这样，区公所的
四名战士，英勇机智，在县大队三连的协助下，打退了黄二连，保卫

了区公所，受到了上级表扬。

三、潘家突围战

曲堤街道潘家村当时是济阳六区（曲堤）的联防驻地村，1945
年12月的一天，伪团长张子谦的特务连长李加河的残部，纠集了七
八十名匪徒，带着一挺轻机枪，于拂晓时突然包围了潘家村，事发
后，该村的村民是个木匠，不顾生命危险，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到
区公所报告说：“俺村来了一股土匪，请区长带着区队赶快去打吧！”
时任六区区长陈精华同志接到情报后，立即行动，为了做到战则必
胜，陈精华区长集合区里十余人，安排三人看守区公所，在出发前做
了简短的战斗动员，要求每名同志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机智勇敢
杀敌立功。并安排参战的十余人分成两路包抄潘家村。一路由区
长陈精华亲自率领三名通讯员，走近路，直攻潘家村东头，另一路由
班长金光怀率七名战士，走坷垃地包抄潘家村。陈精华区长率领的
一路，迅速地到达村东头。这时，敌人已逮住村联防干部颜丙哲和
数名民兵，从潘家村西北角向钱家村方向逃退。陈精华区长发现敌
人的部队已逃走半里多地，在村北的大道上，剩下几名残匪，正拖拽
着一名老人，老人拼命挣扎，推拉不走，七个残匪有的拖、有的打，忙
乱成一团。这时，在后面还跟着一名老太太，披头散发，浑身是泥
土，嘶哑着嗓子，大声呼喊：“放回他来吧！放回他来吧！”敌人光顾
着拖拉老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当陈精华区长距敌只有几十米的地
方时，残匪们猛然发觉了，惊慌万状，急忙放弃了老人，立即举枪向
陈精华区长方向射击，子弹头嗖嗖地从陈精华区长头顶上飞过，由
于我们的子弹很少，不能轻易放枪，虽不予还击 ，但还是毫不畏惧
地径直往敌人跟前冲。残匪们见来势凶猛，心惊胆颤，慌了手脚，不
敢恋战，仓皇地向西逃窜，陈精华区长穷追不舍。跑出一段地后，有
三个残匪，闪身窜进一片坟地，占领了几座坟头，卧倒避身，向陈精
华区长射击。另外四名残匪仍拼命西逃。根据当时地形情势，为了
保卫自己，消灭敌人，陈精华区长带领三名通讯员马上抢占了北边
的几座坟，双方相距只有十几米远。这时敌人一齐向陈精华区长射
击，火力密集，致命陈精华区长不敢抬头。通讯员周子和见势立即
摔出三颗手榴弹，虽然都扔到敌人的身旁，但一个也没有爆炸。这
时，远路包抄的那一路，有两名战士迅速赶上来，抢占了残匪南边的
坟头，形成了对敌的两面夹击。往钱家村方向逃跑的残匪，听到后
边的枪声，又调头返回，因摸不清我方的虚实，不敢冒然行动，远远
的毫无目标地乱放起枪来。在这万分紧急时刻，陈精华区长心想，
自己必须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让其他的战士乘机消
灭敌人。于是，陈精华区长就命令身边的三名通讯员叫他们坚守阵
地，寻机杀敌，自己去吸引敌人的火力。说罢，陈精华区长蓦地站起
来，高举着匣子枪，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快步向敌人后面跑
去，形成了从三面包围敌人的局势。这时残匪们被陈精华区长的突
然行动吓了个懵懂，便调转枪口，集中，一起向陈精华区长射击，致
使陈区长受了伤。此刻，残匪们顾此失彼，我们的五位战士，趁机冲
到敌人面前，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通讯员周子和，虽个头不高，却
身体健壮，头脑灵活，动作敏捷，像只小老虎，嗖的一个箭步窜入敌
群中，他瞪着愤怒的眼睛，咬着牙，端着枪，用上全身的力气，哧的一
声朝一个残匪捅了过去，那残匪“哎呀”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另一
名残匪见打他来不及了，倒过枪来用枪托抡了周子和一下子，周子
和侧了一身身子，忍着疼痛，猛力捅了这个残匪几刺刀。这个残匪
立即命见皇天。在陈精华区长带头冲锋时，只觉得有个沉
重的东西，碰了胸膛一下，致使陈区长栽了一个跟头，陈区
长又立即爬起来，继续向敌人冲去。有一个残匪见势头不
妙，吓得磕头救饶，陈区长立即用匣子枪顺势结果了他。

这次战斗，敌人的人数多于我们数倍，由于区队战士

勇猛异常，敢打敢拼，出其不意夺取了胜利。这次战斗，区队打死两
名残匪，重伤一名，缴获三支长枪，子弹六十余发，重要的是初战致
胜，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区公所的威望。这次战斗，除陈精华区长负
伤外，没有别的损失。沉痛的是联防干部颜丙哲同志没有被救回，
被敌人押至黄河滩活埋了。

四、王海亭村突围战

曲堤街道王海亭村地处曲堤西北方向约七公里处，1940 年 5
月，济阳县工作委员会（东路）宿营在王海亭村时，被日军特务发现，
盘踞在曲堤的日军立即组织了一汽车鬼子将该村迅速包围起来，首

先打死了我部站岗的哨兵，县工作委员会（东路）组织部长杨好廉刚
出发回来在屋里睡觉时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工作委员会（东
路）主任吕本支同志的勤务员小乔同志。杨好廉被捕后，日军将他
带回曲堤据点，在据点内施用各种惨无人道的严刑进行讯问，杨好
廉大义凛然，怒目而视，知不言，一字不说，视死如归。日军头目见
此情景，大为恼火。于是便软硬兼施，打得杨好廉遍体鳞伤，使得敌
人无计可施，最后烧了一锅开水，浇到杨好廉身上，致使皮开肉绽，
杨好廉立时休克。认为杨好廉已死，就忙着出操去了。杨好廉苏醒
过来后，一看四周无人，便强忍剧痛，闯出据点。可惜因全身烫伤行
动不便，被日军发现，日军头目马上追上杨好廉，将杨好廉刀断三
截，壮烈牺牲，年仅22岁。

五、贾家村护村保民战斗

1947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曲堤街道贾家村干部得到情报人员
说，有一股土匪在今天夜间将要来村进行偷袭。于是，村干部带领
全村群众，首先作了总动员，要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利用村围子
墙做屏障，以本村自制的火药（土枪、土炮）作武器，同时在村内路上
设置路障，在胡同道上方加上木板木梯做桥梁，以方便人员的往来
与作战物资的运送。当子夜午时土匪来袭时，村民将准备好的自制
武器迅速点燃和打响，枪炮齐发，火光冲天，使来袭的土匪受到了重
创，最后，在村民的英勇打击下，在炮火和喊杀声中，这股来袭的土
匪不得不仓皇窜逃了。贾家村取得了这次抗击土匪护村保民战斗
的胜利，惨痛的是在这次护村保民战斗中，有两位村民被土匪打死，
当场阵亡。

六、俎家村的黄纱会

1929年，曲堤街道俎家村成立了黄纱会，为防御匪患，黄纱会
自制枪、刀、土炮，黄纱会员自碾火药，用耙齿代替炮弹，自制的炮弹
射程足够一公里，每次与匪交战，队伍中都设置一名旗手和一名号
手，号手刘庆玉吹的号声特别嘹亮震耳，很能鼓舞士气，他们在与白
玉亭、高河、徐大牙等匪徒团伙多次交战中，打得匪徒们头破血流，
丧胆败退。

七、徐家村战斗

崔寨街道徐家村位于街道西南4公里，国道220线从村中穿过，
1946年冬，国民黄河西乡伪乡长张永兴（还乡团头目）及其武装二
十余人驻在该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获悉后，决定全歼这股伪匪，
于是，在一天晚上十二点时组织部队直达徐家，到村后，解放军扔了
一颗手榴弹，这股还乡团匪徒从睡梦中惊醒，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来
得及反击，就被解放军全部缴械，还乡团中王占元，如周兴，占振杰
等全部被活捉，伪河西乡乡长因外出黄河以东而漏网。

（待 续）

济阳区域内发生的重要战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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