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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捉蒋亭”易名“兵谏亭”始末
□ 刘荣庆

《梁秋燕》与梁梅叶的半世情缘
□ 孟宪春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

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

《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

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

《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

《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

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

精神为宗旨，展 现 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

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 话》《史海钩沉》

《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

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

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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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慰劳军属把菜剜……”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眉户现代戏《梁秋燕》

蜚声三秦、走向全国，演出数千场而经久不衰，一度形成

了“梁秋燕”表演艺术派系。据不完全统计，仅“文革”前，

该剧就上演了数千场之多。全国各地观众中流传有“看

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看了‘梁秋燕’，打倒老封建；

看了‘梁秋燕’，媒人靠边站；看了‘梁秋燕’，恋爱有经验”

的美誉，梁秋燕也成为新时代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典型。

在相当长时间内，“梁秋燕”成了一代人冲破封建牢笼、寻找

自由爱情的偶像。

《梁秋燕》原名《婚姻要自主》，剧本描写了全国解放

初期新婚姻法颁布后，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塬

农村姑娘梁秋燕与同村青年刘春生相爱，遭到父亲梁老大

的反对。梁老大托媒人侯下山把梁秋燕许给董家湾16岁的

董学民，并向董家索要了彩礼，以便为儿子梁小成订亲。

梁秋燕坚决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在刘二嫂的帮助下，争取

到母亲、哥哥和区长的支持，与刘春生结成佳偶。梁小成

与青年寡妇张菊莲相爱，也自主结婚。梁老大在事实教

育下，明白了买卖婚姻的害处，转忧为喜。该剧以婚姻自

主为主题，对农村残留的封建买卖婚姻作了批判，表达了

青年一代对幸福家庭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剧中的梁秋燕

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不怕流言蜚语，敢于同旧思想、

旧作风作斗争，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青年妇女

新的精神面貌。

《梁秋燕》的创作源自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梁秋燕的

原型是高塘区北村梁崖的梁梅叶。1952 年春，当时的

西 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和文化部联合成立了一个

“新婚姻法执法检查组”，目的是宣传检查新婚姻法颁布

后在农村的实施情况。检查组到高塘以后，就驻在高塘

区公所。当时刚处于解放初期，高塘塬区还遗留了许多

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妇女在家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

低，在家里经常受到虐待。听到检查组来到高塘塬区的

消息后，许多青年妇女纷纷到区政府诉说她们的悲惨遭

遇，请求区政府为她们作主，解除包办买卖婚姻，提高社

会经济地位。

家住北村梁崖的梁梅叶深受包办买卖婚姻之苦，其

父梁金胜要把她嫁给董家，梁梅叶坚决不从，遭受父亲

毒打以致胳膊受到重伤。梁梅叶跑到区里哭诉，区长东生祥

见此情景，马上带上梅叶到梁家，严肃批评了梁金胜，并向

其宣传新婚姻法。梁金胜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不再干涉

女儿的婚事。检查组的同志对梁梅叶十分同情。“新婚姻

法执法检查组”的黄俊耀同志突然萌生了用戏剧宣传新

婚姻法的想法，于是他就着手创作剧本，剧本以梁梅叶第

二次抗婚为主线，她不愿与董某结婚，与农村青年春生自

由恋爱，被父亲打骂，最后在区长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获得

解决为主要情节。

大约4月中旬，检查组从潼关回来，黄俊耀把初稿写

好了。此后，黄俊耀又多次修改剧本，增添和删减人物，

校正主题。“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梁秋燕》由渭南专区

文工团排演，正式演出后反响强烈，唱红了渭南专区。到

了8月中旬，黄俊耀同志把该剧的演出效果向西北戏曲研

究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院长马健翎作了汇报

后，马健翎决定渭南专区文工团《梁秋燕》剧组演职人员

20余人去西安戏曲剧院演出。当晚在演出现场观摩的有

封至模、苏育民、李正敏以及西安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名

流。其后的第四稿演出的《梁秋燕》是由西北戏曲研究院

排演，梁秋燕由李瑞芳同志扮演，这是西北戏曲研究院成

立后面向社会推出的第一部眉户现代戏。

当时，取材于华县高塘塬区真实生活素材的《梁秋燕》

排演了。刚从天水的部队文工团转业到西北戏曲实验学

校做演员的李瑞芳第一次演梁秋燕。在黄俊耀等老师们

的精心指导下，李瑞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9个

月后终于使《梁秋燕》在首演中一炮打响。

1958年《梁秋燕》晋京演出受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戏剧大师梅兰芳、曹禺看了

演出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剧巡回江南13省（市）演出，

饮誉京华、蜚声全国，久唱不衰。1980年，陕西省电视台

将《梁秋燕》拍成电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梁秋燕”成

了一代人冲破封建牢笼、寻找自由爱情的偶像。而李瑞芳

则成了“梁秋燕”的化身。

1999年，一篇新闻报道将当年因首演《梁秋燕》而一

举成名的李瑞芳和《梁秋燕》的原型——华县高塘镇朱

张村的梁梅叶联系到一起，50多年后两位“梁秋燕”相逢

成就了一段人间大爱的美好传奇。1999 年，华县东阳

中学语文教师贾宝勤、原高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书经根据

一些知情人和当事人的叙述，在高塘镇朱张行政村找到了

“梁秋燕”的人物原型——年已六十多岁的梁梅叶老人。

经过他们采访得知，梁梅叶一生有三次婚姻经历，第一次

嫁给了高塘南堡的庞某，因为感情不和，不久就分开了；

第二次是经她干爸侯某介绍，将其嫁给吉河村东窑子的

董家，由于她坚决反对去董家，被父亲梁金胜多次毒打，

以致胳膊被打成重伤；第三次经人介绍，自由恋爱嫁给了

朱张村的理发匠东京奎，一家人就靠东京奎理发挣钱度

日。在当年高塘区区长东生祥等人的带领下，贾宝勤、张书经

来到梁梅叶家。当时，梁梅叶家三间厦房和一眼土窑。

她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已出嫁；三个儿子都是弱

智人，只会出力死做，至今都没有成家。她和老伴年纪大

了，体弱多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作为《渭南日报》通讯员的贾宝勤、

张书经，写了一篇《寻访今日“梁秋燕”》的新闻消息稿，系

统介绍了梁梅叶的三次婚姻经历和她家的困境，并向西安

各大报纸投稿，当年9月先后被《陕西日报》《西安晚报》

《陕西农民报》《各界导报》等10多家报纸采用，引起华县

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慈善协

会等部门的高度关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迷碗团梁秋燕

的扮演者、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瑞芳和梁老大的扮演者吴德

多次到梁梅叶家探望，并送上慰问金 500 元。时任华县

县委书记薛东江同志带领县民政局、县妇联、高塘镇党委、

镇政府领导多方进行协商，为她家建新房，经过各方筹集

资金，建起了三间砖混结构的新平房，改善了她家的居住

条件。陕西电视台多次对梁梅叶进行采访报道，西安几

家大医院把梁梅叶接到西安，免费为其治病，还给她买了

新衣服，两位“梁秋燕”相逢在三秦大地引起了轰动。

2007年3月28日，在华县高塘镇，由华县妇联和高塘镇政府

联合举办的一场特别的捐款仪式在梁梅叶家举行，演

“梁秋燕”的李瑞芳和“梁秋燕”的原型梁梅叶第二次

见面。在梁梅叶家举行的捐款仪式上，李瑞芳一步上去，

口里叫着“秋燕”，紧紧握住了梁梅叶的手，两位因眉户

现代戏《梁秋燕》而结缘的70多岁的老人又一次紧紧拥抱，

这次共收到捐款6630元。

眉户现代戏《梁秋燕》唱红了陕西乃至西北大地，当时

在三秦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该剧一方面

反映了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新婚姻观变革，富有时代变迁

气息。另一方面凸显了革命老区华州高塘塬区独特的

风土民情，贴近生活很接地气，戏曲语言朴实幽默，很有

地方情调和色彩，矛盾冲突跌宕起伏，耐人寻味。梁秋燕

是陕西乃至全国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戏剧人物，是

一个走入人们灵魂中的真实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更是中国当代戏曲的一个重要品牌。

职比芝麻小，胆须比天大；若还天塌下，站在山顶撑

着它。顶头上司不落笔，小可胸口如猫抓。亭易名字非

小事，一字不慎坐洋蜡。推拖、承揽均有责，麻杆打狼两

害怕。幸亏征集党史料，且称“兵谏”副年华。倘若顶峰

来问话，当年报纸代咱答。西安事变俱考证，斟酌统台雨

后霞。

此打油小诗写于1976年10月26日，即“双十二”四十

周年纪念日之前。“文革”结束后，因“捉蒋亭”一名直白拙

朴、不合时宜，影响台胞、海外华侨与外国游客的观感，临

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建议易

名，并建议撰写一则新的景点简介（当时尚没有旅游局这

个行政建制）。据了解，骊山半腰西安事变建的中西合璧

纪念亭，当初在虎班石下修了座土木结构的小亭子，起名

“民族复兴亭”。1946 年 3 月，蒋介石麾下嫡系、被誉为

“西北王”的胡宗南，邀黄埔军校七分校将官募捐，拆掉旧

物，建筑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高4米、宽2.5米），

起名“正气亭”，又称“避难亭”“蒙难亭”等。亭之上下左

右石壁，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纪念性刻石与建筑物融为一

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铲掉了山石题刻，易名“捉

蒋亭”（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司令员所题写）。

改变“捉蒋亭”名称，我完全赞成。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临潼县虎斑石下兵谏亭与华清宫内的五间厅

两处西安事变遗址都列入了，一个是当时东北军搜山中

发现和捉蒋介石的现场，一个是事变枪响前蒋介石及

其卫队住的行辕。1982年，我在临潼县创办骊山学会，请

武伯纶先生出任会长。说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先生

告诉我：“兵谏亭这个命名好，符含历史实际，不褒不贬，

能长期存在。这个地方原有的石刻本应当作为历史遗存

保留下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宽阔的胸怀。我有

过建议，可没有人听嘛，全铲了。挺可惜的！”（见陈元方

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29页，陕西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1986年11月第1版。）

究其实，兵谏亭这个命名，倒与我直接相关。

1976年10月，骊山虎斑岩“捉蒋亭”改叫什么新名称

呢？县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提不出预定方案，经请示省

地外事部门，均称这是临潼县行政权限自定的具体事务；

可时任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等均推托给县委

宣传部决定。笔者刚走马上任到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

首要任务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1976年公开出

版的西安事变图书资料极少，学术研究空气淡薄。接到

“捉蒋亭”易名的挠头事，推托吧失责，承揽吧担责，麻杆

打狼两害怕。于是，翻阅史料。西安事变当天，东北军与

中共中央秘密联系的6封电报（张学良一封、王以哲二封、

刘鼎三封）用了“寻获”“扣留”“被捉”等词语，只有在陕北

毛泽东主席身旁当机要科长的叶子龙看到一封电报中称

西安事变为“兵谏”，但不明真切含义，而《叶子龙回忆录》

到2000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申伯纯《西安事变

纪实》称，张杨内部认定西安事变为“兵谏”，但这部著作

2008年12月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米晢沉的《杨虎城传》

公开出版较早，也是1979年8月的事了。1976年11月—

12月12日，我在临潼县委很难找到西安事变的第一手可

采信的史料。“文革”后期，我私下在临潼地下党人中征集

党史资料时，也没有人用过“兵谏”的术语。但他们告诉

过我，杨虎城事变发生后的演讲登在当时报上，这启发拓

展了我的思维方向。经多方查考，我找到了杨虎城1936

年12月15日对全国的广播讲话文本，里面说：“蒋委员长

这次到西安来，张主任委员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

1936年12月16日，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说：

“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

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谏

诤了。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

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

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

找到杨虎城将军公开演讲两条历史根据，我便由此

进行逻辑分析：

其一，杨虎城说的“劝谏”，不在“这次谏诤”之内，

那么，“这次谏诤”就是用军事手段“捉”起来，逼迫蒋领

导抗日；

其二，“谏诤”这个中国历史概念，一般指封建朝廷

臣子对君主、皇帝忠言逆耳的进谏（纳言之政），促进统治

者明智决策。通过文书（谏书）或口头规劝（谏言）等沟通

渠道均无效，而无奈用武力逼迫之称为兵谏，如《左传·庄

公十九年》记载鬻拳对楚文王实行兵谏：“初，鬻拳强谏楚

子，楚子弗听；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安史之乱，唐玄宗逃

蜀半途发生的陈玄礼兴平马嵬哗变，卫戍部队逼迫唐玄宗

下诏杀死杨贵妃、杨国忠、虢国夫人，太子李亨乘机脱离

父皇控制于灵武登基称帝，经部队哗变而形成政变。

（参见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 205-206 页

《〈长恨歌〉遗韵》）。可见，中国史书上将用武力胁迫进谏

称为兵谏。

其三，杨虎城读书虽少，但所用智囊、秘书都饱读

史书。

由此，我认为“兵谏亭”比较雅致，也符合实录史

例。于是，我指定临潼县文化馆李凌用魏碑书体重写

亭名，取代“捉蒋亭”。同时，我照“兵谏”后国共合作抗

日的口径，写了名胜景点介绍词，也由李凌在木匾上书

写悬挂。

为防万一上峰追查责任，我让拍照存档。笔者当时

作的这首打油诗，带了自嘲兼为可能出现的责任风险预

留了文字依据，有政治上以退为进的寓意。如今有人公

开著文说，1986 年临潼才将“捉蒋亭重新改为兵谏亭”。

就我亲历的史实来说，1976年之前从来没有“兵谏亭”之

说，遑论“重新”命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景点简介1982年

就换了，并配了英文译文。对现在碑亭“兵谏亭”题签出

自何人手笔，本人未考证。1986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

活动，中共中央肯定了事变的“兵谏”性质，而“兵谏亭”的

名称，临潼从1976年11月留存至今已48年，国内外学界

与民间，均对此无异议。

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我亲历的一桩轶事吧。

（作者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2月任中共临潼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本文转自“临潼政协”公众号）

兵谏亭

陕西戏曲研究院2018版眉户《梁秋燕》（剧照）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粮食产量并不充裕。每当遇到

天灾，粮食更是变得极为紧缺，百姓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在这样

的背景下，官府在赈灾时选择了施粥，而非直接发放干粮。这一决

策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考量。

首要，施粥能够高效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在粮食紧缺的情况

下，官府手中的粮食有限，需要精打细算地分配给受灾百姓。而煮

粥正是一种高效的粮食利用方式。通过少许的米加上大量的水，就

能烹煮出大量的粥，让更多的百姓得以填饱肚子。相较于发放干

粮，施粥能够确保更多的人得到及时的救助。

其次，施粥能让百姓产生饱足感，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安慰。在

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一碗热腾腾的粥如同一剂强心针，能够迅速缓

解饥饿感，给予百姓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慰藉。这种饱足感不

仅有助于稳定民心、减少社会动荡，还能让百姓在艰难的时刻感受

到来自官府的关怀和温暖。这种关怀和温暖，对于受灾百姓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

再者，施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地实现公平和公

正。在古代社会，受灾的百姓众多，而官府手中的粮食有限。如果直

接发放干粮，很难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粮食，可能会引发更多

的不满和纷争。而施粥则能够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让每个人都

能喝上一碗热粥。这种方式虽然简单，但却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

地实现了公平和公正，减少了因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此外，施粥还能避免消化问题和悲剧的发生。长时间未进食的

饥民，其消化系统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如果突然摄入大量的干粮或

馒头等硬质食物，不仅不利于消化，还可能因为狼吞虎咽而引发噎

死的悲剧。因此，官府选择施粥，既能够缓解饥民的饥饿感，又能够

避免因食物过硬而引发的消化问题和悲剧。这体现了官府对百姓

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除了上述现实原因外，施粥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在古代

封建王朝，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需要获得百姓的支

持和拥护。而赈灾工作正是帝王展示自己关怀百姓、体恤民情的重

要机会。通过施粥等赈灾措施，帝王能够赢得百姓的感激和信任，

从而增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种政治考量虽然看似功利，但实则也

是帝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百姓福祉而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不

仅有助于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古代赈灾之策
□ 余娟

今人有网购热潮，“双11”活动更是让无数人

沉浸在疯狂购物的狂欢之中。那在科技尚不发达

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满足自己的购物欲望呢？

古人是否也有类似的“购物节”呢？

在古代，集市是人们进行买卖活动的重要场

所。在特定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至，一

个固定的地点瞬间变得热闹非凡，商品交换在此

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每逢重要节日，更是商贩们

集中开市的好时机。

若想一窥古人“购物节”的盛况，北宋张择端

的《清明上河图》无疑是绝佳的窗口。在这幅传世

名画中，北宋汴京的繁华景象如在眼前。清明时

节，春风拂面，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贩卖茶

水的摊主热情地吆喝着，看相算命的先生故作神

秘地招揽着客人，摆摊卖杂货的铺子前挤满了挑

选货物的百姓。众多购物者身份各异，有的坐轿，

轿夫们小心翼翼地抬着，生怕惊扰了轿中贵人的雅兴；有的骑马，

骏马飞驰，尽显英姿飒爽；有的挑担，脚步匆匆，为生活奔波忙

碌。他们穿梭于市场之中，或与摊主讨价还价，或对新奇的玩意

儿啧啧称奇，市场交易的热闹景象和生动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

听到那嘈杂的人声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清朝丁观鹏的《太平春市图》则为我们展现了新春市集的别

样热闹。新春之际，乡人彼此鞠躬作揖，互道新年的吉祥话语，脸

上洋溢着幸福与喜悦。摊贩们叫卖着爆竹，那噼里啪啦的声响仿

佛在预告着新的一年将热闹非凡；太平鼓咚咚作响，敲出了人们

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果品色泽鲜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玩具琳琅

满目，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还有那耍猴的货郎，猴子机灵地表

演着各种动作，引得围观者阵阵喝彩；跑旱船的艺人们步伐矫健，

船儿在他们的手中摇曳生姿；演傀儡戏的舞台前围满了观众，大

家为精彩的表演拍手叫好。这多姿多彩的市集活动，不仅反映了

当时的年节景象，更展现出那个时代独特的特色与风情。

古代的“购物节”，虽没有今日网络购物的便捷与高效，但那

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集市，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那

在热闹氛围中传递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却别有一番韵味。

在岁月的长河中，这些曾经的繁华与热闹，成为了历史的珍贵记忆，

让我们得以领略古人生活的丰富多彩。

古
人
的
﹃
购
物
节
﹄

□
梅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