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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北庵村杨畏知  刚正名臣骂贼子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葛河村葛荣   沙场大将展英豪
本报记者 李波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

方就有能人。日夜流淌不息的金陵

河流经金台区金河镇葛河村，在这

里滋养过不少名人，其中有一位叫

葛荣。

去到葛河村，远远就能望见村

口竖立着一块高高的石碑。如果看

得够仔细，还能发现碑额和碑座明

显是老物，但碑身却崭新异常，整

块碑高 3 米多，碑身中间书“诰授

武略将军龙虎卫右所世袭副千户

葛公讳荣神道碑”字样。据村民讲，

这个石碑是 1998 年底，在村中一

位叫葛怀玉的老人的倡导下竖起

来的。

葛荣是谁？故事要从 600 多

年前说起。翻看民国十一年《宝鸡

县志》的《卷九·人物》可以看到这

样的记录 ：“明，葛荣，节用里人，

父葛思铭。”葛荣自幼熟读兵书，勤

习武功，少时，随父葛思铭出征，杀

敌立功。明洪武十年，葛荣任“华山

卫掺练”平寇治乱，维护一方平安。

有地方文化研究者认为，记录中的

“里”是古时“乡”的下辖单位，明代

至清乾隆年间，“节用里”属宝鸡县

孝悌乡管辖，也就是现在的金台区

金河镇葛河村。

葛荣受到他的父亲一生征战

的影响，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

名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里当

“马军”。再后来，葛荣还在大宁（今

内蒙古宁城县）征讨过元朝的残余

势力，又在那里修筑过河坝。其实

葛荣最大的功绩，当数他跟随明成

祖朱棣南下，征讨明惠帝朱允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

在这场变革中，朱棣的进攻并非一

帆风顺，甚至一度想放弃，所幸他

身边如葛荣等将领奋勇抗战，杀敌

立功才最终成功。葛荣最终也因功

被封为“武略将军龙虎卫右所副千

户”，并可世袭，他的侄子葛景春袭

其职。后来葛荣告老还乡，于明永

乐年间病逝，葬于金陵河东的半坡

之上。

从《重修凤翔府志》记载来看，

葛荣的任所是在当时的四川重庆

府。如今，葛河村人把那通石碑唤

作“将军碑”，时常去“看望”它，村

史馆里存有葛家祖训来教育后人 ：

“报国荣亲、敦本务实……”

玉池村谭善述   办校百所兴教育
本报记者 张琼

金台区金河镇玉池村曾出了

一位教育家，名叫谭善述。谭善述

曾在宝鸡大办学堂，并在县城开设

第一家女校，开启宝鸡现代教育的

先河。

玉池村很好找，从市区沿金

陵河北行不过二十里，就到了谭善

述的家乡。谭善述生于 1863 年，字

继亭，号筱东，耕读持家，二十岁补

廪，因担忧母亲年迈，无人照顾，遂

没有远游，设帐在玉池村办学。《宝

鸡县志》记述，辛亥废科举，兴学

堂，谭善述受聘为本县高等小学教

员。方大柱任宝鸡县知事时，谭善

述被委任为第三科科长，兼学务局

局长，继任劝学所所长。在他任职

期间，共创办小学一百多所。1920

年，县知事杨学渊将谭执教事迹详

报教育厅，奖给其三等“司绛章”一

枚。6年后，谭善述病逝，终年63岁。

合上志书，我们在玉池村可以

找到不少与谭善述有关的物件和

故事。村里半塬上，有几孔窑洞，据

当地人讲这是谭善述约 20 岁时开

办的学堂，许多当地孩子在这里读

过书。村里还有两通石碑，就是为谭

善述立的。在当地人眼里，谭善述在

宝鸡兴建学校 100 多所，还修桥修

路救济灾民，是一位有德行、令人敬

重的人。其中一块碑为“继亭谭老夫

子德教碑”，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一

年”，也就是 1922 年，讲谭善述在教

育界干的诸多实事。

村里还存有一张 108 年前的

谭善述“委任状”，这份委任状由中

华民国秦省教育局签发，委任谭善

述为宝鸡县劝学员长兼县视学。纸

上用工楷书写内容，文头尾各盖秦

省教育局公章。委任状的签发时间

是民国元年，也就是 1912 年。据

悉，谭善述曾在 1900 年，与其师周

义才开办义仓，救济贫困者，并在

1913 年至 1915 年提倡、修缮完成

金陵川道路……

1916 年，谭善述任县立第一

高等小学堂堂长时，这所由金台书

院改制而成的新式学堂曾被土匪

烧了校舍，只能搬迁至西关，不久

甘军入城占领学校做营房，学校又

被迫搬到长寿山。即使如此波折多

舛，谭善述坚持整顿教务，建立教

员聘任制，制定教学规章制度，开

展论文、书法比赛等，使学校学风

浓厚，育化众多学子，彰显了一名

教育家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节操。

如今，玉池村人把谭善述的故

事放进村史馆里，村里开发以“知

青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游客

渐渐多起来，更多人知晓了谭善述

的事迹。

焦峪沟村马仞兰   才女诗人书豪情
本报记者 张琼 

金陵河县功段流域范围内，有

一个焦峪沟村，属陈仓区县功镇。村

里流传着一个年轻女诗人的故事，

她的诗词铿锵有力 ：“平生枉读木

兰诗，今朝临危徒添悲。再世倘为奇

男子，削除群盗报慈恩。”……

这位漂亮、有才、孝义的女诗

人叫马仞兰，是 100 多年前的宝鸡

才女。马仞兰出自焦峪沟村马家，父

亲叫马承基，马承基是清光绪乙酉

科拔贡，曾任四川绵竹知县。马仞兰

为家中第六女，出身书香门第的她

喜爱读书、善于作诗，才貌兼备。马

家家史这样形容马仞兰：“秉性刚

烈，貌才俱佳，善诗，为其父办理文

案，二十四岁不次人。”

如此美好的姑娘，为什么会薄

命？这要从当时的匪患说起。其实，

马家曾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大家族，至

今还能在村里找到长约三米、高四米

的马家城墙。据当地村民回忆，原来

马家城墙上可以拉架子车，高崖处架

着炮台。可是，在匪患猖獗的年代，即

使如此坚实的城墙、高耸的炮台，也

依然没有阻止住匪贼的恶行。

那 是 1916 年（ 一 说 为 1914

年）5 月 6 日的早上，马家人还在

熟睡，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闯进村

子，杀人抢物，村民闻风而逃。马承

基将村民呼叫当作谣传，说 ：“未

见官府报警，何言有土匪？”正说

话时，一拨土匪已然拿着刀枪闯进

马家院落。马仞兰见状不妙，迅速

收拾好一个包袱，扶着母亲从后门

逃跑，往山上的永丰堡跑去。母亲

是小脚，跑不快，一个土匪紧追而

来。马仞兰情急之下，带着母亲躲

进了一个小磨坊，土匪赶上来抢走

包袱，又向母女俩逼要金银财宝，

母亲说身上并没带金银。土匪不

信，马仞兰将母亲挡在身后，说确

实没有金银，并劝说土匪不要谋财

害命，土匪不但不听，反而开枪打

中了马仞兰肋部。倒在血泊中的马

仞兰，悲愤之下，用手指在磨坊地

上写下一首绝命诗 ：“谁叫遍地起

狼烟？玉碎甘为耻瓦全。一死千秋

名义在，不留遗恨到黄泉。”

土匪走后，家人将马仞兰抬回

家抢救，但家中缺医少药，仅延续三

天生命之后，马仞兰就辞世了。在最

后的三天时间里，马仞兰又作绝命

诗七首，抨击了民国初年群匪作乱、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并细腻表达

了女儿辞别亲人的孝义真情，读来

令人心酸。爱女逝去，对着八首绝命

诗，马承基痛彻心扉，写下十二首哭

女诗，他笔下的女儿马仞兰高洁、刚

烈：“生来原得气之清，明月梅花作

性情。聪慧多时庸福少，上苍何不太

公平？”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家城墙大

部分损毁，曾经的财富也已消失，但

马仞兰的故事和诗文还在代代流传。

本版插画 陈亮

编者按：
金陵河的风情，来自于它的水域景致，也来自于其流域内的人文韵事。不论是沿河而栖的北首岭人，还是名留史

册的古代名人，或是留下佳话的当地贤达，都为这条河流赋予了文化光彩，也为宝鸡人带来了可咂摸、可传承的精神
财富。在我们眼里，金陵河，这条宝鸡人熟识的渭河一级支流，不仅是一条景色秀丽、灌溉沃野的自然河流，也是一条
见证宝鸡人悲欢喜乐的文化之河、情怀之河。

宝鸡地理

金陵河蜿蜒着自北而来，千百

年来未曾改变。她见证着照耀宝鸡

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也陪伴着山川

一同成长，她是记录时代变迁的历

史博物馆，也是承载悲欢离合的万

古大舞台。从古到今，从金陵河畔成

长并走出了无数个形形色色的宝鸡

人，他们带着浓浓的宝鸡印记，在史

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今天我们

要说的，是明朝大臣杨畏知。

杨畏知的老家在北庵堡，坐落

在金台区群众路北段，现在已经改

名叫北庵村。村外不远处，就是蜿

蜒流淌的金陵河。明朝崇祯年间，

杨畏知考上了进士，后来被派往云

南，任职云南金仓道。上任不久，当

地土司武必奎叛乱，杨畏知带兵镇

压，收复楚雄。后来，沙定洲反叛，

占据昆明后西掠，围楚雄，杨畏知

坚守城池，护得城中百姓安全，城

池未陷落，杨畏知被授右佥都御

史、巡抚云南。

不久之后，孙可望等人带着张

献忠余部退踞云南，并围攻楚雄，杨

畏知如当年平定叛乱一般，率军民

奋力坚守，可惜，这次最终兵败。

战败的杨畏知满腔悲愤，决定

投水自尽，以尽忠名。这时孙可望赶

来劝他，称自己要“联明抗清”，希望

杨畏知能和他合作。杨畏知要孙可

望答应三件事“不用献忠年号，仍尊

明朝；不杀百姓；不掳妇女”，见孙

可望全部答应后，才同意合作。 

可惜杨畏知错估了孙可望的

野心。因为南明未能满足自己封王

的要求，孙可望随后悍然率兵进攻

广州、桂林，逼着永历帝逃往南宁。

同时，孙可望还杀害了阻碍自己封

王的大臣。杨畏知得知后不禁痛哭，

大骂孙可望。孙可望得知后，将杨畏

知传到贵阳，当面责骂他。杨畏知毫

不畏惧，还将头上的冠摘下来，击打

孙可望。羞恼之下，孙可望将杨畏知

残忍杀害。

杨畏知遇害后，被追封为太子

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杨畏知的事

迹，也被《明史》所记载。据记载，杨

畏知的遗体后来被运回家乡，葬在

金陵河畔的北坡之上。 

现在，宝鸡人并没有忘记杨畏

知的事迹，提到金陵河，就会想起这

位名臣。

一条流淌着故事的河金陵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