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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绎秦人故事的电视剧中，许多秦

国女子表现出勇敢、智慧的风采，如《大

秦帝国之纵横》中的芈八子、《大秦帝国之

裂变》中的秦公主嬴荧玉等。历史上，秦人

具有勇、武的精神，秦人如此，他们培养的

女儿亦如此。先秦时期，有一位被称为“伯

嬴”的女子，就在历史上留下一段“勇”的

故事，被后人誉为“伯嬴勇而精一”。

由清代人达灵阿主修的《重修凤翔府

志》记载 ：伯嬴，秦公之女，楚平王夫人，

昭王之母。吴入郢……伯嬴持刀曰:“妾

闻‘生而辱，不若死而荣’。妾以死守，不敢

承命!”吴王退舍，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

门，皆不释兵。

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伯

嬴长得非常美，在父亲的安排下, 伯嬴嫁

到了楚国，成了楚平王的夫人，也就是楚

昭王的母亲。楚昭王在位时，发生了一件

大事。吴国打入楚国的国都郢，昭王逃亡，

吴王阖闾想霸占伯嬴。

面对危难，伯嬴手持匕首，一脸正色

怒斥吴王阖闾 ：“妾闻 ：天子者，天下之

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天子失制则

天下乱，诸侯失节则其国危……”翻译过

来就是，你可是一国之君，应该作为一国

百姓的表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岂能胡

来，如果你非要造次，那我宁可一死。并

且，还说出了“生而辱，不若死而荣”的

话，可谓喊出了秦人的铿锵本色。吴王被

伯嬴的气场死死压制住，遂退出宫门。这

个故事的后续是，三个月后，秦国出兵楚

国，楚昭王在秦军的帮助下，不久就收复

了都城。

伯嬴的勇气令古人赞叹，也令今人赞

赏。当今，越来越多优秀的秦女子展现出

不畏艰难、勇敢执着的品性 ：在抗击疫情

时，身着白衣的她们义无反顾地逆行 ；在

三尺讲台上，手持粉笔的她们培育万千祖

国花朵 ；在乡村田野里，手沾泥土的她们

耕耘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

在扶风县天度镇天度村有一个清代路

碑，上面写着《旌表奉祀生王凤岗之妻王夏

氏慈惠路碑》，这个路碑背后，牵扯出一位

颇有情义的西府女性——王夏氏。

灾年时，她慷慨捐粮；办新学时，她自

建学堂。她虽不是什么商贾巨富、知名人

士，但面对家事国事，她做了一个平凡人能

做的义举。按志书记载，王夏氏生于 1850

年，名不详，是豆会夏家村人，嫁天度街王

凤岗为妻。丈夫去世后，她一边操持家务，

一边经商。由于她诚信经营，对待伙计都

很好，因此生意越做越大，积累了不少财

富。富裕后的王夏氏，并没有忘记乡亲们。

有一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下令扶

风知县召集全县捐粮赈济灾民。可是由

于所需粮食太多，根本完成不了。知县就

召集全县富商商量办法。知县在县城一

妇女家中安排官员接待王夏氏，王夏氏却

说，“不用安排，捐粮的事情我非常乐意，

等你们商量好捐粮的数额通知我就好。”

三天之后，知县通知王夏氏签写捐粮数。

王夏氏得知最多 50 石、最少 20 石。她说，

多捐一斗就有可能多救活一条命，这是

件好事，愿意把自己家存放的 100 石粮食

全部捐出来。知县也知道，王夏氏家里还

有一家人要养活，也不是特别富裕，但是

她却如此深明大义，这让他十分敬佩。于

是将她送到县衙大门外，回来就训斥其

他人，一个女子尚且如此，一群大老爷们

还顾虑颇多，大家都应该向王夏氏学习。

于是其他人都增加了捐粮数额，没过多

久，朝廷就赠送王夏氏“乐善好施”牌匾

一块。后来，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办学堂。

消息传到扶风，王夏氏不仅解囊出资，而且

把自家的院子改作学堂，自己出资请工匠

修缮书房、宿舍，让学子们安心读书。

王夏氏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在关注家

庭之外，也应关注社会现实，尽己所能为社会

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如今，已然有越来越多的

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她力量”正

在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日前，我们在陈仓区县功镇焦峪沟村，

找到了记述县功女诗人马仞兰事迹的马家

家史。通过马家后人的讲述，以及八首记录

在家史中的绝命诗，一位刚烈正直的西府

奇女子形象浮现眼前：

一百多年前五月的一个早上，县功

马家人正在熟睡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土

匪闯进村子。村民们闻风而逃，曾任清

代绵竹知县、兰州刺史的马承基做了一

个大意的判断，他说“未见官府报警，何

言有土匪？”话音刚落，土匪就闯进马

家。马承基的第六女马仞兰迅速收拾好

一个包袱，扶着母亲从后门逃向山上的

永丰堡，奈何母亲是小脚且年迈，跑不

动，刚跑到半山腰，就被一个土匪追上。

母女俩情急之下躲到路边的一个小磨

坊里，土匪赶上来抢走包袱，又逼要钱

财，母亲说跑得急，并没带金银细软。土

匪不信，马仞兰挺身而出护住母亲说，

身上确实没带钱财，并劝土匪不要谋财

害命，用杀人犯法的道理去说服土匪。

面对马仞兰言语上的攻势，土匪不但不

听，反而开枪打中了马仞兰的肋部。倒

在血泊中的马仞兰，用手指在磨坊里划

下悲愤绝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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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事过后，马家人把马仞兰抬回家

中抢救，因医药难寻，马仞兰仅延续了三

天生命便离世了。马仞兰在最后的三天

时间里，又作了七首绝命诗，其中有一首

诗是这样写的 ：“生来深户在朱楼，偷活

草间实可羞。女子空怀家国恨，男儿若果

赋同仇。”

从她的诗句来看，马仞兰其人刚烈

正直、品性高洁，她关注社会现实，抨击

当时贼寇乱起、民不聊生的动荡社会，

对贼匪流寇充满痛恨，恨不得化身为奇

男子削除乱贼。然而，在想起父母时，她

变得柔软起来，叮嘱弟兄照顾好年迈的

父母。这样的马仞兰，怎叫人不怀念？

马执中是马仞兰的侄子，姑姑的才华

和品行令他感动，遂多年来奔走村落，收集

了马仞兰及其他马家人物的故事，形成了

马家家史。如今，马执中虽已离世，但马家

家史在马家流传甚广，马家后人提起马仞

兰无不惋惜和自豪。马仞兰给女性立了一

个铿锵榜样，女人读书识礼、品行正直，勇

于反抗恶人恶事，不论时隔多久，都会受到

后人的尊重和纪念。

窦皇后巩固汉政权

如今，扶风县有数千名窦姓人，窦姓家

族至今流传着一句美谈：“扶风窦家出皇

后”，章德窦皇后就是其中一位。

章德窦皇后是汉章帝刘炟的皇后，也

是东汉开国功臣、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窦

皇后执政五年，巩固了汉室王朝，把汉和帝

养育成开创东汉“永元之隆”的盛世之君，

助推东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窦皇后出身名门，她六岁能写字，书法

相当漂亮。进宫后，由于相貌才能非常出

众，得到了马太后的赏识，更得到了汉章帝

的喜爱，后被汉章帝立为皇后。窦皇后一生

无子，收养梁贵人儿子刘肇为养子。章帝逝

世后，刘肇年幼继位，窦太后开始了五年的

当权执政。她一生干了五件事，帮助汉和帝

刘肇稳固政权。

窦太后任用邓彪为太傅，领百官，任兄

长窦宪为掌典辅政，保持了政局稳定；让

已经封王的皇室子弟，都返回各自封国，防

止内乱；废除了盐铁不能自贩自铸的禁令，

百姓可煮盐铸铁；提倡儒学，劝民农桑；

派窦宪大破北匈奴，助推东汉王朝达到鼎

盛时期。另一方面，窦太后纵容外戚专权，

埋下了窦氏家族衰落的隐患。南宋学者谢

采伯评价说：“后汉止三宗九帝，皆幼冲。

一百十八年，政归母后，幸窦邓之贤，内外

扶持，无大变故。”肯定了章德窦皇后对东

汉政权的巩固作用。

东汉时期，窦家势力鼎盛，除窦融在朝

当大司空外，还有不少窦氏武将在外镇守

边关，掌握兵权。窦家与刘家的婚姻关系，

实质上都是一场场政治联盟。

据悉，如今扶风约有 4000 多名窦姓

人，集中在段家镇、天度镇鲁马村、法门镇

宝塔村等地，扶风窦姓以窦融为先祖。窦家

后人把扶风窦皇后的故事收集起来，结合

历史背景，编进了扶风县文史资料中，并将

她们的故事讲述给后人听。

从事妇女工作的张芳谈到，章德窦皇

后的故事告诉我们现代女性，要具备丰厚的

学识、聪慧的头脑，用实际行动干实事；同

时，不能恃功而傲，应时刻保持谦逊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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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自古以来，女性不只有温柔贤惠的一面，也有义勇

忠烈的一面，往往，我们看重了女性的“柔”，而忽视了女性性格底色中的那抹“刚强

之色”。在宝鸡这块土地上，曾有许多古代女性留下美名，她们在面对危难时勇于抗

争，在面对社会责任时勇挑重担，在面对家国大义时忠诚坚韧……我们不妨听听那

些历史旧闻中的女性故事。

将军何须是丈夫

          天度村王夏氏路碑

                    焦峪沟村马家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