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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婆婆覃将军

秦良玉的婆婆覃将军，生卒年待考证。据当地
马氏族谱等资料记载，覃将军系忠路土司（今湖北省
利川市忠路镇）覃姓家族之女，嫁给石柱土司马斗
斛。覃将军不仅从小喜欢舞刀弄枪，还喜欢阅读武
则天的故事。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马斗斛开采大风门
（今石柱县三星乡和丰都县武坪镇之间）铅锌银矿经
营不善，财政困难，先是亏欠民工薪资，后又挪用公
款补发，结果被身边的奸人告发，朝廷判其充军流放
辽东，所欠债务和石柱宣抚使职位皆由世子马千乘
继承。但是，由于马千乘负责的石柱土司衙门不能
还款，朝廷便将马千乘羁押在夔州府云安县（今云阳
县）狱中，其宣抚使一职由继母覃氏代理。

覃将军代理职务不久，四川叠茂大雪山（即今
四川和甘肃交界处的高山地区）一带发生叛乱，覃
将军奉四川巡抚之命，亲自率领石柱土兵前往征
伐，一举平定叛乱，受到朝廷嘉奖。覃将军颇有些
自负，加上代理宣抚使尝到了权力的好处，便希望
总管全部土司事务，很快便引起了宣抚使衙门属下
各部的不满，双方针锋相对，矛盾一触即发。马千
乘得知后，主动给马邦田、马邦为、马舆等族人写
信，信中申明大义。这些族人看后，立即集资并迅
速补交了朝廷的欠款，马千乘也出狱回到石柱，取
回石柱宣抚使印绶。

覃将军不甘心放弃，便有意让亲生儿子马千驷
参与权力斗争，并让马千驷娶了西南地区势力最强
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的女儿。明万历二
十八年（1600年）正月，杨应龙叛乱失败，和马千驷夫
妻均死于战火。失去儿子的覃氏心灰意冷，开始信
佛拜禅，在城东渡口附近修建观音阁（今石柱县城关
门岩公园），住进阁中吃斋念经，不问世事。

（二）
名将秦良玉

秦良玉（1574年—1648年），明末清初著名军事
家、政治家，字贞素，明万历二年正月生于四川忠州
（今重庆忠县）城后的鸣玉溪，成年后嫁于石柱土司
马千乘，和丈夫一起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英
勇的白杆兵，成为明末西南土司军队中最强的一支
劲旅。

丈夫去世后，因子年幼，秦良玉袭任石柱土
司。明崇祯三年（1630 年），秦良玉率白杆兵奉诏
到北京城下勤王。皇帝朱由检召见秦良玉，赏赐

忠县古属巴国，传说巴人始祖巴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
虎，巴人遂以虎为图腾，巴人自此和虎结缘。忠县作为巴文
化的发祥地之一，自然也和虎关系密切。

忠县不少地名都与虎有关。据《忠县志》记载：“白虎
山，在鸿鹤大面场西，高约千尺。”“江水自忠县之楠竹坝下
行北岸石梁，长可数里，横断江面……江水由北曲流，冲突
向南，激成惊浪，名虎须滩。”“人和塞在来龙乡，纵90丈，横
40丈，三面临岩，西面筑石墙，高10余丈。又名黑虎塞。”

“成虎洞在两河乡白崖，深8尺，洞口7尺。”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大诗人杜甫来到忠县，在诗

作中留下了“虎”的记载。他的《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诗
曰：“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
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为什
么要“孤城早闭门”，是因为“淹泊仍愁虎”，流落中的杜甫担
忧为老虎所伤，所以只好“深居赖独园”。

杜甫的诗告诉我们，那时的忠县是有老虎的。这种情
况一直到了宋代依然没有改变。苏东坡在《书孟德传后》
说：“然曩余闻忠、万、云安多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曩余
闻”三字所传达的信息。什么是“曩余闻”？就是“从前我就
听说过”。苏东坡生活的地方离忠县很远，而他却从前就听
说过“忠、万、云安多虎”，可见忠县多虎的名声传得很远。
这里要注意一个“多”字，苏东坡不是说忠县有虎，而是“多
虎”。在这篇文章里，苏东坡讲了两个精彩的人和老虎的故
事。他没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忠、万、云安”的哪一个地
方，但忠县就是其中之一。

我有一个长辈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苏轼的说法。这位长
辈是我爷爷的妹夫，姓严，我叫他姑公。姑公极具男子汉气
质，任侠好义。他家住善广乡平坝山，那时从望水到善广一
带都是茂密的森林，林中常有老虎出没。他喜欢喝酒，每次
进城到我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才徒步回善广乡，留都留不
住。那是一条五六十里的山路，往往走到半路就天黑了，他

便在月光下行走。他称曾多次见到睡在路边的老虎，每次
他都是乘着酒兴径自走过去，老虎睡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看
着他走过。他去世时我还未出世，他的故事是我父亲讲给
我听的。父亲每次讲起这位长辈的故事，都是绘声绘色的，
我至今印象极深。

回头再说明代。据民国《忠县志》转引《蜀乱叙略》：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七月，川东虎患甚烈。是
年，虎患始于川南至川西北，而川东尤甚。居民往往以数十
家同聚，高楼外列大木栅甚坚。虎能结队自屋顶穿楼而
下。民间汲水非数十人持械不敢出。虎甚至白昼入城，每
州县陈报为虎所食者，日必数人，且有数日州县无一人者。”
又过了几十年，“明季献贼之乱，后乡居民逃避一空，田园荒
芜，虎狼成群。”

清代忠县虎患也曾经很严重，“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城乡豺虎伤人甚众。十七年五月，四乡出虎”。

虽然虎患严重，但难以置信的是，忠县居然还有人将老
虎当成宠物喂养，结果是养虎伤身。民国《忠县志》载：“清
光绪初年，王场某寺，僧豢一乳虎，行止与俱。初不觉其噬
人也，及体大如犬，仍爱若掌珠。邻人劝弃之，弗听。一日
与邻人作叶子戏（古老的中国纸牌博戏），忽闻案下有咆哮
声，俯视之，见其虎露牙张爪，状如噬人，邻人等仓皇避入室
内。移时，闻虎声昂昂，达于寺外。启户视之，则僧首已失
所在矣。噫，虎之反噬，可不惧哉。”

直到20世纪50年代，忠县白石拔山等地仍然有残余
的虎迹可寻，也流传着一些打虎的故事。当年，为首打虎的
猎人叫韩家伦，他和几个猎人手执火铳枪合围一只老虎。
老虎从山洞里扑出，双方激烈搏斗，韩满身是血伤痕累累，
但终于开枪将老虎击毙。后来，我见到韩家伦时，他已三四
十岁，是油坊的“打油匠”，生得精悍健硕，我们彼此很熟
悉。现在，韩家伦尚健在，已是耄耋老人。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忠县老虎多
杜甫苏轼都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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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雕像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从商代的妇好开始，历史
上留下姓名的女将军不少，但婆媳三代都是骁勇善
战、武艺高强、策略高超的女将军，恐怕只有重庆石柱
的明代将军覃氏、秦良玉和张凤仪了。

在重庆的石柱、忠县和附近区县部分乡镇，有将未
出嫁的女孩称为“女将”的习俗，这个习俗源自明末石
柱女将军秦良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明朝末年，石
柱还有两位谋略武功都很棒的女将军，她们便是秦良
玉的婆婆覃将军和秦良玉的儿媳张凤仪。

钱币牲畜酒水等，并赋诗四首七言绝句表彰秦良
玉的功劳。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将军，秦良玉一生受
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始终秉承“忠君爱国，保境安民”
思想，为了国家领土完整和黎民百姓不受战争伤害，
弟弟秦邦屏、秦民屏，侄子秦拱明，儿媳张凤仪等人
均英勇战死沙场。

明末清初，四川境内因战乱“十室九空”，秦良玉
却将石柱打造成为远离战火之灾的“世外桃源”，收
留并保全了附近州县十多万灾民，可谓功德无量。
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廷玉修撰《明史》，将秦良玉纳
入列传，使其成为在二十四史中唯一单独入传的女
将军。

清两江总督陶澍、近代革命家秋瑾、现代文学家
胡适、作家谢冰莹等人，均对秦良玉赞誉有加。
1944年，郭沫若先生赋诗，称赞她是“石柱擎天一女
豪”。1960年和1962年，郭沫若又先后两次赋诗作
文，对其功绩进行充分肯定。

（三）
儿媳张凤仪

秦良玉的儿媳张凤仪，山西沁水县窦庄人，家
世显赫，祖父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崇祯年间加兵部
尚书衔退休的张五典，父亲张铨也是明万历年间进
士。明万历末年，张铨出任辽东巡按，坚守重镇辽
阳，明天启元年（1621 年）8月22日城陷被俘就义，
年仅46岁。

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张凤仪从小便知忠义爱
国，并经常练习武艺。明泰昌元年（1620年），秦良玉
的儿子马祥麟奉命率石柱白杆兵救援辽东，经人介
绍，在军营陪伴父亲的张凤仪嫁给了马祥麟。辽东
战事停息后，张凤仪随马祥麟回到石柱，成为白杆兵
中的一名女将军。

据史料记载，张凤仪在军营一直着男装，跟随夫
姓，人称“马凤仪”，外人皆不知其是女子，可谓是当
时的“花木兰”。

明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张凤仪率白杆兵随
四川总兵邓玘出征河南、山西。在战斗中，参将杨遇
春在率队行军时，误中了对方预先设下的埋伏，最终
战死。对方盗用了杨遇春部官兵的旗甲，胁迫俘虏
官兵做向导，伪装成溃兵骗开川军总部驻地营栅大
门，黑夜发起突袭，击溃了四川官军。为掩护官军主
力撤离，张凤仪率领白杆兵数百人拼死抵抗，最终被
围困在今河北永年县的侯家庄，经过数天激战，白杆
兵全军覆没，张凤仪英勇战死。

（作者系重庆石柱县作协主席）

石柱婆媳三代
出了3位女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