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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金戈铁马  秦良玉从小习文练武打基础

川东女将何处来    明玉溪畔出将才

从明后期起沿袭至今，川东一带将女子称为女将。为何要将女子称为女

将呢？这里还确有一个缘由呢！

忠州是巴蔓子的故乡。这里背靠大巴山，面临长江，上与“鬼城”丰都接壤，

下与长江重镇万州为邻，后靠梁平县，前隔长江与石柱土家自治县相望。距

忠州镇西十多里处的称鸣玉溪，那里有悬岩瀑布，高达50余丈，瀑下潭深洞幽，

古木苍然。忠州望族秦府就坐落在这风景如画的鸣玉溪畔。到明朝嘉靖年间，

秦府的主人传到秦葵这一代。

秦葵，号载阳，是当朝的一名贡生。他早年在外为官，因秉性过于正直，

不满官场的尔虞我诈而辞职还乡，以培养儿女为主，过着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就在秦夫人怀第四胎即将临盆之时，秦葵的

父亲因病去世了，前来吊孝者上千人，把鸣玉溪秦家大院挤得水泄不通。坐

夜（旧谓出殡前夕整夜守灵）的晚上，人们刚吃过晚饭，突然有一位衣衫褴褛，

一手提讨饭篮，另一手拄着一根打狗棍，头戴烂草帽，脚穿破草鞋，弓腰驼

背的乞丐来到秦府门前，双手抱拳道：“恭喜秦老爷，贺喜秦老爷！”按当

地风俗，凡家里有丧事，是不准说“恭喜、贺喜”之类言语的，如有人不慎

说出这类言语，将会大难临头。可这叫花子却来道喜，当即气得秦家三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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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拿着棍棒就要打这不懂事理的叫花子。秦葵赶忙上前劝阻道：“来者是客，

不必大惊小怪，他既然说这话必有他的道理。”接着又把这个乞丐请进屋里，

让他吃得酒足饭饱后才问他：“丐爷，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不妨说来给

大伙听听？”叫花子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看了天相、地相，只要秦老爷子

下葬时出现一位戴铁帽子的人和鲤鱼上了树，您家老爷子就会在阴曹地府保

佑您夫人肚里的女公子平安降生，她长大后会被封公侯，并带领千军万马驰

骋疆场，成为朝廷一名著名女将军，您说这还不是喜吗？”

秦良玉故里的石拱桥

旁边的人听他这么一说，更是气冲冲地说：“你这骗吃骗喝的叫花子，

你看人只戴布帽子怎么去戴铁帽子？鲤鱼只有下河又为什么要上树？既然生

的是女孩又凭什么会封为公侯呢？这不是一派胡言欺骗人，又是什么呢？”

只有秦葵老爷默不作声，心中想法与众不同。他吩咐管家将丐爷安排住下，

并聘请他为安葬老父的阴阳先生，从看地到下葬，所有人全得听从他的安排，

不得有任何违抗。

次日清晨，阴云密布，大地含悲，秦老太爷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送葬队伍里仅披麻戴孝的孝子就有三百多名，这在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到了

安葬地，秦葵除了因对父亲的怀念而悲伤外，还为戴铁帽子之人和鲤鱼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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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而担忧着。离正式安葬时间仅有一刻钟了，还不见戴铁帽子的人和鲤鱼

上树，这使秦葵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很快地流失，人们焦急的程度也越来越

大。离安葬还有半刻钟了，天突然下起雨来，一位当地赶早场返家的农夫恰

好路过这里。他为了看下葬时的热闹场面，就将买的一口铁锅扣在头上遮雨，

把手里提着的一尾鲤鱼，顺便挂在旁边树上。随即丐爷高喊道：“秦老太爷

福星高照，黄道吉辰已到，戴铁帽子的人来了，鲤鱼也上树了，请快给老爷

子下葬！鸣炮！狮子、龙灯耍起来！”

秦良玉故里的飞流瀑布

秦葵和众位晚辈一一给老爷下礼后，忙问乞丐：“我们既没有看见戴铁

帽子的人，更没看到鲤鱼上树，你怎么就宣布下葬了呢？”乞丐答道：“下

葬准点不是来了一位头顶铁锅、手提鲤鱼的人吗？他随后又将那条鱼挂在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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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不是头上戴的铁帽子、鲤鱼上了树又是什么呢？”啊，秦葵这才恍然大悟，

心里却是悲喜交加，激荡难平。

就在秦老爷子下葬的当天夜里，秦葵的夫人临盆了。就在秦葵在客厅坐

立不安等待消息时，丫环跑来告之：“恭喜秦老爷！夫人生了个‘女将’。”

旁边一亲戚说：“不是说公侯吗？怎么是个女将呢？”秦葵迫不及待地叫丫

环将女儿抱来给乞丐瞧瞧。乞丐一见就说：“此女眉清目秀，鹅蛋脸，鼻高

耳垂大，手粗腿长，肌肤洁白如雪。此女将来不仅是美如天仙，而且必是带

兵打仗的‘女将公侯’！”听他一说，全家老少、三亲六戚都喜不自禁。秦

葵又对乞丐说：“您是福星，就给小女取个名吧？”乞丐道：“你大女儿叫

良斯，小女儿就叫良玉吧。良者，贤淑、善良、德高的意思；玉呢，是珍贵、

纯洁、高雅的意思。”因秦良玉后来确实成了一名封侯拜将的女将，从此后，

川东一带民众就称女子为女将，并引以为豪。

良玉巧计保大脚    脚大才能保江山

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衡量一个少女美丑的标准，其中一项重要指

标是看她脚的大小，越小就显得越美，被誉为“三寸金莲”。缠足的目的就

是让女人不外出抛头露面，只能呆在闺房挑花绣朵、做家务琐事；长大出嫁后，

则在家伺候男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若谁家女子不缠足并参与外界活动，

将被视为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丢本姓宗族人的脸，受到众人谴责。

在秦良玉五六岁时，家里人就准备给她缠足。良玉深知，家规严谨，如

若明里反对怕是很困难的，只有软拖硬磨，巧妙应对。负责给良玉缠足的廖

大妈奉良玉母亲之命来给她缠足时，秦良玉就用甜言蜜语和给她刺绣的礼品

说服廖大妈不给她缠足，并鼓动她去给母亲哄说：“小姐已缠足了，不便出

闺房，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下楼行走。”



第一章

5

秦良玉从小志向高远，反对给她缠足

白天，良玉就在屋里苦读兵书，或挑花绣朵，夜里就偷偷溜出门，在离

家百步外的一片树林里操练刀剑，勤练轻功。不便从大门进出，她就用轻功

从窗口和围墙上进出，上文化课和武功课，她都穿着小蛮靴，从未被人揭穿过。

当然，秦葵一直都把良玉当将军培养，在她缠足问题上从不过问，这也

是她没被揭穿的原因之一。秦良玉在缠足问题上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她常常

给丫环传输小脚女的危害、大脚女的好处等知识。告诉她将女人由大脚缠成“三

寸金莲”是想让女人深闺院落守终生，不让女人有远大理想。她这样做的目

的是让丫环在她父母面前替她圆谎。

为了用铁的事实，让她父母改变对大脚女的看法，她叫丫环去邀约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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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个缠足的小姑娘，在某一个夜里到村里树林躲猫猫、做游戏，然后找两

个不相识的外村男子来假装要“强暴”她们。

这天夜里，十多个小脚女孩，相约来到林间，借着月色，高高兴兴地做

着躲猫猫游戏。当她们玩得正欢时，突然窜出两名彪形大汉，追逐着要“强暴”

她们，追得姑娘们不断跌跟头，不是这个脸上被亲了一口，就是那个屁股被

摸了几下，追得她们狂喊“救命”！

秦良玉在绣楼听到呼喊声，立即飞奔过去，三拳两脚将这两个“恶棍”

打跑了，将这十多位姑娘救了回来。事后，姑娘们的父母知道了这事后，纷

纷拿着重礼前来感谢秦良玉的父母，都说：“要不是您家养了一个有功夫的

大脚女儿，这十多个小脚女孩就要遭殃了。秦老爷，多谢你教育出了一个好

闺女呀！”

秦葵夫妇在一片感激声中，连连点头，并将前来磕头感谢的女孩子们扶

起来。从此后，秦葵夫妇对秦良玉的缠足之事再也不提了。即便缠足大妈提

起这事，秦老爷也是说：“孩子大了，缠与不缠，她自己拿主意，我们不能

强求。”

外面在感谢，良玉和丫环们却在里面忍不住捧腹窃笑，为这一成功的把

戏举杯庆祝，笑声不断。正如良玉诗中写的：

人说脚大江山稳，三寸金莲害死人。

巧计安排保脚大，来日疆场建功勋。

两眼巧看窗外事    人在绣楼破窃案

一日上午，她在绣楼上绣花时间长了，起身漫步走到窗前，举目到处都

是青山绿水，繁花似锦，鸟语花香，彩蝶飞舞。她又低头向近处一看，只见

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在邻居狗娃家窗外向里窥视一阵后，又耳语着。她仔细一看，

认出是同村的周四、周五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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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从小聪明伶俐、善于思考，她虽人在楼上绣花，却能破村里几起盗窃案

周家兄弟走后，秦良玉心想：这一段时间狗娃家外出走亲戚去了，莫非

他们是想到他家行窃。想到这里，她将丫环叫来吩咐道：“这段时间你不要

侍候我，就专门去跟踪周家两兄弟，小心点不要让他们发现你，看他们白天、

晚间在干些啥事，然后及时告之于我。”

丫环很尽责，她知道周家兄弟是两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结果发现他俩白

天去外面转一转后就回家睡大觉，一到深夜就从家里鬼鬼祟祟地出来。不久，

周边十多家遭窃，搞得四邻不安，家家自危。良玉知道后，心里有数，也不说破。

忠州捕快接到报案，派人前来侦破，查了一个多月仍是一无所获，受到

州府的责骂。他们想，这一带很有名望又有头脑的要数秦葵老爷了，于是前

来拜访他，想从秦老爷那里讨个侦破良策。秦老爷听他们告知案情后，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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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后说：“这贼不会是外地人，至于是谁我就不妄加推测了。”

这时，良玉从绣楼上款款下来，得知来人是侦破偷窃案的捕快，便风趣

地说：“这事我知是谁所为。”捕快急切追问道：“是谁？”良玉调皮地说：

“我说了你给我什么酬谢呢？”捕快道：“只要你说准了，除报州府褒奖外，

我俩私人还给秦小姐一件珍贵礼物，怎样？”原来这两名捕快要是破不了这

一连串行窃案，他们的饭碗就有可能保不住了，所以他们求良玉的心态可想

而知。

秦葵喝道：“姑娘家多嘴多舌的，人家谈的是公事，赶快上楼绣你的花去！”

秦良玉对父亲笑道：“不是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您的女

儿不出绣楼也能知道是谁干了这偷窃之事。如果你们不相信，去将本村周四、

周五两兄弟抓来问就知道了。”

秦葵仍然不相信，说：“你又没有出过院门，凭什么就说是周家兄弟？”

“是不是他们兄弟俩，抓来审审就清楚了。”良玉答道。那两个捕快听

了良玉这席话，脸都笑烂了，如获至宝地飞快朝周家跑去。

起初，周家兄弟认为他们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可能露出破绽，嘴硬得

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死不认账。良玉借捕快审讯之机，潜入周家

兄弟家里，将他们的赃物取来交给捕快，周家兄弟见到物证才低了头，并将

他们近段时间作的十多起偷窃案件像竹筒倒豆子般一一供认出来。

两名捕快非常吃惊，心想：“我们两个吃专业饭的大活人，还不如一个

足不出户的小妹崽，真是丢人。”他们除了将良玉“人在家中，巧破窃案”

的事迹报州府对良玉予以褒奖外，还硬是给良玉买了一对耳环，兑现了承诺。

从此，良玉“人坐家中，巧破窃案”的事迹在忠州府广为流传。正如当

地送她的一首打油诗：

小小年纪明事理，蛛丝马迹辨仔细。

敏锐眼光能穿山，神探也得拜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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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保守误人女    “狂徒”巧逼师收徒

话说忠州镇鸣玉溪秦葵，为了让儿女们学到天下功夫，又到万州请了位

打遍川东无敌手的高师傅前来任教。可高师傅的武功是传男不传女。但秦葵

心中有数，他相信良玉是有办法让高师傅收她为徒的。

良玉知道高师傅的脾气，思来想去，最后暗下决心用事实来使他转意，

接受她习武当徒。每当高师傅在教秦葵那三个儿子武艺时，秦良玉在绣楼上

都看得很真切，对于重要环节她还用图画的形式一招一式地画了下来，然后

在绣楼上暗暗操练。有时趁师傅不在家时她就悄悄地溜到演武厅，一边请教

兄邦屏、邦翰，弟民屏，一边与他们切磋功夫。由于她树立了一定要超过男

子汉的决心，练起武来十分起劲。多少个夜晚，她和丫环一道到村旁树林里

借着月色练武。她将一棵棵树木当敌靶进行演练，多少棵树都被她的拳头打

破了皮，多少棵树都被她有力的腿功踢出了坑。由于她功夫长进大，与兄弟

三人分别对练时她都得以取胜。

一天，大哥邦屏说：“我有一个诀窍能让高师傅同意你习武。”良玉听

了这话，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激动得掉下两滴眼泪，忙问：“哥，有何诀窍？”

邦屏对着妹妹耳朵神秘地耳语了一会，良玉笑了。

一次，高师傅回万州后返回鸣玉溪，在忠州下船时天色已晚，只好沿着

江边朝着鸣玉溪步行回秦家，秦邦翰和民屏兄弟俩去接他。不知不觉，三人

翻过了八角庙，越过庙耳嘴进入一片丛林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吼：“过路行人，

快快留下买路钱。否则叫你们身首异处，有家不能回！”话音刚落，只见丛

林里跳出两个贼人，一个年约十四五岁，两眼含威，柳眉倒立，身穿锁子银甲，

手提长矛；另一个面如锅底，黑盔黑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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