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代名人（续） 

胡景铎  

胡景铎将军 1914 年 10月 6 日诞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1977 年 7 月 6 日，在他工

作室的办公桌前，溘然长逝于陕西省交通厅顾问任上。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其心血，直

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4年 11月 4 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谈道：“我常常也说我是党的儿子，劳动人民的

儿子。有的同志不了解我的经历时说：‘你不是工农出身。’我说：‘我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

的干儿子。’这是我的大半生经历决定了的。”早在延安时候，朱德总司令亲切诙谐地问胡景

铎师长：“六弟，你们家产是庄里镇的半边街，有多大剥削量？”胡景铎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家不仅是庄里镇，面貌而且是富平县的首户地主。听母亲说，佃户夏天缴小麦，秋天缴

玉米，每年两茬地租。我因多在门外，数量说不清。” 

本世纪初的富平胡家，不仅家道殷实，而且政治背景也相当深厚。胡景铎长兄是著名的

民主主义革命家胡景翼，勋膺上将军衔，次二、三、四兄也曾授国民党少将旅长之职，其五

兄胡景通还被授衔国民党军中将。 

历史铸就了这样一种家世，堪称“将军之家”。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它的典型意义在于，这种家世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成为时代潮流中新与旧、进步与

落后、革命与反动矛盾运动的载体。它对社会大局的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矛盾斗争及其分化

不能说不激烈、不深刻。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这是一个时代的标识，是剥削

阶级行政治统治和被剥削阶级奋起反抗黑暗社会的一场生死大搏斗。 

胡景翼将军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蒋介石公然背叛三民主义，屠杀共产党人，镇压

工农运动。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终遭夭折。 

有着革命传统的中国北方小镇上的胡家，面临社会局势的急骤变化，必须首当其冲，何

去何从呢？是保守家业，对抗革命；或是同情农工，支持革命；还是以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

的利益为至高至上，踏上革命的征程。沧桑几度，往昔的严酷现实已成为今天沉甸甸的历史。 

胡景铎将军的历史，是用生命写出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一页。他虽然基于那样的

身世，投入革命的行动屡遭阻抗，但因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和伟大时代革命洪流的影响，在九

折不屈的斗争实践中，一步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悟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一条真理。由此而义无返顾，一往无前。 



 

不利，因此，在临终时枕着武帝的膝说：“我叔父杨俊之女杨男胤，既有美德又有美色，愿

陛下选为六宫。”说完后啼哭不止，武帝流着眼泪答应了她的请求。泰始十年(公元 274)杨

艳在明光殿去世，时年三十七岁。武帝下诏说：“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始终永奉宗庙，一

旦殂陨，痛悼伤怀。每自以夙丧二亲，于家门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顷者务崇俭

约，初不有言，近垂困，说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时，主

者供给葬事。赐谥母赵氏为县君，以继母段氏为乡君。传不云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于是有司卜吉日，葬杨艳于峻阳陵。 

杨芷  

杨芷(公元 258—291)，弘农华阴人，武悼杨皇后，字季兰，小字男胤，武元杨皇后从

妹，父杨骏。咸宁二年(公元 276)立为皇后，温柔和顺有妇德，美映皇宫，甚为皇帝所宠爱。

生渤海王，早亡，遂无子。太康九年(公元 288)，杨皇后率领内外夫人和命妇耕桑于西郊，

并分别赐送帛物。 

太子妃贾氏妒嫉，武帝要将其废掉，杨皇后对武帝说：“贾充对社稷有功，应当数世赦

罪，贾妃是其亲女，犯了嫉妒的罪过，但不能二眚掩其大德。”杨皇后又多次严厉批评教育

贾妃。而贾妃不知道杨皇后对她的恩德，反而怀恨在心，多次在武帝跟前说杨皇后的坏话，

对杨皇后忿怨越来越深。到了武帝去世惠帝登基、杨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贾妃立为皇后，贾

后就更加凶狠。她妒嫉杨芷父杨骏执掌大权，于是就诬告杨骏作乱，让楚王司马玮与东安王

司马繇称诏诛杀杨骏。杨后因内外阻隔无法传递消息，就题帛为书，射于城外，说：“救太

傅(杨俊)者有赏。”贾后因此宣布杨太后同为逆党。 

杨骏死后，诏使后军将军苟悝送杨芷于永宁宫，特令保全杨后母庞氏性命在永宁宫于杨

芷一起居住。贾后又搞阴谋，将杨芷废为庶人，并将其母庞氏诛杀。杨芷被废为庶人时尚有

侍御十余人，贾后夺之，使杨芷绝食而亡，时年三十四岁，在位十五年。怀帝司马炽称帝后，

追复杨芷尊号，改葬于峻阳陵。 

杨丽华  

杨丽华(公元 561-609)，弘农华阴人，周宣帝皇后，隋文帝杨坚长女。周武帝在东宫时，

杨丽华被纳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公元 578)闰六月立为皇后，因宣帝后来自称天元皇帝，

因此杨皇后号称为天元皇后。不长时间，宣帝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杨皇后共为四皇后。

宣政二年，宣帝遣使持节册封杨丽华为天元大皇后。不长时间宣帝又立天中大皇后，与杨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