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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镇，是叶县东南部的一个农业
乡镇，过去叫坟台镇，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改名仙台镇。

仙台镇的起源，与一个人有关——
东汉明帝时的叶县县令王乔，又叫王子
乔。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妇孺皆知的神
话传说——“王乔飞凫”。

当时各地官员每月都要入朝见驾，
王乔任叶县县令，每次圣旨传出的次日
他就到了。叶县离京城洛阳三四百里，
从不见他骑马坐轿。明帝觉得很奇怪，
于是密令太史暗中观察，数次后，太史
向明帝报告：“每逢朝日，总有两只凫鸟
从东南飞来，接着便见王乔站在朝廷门
外。”明帝听罢更是诧异，便命令武士设
法把凫鸟捉住。再一次朝见时，武士事
先准备好大网，两只凫鸟飞来，武士们
撒网急罩，一只被罩在网中，另一只飞
去，再打开一看，网中却只是一只靴子，
经过辨认，这只靴子是王乔在京城做尚
书时皇上赐给他的。自此，朝中上下都
把王乔当成神仙一类的人物看待，“王
乔飞凫”也就成了他的尊号，并广为流
传。

王乔是一位清正廉洁、体恤百姓的
好县令。传说，每次进京途中，飞经平顶
山市区北面的山上，王乔总要落凫小憩，
并四处巡看体察民情。当地的百姓为了
纪念他，就把这座山叫落凫山。

这无非是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好
县令编撰出来的故事。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这就是为民造福的官员，人民是
不会忘记的，还会千方百计地纪念。

仙台镇附近有王乔墓，终年香火不
断。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赠王汉阳》一
诗中写道：“天落白玉棺，王乔辞叶县。
一去未千年，汉阳复相见。犹乘飞凫
鸟，尚识仙人面。鬓发何青青，童颜皎
如练。”

传说有一天，王乔衙前忽然天降玉
棺，差人推拉不动，王乔说：这是上天要
召我去了。他沐浴更衣，躺在棺材里，告
诉差人：“我死后你们用麻绳抬着棺材往
东北方向（当时的叶县治所在旧县街，即
现在的叶邑镇，仙台镇在叶邑镇的东北
方）走，到哪里绳子断了，就把我葬在哪
里。”差人们依言办事，走到今天的仙台
镇时，风吹绳断，棺材落地，周边的泥土
自动敛来，形成了一个大坟包。于是，王
乔就被葬在这里，坟台也由此而得名。
相传当晚叶县境内所有人家的牛马全都
像干了重活一样，个个汗流浃背，主人均
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些牲畜是帮着
送棺材运沙土了。

●李荣欣

仙台镇：
乐善好施之乡

大凡古乡镇，都有几个共性——民
风淳朴，历史厚重，传说动人，交易活跃，
热闹繁华。也有各自独特的个性，譬如
这仙台镇，特点就是当地人有乐善好施
的传统。现在还耸立在镇子主街南头的
古建筑南阁楼（也叫玉帝元帝阁），就是
佐证。

据当地人讲，这仙台镇是个杂姓镇，
当初南来北往的遭灾落难之人，来到这
里大家都收留，还想方设法地给碗饭吃，
久而久之，这里人越聚越多。后来，众人
出钱在村子的南北寨门处分别盖起了两
座阁楼，楼上敬神，楼下收留落难遭灾之
人。不久前我们来到仙台镇，在几位热
情老者的指点下，见到了阁楼重建记事
碑。从碑记可以得知，这阁楼重建于清
嘉庆二十一年，碑记开宗明义写着“万善
同归”。

这仙台镇，水脉很旺。我们去时当
地已多天没有下过雨，可十多个大小坑
塘，还满当当地存着净净的水，水塘里鱼
跃鸭凫，宛若江南水乡。镇子里的几口
老井，离井口一两米的地方，均碧水汪
汪。这在附近的其他地方，是少有的。

这仙台镇，林木众多。镇上和人家，
到处都栽种着树木，可谓“箭杆杨夹道，
泡桐树盈门”。镇子周围，有个几丈宽的
林带围绕，颇似一道无形的城墙，将整个
镇子护在其中，抵挡了风沙，减少了噪
声，让镇子更加恬静安逸。

这仙台镇，还是个农业乡镇，镇子上
的几千口人，大部分还在与农业、土地打
交道。此外，这里的畜牧业也很发达，主
要是养羊。镇子里随处可见羊群。据镇
上的人讲，仙台镇每年要出栏肉羊几万
只。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少的十几只，
多的几百只；年收入少的几万元，多的几
十万元。每年立秋前后，他们从内蒙古、
新疆等地买来半大的羊羔，精心饲养几
个月后，卖给屠宰户。

我们在镇子里转了一圈后，感觉这
里是：房舍整洁、树木茂盛、水塘遍布、人
心向善、乡风浓郁、交易活跃。

自1924年9月樊钟秀北伐返豫
后，其妻小就由海路从广州到上海
住在金神甫路花园坊。此时，樊钟
秀下野到上海赋闲，始与妻儿团聚，
闭门谢客，不问外事。

1929 年 6 月 1 日，孙中山遗体
由北平西山碧云寺迁葬南京紫金
山，举行奉安大典。南京政府事先
排定的参加典礼的军政要员及社会
名流名单，将樊钟秀排除在外。于
右任、胡汉民、张继、张钫等国民党
元老感觉不妥，特意联名致函樊钟
秀，邀其参加执绋。

5 月 22 日，樊钟秀同前来迎接
的刘觉民、王陆一一起到南京。6
月 1 日当天，樊钟秀参加了孙中山
先生的奉安大典。

彼时，蒋介石见到樊钟秀，表
现出十分热情的样子，邀请樊钟
秀仪式结束后，同他谈谈。樊钟
秀在孙中山先生灵前痛哭一场，
谢绝蒋介石的挽留，欲离京返沪，
蒋介石向其密示将来讨冯还需他
统率旧部襄助。樊钟秀告别好友
返回上海，三天后蒋介石发表樊
钟秀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行营顾
问。

1930 年初，因编遣问题，冯玉
祥、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酝酿
联合反蒋。蒋介石委樊钟秀为豫陕
边防军总指挥，回河南召集旧部，并
推荐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的鲁山郜
子举为参谋长。

樊钟秀回到宝丰，迅速汇聚起
四万人的队伍，司令部设在许昌。
樊钟秀表面上听命蒋介石，心里却
倾向冯阎。冯玉祥亲至许昌与樊
钟秀晤谈。樊钟秀表示：“蒋介石
叛变革命，我正要打他。且他掌握
全国政权后，北方人多没饭吃，饥
饿不堪，我为北方人找饭吃，也要
打他。”

冯阎委樊钟秀为反蒋联军第八
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副之，扼守许
昌以南临颍、漯河平汉线隘道。蒋
介石则施展软硬两手，一面给樊钟
秀拨款 15 万，一面令其移防荆紫
关，让开许昌，以方便中央军直接进
攻郑州冯玉祥大本营，遭到樊钟秀
婉拒。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
介石令第五军团何成浚三个师猛攻
临颍樊军前沿阵地，激战二十余日，
樊军不支，退守许昌。

6月4日，樊钟秀在许昌南门外
视察阵地时被蒋军飞机炸成重伤，5
日不治阵亡。樊钟秀临终留下遗嘱

“我生而追随孙先生革命，死当为孙
先生亡灵作伴”，命将其灵柩停放
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的停灵之
所西山碧云寺。

7 月 5 日，樊钟秀灵车到达北
平西车站，北平各界举行了公祭。
6日，遵其遗嘱，将其灵柩停放北平
西山碧云寺中山纪念堂。

樊钟秀虽出身草莽，但秉承了
伏牛山东麓“言必信，行必果”的朴
素民风，立身正大，持己简约，重然
诺，崇信义，自青年时代受到孙中山
先生民主革命主张的影响之后，心
向往之，矢志不移，被誉为中山先生
难得的忠实信徒。

（图片均为资料图）

宝丰武将樊钟秀与孙中山
●潘民中

近现代在伏牛山东麓滍
水汝水流域这块土地上，若
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的
人物，非建国豫军总司令樊
钟秀莫属。

樊钟秀，字醒民，光绪十
四年（1888）生于河南宝丰
大营夏庄（今属平顶山市石
龙区）一底层知识分子家庭，
其父樊道隆为庠生，以教书
和行医为生。樊父兄弟二
人，樊钟秀亲弟兄四人，叔伯
兄弟七人，他排在老二，因此
乡人称其谓“樊老二”而不
名。

樊钟秀幼受父亲启蒙，因生逢衰
世，科举之路难行，社会的动荡刺激起
他修习武功以撑家门的冲动。清光绪
二十七年（1901），13岁的樊钟秀到登
封少林寺拜住持恒林和尚为师，学习
拳棒数载，从而奠定了一生尚武从戎
的根基。同学中有南阳徐万年、信阳
李亚东，思想活跃，对南方革命党有所
耳闻，向樊钟秀宣讲过“满清气数已
尽，革命党有朝一日肯定要胜利”，后
徐、李二人南下武昌进湖北将弁学堂，
毕业后参加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
最早，樊钟秀正是从这二位好友处知
道孙中山大名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樊钟秀曾
试着投奔已任豫南民军总司令的李亚
东。樊父对这个儿子动辄就想出外闯
荡的欲念十分担心，加上豫西不靖，一
点微薄家产时常遭人觊觎，于是于
1913 年携家逃往陕西黄龙山区避祸
求生。岂料在黄龙同样不得安宁，生
活也十分艰难，樊钟秀遂以河南老乡
中的青年为骨干，拉起百余人的队伍
自卫。

1915 年经在陕军中任营长的宝
丰人阎凤诰拉拢，樊钟秀的小队伍被
编为陕西督军的卫队连，樊钟秀任连
长，后升营长。1918 年初，胡景翼在
蓝田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树起“靖国军”大旗，“反段（国务总理、
参战督军段祺瑞）讨陈（陕督陈树
藩）”，围攻西安。陈树藩调樊钟秀营
参加西安守卫战，樊钟秀另有打算，迟
延赴命，运动于潼关、商县、洛南、蓝
田、周至，使队伍壮大到2000多人，与
河南老乡张钫取得联系。

1918 年 8 月，于右任在三原就任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副之，所部六
路大军。第二路司令樊钟秀，副司令
阎锡民，司令部设军需处和军法处，下
辖两个支队，共3000余人。靖国军失
利后，樊钟秀率部转回河南，1922 年
樊部转属吴佩孚，负责收编老洋人的
河南自治军，樊钟秀被委为豫西剿匪
司令，所部扩充为五个游击支队，5000
兵马。

1923年4月，原本深得孙中山倚
重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叛变，
以两个师三万之众围攻广州。时时
窥伺广东革命根据地内隙的北洋直
系吴佩孚,立即令其赣督蔡成勋、赣
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
琢和常德胜暂编第一师，驰援桂系
沈鸿英进攻广东，妄图与陈炯明军
联手置孙中山于死地。

5月 2日，吴佩孚命樊钟秀部随
常德胜暂一师南下，并命任应岐、陈
青云两支队伍组编为四个营，称河
南陆军第一师补充队，归樊钟秀节
制，一起行动。樊钟秀则欲乘此次
南下之机投奔孙中山，加入革命阵
营，途经岳阳时遂派表兄莫庆斌赴
广州与孙中山大元帅府联络。不料
莫庆斌返回途中被蔡成勋截获，蔡
成勋密报吴佩孚后，莫被枪杀。为
防不测，吴佩孚安排其南下各路军
队前后夹持樊部，待机围歼之。樊
钟秀部行至吉安，获悉其南昌留守
处被查抄，感到时不我待，就密派将
领再赴广州，由来自河南固始的资
深革命党人凌钺引见给孙中山。孙
中山亲笔回信并颁赏 10 万现款，大
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派方觉慧带着
回信和款项入赣面见樊钟秀。

11 月 6 日，樊部进至大庾，发布
通电，拥护孙中山，加入国共合作的
广东革命阵营，就任豫军讨贼军总
司令之职。樊钟秀率领7000将士过
梅关越梅岭，击溃沈鸿英三个师，于
11月 12日进驻韶关，控制住广州的
北部门户，并电孙中山大元帅府报
捷。孙大元帅当即复电嘉奖：“民国
肇造，十有二载，干戈扰攘，迄鲜宁
时。人民有涂炭之伤，国势有沉沦

之险。究其症结，只以北庭不道，僭
窃相乘，倒行逆施，残民叛国……豫
军讨贼军总司令樊钟秀，精诚爱国，
首义赣南，诸部将官士卒，俱能深明
大义，勠力同心，据览敷陈，至堪嘉
许……”

此时广州局势仍十分危急，陈
炯明叛军洪兆麟、叶举、林虎等部于
11月 12日占领石龙，14日进至广州
近郊石牌、白云山、瘦狗岭，将炮击
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孙中山当机立
断，电令樊钟秀速来驰援，身边有人
提出质疑：“樊钟秀与我们素不相
识，归顺也只是一句空话，一纸电令
就可以吗？”孙中山答：“樊钟秀是个
硬汉子，重信义，一诺千金。我早知
其为人，他一定会来。”

11 月 14 日夜，孙中山急电樊钟
秀来援，樊部即刻集结出发，16日开
抵黄沙车站，又徒步赶到广九车
站。樊钟秀下达动员令：“此次保卫
广州作战，是奉孙大元帅命令，生死
都很光荣。只准进，不准退！只准
胜，不准败！谁要当孬种，我先毙了
他！”樊部仍用北洋军旗帜，身着北
洋军服装，佩戴北洋军符号，四路纵
队向敌人冲杀，杀声震天，有进无
退。叛军弄不清当面之敌从何地冒
出，以为神兵从天而降，军心顷刻瓦
解，至 18 日下午全线溃败，退回惠
州。樊钟秀率部连续作战三天，收
复广九车站、石牌、石龙、博罗、增城
各要地，使广州转危为安，方至大元
帅府谒见孙中山。

孙中山在见到樊钟秀之前，早
闻其勇敢豪侠之名，想象中他是一
尊北方粗豪大汉，不意站到眼前的
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态

度恭谨谦和，颇为惊喜，遂对其奖勉
备至，慰劳有加。樊钟秀也面陈多
年来的仰慕拥戴之忱。孙中山表示
要对樊部优于补充，嘱其好好整练
部队，准备北伐。从此，樊钟秀对中
山先生建立起坚定不移、拥护到底
的政治信仰。

12 月 6 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
营为樊钟秀举行了庆功宴会，在场
的130多位军政要员，数樊钟秀最年
轻，却被孙中山推居首席。中山先
生紧紧握住樊钟秀的手说：“好！
好！好同志，真革命。我若早遇到
你十年，革命的成功就顺利多啦！”
孙中山在宴会上讲：“广州现在的局
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滇、粤、
桂诸联军在东江和陈炯明的叛军打
仗，一败到博罗，再败到石龙，到了
上月十七日，陈家叛军打到石牌，广
州人心便非常摇动，几乎有不能保
守的迹象。那天豫军凑巧也赶到广
州，便由黄沙步行，经过长堤，到广
九车站。赶上前线增援，把敌人打
退。人民见豫军军容之盛，便异常
镇定。后来湘军到了北江，又把始
兴的北军打退。所以现在广州的局
面，完全到了安稳地位。”

孙中山即席演讲一个半小时，
继谭延闿之后，樊钟秀第二个发言，
表达了尽快北伐，消灭曹（锟）、吴

（佩孚）的决心。当时恰逢樊妻生下
第二个儿子，孙中山先生得悉樊钟
秀有弄璋之喜，就和夫人宋庆龄一
起来到樊钟秀寓所看望。孙中山还
给孩子起了名字“得胜”，意在表扬
樊钟秀打败陈炯明，解广州之围，获
得大胜，并送给樊钟秀2000大洋，让
其补贴家用。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共产
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国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经孙中山提名，樊钟秀当选为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
员。在当时名声显赫如蔡元培者，
也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足见孙中
山对樊钟秀的看重。

4 月，陈炯明再度叛乱。29 日，
孙中山命樊钟秀为东征右路总指
挥，任应岐为前敌总指挥。30日，樊
部开赴东江战场，攻取海陆丰。5
月，攻入河源、平湖、龙岗。6 月，占
领淡水、平山，稳定住东江局势。7
月，樊部得胜回穗，整训补充，部队

扩编为四个旅八个团，共 8000 人。
阎凤岗、任应岐、陈青云、王鼎洛分
任旅长。

9 月 12 日，大元帅孙中山进驻
韶关，誓师北伐，决定两路推进，正
面以谭延闿为总司令，出南雄、攻大
庾，取赣州；侧翼以樊钟秀为总指
挥，由仙霞岭循山道攻吉安；最后两
路会师南昌。孙中山委任樊钟秀为
建国豫军总司令，亲授“笃信三民主
义，实行建国方略”军旗。

谭延闿军进至大庾受阻。樊钟
秀率部一路克敌前进，在吉安附近
大破直系赣督蔡成勋军。孙中山给
樊部的通令嘉奖称：“北伐连捷，至

感欣慰。将士劳苦，尤所悬念。不
惜重赏，以竟全功。”后因孤军深入，
在桂东县的桥头地区遭遇伏击，苦
战一昼夜伤亡巨大，陈青云、任应岐
两旅损失尤为惨重，折回广州。樊
钟秀率阎凤岗、王鼎洛两旅3000人，
突破包围，行军80多天，大小战斗50
余次，历经四省，跋涉 5000 余里，渡
过长江，于12月中旬进入豫南。

12 月 20 日，樊钟秀从河南光州
给已到天津谋求南北统一的孙中山
发去电报，报告此次北伐经过。孙
中山看到电文对左右说：“各军将领
若能皆如樊钟秀，何愁革命不能成
功。”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辞世，北京中央公
园设祭坛公祭时，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
秀特致送阔丈余高四五尺的巨型素花
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
挽幛，也均称孙中山为“国父”，这是中
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
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
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
山先生为“国民之父”。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
表彰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

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
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
世”之伟大业绩，通令全国，循樊钟秀始
倡，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1926 年，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
伐，7月派凌钺、李道源赴建国豫军司
令部驻地河南南阳，同樊钟秀商议出
兵武胜关接应北伐事宜。

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至汀泗桥，
与吴佩孚军处于胶着状态，胜负难卜。
蒋介石、谭延闿派人挟亲笔信与樊钟秀
联络，让其迅速出兵武胜关，阻断吴军

退路，与北伐军会攻武汉三镇。樊钟秀
亲率两个军，由南阳一日夜行军 200
里，占领武胜关，并南下湖北广水、花
园、孝感，完成钳击武汉的战略任务。

蒋介石颁给樊部国民革命军第十
三军番号，委任钟秀为第十三军军长。
樊钟秀予以拒绝，私下对友人说：“中山
先生给我的番号为建国豫军，蒋介石想
改掉，我能让他改吗？”仍坚持使用孙中
山先生1924年颁给的建国豫军番号。

同国民革命军会师武汉后，樊钟
秀率部转回河南，在半年中以不足 3

万人的兵力坚持同吴佩孚势力的十
六个军七万多人周旋转战。直到
1927 年 5 月，冯玉祥以国民革命军第
二集团军的名义进入河南。

6 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樊钟秀
为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为河南省主
席。樊钟秀思虑自己在河南积极配
合北伐，但果实却被冯玉祥占有，于
是冯樊矛盾迅速激化，战到1928年11
月，樊部损失惨重。在冯玉祥与蒋介
石联手软硬兼施之下，樊钟秀被迫通
电下野到上海作寓公。

13岁，初闻孙中山

36岁，奉孙中山之命北伐

35岁，解广州之围面见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后，40岁的樊钟秀被冯蒋逼迫下野

拥冯反蒋
42岁的樊钟秀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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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位于石龙区夏庄村
的樊钟秀故居，虽然有些破败，但还保留着
原有的规模（上图），而如今，偌大的一处宅
院仅剩下三间旧房子（下图），让人不免有
些遗憾。

▶散落在村边河沟里樊钟秀父母的墓
碑。上面字样显示，是当年樊钟秀为父母
所立。

樊钟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