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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溪河畔这处贫瘠山乡的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童年

和少年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的印象至今难忘，对后人也许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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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手工业花开贫瘠山乡人才辈出 

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前后，出生在玉龙榉

溪河畔这处贫瘠山乡的天垣场街上和乡下的孩子。

童年和少年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的印象至

今难忘，对后人也许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虽然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但到盐

亭全县解放已经是 1950年初了。那时我们虽人还很

小，才 5 岁左右，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

不到半里，人户不到 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

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

家的面粉厂等。 

其中，天垣场街上出名的中西医世家就有四处。

一是天垣陈家河陈璧光先生开的药房和中医诊所，

远近闻名。他的大儿子跟他管理药房，二儿子跟他

学中医，也小有名气。1956 年后公私合营，私人诊

所纳入天垣公社医院，陈璧光先生成了集体所有制

的医生，仍然兢兢业业为群众看病，受人尊敬。特

别是他带徒弟教出的盐亭县中医院院长的文国刚主

任医师、先后任天垣公社和三河公社医院院长的杜

礼培医生，对他评价也很高。二是天垣申家沟申用

山先生，他的中医外科治疮、疗伤、接骨、拔火罐、

医眼睛，样样得行。他的儿子申学燕，是盐亭县公

安局消防队的队长。他的孙子申光芹，先后任天垣

乡乡长和盐亭县财政局副局长。他的女婿何兴章，

天垣申家湾人，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在战场上

手受伤，是退伍回乡的残疾军人。三是天垣文家观

的文浩成先生，解放初就是有名的西医医生，在盐

亭永兴乡当医院长多年。四是天垣赵家沟的赵锡伍

先生和赵子南先生两兄弟，解放前就是天垣、永兴

一带有名的中医医生。解放后在天垣乡医院当医生，

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赵锡伍一直服务到 1958年患

食管癌去世。 

再是天垣场街上的商铺，西边场口何洪元先生

开的饭店，方便乡上乡下群众，待客周到，生意在

公私合营前后都很火红。东边场口寇用山先生开的

茶馆，解放前后都是客源满座。有时晚上还要开门

说评书，请的是外地说大书的名家，所以乡下劳累

了一天的农民，也有带小孩来听的。逢年过节，天

垣场街上有时白天连场唱川剧，夜晚还要耍狮子，

舞长龙放火炮冲花，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解放前后有寇家

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

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

等。这类民族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

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 21世纪现在绵阳市各县

市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办的“科创园”、“工业园”、“经

开区”比起来，又小和又初级，但它是当时贫穷山区

农村解决“生产自救”的实际产物。即使到 1956年后

农村合作化运动，和 1958年后开始的农村公社化运

动，以及公私合营，天垣场 90%的人变成农业户口，

乡下私人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绝迹。到目前，

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

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

但农村合作社和农村公社化初期，和在三年自然灾

害后恢复期间集体办副业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也仍然还利用过原有的有经验的农民和现存

的工具，零星办过大队的榨油厂、造纸厂，做醋、

做酱油、做红苕粉丝，派社员走村串户担着产品去

叫卖，以解决生活困难。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

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类似的

土“工业园”、土“经开区”实践探索，对出生在盐亭天

垣、玉龙那一带的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今

天在绵阳市里有几位知名的企业家就是原玉龙天垣

乡人，如在我们完小、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

有天垣的黄辉煜先生，他和儿子黄强、黄斌，目前

办在绵阳市里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全工艺流传

生产的口罩，其规模在川内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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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天垣文家观出生长大，在天垣公社初中

读过书的王运先高级工程师，原是绵阳新华内燃机

厂的厂长，在 2000年改制之后，又先后担任绵阳新

华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绵阳新华内燃机企

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以及担任新晨动力机械(沉阳)

有限公司、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沉阳分公司、

成都晨耀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和高管。

2006年 1月 24日《四川日报》曾报道：2005年 12

月 28日四川省第三届“杰出创新人才奖”在成都隆重

颁奖，王运先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受到省委、省政府

的表彰。作为技术型管理专家，王运先有辉煌的成

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家。 

在他的带领下，绵阳新华在车用发动机技术研

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主持研发的多款具有完整

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车用汽油发动机，填补了国

内空白，荣获四项全国第一，打破了轻型汽车发动

机技术由国外汽车公司长期垄断的局面。公司连续

六年创全省机械行业利润第一、综合经济效益第一，

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和四川经济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被誉为共和国轻型汽车发动机的“擎旗

人”。 

类似玉龙天垣人们的土“工业园”、土“经开区”

的实践，对周边玉龙各乡场也有类似的影响和联系。

如玉龙三星场的王云白先生，原是盐亭县丝厂的老

工人，他儿子是绵阳市氮肥厂的年青工人。丝厂和

氮肥厂先后停办后，他和儿子在 21世纪初就到南非

打拼，在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前，他们在南

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

品，也干得不错。 
 
二、天垣石龟碑与何拔儒的故事 

在天垣场上世纪 50年代还没有修玉龙到五龙的

公路时，还可见赶场或上学经过西面场口的石盘垭

南侧山岩高出地面，有露出长约两米宽 1米厚 20公

分不规则的硬石板；下到垭口“袖头山”脚半坡快与

李家沟的小路衔接的山脚，石岩坡坪有露出约婴儿

车大类似龟头和龟脖的石龟形状残缺的大硬石块。

这两处景点，被天垣近邻的九龙著名学人何拔儒命

名为：硬石板叫“盘母石”；石龟残缺状硬石块被考

证为“石龟碑”遗迹。到 20 世纪 90 年代盐亭兴起嫘

祖文化考古热，“盘母石”和“石龟碑”因与传说的“盘

古王表”和玉龙祠窑坝盘古的故事有关，一下才被国

内外的学者注意起来，但遗迹早挖遭质疑。 

原来何拔儒 1903-1906 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

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

拔儒 1913-1917年又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

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

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 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我

们，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嫁到盐亭三元

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

曾打电话告诉我们，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从 1950 年到 1989 年退休都在盐亭玉龙区粮站

当站长的石云龙先生，2020年 9月 26日发表在网上

的《石云龙：说石家与甲骨文学者王襄之交》一文

中说：中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天津的王襄先生，

与盐亭之渊源公开，是因 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而起----《大观》书

中石碑刻划符号拓片，就是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王

襄先生，从他祖父四川盐亭石文星那里得来的。 

石云龙站长说：王襄生在一个文物研究世家，

1910 年在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

1913 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

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盐

务稽核所任职多年----曾在四川川北潼川府（今三台

县）盐务局任职时，盐亭县赵蕤故里葱柏嶺，属潼

川府管辖。王襄既是盐务局稽查官员，故此才有“《大

观》石碑刻划符号拓片，王襄老先生从四川盐亭县

得来的”等语。石云龙站长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保贵信息，因为它理顺了嫘祖故里在川北盐亭县是

铁卷丹书，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有说是经历各种风暴中的何拔儒，深知存古

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

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

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天垣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

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山坪，修建纪念盘古的天

垣场。1925 年天垣场兴场，据说就是何拔儒提出利

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

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 

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

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

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

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

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

如我们小时候看见，楼下有柱子，正好拴猪、拴牛，

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

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

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

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

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

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

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

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

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

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

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在 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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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

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绵阳晚报》2005年 3月 20日发表《百年海啸

话嫘祖》一文介绍：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

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

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 

我们知道大人们“口传”，最早是 1950-1951年解

放初，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

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

那时我们也才 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

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们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

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火热，怕把此话看作政

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天垣乡人

民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 90岁的

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

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与其

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

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

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

使盐亭龙潭周围地区群众革命情绪很高。数十个村

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

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

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

年 3 月间在盐亭高灯踏泥坝梅子坡、玉龙天垣宗峰

寺就有 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三、天垣场出现手工业与受革命教育有关 

我们在家乡天垣场看到 1950年刚解放初的手工

业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

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

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能策划搞起的乡村土

“工业园”、土“经开区”等实践，与 1929年 7月在天

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类

似受到的革命教育有关。 

2021年 8月 7日《绵阳晚报》，发表绵阳日报社

融媒体记者刘毅、胥江的《盐亭龙潭英烈：用鲜血

浇灌沸腾的土地》一文中说：“1934 年冬至 1935 年

7月，红军主力北上后，在反动军阀疯狂镇压下，盐

亭地下党、团组织以及进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何

登甲、申秋成等被捕。何、申二人当场被绑押刑场

杀害，被杀害者达 20余人。他们为了盐亭人民幸福

和翻身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2014年 6月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龙

先生，开车带我们到何拔儒的家乡盐亭九龙乡，采

访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何拔儒的这位侄

儿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

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何拔儒最先认知革命的经历

是，1917年何拔儒受张澜召唤从长沙返回四川，1918

年他到张澜的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开

始能直白地与张澜私下讨论心中拥有的那张打造多

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的蓝图，以及把四

川家乡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

起来的办法。 

再说 2021年 8月 7日《绵阳晚报》刘毅、胥江

的文章提到的“申秋成”，正是天垣申家沟的人。1991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

407页的“第 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

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开头“1、特支、支部：”

就有 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宏

先任书记，余国政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10 月，

成立天垣申家沟支部，书记申家成”。 

2016年 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

党盐亭县历史》书中 25 页“申家沟党支部”一段说：

“1927年 7月范宏先在遂宁起义失败后回到盐亭，和

余国政一起发展壮大组织。10 月余国政到申家沟协

助申信然工作，发展申秋成（1935 年被国军党军地

方团防杀害），又名申家成入团，建立了盐亭县第一

个基层党支部----天垣申家沟党支部”。到 1935 年 3

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

动派扑灭。但受革命教育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

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乡

土“工业园”、“经开区”的实践。再单就书报上龙潭地

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

为啥还有“申家成”、“申信然”等名字分不清的混乱？ 

我们就是出生在“天垣申家沟”附近土生土长的

人，深知其中之谜：我们两人的母亲，就分别出生

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的“天垣申家河坝”和“玉龙镇

申家沟”的申姓人家里。因此从小就知道这里的山区

农村，申姓的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

坝、湾，且申姓同名多名，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

时段，间断出现在几个人身上；甚至同时出现相同

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

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四个

人，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

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一

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 

这是问老人才知道的。可见同族、同村，同名

的现象，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同名不方便，

有人又去把自己“本名”改名的。但也难避免同读音

不同字的情况，以及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

名”，也是要依别人按各自的习惯行事。这对不是当

地人，或者就是当地人而不是当事人，由于年龄不

同，做事不同，也很难搞清楚的。 

所以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

了解，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

混淆。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胞山

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他人长得高大，

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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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不多，类似“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

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

工过的大户人家，强要兴场，说给干活，不建场兴

市，你们不愿跑远路玉龙镇买猪肉，打工的吃肉都

难；1955年他才死的。 

我们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

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由中

共党史出版社 2016年 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

县历史》一书 56页上说：1935年 3月 26日在三河

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

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

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

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 

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

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

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

（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

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 24 页说他 1929 年参加共产

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

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作

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在《盐亭

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

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

的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

类似情况呢？我们 1970年回老家天垣就听到的一些

事情是：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

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

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

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要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

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

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

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

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

事”也影响不了个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

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的，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

的书刊弄错，就是不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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