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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
的未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
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
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影响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
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辟、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到了
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
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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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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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
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影响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
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辟、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到了
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
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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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嘉庆元年(1796年)，由白莲教组织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遍及四川、陕西、湖南等省。
嘉庆二三年(1798年)，张士龙领导的蓝号军经岷州攻到巩昌。
次年，杨开甲领导的白号军也由岷州攻入巩吕。
同年十一月，四川一支起义军渡嘉陵江入甘肃，十二月也进到巩昌。
后来，白莲教起义军虽然被清政府镇压而失败了，但他们所到之处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莲教三次到达巩昌，所以给巩吕四乡民众影响尤为深刻。
　　咸丰初年，巩昌连年荒旱，渭河以化的山区饥荒最严重，农户十室九空，以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度日。
然而官府熟视无睹，不但不予赈济，而且苛捐杂税丝毫不减。
咸丰四年(1854年)j月，离城三十多里的阳坡寨子(今陇西渭阳乡阳坡村)饥寒交迫的村民，为了活命，
在马莲寺村青年女子王跟儿(志书称吴王氏)的率领下以白莲教名义准备起义。
当时，王跟儿年仅18岁，但有胆有识，她为了使乡亲们能有活路，串连马莲寺、阳坡寨、高家山、鲁
家门等村的贫苦农民石元印、王九娃、胡全业、陈进善等人在阳坡寨堡子内聚合，商量组织起义攻城
抢粮。
为了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他们以天神崇拜汇聚人气。
王跟儿自称是“九天仙女”下凡，有“天书”一本，深知其中玄机，能引领大家成事和逢凶化吉。
她说：剪好纸人纸马，蘸上白鸡、白猫、白狗的血，再抹上桐油，给纸人纸马诵经念咒，超度百日，
就会幻化成天兵天将，征战时刀枪不入。
再用一簸箕练七七四十九天，就能扇风作浪，兴云布雨，越涧跨沟，腾空飞翔。
掌握了这些法术，打起仗来所向无敌，无往不胜。
当然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封建迷信，王跟儿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撑腰壮气，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以
吸引众多的人来参加。
她发动大家暗暗地搜罗武器，打造弓箭、刀枪、棍棒、土枪、土炮。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制定了起义计划，制作了起义旗帜，并封官委职，封王跟儿为“金天王”，石元
印为“元帅”，王九娃为“镇殿将军”，胡全业为“军师”⋯⋯一切就绪，待势而发。
可是，寨内武生石梓、胡厨子胆小怕事，当了叛徒，偷偷到县城去告发。
周知县遂派捕役去拘捕王跟儿及同党。
王跟儿见起义时机不成熟，于是与官府巧为周旋，审讯时一口咬定诵经念佛只是为了祛病，祈求五谷
丰登，没有其他意图。
经搜身只有经卷一本，为《观音咒》。
县令见被审讯之人个个衣衫褴褛，如乞丐一般，认为是一帮村氓，于是就释放回去。
　　王跟儿回寨后自知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机密难保，于是决心奋力一拼，立即召集大家会商，决
定农历三月十三日提前举事，先占领阳坡寨堡子作为据点，正式举旗起义。
叛徒石梓乘夜又奔至县衙告发，同时北路乡约(地方小吏)也报称王跟儿已纠集众人登上堡子墙，称自
己是“金天王”。
周知县便派出密探，得知实情，方才确信上当。
　　次日周知县邀请在籍四川西充县知县祁嗣唐商量对策，因阳坡寨子农民多属祁家佃户，祁嗣唐提
议愿去亲自调处。
三月十五日，祁嗣唐和周知县同往阳坡寨，行至马家堡(今属云田镇)，祁对周说：“明府(对周的敬
称)带役太多，会惊恐而激变，我先去劝谕以观真伪，给他们晓以大义，会相安无事。
”周知县同意了他的建议，祁嗣唐遂与两个马夫前往。
将近阳坡寨堡子，祁对堡大喊：“不要惊慌，我是来救大家性命的!”堡子内不知底细，举起义旗呼喊
，数人持械冲出堡门向祁嗣唐扑来，祁嗣唐喊叱：“不要乱来，我是来救你们的。
”但持械民众不容分说，有一人冲向前刺向祁嗣唐左肋，祁嗣唐当即毙命，一马夫被抓，另一马夫侥
幸逃脱，奔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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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闻报即回城与知府觉罗德郝(满族)和马游击商剿，遂发壮丁50名，募兵300名，回民丁勇150名，
游击营兵200名及祁氏助兵共约千人，于三月十六日前往阳坡寨进行镇压。
事已至此，起义民众镇定自若，坚守堡子，英勇抵抗，官军一时难以攻下。
传说王跟儿站在堡墙之上，持扇作法，天忽然阴云满布，风雨大作，官兵枪炮为风雨所闭不能发，而
王跟儿两腋夹簸箕飞腾堡墙四周，指挥战斗，兵勇纷纷败退。
围剿官员无计可施，只好分拨_二营，成掎角之势，敲金击柝，被动防守。
黎明时官兵又发起进攻，王跟儿仍然作法，但不幸右手中弹倒丁堡墙之内，堡内数百人冲出与官兵混
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击败。
兵勇乘势擒击，王跟儿当场壮烈牺牲，多人惨遭杀害，未死者尽数被捕，其惨烈之状令人难以忍睹。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周县令和马游击得胜回城，提“犯”会审，经严刑拷打审讯，将领头的胡全
业、石元印、王九娃等13人押解赴省，全部杀害。
　　王跟儿以白莲教行道为名发起的饥民反抗暴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她的英雄事迹却留在了陇两
人民大众的心中。
人们为了怀念他们，编了一首民谣：“巩昌城，九里三，出北门，渭河滩，巴巴坟儿靠北山，阳坡寨
子马莲滩，九天仙女活神仙，一枪打个没动弹，两枪打个簸箕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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