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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捧儿”到“刘巧儿”
1924年农历四月十五，陕甘宁边区华池县温台区第

四乡封家园子，一个乳名捧儿的女孩呱呱坠地，家人取名
封芝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女子，十
几年后竟然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后来根据她的经历改
编的评剧《刘巧儿》更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943年的初春，被县司法处判决“婚姻无效、听候处
理”的封捧儿心事重重地住在姑姑家寝食难安。由于父
亲贪图彩礼，强行将她与青梅竹马的意中人张柏拆散。
19岁的捧儿被父亲前后许给三户人家后，最终被县司法
处判定“婚姻无效”。恰逢此时，她遇到了姑姑婆家一个
在合水县抗日人民政府当县长的亲戚，听了事情的全部
经过，县长建议她去找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人称
“马青天”的马锡五申诉。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封捧儿
悲喜交加。第二天一早，她偷偷从姑姑家逃出来，日夜兼
程，用了两天时间步行70里山路，赶到了陇东分区所在
地庆阳县城。在一个古巷旧院内，她终于找寻到了“马青
天”，顾不得任何礼节，捧儿冲上去拦住了马锡五的去路，
痛苦至极地诉说了父亲对她婚姻的干涉和县抗日民主政
府断案不公的冤屈。 ▋据《人民政协报》

《刘巧儿》剧照

捧儿的父亲名叫封彦贵，在她出生之前就
指腹为婚，1928年，年仅四岁的捧儿由父亲包办
以十个银元的价格与父亲妹夫同胞弟弟张金才
次子张柏订了“娃娃亲”。由于两家是亲戚，经
常走动，两个孩子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慢
慢产生了感情。

女大十八变，到了1942年，心灵手巧的捧儿
已经出落得有模有样，凭着精湛的绣花、剪花手
艺成为远近闻名的“巧手”。勤劳朴实的她，成
长为边区的劳动模范、妇女积极分子。父亲封
彦贵见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后悔当初与家境贫
寒的张家结亲。为了从女儿身上捞到更多的

“彩礼”，强行与张家退亲，另将封捧儿以法币
2400 元、银元 48 块，卖给了南源张跛子为妻。
张金才知道此事后，向华池县政府告发这起买
卖婚姻，经华池县裁判部判决，撤销了这次婚
约。不久，爱财如命的封彦贵再次暗自以法币
8000元、银元20块、哔叽4匹，将封捧儿卖给庆
阳县刚刚丧妻的财主朱寿昌。此时，捧儿已与
张柏这对有情人海誓山盟，得知真相后她在家
中大哭大闹，并给张家捎去口信非张柏不嫁。

身为一家之主的张金才见封彦贵嫌贫爱富
出尔反尔，一气之下集合了族里二十多位亲友
携带棍棒，按照当地“抢亲”习俗，连夜赶了 40
里路从封家抢回了捧儿。封彦贵见彩礼落空，
气急败坏地将张家以“抢劫民女罪”告到县司法
处，司法人员听取了捧儿父亲的一面之词未经
周密调查，命县警卫队把抢亲的人全部抓起来，
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捧儿婚姻无效，张金才
被判刑六个月，草草结了案，一对鸳鸯就这样被
拆散了。对于司法处的判决，张家不服，封捧儿
也不服，周围群众也很不满。

封捧儿的讲述引起马锡五的高度重视。
第二天他亲自赶往华池县受理了这起上诉案。

为了了解当地群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马
锡五和乡区干部走访了许多老百姓。通过调
查访问，了解到群众对封张两家的纠纷看法虽
然不尽相同，但都对于封捧儿和张柏这一对小
夫妻被拆散表示不满。这就证明前次县司法
处的判决的确不妥当。

在此基础上，马锡五又派平日和捧儿熟悉
的妇女与她谈话，了解她的想法，并亲自征求
当事人的意见。捧儿的态度很明朗，她表示:

“死也要与张柏儿结婚。”案情真相基本掌握。
同年农历四月廿七，马锡五会同华池县司法处
负责同志在当地乡村公所举行了公开审判大

会，与此案有关人员全部到场。马锡五当众审
明封彦贵屡次卖女儿、张金才等纠众抢亲，以
及封捧儿本人对婚事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征询
到会群众对此案的处理意见。现场群众很多，
人们对这种公审的方式十分好奇，争相发言。

摸清了大家的意见后，法庭作出如下判
决:一、张柏与封捧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
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
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
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
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
示警诫。这场审判，纠正了华池县抗日民主
政府的错误判决，一对青年人更是欢天喜地，
结成了美满夫妻。

段芝贵(1869~1925)，安徽合肥人，历任陆军
第三镇统制、督练处总参议。武昌起义后，他被
袁世凯委以第一军军长、湖北都督、奉天将军兼
署巡按使等职。袁世凯称帝后，段芝贵立即出面
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世凯，拥护帝制，被袁世
凯封为一等公。

袁世凯死后，段芝贵投靠宗侄段祺瑞，并自称
“小段”，称段祺瑞为“老段”。1917年，“小段”随段
祺瑞讨伐张勋，被封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
1919年改任京畿卫戍司令。1920年7月14日，为
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
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之间，爆发了直
皖战争。段祺瑞拟兵分两路应敌，段芝贵被任命
为定国军东路司令。段芝贵为显示其大将风度，
安居家中不出，直到“段祺瑞四次催促”才出发。

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出征时在车厢上悬
一木牌，上书“总司令处”四个大字，而同行的侍
从多达百余人。车厢里除了军用品外，段芝贵还
叫人装上“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麻
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在火车上，他一
面吞云吐雾，一面品评烟土质量。段芝贵好打麻
将，当随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他一边打麻将，一
边听战报。当听到前方皖系部队受挫的消息后，
他还镇定地告诫部下说：“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
诸位怕死，竟请返京可耳。”

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攻过琉璃河并
向长辛店扑来时，才慌了手脚。一天半夜，一部
分直系部队前来诈降，乘机袭击段芝贵的总司令
部，段芝贵惊得从车上“坠地晕去”，被车站站长
隐藏在农家柴堆里，至天明才敢露头，还对部下

说：“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无伤也。”
此时，皖系已经逐渐不敌直系部队的凌厉攻

势，皖系15师已经准备投降哗变，其余皖系军队
见状，立即向 15 师开炮，15 师也开炮还击。皖
系部队向后撤退，退到琉璃河时，却见总司令段
芝贵的专车已经挂上了向后转的车头，于是更
加气愤，架起重机枪，朝着车厢扫射。段芝贵立
即命令火车开动，轧死铁轨上的几十名士兵，匆
匆逃回北京。 ▋据《人民政协报》

段芝贵和他的移动“总司令处”

马锡五对“封捧儿婚姻案”的公正审理，不
仅使一对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的
青年心愿得以实现，也使群众在参与案件审理
充分发表意见的同时，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自
觉遵守边区婚姻条例的意识，有力地打击了买
卖婚姻的陋习。“封捧儿婚姻案”的公正判决一
时成为美谈，并迅速传遍边区，“马锡五审判方
式”也由此诞生。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
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进行了报道后，在
抗日根据地引起强烈反响。木刻家古元以马
锡五同志处理这一案件为题，创作了一副木刻

《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后改为《马锡五调解婚

姻纠纷案》)，发表在1944年10月9日的《解放
日报》上。1945年，重庆《新华日报》以《一件抢

亲案》为题，称赞边区的司法制度。陕北民间艺
人韩起祥将这个故事编成《刘巧团圆》的书词，
在陕甘宁边区传颂。陇东中学的语文老师袁静
将此故事作为题材写成剧本《刘巧告状》。新中
国成立后，首都实验评剧团将剧本改编成评剧

《刘巧儿》，并拍成电影。1955年，邓颖超同志
在北京看了由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后
指出，要把该剧灌成唱片在全国宣传，一时间
刘巧儿成了青年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榜样。

1955 年，农村合作化后，封捧儿开始叫回
大名封芝琴，她曾先后当选为乡、县、省人大代
表，当上了村里的妇女干部，到处现身说法，成
为宣传新《婚姻法》的积极分子。直到如今，封
芝琴老人正与养子一家幸福地生活在她曾与
张柏风雨共度的院子里。

错
判

改
判

改
编
成
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