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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名艺人“一杆旗”
□王安宁

往 事

王捷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曾住在
西安市青年路 156 号。陕西省文化教育
界著名人士刘安国的儿子刘念尚回忆：

“我家所住的清代四合院旧房，与止园西
邻，一墙之隔，朝西再隔张律师家，就是王
捷三所居的院子。”刘念尚还记得王捷三
家的房子，一进大门有个很深的门道，后
面是洋房。

原易俗社副社长姬颖的儿子姬一鸣回
忆，他家从 1955 年到 1971 年 7 月在青年路
住了十六年之久，先后在王捷三先生、刘安
国先生和彭毓泰院长家的院子居住。

王捷三（1898-1966年）又名鼎甲，韩城
人。民国八年（1919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
科，后由哲学系毕业。他曾得到杨虎城将
军资助赴英、美留学。他是民国年间影响
全国的文化名人，他的书房里挂着梁漱溟
先生给他写的对联：“纵横百家才大如海，
安坐一室意古于天。”

说王捷三先生“才大如海”，此言确实
不虚。王捷三从小聪敏好学，被称为“才子
少年”。9岁时，他路过油坊看见用棉花籽
碾磨榨油，即随口作诗一首曰：“眼眼吃得
珍珠颗，口口吐出黄金丝。”一下把邻里乡
党震惊住了，众人纷纷夸赞他，小小年纪，
才气不小！

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一次，他
跟着父亲出门给人看病，谁知上次开的中
药方子找不见了，病人很着急。王捷三曾
看过这个药方，他凭记忆将各味药名及分
量都一一写出，后来家人扫地时又将药方
找出来了，两相对照，竟无一丝差错。后
来，王捷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又转入哲
学系学习。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曾骄傲
地回忆说：“我从小学到大学，身经百考，
从未名列第二。”

20世纪 50年代王捷三回到西安，应聘
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
范大学教授，为中文系、教育系学生讲授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
等课程。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但对中国
古典文学中精彩篇章都能一一吟诵，且文
采飞扬。加上他的历史、地理、哲学诸方
面皆闻多识广，听他讲课的学生们总觉得
启智开慧，获益良多。

他英语讲得轻松流利，在师生中尽人
皆知。一次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系老师一
起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学习外国经验，说
到中国古典文学系教学中如何学习苏联
时，他同一位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
英语争论了起来，他英语娴熟，口若悬
河，妙语连珠，对方马上词穷语拙，答不
上来，旁边一位老师说：“教外国文学的
英语老师用英语还说不过教中国古典文

学的老师。”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新文学运动

的奠基人，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
大旗手的鲁迅先生，一生中仅来过一次西
安，即 1924年来西安讲学。这件意义非凡
的事，就是王捷三先生主动推荐联系并促
成的。当时他还是在北大求学期间，年仅
26岁的青年学子。

事情源于王捷三在北大当学生时，结
识了哲学会的王聘青和傅铜，并通过王聘
青有幸结识鲁迅先生。1924 年暑假前，时
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与陕西省教育厅商
议成立短期暑假学校，聘请学者名流来陕
讲学。邀请名单中本没有鲁迅先生，王捷
三知道后，敏锐机警的他，认为鲁迅既是
北大、女师大的兼职教授和讲师，又在全
国文艺界有着巨大影响，因而希望能邀请
鲁迅到自己的家乡陕西讲学。于是，他经
与王聘青商量后，向傅铜去信表达了希
望邀请鲁迅的意见。傅铜一听，马上接
受了他们的建议，给鲁迅发了邀请函。
鲁迅先生也欲借此机会到西安为历史小
说《杨贵妃》的写作积累材料，欣然接受
了邀请。傅铜请王捷三以西北大学驻北
平代表身份陪同鲁迅来陕讲学，并担任
北京方面的招待员。从这个意义上说，
王捷三的这封推荐信，对鲁迅的西安之
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在 1924 年、1925 年的日记中曾 8

次提到王捷三的名字。还记有：“与孙伏
园同邀王品青（王聘青），荆有麟、王捷三
在中兴楼午饭。”这是鲁迅返京后为答谢
王在西安的一路陪同照顾而宴请他的。

鲁迅先生在西安停留了 21天，一是为
暑假学校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二是讲课之余，游览了西安名胜古迹。
并在南院门阅市，拜访阎甘园，在亮宝楼
内的公园里饮茗，碑林三学街购书法拓
片等。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鲁迅在西安五
次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并为易俗社题写了

“古调独弹”匾牌，成了留给西安珍贵的文
物墨宝。

当时年仅 26 岁的王捷三与鲁迅的这
段亲密交往，以及促成鲁迅先生的西安之
行，成为陕西文坛的一段佳话。如今已近
百年，人们仍津津乐道。

作为陕西一位热心办学的教育先驱，
1926 年，韩城拟创办初级中学（即今象山
中学前身），王捷三回到韩城，与张勉斋、
苏资深、樊厚甫、杨一鹤等共同参与筹
办，基本就绪后才离开家乡。抗日战争
时期，王捷三受聘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
学教授兼陕西省立高中校长。 1939 年 3
月，王捷三被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
长。他深感陕西教育落后，先后创办了
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
前身）等三所专科学校，以及百余所中
学，增设小学千余所，扫盲约二百万人，

为陕西教育尽心尽力。
抗战初期，王捷三以一片爱国之心，为

悼念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写挽联：“昔
日孤城独守，援已尽，弹已绝，亡吾身不亡
吾国，使天下苟全性命人愧死；际此盖棺论
定，重于山，坚于石，有大仁始有大勇，任世
间寡廉鲜耻辈偷生。”此联写得慷慨悲壮，
读之令人百感交集，热血沸腾。1945 年抗
战胜利，他接办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华北学
院（后改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并任院长。

这期间发生一件事，一次有个叫胡达
寿的学生上课放凉腔，扰乱从北大来的兼
职教授傅铜老先生的课堂秩序，而且对老
教授的批评出言顶撞，桀骜不驯。这一下
惹怒了院长王捷三。第二天，全院师生员
工齐集大礼堂开会，也邀请傅铜老教授参
加，待到王捷三登台讲话时，他把拐杖靠在
讲桌上，以严肃而洪亮的声音宣布：“学院
决定开除胡达寿学籍。”话音一落，全场师
生响起一片掌声。

接着他在讲话中说：“如果在图书馆不
能安静地看书，教室不能正常上课，这成何
体统？傅老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
师，他受到辱骂，我负有管教不力之责，这
里先向傅老师致歉。”边说边转过身去，向傅
教授行了九十度鞠躬礼。他继续讲到：“我
们学院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蔡先生一
贯倡导学术自由……我办这个学校，但绝不
允许流氓捣乱！”如此严正而凌厉之语气，又
赢得一阵如雷的掌声。

王捷三这一生中做的了不得的一件
大事，就是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作为说服傅
作义起义的谈判代表之一，为解放新中国
出了力。

1948 年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平津地
区的傅作义部队，中共中央为北平能不受
战争破坏，派出代表崔月犁负责争取傅作
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一天，华北文法
学院地下党员卫佐臣（韩城人）介绍崔月
犁与王捷三认识并会晤，请他出面邀请时
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
党军司令的邓宝珊，到他家就和平解放北
平问题与崔月犁商谈。崔月犁与邓宝珊
在王捷三家会谈了三次，让其促使傅作义
快下决心。傅作义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
个过程是艰难的，傅作义的投诚，让北平
免受战火的破坏。王捷三思想开明，敢作
敢为，为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铺路搭桥的
重要作用。

王捷三先生于 1966年 3月 1日病故，享
年 68 岁，葬韩城东仪门祖茔。人们为了
纪念他，用一副挽联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和
敬佩——教坛辛勤育栋梁振兴中华，文
苑风流润桃李永驻人心。

“才大如海”王捷三
□朱文杰

人物春秋

在距离西安不远
的咸阳市，有一批比秦
始皇兵马俑发现还早
9年的兵马俑，这就是
如今陈列在咸阳博物
院、号称“三千人马”
的西汉彩绘兵马俑。

这些西汉年间的
威武之师分为步兵军
阵和骑兵方阵，小骑马
俑手执弓弩，背负箭
囊；大骑马俑身着铠
甲，手执战戟。他们
身 下 的 战 马 怒 目 圆
瞪，双耳直竖，鼻子和
嘴巴微微张开，呈现
出蓄势待发的“一级
战备”状态。

“西汉彩绘兵马
俑相比于秦兵马俑，
最直观的不同是他们
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
高，平均身高约 50 厘
米，个头比秦兵马俑
小很多。”咸阳博物院
研究人员吴晓璇介绍
说，“另外他们的发现
时间，也比秦兵马俑
早了整整 9年。”

1965年 8月 24日，
在咸阳市东郊汉高祖
刘邦长陵范围内的杨家湾村，村民在平整
土地时发现了这批彩绘陶俑，后考古调查
人员在此地 10个陪葬坑、1个砖坑中清理
出士兵俑 1965件、骑马俑 583件、盾牌模型
近千件，号称“三千人马”。

这批汉代兵马俑主要经练泥、模塑、窖
烧、彩绘四道工序制作而成，窖烧温度大概
在 900摄氏度，出窑后进行彩绘。兵俑的眉
毛、眼球、胡须、外衣、铠甲及战马身上的花
纹等，都是靠陶工用笔和颜料画出来的，彩
绘颜色有黑、红、紫、白等，生动传神。

不同于秦兵马俑，这批彩绘兵马俑的
穿着也透露出西汉初年服装界的新潮流。
服饰有长甲和短甲两种；骑兵俑的膝部均
有豹斑纹护膝；鞋饰有芒鞋、勾履、浅帮圆
口鞋、高腰华靴等四种。

除了在形体大小和服饰特点方面与
秦兵马俑有明显不同外，西汉彩绘兵马俑
在面部差异上也较为明显。秦兵马俑虽
千人千面，但兵俑脸部多是关中人特征，
但西汉兵马俑却塑造成三种不同的体质
形态：脸型方正、长目嘴阔的兵俑形似陕
西关中人；脸形瘦削、眉骨突出的形似陇
西、天水人；高颧骨、眼小而圆的则形似巴
蜀人。三种不同的体质形态印证了汉初
兵源地域及族属。 □孙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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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剧活动家、教育家、戏剧作家封至
模，曾专门为上世纪初负有盛名的皮影艺人杜
升初写过一篇文章：《皮影名艺人“一杆旗”》，
此文发表在《陕西戏剧》1959年08期上。文章开
头这样写道：“‘一杆旗’，这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
字！一提起‘一杆旗’，不仅在渭北各县，连西安
市的人都知道这一碗碗腔皮影名家。”

在封至模笔下，1951年已经七十二岁的杜
升初是这个样子：“雪白的胡子，有七八寸长，
身材矮小，脸膛消瘦，举步迟缓，一看就知道是
操劳终生的。他为人善良，语言和蔼，衣着朴
素，很难看出是民间久享盛名的一代艺人。他
就这样保持着人们对于他的尊重与信仰。虽
然家道清贫，却廉洁自守，从不向人乞怜，更没
有一般不正行为与不良嗜好。在七十二岁
时，虽然声音已略显苍老，但每日仍然对人民
贡献着他的歌唱，吸引着广大的听众。”这大
概也是杜升初在公众视野最后的亮相。

杜升初，又名杜登科，生于 1879年。原籍
大荔杜家滩，艺名“一杆旗”。同治年间战乱不

止，地方不安，杜升初的父亲杜兆泰（即杜麻
子，碗碗腔艺人）携家人到西安经营小本生
意。后略有积蓄，辗转落户到沾点亲戚关系的
今临渭区官底镇肖家村。

清朝中叶至上世纪初，皮影戏一直占领着
关中东府农村的文化阵地。在这一漫长的历
史时期，秦腔并不普及，迷胡更是少见。而皮
影戏却很普遍，剧社之多，艺人之众，均前所未
有。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皮影戏是唯一的文
化娱乐活动。

杜升初从小爱好戏曲，却遭其父竭力反
对。父亲看他从小聪明，想让他改换门庭，走
仕途之路。拗不过父亲，他只得读书。但酷爱
碗碗腔的杜升初放不下心中所爱，上学之余，
总在偷偷学戏。二十五岁那年，杜升初中了秀
才，却因其祖先养过种牛、种驴，又是梨园子
弟，未能取得功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杜升初的仕途梦想彻
底破灭。于是，他在肖氏祠堂教了半年私塾，
抽空弹弄乐器，习唱学艺。杜升初的父亲是有
一肚子学问的人，又深通音律，擅长皮影。父
亲见他志向坚定，这才不得已同意杜升初改业
学戏。他师从大荔白单儿学习碗碗腔。深受
家学影响的杜升初，三年出师，不几年便出了
名，自己创办了“一杆旗皮影社”，自取艺名“一
杆旗”。初为渭南刁家领一班戏，一唱即红。
后又为板桥常家、临潼李虎臣家领班。

杜升初既当社长，又是主演，生、旦、丑、净
俱佳。皮影戏的唱角同时也是演奏者。唱角
既要双手弹月琴，还要兼顾敲边鼓、堂鼓与手
锣。他音调讲究，一般文人都喜欢听他的戏。
夜静更深，万籁俱寂，五七知音，点首倾听，低
声吟诵，领略那词义的奥妙、音调的婉转。于
右任就特别爱听“一杆旗”的戏，曾书赠杜升初
一副对联。皮影戏剧本不论长短，剧中主要人

物，都要一人兼唱，故非精力旺盛声音充沛者，
不能胜任。杜升初能演百余本戏。最拿手的
是李十三的“十大本”：《十才子》《蝴蝶杯》《桃
花案》《司马茂断阴曹》《猜串麟骨床》《燕子
笺》《八义图》《水月庵》《周仁回府》《四圣归
天》《二度梅》《春灯谜》《挖蔓青》《九莲灯》《百
花诗》《苦节传》《金琬钗》《紫竹庵》《十五贯》
等等。其演唱特点为：字意精确，腔调动听，唱
做细腻，态度严谨。

父亲初教杜升初学戏时，曾对他自撰了一
篇训词，内容为：

走遍天涯，到处是吾家；
步长途，风吹雨洒，登高台，讲经说法。
音乐六律通造化，字义四音不敢差。
净外贴末须像他，一白二笑三哼哈。
声要稳，韵要雅，蕴藉缠绵乃为佳。
演苦戏引人泪巴巴，演乐情教人笑哈哈。
自古道戏假情不假，演者疯子看者瓜。
遇知音，欢迎迓，技艺虽高休自夸。
这也是一宗文化，论世新法，能化世人功

德大。
任凭他庸夫、俗子耻笑咱。
此训词道出了艺人的辛酸和演唱皮影

的精髓及作为艺人应有的坚守。虽被时人
诬为戏子，但艺人心中仍把它看成是教化世
人的神圣事业。杜升初一生牢记父亲教诲，
努力践行父亲心中的理想，把皮影当成了自
己毕生的追求。

上世纪初，渭南大户人家车雷雷家的雷延
寿、雷多寿兄弟“一榜两进士”同时在朝为官，
雷家各商号生意如日中天。雷家人为自己娱
乐和招待客人，便在渭南西关老市场（草市巷
东）开办了戏园子，这里后来也是渭南戏迷们
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此期间，官底“一杆旗”皮
影社、“十四红”皮影社经常在此演出。据雷家

后人雷家駪老人回忆：“一杆旗”皮影社曾长期
受雇于务本堂雷家，在车雷村驻村演出。“一杆
旗”的掌门人杜升初更是雷家的常客。在雷家
駪眼中：“他是一位热爱碗碗腔的天才戏曲
家。此人吹拉弹唱无所不通，生、旦、净、丑均
能扮演。他记忆力惊人，演出的剧目多达上
百种。杜升初对戏曲的理解也是高屋建瓴，
独具慧眼。他把唱戏看成是寓教于乐的高尚
行为和严肃艺术，其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
人敬佩。”受此影响，雷氏后人雷作英和几个女
儿也曾活跃在渭南戏曲舞台上。

1937 年，上海中国唱片社慕名为杜升初
录制了《碧玉簪》《双官诰》《十王庙》《白玉
钿》《玉燕钗》《庚娘杀仇》六段折子戏，灌制
唱片三张，现存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升初在西安表演，西北
文化部戏改处曾给他很多优待，邀他进行过
座谈。为了记录他掌握的剧本，1950年，省文
联的负责人马健翎、姜炳泰，还有同乡戏曲音
乐家王依群等专门邀请他，对他的唱腔进行
了录音、记谱，并抄录了杜升初肚子里装的几
十部剧本。同被邀请去的还有他的同村徒弟
肖振华。为此后碗碗腔登上大舞台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官方参与推动下，皮影戏从此结
束了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传统办法，有了
纸质记录的演唱规范和演出剧本。从此也不
再只是“五尺幕帐一盏灯”的小家碧玉，而是
和秦腔、迷胡等其他剧种一样，成了昂首阔步
迈上城市大舞台的大家闺秀。

杜升初还为皮影戏带出了出色的接班人，
为皮影戏的繁荣、传播和传承作出了贡献。

大约在 1928年，杜升初的徒弟肖敬文（艺
名“十四红”，官底肖家人）出师了，并成立了十
四红皮影社。他正当青春，声情并茂，红遍渭
北。通过熟人牵线，他带领一班五人，跋山涉

水一千多公里，来到四川成都，受到在四川经
商的陕西商人热情款待。在成都西顺城街首
场演出，陕商还邀请了成都上层人士观看。门
前有警察站岗，街上摆满黄包车和华贵的四明
轿，真是车水马龙，盛况空前。肖敬文饱满洪
亮的嗓音，细腻委婉的弦乐曲调，加上活灵活
现的皮影娃娃，立即获得全体观众的齐声喝
彩。肖敬文在成都演出两个月之久，随后又受
邀到四川各县巡演，三年后才回到陕西。

“十四红”肖敬文英年早逝后，杜升初又把
肖敬文刚满十三岁的儿子肖振华收为徒弟。
肖振华年轻好学，一时也名声大振。1951 年，
已小有名气的肖振华经人介绍，到兰州双城门
外把戏场西京皮影社正式挂牌演出。他的《周
仁回府》连演七场，场场爆满，一时誉满兰
州。1986年，渭南成立了皮影协会，肖振华以
他在业内的声望和影响，担任了皮影剧团团
长。屈武曾在下邽景贤中学听过肖振华的戏，
后来一直没机会再听。1989 年，九十一岁高
龄的屈武卧病在床，想听肖振华的皮影戏。托
乡人专门寄去了一盘肖振华的著名拿手戏，内
有《戳纸墙》《游花园》《刘彦昌测书》和《水月
庵》中的《两对面》四段折子戏。病榻上的屈
武听着熟悉地道的乡音，顿觉精神倍增，一时
兴起，挥笔写下了：“皮影戏是我国人民喜闻
乐见的传统艺术，愿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贡献”的题词。

1951年 10月 15日，杜升初在家乡病逝，终
年七十三岁。一代皮影名艺人杜升初，就这样
抛下一生的辉煌，无声无息地走了。让我还是
用戏曲大家封至模先生的话来做本文的结尾
吧：“他的艺术造诣，却永远于世长春，他若晚
死几年，能看到今日碗碗
腔在舞台上的盛况，该
如何高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