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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台建林

　　冬天的风，从山脊滚落，从窗户麻纸细碎的缝隙钻

进窑洞，时疾时徐，如急雨，似私语。

　　窗棂上还高高挂着一辫蒜头，一串红辣椒，一枝牛

心柿子，果实水分已经消遁在时间深处。

　　甘肃省华池县上堡子村这几孔窑洞，沐浴在2025年

1月的阳光里。

　　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窑洞里发生的一桩抗婚案，震

动陕甘宁边区，波及全国，影响近100年，至今未衰。

　　这桩公案的审理，被重重写进中国共产党法治史。

捧儿

　　“财主家有钱我不爱，

　　这一辈子我只跟着你……”

　　陇东老早有个风俗，如果前两胎生下即夭折，那么

生第三胎时，接生婆万万不可让这婴儿直接落地，必须

用手将其捧住，先送到别人家养几天，再接回来才行。

　　封捧儿出生前，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她就是这么

捧着出生的，所以叫“捧儿”。

　　“1943年，封捧儿18岁，深深陷入婚事焦灼。”马秦宁

说，“这事后来引发一宗大案。”

　　马秦宁是从一部电影里，才知道这桩案子是他父

亲审理的。

　　马秦宁的父亲，就是马锡五。

　　马秦宁对父亲的了解多来自“听说”。有人和他说，

父亲年轻时是陕北好汉，精于骑马打枪。

　　马锡五时任陇东分区专署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与马秦宁相熟的华池县政府干部杨正发，著有《马

锡五传》，对封捧儿一案研究颇深：

　　封捧儿年仅4岁，就被父亲封彦贵以10块银元的礼

金与张金财之子张柏儿定下娃娃亲。

　　20世纪40年代，陇东地区彩礼数额日渐增加。“闹一

个婆姨”（娶媳妇），连送布、出首饰、出聘礼等在内，没

有几百元以至上千元的法币，是不能成功的。

　　时情如此，封彦贵觉得把女儿自小许配给张家，当

初“定金”不高，索要也不多，有些懊悔。

　　封捧儿渐渐长大，十里八乡数她水灵。张家多次请

婚，封彦贵置之不理。

　　张金财便去华池县状告封家悔婚。县政府司法处

判决婚约无效。

　　此后不久，封彦贵以1400元法币、48块银元为彩礼，

将封捧儿另许一人为妻。

　　张金财心里不服，以“买卖婚姻”为由将封彦贵告

到县政府。

　　婚事又被县司法处判为无效。

　　1943年，封彦贵又接受庆阳县大户朱寿昌的提亲。

朱家家底殷实，抬着7000元法币、哔叽布料4匹、20块银

元，外加3斤棉花，把婚约订下来。

　　张家闻讯，以“卖女儿”为由，再次将封彦贵告至华

池县司法处。

　　封捧儿的第三次婚约，也再次被撤除。

　　一个女儿连许几家，即使在旧社会也是为人所不

齿的，何况在大力宣传婚姻自主的陕甘宁边区。封彦贵

大失面子。

　　对第二、三次婚约，捧儿也坚决反对。

　　陇东地皮苦，人命苦，心却不苦。

　　捧儿心里早已有人，那便是第一次婚约的张柏儿。

两人自小相识，情投意合。

　　听说张家告了状，捧儿本指望张家赢了官司，把她娶

过去，谁知连这门亲事也让政府给废了，心中一团乱麻。

　　在城壕川召开的一次劳模表彰大会上，工作人员

宣讲新婚姻法，新鲜道理和革命思想，是那样久久地鼓

舞着她。村里的劳动英雄从政府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奖

给他的牛缰绳，牵着牛稳步走出场的自豪神情，深深感

染着她，那是一个翻身农民主宰自己命运的结果。

　　捧儿也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自己再一味怕着

不吭声，由着父亲给自己安排，恐怕这一辈子与张柏儿

就做不成夫妻了。她要挣脱捆绑在女人身上的绳索，为

自己的婚事争一争。

　　村头大槐树下，捧儿与张柏儿见了面。

　　捧儿已满18岁，说话硬棒：“财主家有钱我不爱，这

一辈子只跟你了，死了也要和你结婚！不管我大（爸）啥

主意，我的主意拿定了，你们看着办吧！”

　　张柏儿吃了定心丸，喜不自禁。

　　当晚，张家召集族里二十多人商议。在农村，这叫动

户族，一个家庭的事，一旦摆到族里，连主人家也左右不

了局势。众人一心，豁出去一定要把张柏儿的婚事办成。

　　族人反复商议，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抢。这里曾有

抢婚的习俗，有的人家一女许几家，僵持不下，先下手

为强，谁先抢到谁成亲。

　　抢人的日子，就订在农历三月十八，寇沟门娘娘庙

会“挂灯”的那天晚上。庙会有戏，封彦贵爱看戏，那晚

他可能不在家。

　　半夜里，看家狗一阵又一阵的狂吠声，把捧儿一家

人从梦中惊醒。张家十多人涌进封家院子，来抢人了！

　　张柏儿家这么“办”，实在出乎捧儿的意料。但事已

至此，她也无可奈何。

　　女儿被抢，封彦贵老脸没处放，气得七窍生烟，二

话没说，立即到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去告状。

　　华池县政府司法处工作人员觉得堂堂的抗日民主政

府辖区，竟会出现聚众抢亲、扰乱治安的怪事，这还了得？

立即派人到张湾，拘捕了张金财等参与抢亲的人。

　　司法处判处张金财六个月有期徒刑，其他人科以

劳役，再次废除了捧儿和张柏(即前述张柏儿)的婚姻。

　　一桩两厢情愿的婚姻，两次被同一个抗日民主政

府废除，封捧儿欲哭无泪。

　　1943年农历四月的一天，晨曦初露，一夜未眠的捧

儿带上干粮，悄悄走出家门，沿着弯弯曲曲的柔远河流

淌的方向，向庆阳走去。

　　这是一段七十多华里的山路。捧儿拉着一根挡狗

棍，一会儿穿梭在山梁梢林，一会儿行走在柔远河畔。

　　第二天下午，捧儿进得庆阳城，逢人就打问马专员

在哪里。几经周折，她找见了兼任法庭庭长才一个月的

马锡五。

　　捧儿状告华池县司法处和她自己的父亲封彦贵。

理由是：她的父亲嫌贫爱富，无理干涉她的婚姻；华池

县司法处断案不公。

　　马锡五一听，觉得这姑娘是个新社会大胆泼辣妇

女的好典型，况且还公开告政府的状、告自己父亲的

状，着实不简单！于是决定亲自受理此案。

　　第二天，马锡五前往封家园调查，与村民讨论张、

封两家的交际。一家有事，全村难静。有村民向他递来

纸条子：“封彦贵一女几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张金财

半夜抢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张柏儿与封捧儿两厢情

愿，为什么拆散他们的婚姻？”

　　1943年7月1日，华池县悦乐区第三乡公所大门外，

马锡五召开群众大会。消息传出，乡亲们扶老携幼，争

相到会。这是华池山区千年不遇的奇观，有哪一个朝

代，哪一个政府，这样大张旗鼓地为一个民女的婚姻如

此兴师动众。

　　重审宣判：封捧儿与张柏儿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

买卖女儿婚姻，判处劳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

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劳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

　　旁听群众欢呼：

　　——— 这可把案断美了！

　　——— 要不是新政权，老百姓一辈子也说不上话！

　　考虑到事出有因，7月11日，马锡五亲笔拟文呈报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请求减轻张金贵、张金

财的刑罚。

　　7月26日，李木庵批复：“张金财等率众夤夜抢婚，固属

扰乱社会秩序，惟以乡民无知，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婚姻

既承认有效，而对其犯罪行为亦可从宽处理。”

　　最后，陇东分庭即分别以假释、缓刑将张、封两家

判处徒刑、劳役的人等一律释放回家。

　　重审宣判那天，华池县县长将一张油印的结婚证

交到封捧儿与张柏手上——— 结婚证也是稀罕的。

　　捧儿与张柏儿从此过上了自己心仪的婚姻生活。

　　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就明确了

婚姻自由原则，禁止包办及买卖婚姻。1939年出台的《陕

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亦有相同法条。

　　而彼时陇东分区地广人稀，文盲率达95%以上，新

型婚姻法的实施极为艰难，当地与封捧儿相似的情况

并不少见。

　　经此一案，自由婚恋观以通俗的方式被推广开来，

自主婚姻蔚然成风，陇东新民歌唱响山坳：

　　“长枪短枪马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

　　剩下毛驴驮娃娃。”

　　注重调查，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

式”，也广为人知。

　　其时，在南梁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陕甘边区创造

性地制定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

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教育改造等

“十大政策”。

　　“这些政策特色鲜明，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领域，对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

重要作用。”南梁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全钰介绍，“随着

‘十大政策’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辖20多个县推行，

边区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老百姓当家作主，出现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这是‘马锡五审判方

式’创造的政治土壤。”

　　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3月5日《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

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谈到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存在的问

题之后指出，我们的机关中，“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会

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发表边区政

府主席林伯渠指示“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

教育群众”，并把“封捧儿婚姻纠纷案”作为典型案例进

行报道。

　　这是《解放日报》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宣传边区司法

工作人员，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案后，封捧儿见过马锡五两次。头一次是1945年，她

和张柏儿在山道上偶遇马锡五，告诉他两人合得来，生

活也好。第二次是1955年，马锡五回庆阳检查工作，在大

街上认出她来，马锡五要她“好好劳动，处处带头”。

　　后来，封捧儿给自己改名封芝琴。

　　从1945年起，封芝琴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

社长、大队妇委会主任等职务。196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当选为甘肃省第四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1982年封芝琴光荣出席了甘肃省劳模大会。

　　封芝琴享年91岁。暮年之际，马秦宁去看望她。她眼里

涌出泪来，拉着马秦宁的手说，你父亲是个好人。

　　“老百姓能说一个共产党员是好人，我觉得这评价比什

么先进工作者都重要。”很多年后，马秦宁仍旧感慨不已。

巧儿

　　“这一回，我可要，

　　自己找婆家呀……”

　　1986年3月8日，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东路的一处宅

院，洋溢着喜气。

　　吴钢被母亲叫来拍照。母亲今天要在家中接待封芝琴。

　　吴钢的母亲，是评剧演员新凤霞。

　　1943年，封捧儿婚姻案审结，《陇东报》、延安《解放

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相继刊发报道。艺人韩起祥据

此编成陕北说书《刘巧团圆》。

　　韩起祥，人称“小书圣”。陕北最大的道观白云山，

曾举行过千人赛书会，韩起祥在会上得过状元。

　　陕北说书《刘巧团圆》中，韩起祥把封姓改成刘姓，封

彦贵就成了刘彦贵，是个不爱上山劳动，走村串户的货

郎。封捧儿成了刘巧儿、巧娃。张金财改成了赵金财，张柏

儿改成了赵柱儿，只有马锡五马专员的名字没有变。

　　捧儿，就这样在艺术作品里变身“巧儿”。

　　1949年，时任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找到新凤霞，

希望她根据袁静剧本《刘巧儿告状》和韩起祥说唱本

《刘巧团圆》，改编评剧，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

　　戏剧几经打磨。马锡五受邀去看评剧《刘巧儿》，散

了戏，他盘腿坐到台子上，发表意见：巧儿扎头应用红

绒线绳而非简单红绳；巧儿丈夫柱儿的头巾应当向前

打结，向后打，就成了河北农民了。

　　评剧《刘巧儿》很快火爆京城。新凤霞扮演的刘巧儿，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梳着一条粗粗的麻花辫……”这

样一位争取婚姻自由的榜样，几乎尽人皆知。

　　新凤霞也唱成了“评剧皇后”。人说“三天不喝茶，

不能不看新凤霞”。常常一场演毕，新凤霞收到的花篮

能从台上摆到剧院大厅。几乎所有的文艺大家都来看

戏。画家徐悲鸿为新凤霞题道：“应是乾坤为定位，物华

灵秀之中央。”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5月1日起实施。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这是一部充满温度的法律，不仅守护着浪漫的爱

情，更是用公平正义对婚姻予以保护。在新中国婚姻家

庭立法史上，具有立法奠基、制度示范、规范引领、思想

昭示等功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

求，“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

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长春电影制片厂响应号召，对评剧《刘巧儿》进行

再创作和加工。1955年，黑白戏剧电影《刘巧儿》上映。何

孝充主笔编剧，伊林导演，新凤霞扮演刘巧儿。

　　电影开场，梆子一响，巧儿唱道：“这一回，我可要，

自己找婆家呀！”

　　这一声，风靡大江南北。

　　新凤霞与“巧儿”封芝琴的过往，吴钢熟稔于心。

　　吴钢回忆说，从1949年饰演刘巧儿起，新凤霞就有

个心愿：与“巧儿”原型封芝琴见面。

　　封芝琴也捎信来，说她看新凤霞演出的电影，是张

柏用自行车驮着她去看的。她也想见到新凤霞。

　　时代的大风雨中，新凤霞和丈夫吴祖光历经磨难。

　　同一时期，远在甘肃的封芝琴身体受伤，双腿走路

困难，可是她扶着爬着也要维护好张柏和自己建立的

家。听闻此信，困境中的新凤霞深受激励。

　　1980年，封芝琴给新凤霞寄来信和照片，说几十年

没有忘了新凤霞，常常想见到她。

　　新凤霞对吴钢说，多少年了，大西北小时候去过，

后来就一直没有去过，多想去华池县看看这位当年争

取婚姻自由的女英雄。

　　可是，这时候，新凤霞因受迫害得了重病，不能演

戏、投入写作了。

　　1986年3月初，得知封芝琴要到家来，新凤霞准备了

奶油蛋糕、酒心糖、好茶、冷冰块加桔汁……

　　吴钢看得出来，母亲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有点紧

张的。

　　门开了，先是封芝琴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

个子不高，很精干。他就是张柏。

　　这一年，封芝琴刚过花甲。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

写道：她穿着一身新衣服，红红的脸，大眼睛，眉毛不那

么浓了，可是轮廓还是能显示出她是当年的美人儿。

　　吴钢回忆说，封芝琴是个能干、性格开朗的人，说

话陇东口音，她有意一字一句地尽量慢慢地对新凤霞

说：“多少年了，我想啊，盼啊！可见到你了，可是你不像

电影片子上那个样子，欢蹦乱跳的。”她流下心酸的

眼泪。

　　新凤霞说：“这是坏事变了好事，不唱了也该休息

休息了，从小唱戏多累啊。”

　　封芝琴双手抚在新凤霞双肩说：“现在可真是好了

啊，政府帮助我家建了三孔新窑洞，风箱都不用手拉

啊，是电吹了。电灯啊比当年的油灯可亮了！可我还是

老喊叫孩子们没事就关上灯，电也要知道省啊！种了不

少树，鸡一大群，喂着兔、养着猪，采桑叶养着蚕，新衣

服穿不过来，柜子里有存款，做针线用机器了，孩子们

戴上手表，行了，咱可活着真不冤了……”

　　封芝琴边说边笑，自己又用手捂着脸有点怕羞的

样子，她显得年轻了。新凤霞后来一再回忆：她多美啊！

　　有一会儿，封芝琴“埋怨”张柏：“看看你那傻样，怎

么不开口了？不是在家说好了吗？咱们两个一起说呀？

又闷了？”

　　张柏应道：“是，说好了一起说，我这嘴里不住的吃

着糖了，就先叫你说吧。”

　　新凤霞问：“张柏大哥，你现在还这么老实不大讲

话，当年你敢去抢芝琴姐姐，哪来的胆量？”

　　封芝琴抢过话头：“别看他不大说话，心里头可有

主意啦，人前装笨！”

　　话题回到当下，张柏说：“农村娃娃结婚，要彩礼讲

价钱，还是老说道哇。那个《刘巧儿》电影还在演了，就

有人说，就是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婚事。”

　　吴钢回忆，母亲和封芝琴、张柏都认定，几千年的

买卖婚姻封建制度要大伙都起来反抗铲除。

　　要分别了，大家都有点不舍。

　　新凤霞把天津“泥人张”后代给她创作的“刘巧儿”彩

塑，转送给了封芝琴，说：“这是你十七八岁的形象，留作

我俩的永远纪念吧！它永远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力量！”

　　吴钢用相机留住了这珍贵的一瞬间。

　　“演员感情真挚，演技精湛。”中央歌剧院编剧胡绍

祥说，“评剧电影《刘巧儿》，刘巧儿和赵柱儿的婚恋问

题，最终是在乡公所通过群众参与性的公开审理来解

决的。这与传统戏曲在私密空间解决婚恋问题的处理

方法大不相同。”

　　在乡公所这个公共政治空间中，群众并不是把“刘

巧儿”当成外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通过她来感同身受

自己的婚姻状况。刘巧儿和赵柱儿就是那个时期争取

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

　　在婚姻法宣传运动中，《刘巧儿》巧妙融合个人情

感和婚姻制度，从一种崭新的角度讲述了“爱情故事”，

使刘巧儿的故事在法律主题之外，获得了激发社会主

义新人主体意识的意义。

　　胡绍祥认为，《刘巧儿》在新中国人民文艺中的经

典地位由此奠定。

巧儿说法

　　“有问题，找巧儿，

　　巧儿说法在身边……”

　　陇东，有平畴千里的黄土大塬，也有绵延起伏的沟

壑梁峁。

　　山梁，是大山伸向大地的臂膀。当地很多地方名字都

带有一个“梁”字，比如太白梁、打扮梁、山城梁，等等。

　　有一道梁，不仅在当地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感情和

分量，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

道梁就是“南梁”。

　　这是一道红色的梁、英雄的梁。这里一直传颂着

“刘志丹带领穷人闹革命”“谢子长到南梁”“娃娃主席

习仲勋”等革命故事。

　　红色歌曲《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

毛泽东》就是从这里唱响大江南北的。

　　魏彦坤是个地道的南梁娃，她是在这些红色故事、

红色歌曲的熏陶中长大的。

　　魏彦坤家，距离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不到三十

里地。她打小知道，那里有个老人叫封芝琴，那里是当

年轰动陕甘边区“巧儿抗婚案”的发生地。

　　真正熟识上堡子，走近“巧儿”，已是多年后她走上

司法行政岗位的事了。

　　进入新时代，魏彦坤成长为甘肃省庆阳市司法局

副局长。

　　这么多年，魏彦坤见过无数张或陌生、或熟悉的面

孔，许多已模糊了。有一张面孔特别是他的眼神，至今

都刻在她的心里。

　　一次脱贫攻坚帮扶走访，在一个偏远山沟村，树底

下有个老奶奶在乘凉，身边一个大约八九岁的孩子。见

到魏彦坤一行，孩子迅速起身躲到树后，又探出半个脑

袋看着他们，眼神里满是惶恐和警惕。

　　村干部告诉魏彦坤，这家三口人，孩子的爸爸因为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把邻居打成重伤，赔了医疗费还

判了刑。被带走的那天，孩子正好放学，碰见了。

　　此后，魏彦坤多次到村上去，每次都要带些生活用品

和学习用具看望他们。逐渐熟悉、知道她的身份后，一次

快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孩子拽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问：

“阿姨，你咋不早些来哩？要是你早些来，我爸爸就不会犯

法了！”他的眼神里都是哀怨和委屈，让人不忍直视。

　　魏彦坤后来回忆，当时，她浑身似乎被电击了一

下，鼻子一酸，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魏彦坤一直在想：“刘巧儿抗婚案”和“马锡五审判

方式”这一红色法治案例和实践，对这片土地意味什

么？对推进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和人民司法工作究竟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该如何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红

色法治资源，让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绽放光彩？

　　带着这些思考，魏彦坤和她的团队多次拜访封芝

琴老人。

　　一次，封芝琴老人拉着她的手说：“共产党的恩一

辈子都不敢忘，共产党讲法，老百姓就有活头。”

　　老人说这话时，眼里饱含热泪。

　　魏彦坤突然意识到：“巧儿”的故事并没有过时，她

的故事应该继续讲下去；昨天的“巧儿”抗婚诉法，今天

的“巧儿”要现身说法。

　　就这样，“巧儿说法”的创意在她脑海里产生了。这

是2014年间的事。

　　她将这一想法告诉团队，大家都拍手称好。

　　一场创业开始了。魏彦坤和她的团队反复打磨脚

本，组织拍摄公益宣传片，联系法学专家组织案例稿

源，申请微信公众号，衔接陇东报、庆阳电视台、庆阳手

机报等联合开辟“巧儿说法”栏目，聘请公益律师在线

提供法律咨询。

　　封芝琴老人成为“巧儿说法”普法品牌形象代言

人。老人由衷地说：“法律让我最幸福。”

　　“巧儿说法”引起强烈反响。公益律师电话几乎被

打爆，咨询粉丝从市内到省内地州市，随后扩大到全国

各地。

　　10多年来，“巧儿说法”共推出2000多个典型案例讲

解法律问题。普及的法律知识，也早已不限于婚姻家庭

领域。国家现行300多部法律，大都有所涉及。

　　“巧儿说法”，是国家普法百花园里鲜艳的一枝。魏

彦坤成为千千万万普法人的优秀代表之一。她后来被

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生动教材，都是党

的宝贵财富。”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冯怡表示，红色法治

文化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先进文化形态，具有穿越

时空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指引下，如何将“巧儿”精神、“巧儿”效应创新运用

到法治工作实践中，探索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

路径，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为中国式

法治现代化厚植红色法治文化土壤，为新质生产力发

展打造红色文化阵地，是每个法治人的时代命题。

　　封芝琴与法律的渊缘，贯穿了她的一生，至今仍在

延续。

　　刘巧儿的故事，还将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

力，在更广大的时空里被传诵。

    图图为为古古元元的的木木刻刻画画《《马马锡锡五五调调解解婚婚姻姻纠纠

纷纷案案》》。。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图图为为新新凤凤霞霞在在评评剧剧电电影影《《刘刘巧巧儿儿》》中中饰饰演演

““刘刘巧巧儿儿””。。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图图为为““巧巧儿儿””封封芝芝琴琴（（右右））与与爱爱人人张张柏柏（（左左））。。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图图为为11998866年年33月月，，新新凤凤霞霞（（左左））将将天天津津““泥泥

人人张张””后后代代给给她她创创作作的的““刘刘巧巧儿儿””彩彩塑塑，，转转送送给给

了了封封芝芝琴琴（（右右）），，说说：：““这这是是你你十十七七八八岁岁的的形形象象，，

留留作作我我俩俩的的永永远远纪纪念念吧吧！！””

吴吴钢钢  摄摄    

　　　　图图为为22001144年年1111月月，，““巧巧儿儿””原原型型封封芝芝琴琴老老人人

（（左左））拉拉着着魏魏彦彦坤坤（（右右））的的手手说说：：““共共产产党党的的恩恩一一辈辈

子子都都不不敢敢忘忘，，共共产产党党讲讲法法，，老老百百姓姓就就有有活活头头。。””

徐徐向向钊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