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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軒的一眾子女。第一排王國鎮，第二排王國燕(左)，第三排王國憲
(左)、王國勝(右)，第四排王國強。

王銘軒軼事

西安食堂毛主席用餐的房間。

又有一次，王銘軒又將28石糧食從

河南運到了陝西。當28石糧食被30輛

馬拉車運送到西安東關市場後，又一

次解救了百姓的性命！

1950年，藍田縣再次遇到大旱，王銘軒又一次購

買了100多石糧食，送回前衛鎮，並告知鄉親們：

「無論誰家，只要生活有困難，可直接到我的麵粉

廠去借糧食！」緊跟着王銘軒又在藍田縣建起了糧

庫，年成不好時，可以過來借糧食，年成好了再歸

還，還不了的下年還或赦免了，這樣，他一幹就是

二十年。

心懷大志 救濟百姓

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王

銘軒先後多次為抗日將士，為解放區

運送物資、藥品、糧食和經費。新中

國成立後，他將自己的製藥廠、麵粉

廠、石棉建材廠和一所醫院無償捐獻

給國家；抗美援朝戰爭中又將自己家

裏僅有的金條捐獻給了中國人民志願

軍。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一個

民族企業家為國為民的堅定信仰。

1929年，關中大旱，飢餓的百姓食

草根、樹皮、糠皮度日，最後，連草

根、樹皮也吃光了，很多人因飢餓而

死亡。

在外經商的王銘軒回家探親，看到

了這一慘境，他感同身受，心如刀

割，他當即決定用自己的進貨款高價

購買了30石糧食，親自運送到白鹿原

上，並將糧食分發給了在死亡線上掙

扎的百姓們。這30石糧食救了白鹿原

人的很多性命！

有人見糧食短缺，建議提價，王銘

軒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從河

南千方百計地搞到糧食運到西安，為

的是解救咱鄉黨，一斤糧食可以救一

條命，10斤糧食可以救活一個家庭。目前咱鄉黨需

要救命的糧食，我絕不發昧心財。」

老百姓感動地說：「王銘軒救過多少白鹿原的人

啊！」

重視教育 資助建校

王銘軒重教興教是他一生的夙願，他說要想改變

家鄉貧窮的面貌，就得讓孩子們上學讀書，教育上

的事，他總是慷慨大方。

1938年，王銘軒為鞏村小學捐獻小麥4萬斤（鞏

村小學也是藍田縣最早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早在

20世紀30年代教師中就有好幾位中共地下黨員。

1930年6月，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曾在這裏召開過第

二次擴大會議），修建教室5間。1941年，通貨膨

脹，法幣貶值，教師們難以維持生計，導致教師紛

紛辭職離開學校，鞏村小學面臨倒閉的窘境。王銘

軒得知後，再次捐資，將教師的薪水由每月1萬法

幣提高到2萬法幣，而且補發了拖欠的工資。離校

的教師又陸續返校，學校又傳出孩子們朗朗的讀書

聲。1943年，王銘軒再次為改善鞏村小學捐資

5000塊銀圓。

王銘軒曾為他的母校前衛小學捐款1000塊銀圓，

重建和修建了5間教室，將古廟屋頂修繕一新，還

開闢了一大操場。後來，王銘軒又出資，在學校的

西邊再修建3間房屋，方便師生出行，這樣就使學

童們劈開了水塘，他還為學校寫了校訓「為國樹

人」。

1944年春，藍田縣城關中學因校舍破爛，上課的

桌凳都是學生從家中自帶。縣教育局局長和校長親

赴西安找到王銘軒，請他資助修繕校舍、打製桌椅

板凳。一周後王銘軒與車夫白鵬趕着馬車，拉着

8000塊銀圓，當馬車行駛到老牛坡時，突然聽得車

前有人厲聲喊道：「站住！」只見路旁樹叢中跳出

兩名蒙面漢子，手中各執一把寒氣逼人的鬼頭刀，

其中一劫匪凶神惡煞般飛快跳上馬車，一刀挑開車

簾，看見白花花的銀圓，抓起便往衣袋裏塞，衣袋

太小銀圓向外滾，王銘軒卻對歹徒說：「你們需要

多少，就拿多少。我教你們把褲子脫下來，紮住褲

腳，然後將銀圓裝進去，一前一後搭在肩上，豈不

更好？」劫匪裝滿便鑽進樹叢中。

驚魂未定的白鵬問：「王掌櫃，您幹嘛教他們多

拿？」「劫匪拿的少，再折回來咱倆就沒命了。」

王銘軒助學支教的故事在藍田縣廣為流傳。

冒日軍轟炸運送抗戰物資予前線

王銘軒自1936年結識汪鋒後為共產黨辦了不少的

好事，他是我黨最忠實的朋友。

王銘軒火速趕到了西安食堂，彭德懷向主席介紹

了王銘軒的貢獻，主席握着王銘軒的手說：「謝謝

你」，王銘軒激動地

回 應 ： 「 毛 主 席

好！」

第二天，王銘軒來到了中共西北局，將家裏僅存

的金條全部捐了出來。

毛主席光臨西安食堂

慷慨解囊 保家衛國

1936年的「西安事變」在和平解決後，共產黨特

派員汪鋒來到藍田，開展了激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王銘軒對共產黨的事業深表敬佩，回到西安後，在

1937年1月28日的紀念淞滬抗戰5周年大會上結識了

汪鋒。他對汪鋒鄭重承諾：「今後有用得着兄弟

的，絕不含糊」，萌發了他為國家奉獻的樸素情

懷。王銘軒成立的「大千貿易貨棧」開始運作，多

次運送重要的軍用物資到前線和陝甘寧邊區。他的

運輸隊屢次經歷日軍轟炸，面臨着極端危險的行

程，然而王銘軒多次親自帶領運輸隊員，堅定地走

在最前線。為了支援抗戰，他全力以赴，向省後援

會捐獻了一萬塊銀圓。

1945年解放戰爭打響後，汪鋒擔任中共豫鄂陝邊

區黨委書記和軍區政委，面對國民黨的大規模圍

剿，根據地的物資供應變得非常困難。這時，王銘

軒和汪鋒秘密見面，王銘軒再次承擔了運輸兩車藥

品和7000塊銀圓的任務。他們的行動在古城西安引

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同時引起了西安玫瑰中學的

一名女學生馬純慧的關注。

1951年6月，「全國抗美援朝總會」向全國人民

發出要求全國各界愛國同胞，不分男女老少，踴躍

捐錢捐物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購買飛機、坦克、

大炮，保家衛國的號召。

王銘軒積極回應：「他和夫人馬純慧將自己家裏

僅有的金條全部捐給志願軍保家衛國。」        

在夫人的支持下，王銘軒來到了西北局秘書處提

出了要向全國抗美援朝總會捐獻金條。秘書聽後立

即向西北局組織部部長馬文瑞匯報。馬文瑞曾聽汪

鋒多次提起過王銘軒這個人，因此約定第二天親自

約見王銘軒。

戰火中遇人生伴侶齊抗敵

1939年，馬純慧與王銘軒展開了一次採訪，從此

二人成為了朋友。王銘軒的勇敢行為和對國家的犧

牲精神深深打動了馬純慧。1941年，日軍對鄭州發

起了進攻，王銘軒親自押送兩車麵粉和炒麵趕往前

線指揮部，途中身負重傷。這次受傷使王銘軒和馬

純慧的感情得到了昇華，馬純慧成為王銘軒生活上

的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西安食堂現名西安飯莊。1956年10月6日上午

9:00，毛主席送印尼總統蘇加諾到機場後返回中南

海的途中，車快到西郊動物園時，毛主席忽然對衛

士長李銀橋說肚子餓了，提

議要去飯館吃飯。毛主席的

話讓李銀橋很吃驚，因為這

麼多年來主席從沒有在中南

海之外的餐館吃過飯。更不

用說在沒有事先做好安排，

沒有各項安全、保衛措施周

密、細緻的情況下在外用餐

了 。 葉 子 龍 搶 了 話 茬 兒

說：「主席，我們回去

後，什麼事都不幹，

先吃飯。」可主席卻

說：「不，我們現在

就去，在飯館吃。」葉

子龍最了解主席，知道主

席任何的一言一行都

有 極 強 的 目

的 性 。 他

對 主 席

說 ： 「 主

席，新街口那

兒有家泡饃館，我們

去那裏吃飯吧！」主席很爽

快地說：「好！可以」。這裏有一位

關鍵的人物至關重要，那就是王銘軒。

上午10點左右，毛主席在彭德懷元帥陪同及隨行

的衛士長李銀橋、秘書葉子龍、翻譯程瑞及司機等

一行8人來到西安食堂。用餐期間，主席接見了職

工代表，並親切地對他們說：「你們要好好為人民

服務。」

1953年在汪鋒的提議下，王銘軒開辦了西安食

堂，他從「老孫家」調來煮饃頭灶的馬世友，「同

盛祥」的吊湯、煮肉馬子龍等大牌名廚來京掌灶。

如今，「老西安飯

莊」成為承載一代人

歷 史 記 憶 的 標 誌 之

一。餐廳仍然保留着

主席用餐的包間，展示着當年使用過的家具、西鳳

酒的酒瓶和日曆。一樓大堂和二樓包間懸掛着毛主

席到訪時的照片。儘管王銘軒已經離世，但「老西

安飯莊」仍然傳承着他的風骨和精神，永遠銘記着

這段歷史。

無私奉獻利國利民

王銘軒的一生都在為國為民做好事，捐錢、捐物

無數，凡是利國利民之事，他都毫不猶豫地傾囊相

助。家鄉的百姓都在口口相傳他無私奉獻的精神，

王銘軒慈善大愛的精神同時也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夫人馬純慧在他逝世後，繼續做着慈善事業，為家

鄉的學校繼續捐款，助力脫貧攻堅，延續着丈夫未

竟的事業。夫人馬純慧去世後，她們的兒媳婦宋英

又延續着他們未竟的事業，繼續行走在慈善大愛推

廣的路上。

王銘軒（1901-1977年）：愛國民族企業家，陝西省藍田縣

前衛鎮人。他自幼學商經商，經營錢莊、貿易、藥房等商號，

以社會慈善和實業救國濟民作為自己的心願和行動。1936年與

汪鋒相識以後，明確了自己的目標，走上了以己之力支持民族

解放事業的道路。

王銘軒與妻子馬純慧。

著名愛國民族企業家王銘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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