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并非因为战
功，而是因为肃然的军纪。岳飞曾经说过：“用
兵者无它，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
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岳
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早年岳家军初创驻
军宜兴时，两浙各地吏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到宜
兴，把岳家军驻地当作临时的避难之地，宜兴
人民甚至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
姓的感激之情。原因无他，唯有岳家军能够做
到“不扰百姓”。当时几乎所有宋将都纵兵行暴
践民，个中之尤即数张俊，其部队还常以“自在
军”炫耀；建炎四年（!!"#年）宋军收复建康（今
南京）后，在这座繁华的东南都会之中，各路宋
军纷纷变身为强盗，令已在女真铁骑下饱受欺
凌的建康百姓大受其苦；只有岳飞驻兵临近的
广德（今属安徽），民间“无秋毫之扰”。当年秋
天，岳家军移防江北泰州，当地百姓同样安堵
如故；为此，宋高宗亲自下手诏表扬岳家军所
到之处，秋毫无犯，“民不知有兵也”。

农民出身的岳飞对士兵欺凌平民深恶痛
绝，因此军法甚是严峻：拿老百姓一文钱的，
就要杀头！有个兵士拿人一缕麻绑草鞋，岳飞
追查盘问后，斩首！在极端严格的管束下，经
历成年累月的军纪实践，岳家军军纪之严整，
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有士兵在湖口县
买柴，百姓主动少收二文钱，士兵坚拒说：“你
想用这二文钱买我的脑袋吗？”绍兴二年岳家
军平曹成后屯驻江州（今江西九江），一时军
费不继，士兵杀马充饥，剪发卖钱，甚至卖老
婆孩子买米，却无人敢于抢掠百姓。日久天
长，岳家军名声在外，以至于老百姓听到其他
军队来了，如同遇到了土匪，都逃得无影无
踪，而岳家军路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出门围
观，乃至声泪俱下，激动不已。

当然，岳家军的军纪绝不只是靠着严刑
峻法维系。岳飞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苦，经
常与最低级的士兵同吃，酒肉全部平均分配，
若是酒少不能分给全军，就掺上水让每人都
能喝上一口。士兵露宿野外，岳飞也绝不一人

住进营帐。同时，岳飞尽可能地善待部众，朝
廷每次犒赏，全数分发将士，自己一文不取。
有一次，岳飞命令一名部将分发犒赏，按照带
甲人、轻骑人、不带甲人三等给钱，这名部将
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被岳飞发现后，立即杖
杀。对于立功的将士，生活简朴的岳飞向来不
吝赏赐。部将张宪的亲兵郭进在莫邪关立下
头功，岳飞就立即赏赐金腰带和银器，并将他
从普通小兵提拔为从八品武官。
在岳飞恩威并施的管教下，岳家军形成一

种军令如山、雷厉风行的军风。有一次，岳飞派
一名骑士带奏折前往临安，途经长江，恰值风
浪，渡口管理员禁止过江，结果这位骑士表示，
宁可淹死，不能违背岳太尉的军令，随后自驾一
叶扁舟渡江，目击者无不惊以为神。赏罚分明的
岳家军对于日常操练的要求与实战一样严格。
兵士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儿子岳
云在训练时战马失足跌倒，就立即受到鞭打。所
谓“在操场上很困难，打仗时就容易多了”，岳飞
一生谦虚，唯独对岳家军士兵的战斗力从未低
调，曾豪言：“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有着中国古
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的“岳家
军”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宋第一强兵”！

战将：历史就是传奇
“岳家军”不但兵多而且将广，岳飞帐下有

统制官$$人、将官$%$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
备将各&'人，而同时期的张俊手下只有!#名统
制官，韩世忠手下也只有!!名。
在岳家军的众多将领中，有一人的身份最

为特殊，他就是岳飞的长子岳云。当时宋朝的
宰相是正一品，月工资三百贯与一百石禄米，
只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工资四百贯和禄米
一百五十石。作为朝廷的高级将领，官居两镇
节度使的岳飞的工资比宰相还高，即使不算宋
高宗经常颁发的重赏厚赐，也完全有能力让儿
子过上跟其他衙内一样的阔绰生活，但对岳云，
岳飞并无丝毫徇私之意。相反，在赏罚分明的岳

家军全军将士中，岳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
有功不赏，有过必罚，而在战场最险恶的场合，
却必须身先士卒，舍命于枪林箭雨之中。自从
绍兴四年（!!"'年），年仅!(岁的岳云首次随父
出征后，岳云一直充当岳家军的先锋角色，冲
锋陷阵。很多明清以来的文艺作品包括戏曲当
中，都说岳云使两把大“锤”，但其实岳云所用兵
器是铁锥（同“鎚”）枪。今天所说的“锤”在宋代
被称为“骨朵”，而“铁锥（鎚）枪”是一种长形的
又能刺又能砸的重兵器，重达&#斤，可见岳云
的臂力确实惊人，故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因此，
岳家军中皆称其为“赢官人”（官人为宋代对男
子的尊称，“赢”指常胜不败的意思）。
由于岳飞对岳云的战功的处理近乎苛刻，

多次隐瞒不报，使得岳云的官职晋升甚慢。故
而，在岳家军诸将中，张宪和王贵二人成为地
位最高的将领，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
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
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担任前军统制的张
宪追随岳飞多年，以忠义著称，深得岳飞信任。

至于流传很广的小说《说岳全传》中性格
最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的牛皋，官拜岳

家军的左军统制。他的人生一大污点是在加入
岳家军前曾经短暂投降了金国扶植的傀儡伪
齐政权。小说中的牛皋鲁莽而不失智谋，暴躁
而不失幽默；而历史上的牛皋其实是一员智勇
双全的猛将，绍兴四年岳家军北伐金国傀儡伪
齐盘踞的荆襄六郡时，张宪和岳家军另一猛将
徐庆带兵攻打随州，守将王嵩死守不出，岳家
军连攻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得手。岳飞得报后派
牛皋去支援，临走时牛皋只带了三天的粮草，结
果不待粮尽就攻下随州，俘敌五千，活捉王嵩。
其人善战，可见一斑。牛皋的结局也是一个悲
剧。尽管《说岳全传》虚构了一个“气死金兀术，
笑死牛皋”的动人故事，给牛皋设计了一个快意
恩仇的结局；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牛皋因坚决反
对屈辱的和议，最后在!!')年（绍兴十七年）农
历三月初三，被奸相秦桧密令亲信都统制田师
中，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
岳家军中间还有一员勇将，《说岳全传》对

他的结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实，也就是说，
此人已经不需要任何演义，因为本人就是一个
传奇。他就是杨再兴。杨再兴原本是盗匪曹成
的手下，骁勇善战。在岳家军进剿时，杨再兴曾
杀死了岳飞的胞兄岳飜，但岳飞剿平曹成后却
不计前嫌将杨再兴收为己用。得到岳飞如此宽
容的杨再兴从此忠心耿耿，冲杀在前。在绍兴
十年的北伐中，岳家军进逼临颍，杨再兴率领
三百骑兵前哨小商河，与金军主力猝然相遇，
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杨再兴等人却
毫无惧色，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
金军箭如飞蝗，杨再兴每中一箭，都折断箭杆继
续冲杀，最后不幸马陷小商河，被金军射成“刺
猬”，但是他和他的战马依然在河中站立不倒。
此战，杨再兴率军斩杀金军万夫长以下二千余
人，与其三百精骑全数战死，堪比斯巴达三百
壮士力阻波斯帝国十几万大军的温泉关传奇！
金军撤退之后，岳家军在残阳如血的战场上找
到了杨再兴的遗体，火化之后，从中捡出铁箭头
两升有余。此即著名的“血战小商河”，这段真
实的历史，和评书、小说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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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2）
" 郭晔旻

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一颗子弹与

! ! ! ! ! ! ! ! ! ! !!"粉碎了日顽的联合进攻

!*'#年 !$月 !"日，驻苏州日军第 !)师
团第 &!联队 &#余名日寇，得到胡肇汉部密报
后，乘 "艘汽艇，携带轻重机枪、掷弹筒和小钢
炮，在汉奸带领下轻装出营，到湘城后，由胡肇
汉部再派向导 "人，直扑“江抗”机关驻地张家
浜。日军到“江抗”设营地前，弃船登陆，分头前
进。谭震林得悉日寇偷袭后，果断下达准备迎
击的命令。何克希深知谭震林的用兵之道，迅
速组织部队在敌人进攻路线设伏。
村南到湖边是一片开阔地，登陆的日军

在火力掩护下，快速向村中冲锋。何克希率领
尖刀排跃入蜻蜓堰有利地形，以田埂为掩护，
指挥机枪和排枪向敌人猛烈射击。猝不及防
的日军队形大乱，迅即散开后又以新的队形
匍匐前进。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机枪、掷弹
筒并用，以密集的火力压制尖刀排，战士中出
现了伤亡。危急时刻，夏光带领后援部队冲了
上来，一阵急袭，部队稳住了阵脚。日军进攻
的锐气受到重挫，为谭震林指挥后方机关转
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激烈的战斗惊动了苏州守敌，日军从苏州

和塔城分乘 !$艘汽艇两路驰援，参战日军达
到了 $##多人，而“江抗”仅有不到两个连的兵
力。日军见正面无法突破，便兵分两路从两侧
包抄过来，企图四面包围张家浜。谭震林见三
面受阻，北面的缺口被一条大河挡住，虽有 !#

多条船，但来回摆渡转移机关、后方医院和文
艺演出人员根本来不及。有个民工建议，把农
船首尾连接，铺成木桥，让非战斗人员步行过
河，得到批准。偏偏这时刮起了大风，水上船只
摇摇晃晃难以固定。排长叶诚忠高喊一声“下
水！”带着几名战士跳下河去，在初冬冰冷的河
水中稳定船只，保证了转移人员迅速撤离。随
后，部队官兵一部也从船桥快速通过，从侧翼
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日军以为“江抗”的增援部
队来了，方寸大乱，纷纷后撤。
从下午 "时到晚 )时，呈胶着状态的战

斗一直持续到暮色苍茫，双方相持了 '个多

小时。日军有 "#多人丧命，撤退
时尸体装了满满一船。“江抗”也
有重大伤亡，!*名官兵和 '名支
前群众光荣牺牲，“江抗”一纵队
卫生队队长赵熙为抢救伤病员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关键时献出架

船桥妙计的民工沈义祥，在摆渡转移“江抗”
机关人员时中弹牺牲。当晚，“江抗”顺利转移
到横泾双河浜村，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
大会。谭震林在会上讲话说：“血战张家浜，敌
我双方均有重大伤亡。但是，通过这一仗，粉
碎了日顽的联合进攻，大大提高了‘江抗’部
队的战斗力，增强了苏常太抗日军民的抗战
信心。同时，它在常熟军民的抗日史上，写下
了光荣的一页。”

!*'#年 !$月 !*日，新“江抗”副司令员
何克希在《大众报》撰文《张家浜战斗之意
义》，指明了这场战斗在“江抗”发展史上的重
要地位：第一，粉碎了敌伪顽的共同进攻。在敌
人方面，以为预先有了顽方部署情报，老早知
道我们宿营地所在，又有汉奸带路，在伪顽的
协助下，在战线上使用了一倍于我的兵力，满
期将我一鼓歼灭。结果，徒使敌人换来了惨重
伤亡，几路增援，一夜惊惧，这非但动摇了此次
敌军参战官兵，而且更一次使敌人共同鲜明认
识，中国抗战的新生力量是无法战胜的。第二，
不但增强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而且使广大人民
认识了谁是他们自己的军队，谁是他们的敌
人。在阳澄湖王胡肇汉的钳制下，人民只知出
钱出米供给这位土皇帝，敌人到阳澄湖从没有
遭到过这样的创伤。然而今天，阳澄湖从不曾
听见过这样几个钟头的战斗，这样浓密的枪炮
声，震醒了阳澄湖的人民，使阳澄湖变了颜色。
老百姓相信，有了“江抗”，非但可以改善他们
的生活，而且他们的子孙将不会作做亡国奴
隶。第三，是锻炼了我们自己。在抗战开始时，
是要 !#个中国兵才能抵得一个敌人，以后也
是三个中国兵抵抗一个敌人。然而，我们今天
以少于敌人一半的兵力，阻止了敌人一步不敢
前进，这已经不是游击战啊！这在向着大规模
的野战发展。我们指战员在此次战斗中，毫无
一点动摇和疲倦的神色，甚至地方工作同志手
无寸铁，也感到异常兴奋，老百姓遭了敌人损
失也毫无怨言，这是锻炼着我们战胜和驱逐
敌人出中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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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书画巨擘董其昌

董其昌字悬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
居士，松江华亭人。董其昌是晚明书画的代表
人物，也是帖学书风集大成者。据说，早年在
平湖城西门冯大参家坐馆当过私塾的塾师，
爱好参禅曹洞宗，与新埭镇泖口陆兆芳友好。
隆庆五年（!%)!年）十七岁参加松江府会考，
因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董写字太差，只得第
二名，从此发愤临池，从学于陆树声、
莫如忠等。万历七年（!%)*年）参加
南京乡试，见王羲之《官奴帖》唐摹
本，惊叹不已。几十年如一日，终成一
位影响深远的大家。
董其昌一生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但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
他的仕宦生涯。其山水画成就颇丰，
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最多，是继祝枝
山、文征明后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书画
大家，据说清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
法，为临写董字，曾遍搜董氏真迹。

由于明代文人士大夫间盛行清
玩风气和帖学，影响所及，整个明代
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
朝，篆、隶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
纤巧秀丽为美，盛行所谓“台阁体”。士子为求
干禄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使书法失
去了艺术情趣和鲜活生气。近人丁文隽在《书
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
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有明一代近三百
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造诣很深的大成就
者，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明后
期出现的董其昌是明代帖学集大成者，他看
到了当时书法走向离经叛道的趋势，他是出
于维护正统立场反对反叛，于是他开始做复
古的努力，上溯米芾，再上承王羲之，以地道
且松散的士大夫格调，提出了一个无为的标
准，以迎合明代士大夫的典型心理。倡导“古
淡、闲适、轻松、淳雅”的主张，从而成为那个
时代的书坛的代表人物，承上启下，开一种新
的书风，追随者不计其数，确实具有引领风气
之作用。
董其昌创造的以秀逸、淡远、爽俊为美学

特征的书风，在其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他年七十前后，书法已威震朝野，驰名
遐迩，高丽、琉球使者求之不绝，他的书法传

入朝鲜后效仿者甚多。在清初的遗民书画家
中，师承或追踪董其昌者不乏其人+甚至像傅
山、八大山人这样具有强烈个性的书画家，其
书法都初学董其昌，并因此获得良好的基础。
董其昌名声震于晚明书画坛。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

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首都的琼楼玉宇比不
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思乡

心切，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
乞休，崇祯七年（!("'年），董其昌被
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
他驰驿归里。

由于名声太响，回到故里的董
其昌在江南写字作画，或鉴赏文物。
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身价
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
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
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
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据
《明史·董其昌传》记载，万历四十三
年（!(!%）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乡
里，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陆兆芳家
使女，砸抢陆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

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
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首先发
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放火焚烧了董
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
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
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
宦”。案发后，妇孺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
（强，方言，指便宜），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当
地乡民以至上海、青浦、金山等处的抱怨者
将董家 $##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烧成灰
烬，董其昌搜集的古今珍贵书画篆刻收藏，全
付之一炬。

崇祯九年（!("(）秋，董其昌以老病逝于
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
“文敏”。如此的书画巨擘晚节不保，白玉微
瑕，令人惋惜。

上海嘉定，古称疁城。南宋嘉定十年
（!$!)年）十二月初九日（经专家考证是 !$!&

年 !月 )日），经朝廷允准，始置县。辖春申、
安亭、临江、平乐、醋塘 %乡 $)都，属两浙西
路平江府。以纪年为名，称嘉定。县治设于练
祁市（今嘉定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