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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国难中诞生的“岳家军”
说起“岳家军”，不能不提《满江红》里的

那句今人耳熟能详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
恨，何时灭！”靖康二年（!!"#年）闰十一月的
“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政权的灭亡，也让宋
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建立的那套军权高度集
中于皇帝本人的军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
直接掌握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将
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随着数十万禁军在金军
二次南侵的战争中非亡即溃，基本消失殆尽
而不复存在。经历了东京（开封）失守、徽钦
“北狩”的国难之后，赵构在江南重建的宋政
权，虽然名义上叫做“中兴”，实际却跟“草创”
无甚差别：金人铁骑的南下追击迫使这位康
王“泥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
步；宋廷中央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
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
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
将军们”。

挨到建炎三年（!!"$年），南宋统治机构
总算初具规模，终于将分驻抗金前线各军事
要地的野战主力部队统一番号为“御前五
军”，第二年改为“神武五军”；到了绍兴五年
（!!%&年），因“神武”乃是当年北齐军号，又改
成了“行营护军”。尽管名义上已经被中央收
编，但时人依然习惯以大将的名号称呼所部
军队，譬如张俊的军队叫“张家军”，韩世忠的
手下，则曰“韩家军”，兵将间的私人隶属味道
很浓。这在北宋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谋逆
行为，就连杨老令公如此威名盖世，却也是个
可怜的光杆司令，手里连一支骨干部队都没
有，只是在征战之际，才有份指挥由来自各支
不相统属的禁军临时拼凑的部队。

南宋初年的统兵将领，不光长期手握重
兵，权力也更大'辖区以内可以先斩后奏，便宜
行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权财权都尽在
掌握，基本上就是辖区内的土皇帝。这在满脑

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文官集团看来简直
就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有人（不
是秦桧）就向宋高宗上书进言，各路大军只知
道有自己的统帅，人人都是各为其主，还有谁
晓得有皇帝陛下呢？这些文官只记得北宋初
年收藩镇之权是让“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的
良法，却没有看到这“百有五十年”间宋军外
战的不振，更忘记了靖康之耻实际上就是北
宋兵制“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
出”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结果就是整个北
中国的沦陷！在金人强兵压境的局面下，南宋
当局向统兵将领放权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举
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守将拥有更多权力，增
加其守土御敌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辖
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抵御金军———毕竟
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确”只能暂时
摆到一边。于是，北宋只能有“杨家将”，而南
宋却出现了“岳家军”。

岳家军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建炎年间的
东京留守司部队。金军灭亡北宋后暂时北归，
一向主张抗金的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收编了
大量溃兵和义军，并且积极联系河北的抗金
武装，一时间军威很盛，号称百万。投军的岳

飞在宗泽麾下，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一步步
晋升至将领。然而在宗泽 !!"(年三呼“过河”
而去世之后，继任者杜充御下无能，义兵闻风
解体。几天之内人心就散了，将士去者十五，
两河豪杰皆不为用，以致时人有宗泽在则“盗
可使为兵”，换成杜充就变成“兵皆为盗”之
叹。后来杜充退至江南时尚且拥兵十万，面对
金军南下时却轻易投降，致使这支昔日威震
中原的东京留守司部队彻底瓦解。只有岳飞
的队伍成为仅存的硕果，在大军溃散之余，时
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的岳飞率部移屯宜
兴，相继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
土匪队伍。从此独自成军，揭开了“岳家军”的
传奇篇章。

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年）岳飞北伐之前，

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
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
护军”）已壮大到 !*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
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中，淮西张俊所部 (

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 %万人；远在四川
的吴玠手下也只有 +,(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
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
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
人，而南宋当局历年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
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
元年（!!%!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
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
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
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
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
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
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
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
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

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
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
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
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
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
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
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
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二
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
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
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
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
“湖贼”杨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
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
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
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绝。免遭
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
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
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
原先杨幺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
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兵
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
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 !--万
（可见林冲的 (-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
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
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
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
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
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
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
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
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
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
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
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
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
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1）
" 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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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西学先驱徐光启

明清之际，上海地区涌现出许多世家望
族，他们大多出身于科举仕途，地位崇高，并
对上海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徐光启（!&+".!+%%年），在他出生之前，
上海沿海一带经常遭倭寇骚扰，幼年的徐
光启，听父辈们讲述上海人民反抗倭寇侵
略的事迹，深受感动，爱国爱乡的激情油然
而生。他苦学不辍，!+-) 年考中进
士，那一年他已经 )% 岁，被朝廷选
为翰林院学士。此后数年，他得以与
相交甚厚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频
繁往来，利玛窦除了向徐光启传经
讲道外，还展示和介绍了许多西方
科学的成就和成果。徐光启认为学
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
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
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各方面
的科学知识。

有一次，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
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
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本重要
著作，可惜很不容易用汉文把它翻译
过来。徐光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翻译成
汉文。
自那以后，他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

就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
讲述，徐光启翻译记录。那时候，还没有人
译过国外数学著作，要把原著准确地翻译
成汉文，确实难度很大。徐光启呕心沥血，
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修改，常常是废寝忘
食，通宵达旦。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
译完成。

他还跟利玛窦及另一传教士熊三拔合
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测量
法义》《泰西水法》等。!+-#年，《几何原本》前
六卷译成刊印。同年，徐光启父亲去世，按照
明朝的法律，他必须回乡守制三年，回到上
海守丧，适逢江南洪灾，庄稼被淹。水退以
后，农田颗粒无收。他就帮助民众从闽地引
来一批甘薯秧苗，在荒地上带头试种，过了
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和茂盛。后来，他特地编
了一本书，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闽
地沿海种植的甘薯就被移植到江浙一带来
了。在徐光启守制最后一年，利玛窦在北京

去世，两人的合作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最打动徐光启的是西欧科学知识。徐光

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
“科学思维”，徐光启最了不起之处，是他能够
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
体发展具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
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年的中国，徐光
启是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

之一。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
思想挑战，他是当时真正“睁眼看世
界的第一人”。

除了翻译工作，徐光启还身体
力行，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应用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最能代表
他的科学成就的是《崇祯历书》和
《农政全书》两部著作。《崇祯历书》
是一部革命性的历法，受命督修历
法的徐光启，大力引进西方天文学
和数学知识，广泛地使用西式天文
仪器。书中甚至详细介绍了当时欧
洲天文学家伽利略的方法，并第一
次使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农政全
书》共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等 !"

篇，共 +-卷，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
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徐光启的治
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农政全书》堪称中国
历史上体系最为庞大的农业百科全书，是一
部空前的集大成之作，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
夏子孙。
明神宗死后，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即

明熹宗。明熹宗执政后，又召徐光启进京。徐
光启复官后，见后金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
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兵部尚书却极
力反对，为此，他们之间争执不休，矛盾很大，
结果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徐光启辞官回乡
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年与世长辞，
归葬原籍，选择“肇嘉浜北原”作为墓址，这里
通黄浦江的肇嘉浜、通吴淞江的法华泾，在漕
河泾附近交汇，徐光启墓地就坐落于这三条
河流的交汇处，人称“徐家汇”。后来，徐光启
的子孙也在这里生息繁衍。

徐光启是个科学天才，人称徐光启终其
一生，未能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
实现。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
底没有被当朝主政者抓住。

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一颗子弹与

! ! ! ! ! ! ! ! ! #$%化装成绸布店老板

!$)-年 %月 "&日，新四军 %支队副司
令员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
部委派，离开皖南千里跋涉奔赴常熟，负责组
织苏南东路地区军政委员会，主持领导东路
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

到东路走马上任前，%(岁的谭震林第一
次当了爸爸，妻子葛慧敏与新生的女儿留在
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受命到东路开
辟抗日根据地新局面后，谭震林抓紧了解东
路情况，向“江抗”驻地行进途中反复与同行
干部研究酝酿发展东路局面方针，到达溧阳
县水西村后，又听取陈毅、粟裕意见。他打算
到东路后，首先抓两件事。一是培养 "--名连
级军政干部，组建 &-个连队；二是大力发展
部队，尽快搞起 !----人枪的抗日武装。凭借
这支力量，独立自主开展平原水网地区抗日
游击战，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
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的谭震林，带着张开

荆、刘飞、戴克林、樊道余、白书章、张鏖等人，
各自着新购置的长袍礼帽和皮鞋，由供给部
副部长吴师孟陪同翻过大茅山，在延陵附近
找到茅山中心县委办好“良民证”，在“老牛”
张志强接应下乘船到常州西门外粹昌豆行地
下交通站。谭震林等 (人分成两组，分头乘火
车到达苏州，住在阊门外的东来旅馆。

那天，一副阔商派头的谭震林、刘飞、戴
克林一行正在街上走着，戴克林的肩膀忽然
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时，只见一个扮相妖冶
的年轻女子，正站在路边搔首弄姿，望着他哧
哧地笑。戴克林知道遇到了妓女，慌忙摆摆手，
情急之下竟脱口说道：“同志，这不行哎……”
话未说完，就感到语中有失。谭震林瞪了戴克
林一眼，带着几个人迅速摆脱了妓女的纠缠，
走远后对随行的几个人说：“大庭广众之下，
决不能随便叫同志，那不等于告诉别人你的
身份了吗？”大家连连点头，深感从根据地到
敌占区，还真有些不适应。因苏州日军每晚
!-点查房，谭震林一行便早早吃了晚饭躲进

电影院，连看两三场电影，午夜查
房过后再回住处。

从苏州到常熟的船上，有两
个商人打扮的人热情跟谭震林一
行聊天，一路上请他们吸烟、代付
茶钱，还买来小笼包子让谭震林

等人吃，弄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谭震林给随
行的刘飞等人使眼色，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船
到徐市，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得意地说：“从苏州
一上船，就知道你们是到我俚‘江抗’来的。你
们一人一个口音，没有女人，老实正派，当然是
新四军啦！”一声“我俚‘江抗’”，使大家轻松笑
了起来。

)月 ")日，谭震林一到常熟，不顾舟车
劳顿的疲乏，迅即在徐市附近的江家宅基村
召开江南特委、常熟和苏州县委、新“江抗”东
路司令部、常熟“民抗”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
一连开了 %天，史称“徐市会议”。会议宣布成
立以谭震林为书记，何克希、温玉成、张开荆、
吴达人、任天石、王承业等人为委员的新四军
东路军政委员会，全面领导东路的党、政、军
工作。同时，将原江南抗日义勇军改名为江南
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化名林俊，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
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
副主任。会上，对“江抗”原有部队和常熟抗日
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常熟“民抗”的 %个连和
原“江抗”东路司令部指挥的 )个连统一整编
为 "个支队。与此同时，赴沪治疗 )个月随谭
震林重返东路的刘飞，被任命为江南抗日救
国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刘飞随谭震林化装通
过敌占区到达常熟后，充分发挥熟悉环境和
人头的优势努力工作，很快成为谭震林的得
力助手。

!$)-年 !!月 +日，“江抗”东路指挥部
召开新“江抗”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谭震林
宣布，在指挥部与支队之间增设纵队一级。
“江抗”整编为相当于团的 %个纵队，!、&支
队为第 !纵队，司令员夏光，政治委员刘飞；
"、+支队为第 "纵队，司令员陈挺，政治处主
任张鏖；%、)支队为第 %纵队，司令员朱长
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教导队也扩大为有 %个
中队的教导大队。夏光和刘飞两位阳澄湖后
方医院伤病员的前后任领导人，又亲密无间
并肩在一起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