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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

前言

　　八百六十年来，岳飞一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
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他的悲剧
至今仍然深深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人们不会去苛求他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而他却是专
制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历史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在于他光明磊落的立身行事足以经受得住反面
的揭发，在于他的紊高情操足以感召世人，他的丰功伟绩足以使人敬仰。岳飞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
蒙受奇冤和大辱，宋高宗、秦桧之流深文周纳，对他竭尽诋诬之能事，然而自宋至今，岳飞经受了反
面的揭发，证明他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人。　　由于《说岳全传》、戏曲等影响，中国人对于岳飞
的知识，大多得自虚构的故事，与史实出入极大。例如，到底是否有岳母刺字？岳飞背上刺字是“尽
忠报国”，还是“精忠报国”？岳飞遇难的大理寺狱是否有风波亭？等等。“精忠”两字，其实出自
杀害岳飞的元凶宋高宗的赐旗，他赐了“精忠”旗，却又无情地杀害了一个被他誉为“精忠”的将帅
。时至今日，如果硬要违背史实，把杀人元凶的“精忠”两字，强加在岳飞的背上，就非常不妥了。
　　笔者有志于写一部完全依据史实的详细的岳飞传记，力求雅俗共赏。　　1983年，此书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取名《岳飞新传》。此后发现，该书与李唐先生所撰的《岳飞新传》重名。故此次改
写，就把“尽忠报国”列为书名，一以显示与李唐一书的区别，二以澄清史实，与宋高宗的“精忠”
旗划清界线。　　这次对十多年前的原《岳飞新传》的改写，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由。　　第一，原
出版单位的责任编辑，未经作者同意，就对传记原稿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删略，被删除者有史实，有论
述，更有大量注释。他的修改不能说没有得当之处，但在大多数场合，却降低了原稿的质量，并且增
添了原稿未有的错误。待我见到此书的校样，大体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为免除铅字排版条件下改版的
困难，只能勉力作些修补，无法对校样大作改动，自己为此耗费了不少本可避免的精力和口舌。长期
以来，笔者一直引以为憾，希望有一个据原稿重新改写和另版的机遇。事实上，在此次参对原稿进行
改写时，仍发现在已版书中，尚有编辑所加，而笔者在读校样时未能搜剔净尽的史实错误。　　第二
，近年来，岳飞研究有一些新的进展和成果，其中既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也包括本人的，可以对岳
飞的传记作一些必要的补充和修订。　　笔者在1989年发表了作为将岳飞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订的
《鄂国金佗稗编、续编校注》，目前改写完的传记与1989年版的《鄂国金佗■编、续编校注》相比，
在若干问题上也有所深入和提高。　　第三，在1983年版的《岳飞新传》中，有若干应有本人负责的
缺陷。　　如从歌颂所谓农民起义的观点出发，承认岳飞平定吉、虔州之叛乱和扬么叛军，是他的过
错。对岳飞的某些事迹介绍，也失之于略，甚至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已故的爱国学者刘子健先生对
我提出：“岳飞不是儒将，却是重儒之将。”此说是很中肯的，要了解和介绍岳飞，无论如何不能不
研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岳飞的影响。笔者以往对此命题并不重视，因而在描绘岳飞真实形象时必然
有所欠缺。此外，已版书中也有若干史实错误，需要订正。某些女真人名沿用全朝的习俗，有名而无
姓，也应予补姓。此类缺陷在此次改写时，有了一个全面补正的机会。　　此次改写和增补的岳飞传
记，对原书的章节作了调整，新增第十一章“正己治军”，将原书“对岳飞的历史评价”改为附录一
，新增了附录四“岳飞的部将和幕僚”，这对人们了解岳飞，并非是可有可无的。　　我在文革后期
开始撰写岳飞传记时，约为三十五岁，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使自己感世伤时，真有一种古今祸难相
通之感。我痛感中华民族过于多灾多难，两千年间，供奉于专制主义祭坛上的牺牲过于惨重。时值今
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效，但专制遗毒犹存，社会积弊尚多。仅以此作，以为对祖国
和中华民族的菲薄贡品，希望对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起一点微小的助力。愿岳飞的崇高品格和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为着祖国的民主、进步、统一和富强，进行新的远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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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

内容概要

《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主要内容：历史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在于他光明磊落的立身行事足以经受得
住反面的揭发，在于他的紊高情操足以感召世人，他的丰功伟绩足以使人敬仰。岳飞生命的最后阶段
，尽管蒙受奇冤和大辱，宋高宗、秦桧之流深文周纳，对他竭尽诋诬之能事，然而自宋至今，岳飞经
受了反面的揭发，证明他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人。
笔者有志于写一部完全依据史实的详细的岳飞传记，力求雅俗共赏。
1983年，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取名《岳飞新传》。此后发现，该书与李唐先生所撰的《岳飞
新传》重名。故此次改写，就把“尽忠报国” 列为书名，一以显示与李唐一书的区别，二以澄清史实
，与宋高宗的“精忠”旗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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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

章节摘录

　　第一节 从出生到成婚 奔腾万里的黄河，丰饶广阔的华北平原，是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明的发祥
地，是民族伟大精神的哺育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岳飞就诞生于此地。　　“黄河二月冻
初销，万里凌澌流剑戟”。这是宋代气温偏低、冰封初解的黄河风光的写照。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
公元1103年）二月十五日夜里，在河北西路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
座农舍中，岳姓婴儿呱呱落地，发出雄亮的啼声。婴儿的乳名叫五郎，据说诞生时恰好有大鸟飞鸣于
其屋上，故取名飞。依中国古代礼俗，男子年二十而冠，宋时俗称裹头。男子冠时，在名外取表字，
名和字的含义往往须互相照应。但宋代或“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并取表字。岳飞后取表字鹏
举。　　在中国古代的姓氏中，岳姓是个小姓。自宋以前，历史记载中尚无岳姓的名人。据传说，岳
姓来源于唐尧时代的“四岳”，“因官以命氏”。　　岳飞的籍贯今在河南省，而宋时却称河北人或
河朔人。　　岳飞的曾祖父叫岳成，曾祖母杨氏；祖父叫岳立，祖母许氏；父亲叫岳和，母亲姚氏；
还有一个叔父岳睦。岳家世代务农。姚氏生五郎时，已有三十六七岁。岳飞应有四个哥哥，都夭亡了
。不久，姚氏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岳翻。岳飞至少还有一个亲姊，后外甥女婿高泽民曾在他军中担
任“主管文字”。　　岳和夫妻在临近绝育之年，居然得到了双子，自然欣喜异常。但是，他们绝不
放纵孩子，而是“鞠育训导”，既有温暖的抚爱，又有严格的管教。姚氏作为慈母，更是克尽己责。
所以岳飞自幼就对父母有极深厚的感情。　　一个普通的农家子，体力劳动自然是其本分。岳飞从小
就参加各种劳动，如牧牛放羊、拾柴割草、烧火煮饭之类。因自幼严酷的劳动锻炼等因素，造就了岳
飞惊人的膂力。　　岳飞非常喜爱武术。弓弩是宋时的主要兵器，时称“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
；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弩，其实是弓的一种。弓可步兵和骑兵通用，弩一般用足蹶开张，
故只能由步兵使用。弩箭比弓箭射程远，洞穿力强。衡量一个人的武艺，主要看他能挽多大的“弓弩
斗力” 和射箭的准确性，时称“射亲”。岳飞年龄不满二十岁，已能挽弓三百斤（ 一宋斤约合一、
二市斤），用腰部开弩八石（一宋石为九二、五宋斤，约合一一○市斤）。按宋朝军制，“弓射一石
五斗”，已算武艺超群，可选充“ 班直”，当皇帝的近卫。北宋武士挽弓的最高记录也只有三石。可
知岳飞的挽弓能力已至登峰造极的境地。　　岳飞十几岁时，曾向“乡豪”周同学习射箭。周同当众
表演，连发三箭，都射中靶心。岳飞取过弓来，也射了两箭，居然射破周同的箭■。周同大惊，立即
将两张心爱的弓赠送岳飞。只花费数日工夫，周同就传授了全部射箭的诀窍。经过苦心和精心的练习
，岳飞能够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后周同病死，岳飞悲痛不已。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都要到周
同坟前吊唁。由于经济拮据，岳飞甚至典卖了自己的衣服，在坟前酹酒埋肉。岳和发现儿子的衣着突
然一件件去向不明，便追问岳飞，甚至笞挞他，而岳飞却既不埋怨父亲，也不说实情。后经岳和暗地
里跟踪，方才发现了儿子的秘密，转而称赞岳飞。　　岳和一家祖祖辈辈扶犁握锄，不可能有多少文
化。宋代的农村，有所谓“冬学”，从十月到十二月，利用农闲，由穷书生授课。课本有《百家姓》
、《千字文》、《杂字》之类，时称“村书”。农民们只要能积攒一点钱，还是很乐意遣送子弟入冬
学，读村书。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诗说： 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　　识字粗堪供赋役，
不须半苦慕公卿。　　官府摊派赋役，有大字张挂的榜帖、由子（通知单）、户钞（收据）之类；农
民私人也有土地契书、借据之类。农家子弟认识一些字，可能会少受一些官吏、保正、保长、揽户（
以承揽他人赋税的输纳为业者）和地主的欺诈。农家子弟入学，并非是为入仕当“公卿”。　　岳飞
可能也在冬学里念过村书。尽管他对文化知识如饥似渴，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农家子弟一般不可
能在文化上得到深造。穷困的岳家无力购置高级的蜡烛之类，甚至也不用低级的油灯，在白天辛勤劳
作之余，岳飞经常借燃烧枯枝败叶发出的火光，看书识字，以至通宵不寐。他天资聪颖，记忆力强，
又有持久不懈的顽强毅力。后来当将帅时，终于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略知书传”，即懂得一些儒家
经典，能赋诗，填词，作文，写行书，其书法则学苏轼， “字尚苏体”。　　岳和家原是拥有几百亩
瘠薄耕地的自耕农，他在岳飞和岳翻出世前，生活自给有余。遭逢灾年，虽然自家口粮也相当紧张，
他宁愿和姚氏用小米掺和野菜，熬成稀粥，一日只吃早晚两餐，将强行节余的粥接济逃荒乞食者。他
纯厚和善良的品德自然给岳飞以很深的影响。　　随着岳飞和岳翻长大成人，由于各种原因，岳和的
家境每况愈下，日益艰难。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相州发生涝灾，“夏雨频并”，收成锐减。翌
年，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岳和抱孙心切，为十六岁的岳飞张罗婚事，娶了一个刘姓女子。一
年以后，即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六月，岳飞的长子岳雲出生。喜事临门，而岳家的经济负担却日
渐沉重。　　古代农民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只能典卖田地，或者借高利贷。　　这无异于饮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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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渴，而使自己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最后无非落到“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
非已有”的悲惨境地。　　岳飞新婚不久，便不能在家乡安居了。这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只能强忍
悲痛，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他万分依恋鬓发苍苍的老父和老母，却又不得不同他们离别。　　第二
节 韩府佃客 相州州治安阳县有一户世代富贵的簪缨之家——韩府。早先韩琦历任宋仁宗、宋英宗和
宋神宗三朝宰相，是华宗盛族的奠基人。他的长子韩忠彦又在宋徽宗初年任宰相。韩府既是皇亲，又
有许多贵戚。在宋帝国的上层，几乎处处渗透着这个豪门大族炬赫的势力。　　按宋时法律规定，本
地人一般不准在本地任官。但是，为显示宋皇朝的特别恩宠，韩琦和长孙韩治、长曾孙韩肖胄都先后
担任相州的知州。为炫耀本人的衣锦荣归，韩琦在安阳县筑昼锦堂，韩治筑荣归堂，韩肖冑又筑荣事
堂。史书上将此事传为美谈。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表明了韩府是本地极富极贵的豪强之家。　　韩肖
冑大概是在宣和元年，接替其父韩治，继任相州知州。当时他有四十多岁。大约就在韩肖冑的四年任
期内，岳飞作为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自汤阴县来到毗邻的安阳县，当了韩府的佃客。　　宋朝乡
村无地的佃农，一般须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他们大抵租种地主的田地，而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
。有些地主还出租耕牛和农具，甚至掠取高达八成的地租。尽管剥削量已经很重，某些贪得无厌的地
主还经常使用各种手段，例如用大斗、大斛巧取豪夺，变相加租。高利贷也是地主掠夺农民的一种重
要手段。“客户耕田主户收，螟蝗水旱百般忧。及秋幸有黄云割，债主相煎得自由？” 在政治上，宋
朝佃农的地位是低贱的。法律上甚至明文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至于地主杀害佃农，可
以不必偿命，所以有的“富人敢于专杀”，甚至视佃农的性命如草芥。　　岳飞和其他佃农一样，“
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 ”。这个来自外县的谋生者，虽勤劳至极，但生计看来仍
相当艰窘。　　有一天，岳飞去韩府的庄墅借籴粮食，恰逢张超率几百名盗匪包围了这座庄墅．岳飞
便凭借自己的高超武技，攀登上墙垣，引弓一发，利箭直贯张超的咽喉，即时毙命。几百名盗匪群龙
无首，立刻溃散。　　在养尊处优的韩家子弟眼里，本来决无一个普通的青年佃客的位置。　　此次
意外的突发事件，使他们都认识了岳飞。后来岳飞成为名将，韩家子弟在官场中有意无意的宣传，使
士大大辈都知道了岳飞的低贱出身。　　岳飞解救了主人的危困，但韩府似乎也并未另眼相看、厚待
岳飞。岳飞受尽煎熬，眼看困顿的生活无边无涯，他寄身异乡，益发思念父母，思念亲人。最后，他
不得不下定决心，离开安阳，返回汤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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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百六十年来，岳飞一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
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他的悲剧
至今仍然深深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人们不会去苛求他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而他却是专
制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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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简略，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上什么所谓阶级矛盾的东西。最后分析岳飞军事价值的篇章
倒不错。
2、超越邓版了。
3、感觉不如邓的
4、写得好
5、岳飞在学术著作中的形象，比在民间演义中还更伟岸啊。看打仗、治军、私德方面的介绍，说岳
飞和岳家军是彭德怀和八路军魂穿南宋我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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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尽忠报国》的笔记-岳飞的军事价值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
。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
，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
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
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
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
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
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
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
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
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
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
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
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
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
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
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
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
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
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
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
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
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
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
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
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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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
。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
，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
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
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
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
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
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
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
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
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
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
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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