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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构看来，对于岳飞这样的猛将只能“控制使用”，而不敢放任
自流。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当金兀术撕毁了此前达成的“戊午和
议”，分三路向南宋进攻，岳飞就不断收到来自赵构的御札，既表达了
对岳飞的倚重，又催促他向陈、蔡进军。

□祝勇

壹
长驱直入

大破金军包围汴京

原本，岳家军的反攻是十分顺利

的。岳飞亲自率军，长驱直入，连续克

复了颖昌（今河南省许昌市）、陈州（今

河南省淮阳县）、郑州、洛阳，直指汴京

（今河南省开封市）。

岳飞将司令部设在颍昌府的郾城

县，金兀术选了一万五千骑兵，准备偷

袭岳飞的司令部。岳飞命令将士，每人

手执麻扎刀、提刀和大斧三种兵器应

战，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手拽厮劈”，

鏖战数十回合，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

来，金军才支撑不住，向临颍县逃去。

七月十四日清晨，金兀术率骑兵三

万余人攻打颍昌府，双方血战几十回

合，“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

顾”(南宋文林郎、黄元振编《百氏昭忠

录卷之十一》)，终于以斩金军五千余

人、俘士卒两千余人、将官七十八人、获

马三千余匹的傲人战绩结束了战斗，金

兀术的女婿夏金吾当场阵亡。

金兀术退还到汴京，接连的失利使

他哀叹：“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屦

见挫衄！”金军大将韩常也不愿再战，派

密使向岳飞请降。岳飞为大河南北频

传的捷报所鼓舞，他对部属说：“直到黄

龙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与诸君

痛饮耳！”

岳家军迅速完成了对汴京的包围，

岳飞要夺回汴京，再由汴京北渡黄河，

去“收拾旧山河”。金兀术将十万大军

驻扎在汴京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双

方在朱仙镇进行了一场较量，金军全军

溃败。金兀术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那就

是放弃汴京，渡河北遁。

经过十余年的拉锯战之后，大宋王

朝北定中原、直取金朝老巢的历史契机

赫然出现。八百多年后，有历史学家指

出，“倘若宋高宗与秦桧不是贯彻其一

味屈膝求和的既定决策，而是抓住绍兴

十年岳飞北伐屡败敌军的大好形势，动

用朝廷的既有权威，协调韩世忠等大将

协同作战，宋金战争就有可能出现南宋

占有绝对优势的结局，将宋金边境北推

至黄河为界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岳飞也清晰地看到，他和他的

军队，在经过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

里路云和月”之后，“驾长车，踏破贺兰

山缺”并不只是梦想，“从头收拾旧山

河，朝天阙”也不再是奢望。但他忘了

问，如此远大的志向，“天阙”答不答应。

贰
功败垂成

被十二道金牌召回

就是在朱仙镇，岳飞准备发起绝地

反击，一举攻下汴京、收复中原的时候，

收到了朝廷要求他立刻撤军的“十二道

金牌”。岳飞距离收复汴京，只差四十

五里，而且，永远相差四十五里。

应当说，岳飞一生的命运冲突，都

凝聚在他收到金牌的那一刻了。他要

战，因为他已清晰地看到，“天时人事，

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再

失！”赵构、秦桧却要他撤，因为更让他

们倾心的，是正在进行的和议，也是靖

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的宋金第二次和

议（即绍兴十一年达成的“绍兴和议”），

金兀术已经明确表示，“必杀岳飞，而和

议可成！”

手握金牌的岳飞，陷入他一生中最

纠结，也最痛苦的境地，进亦难，退亦

难，他的手就像电影中的定格一样停在

半空中，不知所措。北风凛冽，吹得战

旗猎猎作响，在旷野中发出的声音，犹

如野兽的吼声。风打在他的脸上，他也

毫无知觉。良久，一滴热泪顺着他粗糙

的面庞飘落下来，一股悲情终于从胸腔

中喷薄而出，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痛苦的

呐喊：

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社稷江山，难以中兴。
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远方，一团团的黑影正向岳家军涌

来——是当地的百姓，听说岳家军要

撤，急匆匆地赶来，拦在岳飞的马前，齐

刷刷地跪倒，乞求岳家军不要撤离，把

这一片土地，重新交给金军。

岳飞只能取出诏书，示给众人，说：

“吾不得擅留。”史书对当时景象的描述

是：“哭声震野”。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

宗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最高理想——

宋金之间的“绍兴和议”达成，削减武将

兵权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削兵权是朝廷大事，也是要讲策略

的，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这一年四

月，朝廷逼迫岳飞、韩世忠、张俊交出了

各自的兵权，调到临安枢密院供职，张

俊和韩世忠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

使。他们都升了官，变成了“中央领

导”，但他们原来的部队，也都不再是

“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而是划归

中央统一指挥，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实际上，变成了“赵家军”。

岳飞多年辛苦，打造了“岳家军”这

支铁军，把这支军队交出来，他的内心

一定是痛苦的，但圣命难违，他也只能

做出一副“豁达”的样子。岳飞脱去戎

装，换上文官的官袍到枢密院上班，故作

悠闲之状，与人闲谈，也常表露出向往闲

云野鹤的生活，对国事，不想闻，也不想

问，或许，那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叁
被释兵权

蒙冤入大理寺监狱

只有张俊交出兵权是兴高采烈的，

因为他与秦桧事先达成了默契——就

是大家把兵权都交出来以后，兵权交给

张俊一人掌控。当然，这是赵构、秦桧

制定的分化瓦解政策，否则，三个人铁

板一块，朝廷也无可奈何。

所以就有了第二步：在岳飞、韩世

忠、张俊的兵权交出之后，再对岳飞、韩

世忠各个击破，先是罢免岳飞和韩世忠

的枢密使、枢密副使职务，朝廷遵照之

前的“约定”，把枢府本兵之权全部交给

张俊，此后张俊就跟在秦桧的屁股后

面，心甘情愿地充当“打手”，先是诬陷

韩世忠不甘心交兵权，企图重掌兵权，

韩世忠到赵构面前哭号喊冤，赵构对他

也并没有杀心，才终于放过了他，接下

来又私设公堂，捏造张宪口供“为收岳

飞处文字谋反”，将岳飞打入大理寺监

狱，最终杀掉了岳飞。

不知道张俊是否会想到，自己野心

实现之日，也是末日来临之时。当韩世

忠、岳飞先后被皇帝“摆平”，怎么会独

独留下他一个张俊呢？他最终得到的，

只能是一纸弹劾。这是赵构、秦桧设计

好的第三步。张俊害韩世忠、害岳飞，

走上同室操戈的不归路，自己也只能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赵构知道他贪

婪好财，就没有杀他，而是用了“杯酒释

兵权”的老套路，把他打发回家，当成猪

养起来。

绍兴十一年，天底下最得意的人是

赵构，因为他不只是完成了和谈，与金

国达成了“绍兴和议”，并将于第二年派

使节迎回父亲宋徽宗的棺椁，同时接回

在北国忍辱求生的生母韦氏（详见《故

宫的古物之美 2》中《繁花与朽木》一

文），而且通过一个漂亮的“三部曲”，完

成了自己权力生涯中的华丽转身，将天

下兵权尽归朝廷。连赵构自己，都忍不

住得意洋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

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

对宋朝第二次削兵权，宋史学家虞

云国先生总结说：“（它）始于绍兴七年

三月罢刘光世兵柄，终于绍兴十二年十

一月罢张俊枢密使，前后将近六年。第

二次削兵权的完成，使得建炎至绍兴初

年武将骄悍跋扈、拥兵自重的局面一去

不复返了，祖宗家法大体恢复，南宋政

权的格局重新回到重文轻武，以文抑武

的旧轨。”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腊月

二十九日，秦桧独坐在书房里，他很“苦

闷”，即使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但他

心中依然没有一丝喜色。岳飞的案子

一直拖着没有“进展”，万俟卨（mò

qí xiè）办事不力，一直审问不出岳

飞“谋反”的证据，这让秦桧很不痛快。

他闷闷地吃着柑子，下意识地把手里的

柑子皮捏来捏去，用手指尖来回划着，

若有所思。

秦桧的老婆王氏知道老公在考虑

什么，见他如此优柔，就插言道：“老汉

竟这般缺乏果断吗？要知道捉虎容易

放虎难呀！”秦桧听了老婆的话，似有所

悟，抓过一片纸，在上面匆匆写下几个

字，派人送到大理寺监狱。

其实，皇帝已决定让岳飞死了，为

什么死，还有那么重要吗？

《故宫的书法风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铁画银钩的岳飞法书（五）

“岳飞书法”，已经超出了书法史的意义，而成
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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