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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钓鱼城的了解钓鱼城的3636年年 先读懂这四位守将先读懂这四位守将
○任正铭

“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
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是陈
毅元帅登临钓鱼城留下的诗句，书
写了闻名中外的合川钓鱼城千古
传奇。

1242 年 12 月，南宋名将余玠

作为四川置制兼知重庆府，从成都
来到重庆紧急布防。此前，蒙古皇
太子阔端率军大举入蜀，所向披
靡，四川告急。

生于1199年的余玠是蕲州（今
湖北蕲春南）人。目睹金人南侵烧
杀掠夺，他随军从戎，后成为淮东
制置使赵葵的得力战将，转战淮东
八年，屡立奇功。

如何部署四川的防线？余玠

入蜀后四处募集人才、广开言路，
在重庆金碧山下开设招贤馆，声称
凡进言被采纳者，必受重用。

一天，来自播州（今贵州）的冉
琎、冉璞要求见他。余玠早闻两兄
弟大名，即派官员迎接，予以重
礼。过了数十日，冉氏兄弟不曾提
出一个字的建议，心安理得地享受
着好酒好肉的招待。负责招贤事

务的官员按捺不住，决定派人去偷
窥冉氏兄弟到底在做什么。探者
回来向余玠禀告：二人在房间里切
磋着什么，还在地上画些山川城池
一样的图形。

余玠一听，当即决定举办一场
“英雄宴”，让各路豪杰畅所欲言。
当天，赴宴的壮士们争先恐后献计
献策，可冉氏兄弟却并不透露只言
片语。几日后，住在客栈的冉氏兄
弟接到通报，余帅亲自驾到。这
天，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面谈，兄
弟俩终于把酝酿多年、固守四川的
计策向余玠全盘托出。

冉琎、冉璞认为：“蒙古人长期
过着游牧生活，在开阔地带作战，
神出鬼没。因此必须在四川险要
之处依山傍水修筑城堡，才能阻挡
蒙古军队的进攻。”冉氏兄弟认为，
重庆最为险要之地当属合州钓鱼
山，这是四川的门户，将合州军民
迁徙到钓鱼山上，可“积粮驻守，胜
于十万之师”。

余玠听完大喜，不久亲自制
定出治蜀大纲《经理四蜀图》，恳

请朝廷任命冉琎为承事郎兼合州
知 州 、冉 璞 为 承 务 郎 兼 合 州 通
判。二冉协助余玠到合州钓鱼山
修筑城堡。

余玠在钓鱼城坐镇指挥，先后
在四川建起了一个以山城为点、江
河为线的立体防御体系。后来的
历史证明，在宋蒙战争中，钓鱼城
坚守多年，使蒙哥大汗战死于城
下，导致蒙军撤退，在一定程度上
对改变世界历史走向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巨大作用。

余玠玠招贤构筑钓鱼城
1254年7月，河南邓州（今河南省邓州

市）人王坚作为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现
重庆市合川区），驻守合州钓鱼山。

来到钓鱼山后，王坚组织军民，对钓
鱼城全面进行加固，新建了水军码头、城
北的江岸防御工事，筑就了东城内城墙和
南、西、北内外城墙等。

1259年，蒙军入蜀，兵锋直逼钓鱼城。
一天，有人来报说，王坚的一个河南老乡来
看望他。来者40多岁，见着王坚就是一声：

“故人晋国宝久疏问候。”原来，这是他的旧
时战友晋国宝。10余年前，在与蒙军的一
场恶战中，为掩护全军撤退，晋国宝被蒙军
俘获。

两人寒暄后，晋国宝竟劝王坚投降蒙
军。王坚顿时脸色铁青，怒目圆睁，大喝
一声：“升帐！”王坚问众人：“现有蒙军使
者晋国宝来劝降，众将何以选择？”待各部
将领大声发出“与城共存亡，绝不投降。”

的回应后，王坚轻轻说了一声“斩了”。晋
国宝大惊失色：“我和将军生死之交，何况
哪有戗杀使者的先例？”众将领也纷纷劝
阻，王坚思忖片刻，说：“那放了吧。”

不过，晋国宝从暗道被押送出钓鱼城
后，很快又被宋军绑了回来。第二天，钓
鱼城校场上一派肃杀，王坚亲自擂响大
鼓，晋国宝被推到行刑台前。王坚双眼直
逼晋国宝，说：“昨天我已把蒙古国使者放
行了，现在跪在钓鱼城上的你，是一个鼠
狗不如的叛将。你的今天咎由自取。拖
下去，斩了！”话音刚落，刀光闪过，晋国宝
血祭钓鱼城。

晋国宝被斩，蒙哥大汗大为震怒，
立即亲自挥师发兵攻城。面对蒙军强
悍攻势，王坚组织军民展开了上百次
激战。在其中一次战役中，让亲自督
战的蒙哥大汗身负重伤去世。王坚为
保卫钓鱼城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南宋

皇帝的嘉奖。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南宋朝廷

内斗激烈，主战派权力旁落。1260 年 11
月，王坚被调离合州，应诏入朝，任侍卫步
军都指挥使。1264年，因积郁成疾去世，
享年67岁。

王坚智斩叛将晋国宝

张珏是陕西凤州（今陕西省宝鸡市凤
县）人，18岁时随难民逃到重庆，后参军到
钓鱼城驻守，因作战勇猛、才能出众，很快
从普通士兵升至中军都统制，有“四川虓

将”之称，成为时任钓鱼城主将王坚的得
力副手。

1260 年 11 月，王坚被调回临安，朝
廷任命简州知州马千为兴元府都统兼
知合州。怎知几月后，马千的儿子被
俘投降，马千为保全儿子性命，竟私下
准备开门受降。所幸南宋朝廷及时察
觉，迅速撤掉了马千官职，诏令张珏为
兴 元 府 诸 军 都 统 制 兼 利 州 东 路 安 抚
使、知合州。

张珏一改过去被动坚守的战法，自
1264 年 4 月击退蒙古都元帅李忽兰大
军 后 ，就 采 取 主 动 出 击 策 略 。 次 年 2
月，与蒙军多次激战于钓鱼城下，屡战
屡胜。

1265 年 6 月，蒙古东川军都元帅赵
匣刺重兵攻打钓鱼城。张珏率军主动迎
敌，大战于合州旧城附近的南坝（今合川

区南屏一带）。“南坝之战”，成为钓鱼城
保卫战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张珏声
威大震。

1271年元朝建立，元军在四川发动新
攻势，元军东川行枢密院统军合刺，准备
在合州金子沱建立一大型造船厂。张珏
获取情报后，在附近山上设置疑阵，吸引
蒙军重兵聚集。然后，亲自挑选40名精兵
强将组成敢死队，急行数十里直奔金子
沱。张珏一马当先，夜渡平阳滩（今合川
区花滩），突袭造船厂。最终宋军焚烧了
金子沱造船厂，使元军用水军扼控钓鱼城
的计划落空。

1275年2月，张珏因功升为宁远军节
度使。1275年5月，朝廷委任张珏为四川
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

见张珏作战勇猛，忽必烈亲自遣使者
千里迢迢，专程到重庆府对张珏劝降，许
诺加官进爵，被张珏严词拒绝。1278年2
月，元军合围重庆，张珏亲自率军冲出重
庆熏风门，横刀立马大败元军。当晚，有
宋军私自打开镇西门投降。见元军蜂拥

进城，张珏率将士展开激烈巷战，厮杀中
连中四箭，他连血带肉拔出箭头，继续搏
杀。眼见大势已去，一生坚持“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张珏意欲自杀，被左右强行
制止。张珏连夜带上妻子和几个随从，乘
小船离开了重庆。

元军连夜追赶，第二天在涪州，张珏
不幸被俘。在被押送去大都的路上，张珏
用拴马的缰绳自尽殉国。

宁死不屈的硬汉张珏

1278年年末的一个上午，钓鱼城最后
的主将王立，在府上已拒食三天，焦灼难
熬。战还是降？两条道路摆在眼前，他不
知该如何选择。

若继续抗战，钓鱼城既无援军、又无
粮草，力量悬殊，全城军民必战死无疑。

他知道从1277年初，元军已攻取了巴
蜀几十座城堡，作为钓鱼城前沿阵地的渠
州、礼仪城已荡然无存，夔州、施州、播州
也相继沦陷，钓鱼城成了一座孤城。

此时，忽必烈大汗在四川设立两个军
事机构，即川东行枢密院和川西行枢密
院。两院为夺取战果，将钓鱼城围得水泄
不通。更糟糕的是两年来合州连续大旱，
城内缺粮多日，已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状。

城里10多万军民的性命，就掌握在他
一人手中。在焦急与烦恼中，王立来到钓
鱼台上，面对嘉陵江长叹一声。这时，一
个相貌姣好的女子，悄然出现在王立身
边，说：“还是选择放下战刀吧。”此话让王
立大惊失色。这位敢在王立面前斗胆放

言的女子是王立的义妹，人称熊耳夫人。
熊耳夫人是王立多年前攻打泸州时，击杀
的千户熊耳的妻子，王立见她孤苦一人就
认她作为义妹，带回了钓鱼城。

熊耳夫人告诉王立，元西川行枢密院
副使李德辉，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王立
半信半疑，说：“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
保住钓鱼城军民性命，我王立死而无憾！”

经一夜痛苦抉择，王立采纳了熊耳夫
人的建议。安排部将秘密出城，日夜兼程
把保城救民的书信带到了成都。王立提
出，如宋军投降，元军必须保证绝不杀一
人。为确保受降顺利，李德辉亲率五百兵
力到钓鱼城，最终和王立达成协议：由忽
必烈大汗亲自颁旨，蒙军不犯秋毫，钓鱼
城守军全体解甲。

王立的开城决定，激起了一部分浴血
奋战几十年的老将军的极大愤慨。第二
天，35名战功卓著的老将军在钓鱼城不同
地点，拔刀自刎。

1279年正月，钓鱼城在悲怆的军号声中，

竖起了元旗。围困钓鱼城多年的元军主力部队
撤去，一场即将出现的血腥大屠杀得以避免。

战后，忽必烈信守了承诺，封王立为
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可世事难测，
忽必烈去世后多年，西南地区汉人不满压
迫揭竿起义。恰在这时，王立向朝廷提出
要辞官回乡，立即被朝廷将之与汉人造反
联系起来，并赐其死刑，时年王立五十岁。

保全十万军民的王立

（本片图片除署名外由区申遗事务中心提供）

13 世纪初，一

个强大的民族在中国

北方大草原崛起。

那时，中国大地上并存

着宋朝、金朝、蒙古、西辽、西夏

等若干个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而

蒙古铁蹄卷起漫天尘埃，版图曾扩展

到中亚、西亚和欧洲。蒙哥大汗在四川

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战死，直接

影响了蒙军战事。钓鱼城军民坚守36年，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而今，述说钓鱼城四位守将的故事，怎能不感

慨钓鱼城无愧于一座英雄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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