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边境城市绥芬河，仿佛置身于历史的大
讲堂，处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

这里是沙俄1896年——1903年在中国建设的
中东铁路东部的终点。至今这条铁路仍在使用，
与内地不同的是，这里的路轨不是两条，而是由四
条组成，是根据中俄两国火车车轮不同的间距特
制的。其中两条宽线是俄罗斯列车的，两条窄线
是中国列车的。铁轨的尽头，是一处长250米的隧
洞，连接着中国和俄罗斯，洞口处标注着隧道建设
的起始和完成时间：1899年2月1日——1902年10
月1日。隧洞的石壁和脚下的路基，都已呈现出一
种灰黑的颜色，站在那里，我感到一种历史的凝重
感。

中东铁路为绥芬河的交通带来了便利，这里
也成为早年中共重要的国际交通站，留下了很多
我党重要人物的足迹。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参加
共产国际 5大后回国路过这里。张闻天、杨尚昆、
左权、刘伯承、陈云、黄火青等人上个世纪二三十
年代，经绥芬河往返苏联，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共6大是在苏联境内召开的，有48%的代表或从
绥芬河出境，或经绥芬河返回。其中有瞿秋白、蔡
畅、周恩来、罗章龙、邓颖超、李立三、邓中夏、杨之
华、向忠发、张国焘、项英等。

绥芬河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市中心还
完好保存着一片被称为“人头墙”的俄式建筑群，
古朴而又洋气。其中一幢造型别致的灰色小楼，
是当年俄罗斯领事馆，如今成为一座画苑，我们到
来时，正展示俄罗斯当代著名画家的油画作品。
绥芬河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深刻痕迹的城
市。在这里我记住了一位和平天使的名字：嘎丽
娅。这是一个让每一个绥芬河人骄傲和自豪的名
字。嘎丽娅1928年生于绥芬河，父亲是中国人，姓
张，母亲是俄罗斯人。1945年 8月 11日，精通俄语
和日语的嘎丽娅，作为翻译随苏联红军军使，赴绥
芬河境内的天长山侵华日军要塞劝降，被疯狂的
日军杀害，年仅 17岁。战后她的亲人只找到了她
佩戴的一条红头巾，那是临行时她的母亲给她戴
上的。为了永久地纪念这位和平使者，绥芬河市
全体市民自动捐款，在市中心和平公园广场上建
了嘎丽娅雕塑，于 2009年 10月 8日正式落成。如
今，这里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景区，每天都有当地居
民、外地游客和俄罗斯客人来到这里，缅怀这位和
平天使。

在绥芬河历史博物馆，有一处二战时的物品
展柜吸引了我，那是在侵华日军天长山要塞发掘
出的遗物，有枪支，也有一些生活用品，如吃饭的
盘子、勺子，甚至还有几颗日军的假牙。锈迹斑斑
的展品已成为侵华日军的罪证。

见我看得仔细，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一会儿还
要安排我们参观新开发的侵华日军前山要塞。前
山要塞位于距中俄边境200米处的山中，我们从市
区乘车十几分钟就来到了这里。要塞的洞口同样
十分隐蔽，如果不是有人引领，根本无法找到。我
们沿着深深的台阶进入洞底，眼前出现长长的通
道，据介绍，通道总长 700多米。和头一天我们参
观的东宁要塞一样，虽然是盛夏季节，这里同样是
阴森森的，一股瘆人的凉气从各个角落袭来。洞
中的墙壁用水泥抹过，比东宁要塞的要光滑，地面
也干一些。这座要塞完全是按战争需要建造的，
钢筋水泥结构，很坚固，每走几十米就有一处掩体
墙，墙上砌有射击孔，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阵
势。洞中建有储藏室、厨房、厕所等设施。我看到
厨房的锅灶还完好地存在。在洞里，我们还看见
两个保存非常完好的机枪阵地，每个阵地有两个
射击孔，位于地势较高的位置。我趴在射击孔向
外观察，周围已经长满了草和树。一旦打起仗来，
机枪阵地的威力一定很大。

地下工事通道错综复杂，走出洞口，仍然是一
片茂密的树丛，十分隐蔽。陪同的朋友告诉我，绥
芬河目前发现的天长山和前山两处要塞，与早年
发掘的东宁要塞、虎头要塞，以及一些尚未发掘的
要塞，是当年侵华日军精心设计的“马其诺防线”，
这条防线沿中俄边境，从黑龙江一直到内蒙古的
海拉尔一带，长达几千公里。我想起了十多年前
去过的孙吴县的胜山要塞，同样修建得固若金
汤。但是同样没能挽救侵略者的命运。

游览绥芬河，就像是在阅读一本历史书。

触 摸 边 城
□陈杰

绥芬河景观。

绥芬河口岸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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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得以凯旋

金兀术诞生的年代正是辽朝统治
末期，东北各民族不断掀起反抗以契
丹封建贵族为代表的辽朝腐朽统治的
斗争。在辽朝对东北各族的民族压迫
中，对生活在白山黑水间未曾南迁编
入辽籍的生女真人的歧视和压迫是最
重的。生女真地区的人参、貂皮、鹰鹞
等名贵特产不仅要定期定量向朝廷进
贡，而生女真人所需的生活用品，又必
须到朝廷指定的榷场来底价与契丹族

“交换”，稍有不从，契丹人就大打出
手，契丹人把一年两度的榷场“交换”，
干脆称之为“打女真”习俗。更令生女
真各部难以容忍的是辽朝派出的银牌
天使对他们的欺辱，其天使到生女真
各部巡视，除索要各种名贵礼物外，每
晚还要部落献出美女“荐枕”，只要天
使看中者，概不问其门第与婚否，一律
必须“荐枕”。契丹贵族对女真和其他
民族的长期压迫，终于导致了公元
1114 年，女真人反抗辽朝统治的起
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
部后，于1115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
金。

金兀术少年时期即跟随他的父兄
参加了这场民族大起义，并在追随父
兄的军事生涯中，显露出过人的军事
天赋和政治谋略。他先是在追击辽天
祚皇帝的战争中一战成名，《金史·列
传》记述：“宗弼矢尽，逐夺辽士兵枪，
独杀八人，生获五人”，一种勇往直前
的英武之气已经跃然纸上。1125年 2
月，辽朝在这场民族大起义中彻底覆
灭。

在长达 11年的灭辽战争中，生女
真族社会由一个刚进入奴隶制初期发
展阶段的部族联盟，迅速发展成为一
个雄踞东北和内蒙古大部的并向封建
制迅速过渡的政权。促成这种社会急
剧发展的因素，不是自身社会生产力
的迅速提高，而是靠通过战争掠夺财
富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口，甚至
是掠夺汉族封建士大夫移植封建制度
来迅速实现的。正是这种对财富占有
的强烈欲望，以及加速女真社会文明
化进程的需要，使他们对封建生产力
高度发展，政治极度腐败的北宋王朝
更加虎视眈眈。而在灭辽的战争中，
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也在
战争中暴露无遗，这些因素促成了女
真族政权，在灭辽战争后的第八个月
即发动对北宋的侵略战争。

1125年 11月，金朝铁骑 20万，兵
分两路南下突袭北宋，西路由粘罕率
领出云中（今大同），攻太原，东路由宗
望率领出平州（今河北卢龙）攻燕京
（今北京），计划最后会师于北宋首都
汴梁（今开封）城下。但是西路军对太
原久攻不克，无法南下，而东路军却以
金兀术为开路先锋，一路下燕京，取汤
阴，过黄河，兵锋直指汴梁城下。宋徽
宗赵佶被女真铁骑吓破了胆，他急忙
把皇位传给儿子赵桓，自己仓惶出
逃。昏庸无能的宋钦宗赵桓看不出宋
军正在向汴梁集结，汴梁城下的金军
仅是一支深入敌后的孤军，而提出割
地赔款的优厚停战条件，这使金兀术
这支陷入进退两难困境中的孤军得以
凯旋。

金兀术两次“走麦城”

1126年，金军再度兵分两路，向仍
不作战备的北宋王朝进攻。昏庸的宋
钦宗在最关键时刻竟遣散守军，祈求
神灵“保佑”，结果让金军迅速攻占了
汴梁，北宋灭亡。

1127年 5月，南宋政权建立，金朝
再次挑起第三次侵宋战争。此次，金
军分兵三路长驱直下，东路军挂帅的
是金兀术的另一位庸碌无才的长兄宗
辅，而实权在金兀术手中。在三路进
攻南宋大军中，金兀术的东路军又是
战果最丰，东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
在濮州（今河南范县一带）战役破宋军
20万，使南宋首都汴梁再次暴露在金
军面前。接着，金兀术又否决了主帅
粘罕围困汴梁的计划，亲率 3000骑兵
绕过宋军防线，向汴梁发起急袭，迫使
昏聩的宋高宗赵构狼狈出逃。虽然，
金军这次伐宋攻势最终被南宋名将宗
泽率军击退，但东路军的神速进军却
为金军在战争中赢得了战略上的主
动。金兀术在这次战争中不仅再现了

“为人豪荡，胆气过人，猿臂善射，遇战
酣入阵中，部众惮之”（《大金国志·
传》）的武夫霸气，而更多地显露出他
运筹帷幄驾驭战局的帅气。正是超人
的霸气和帅气，使他在 1128年以后逐
渐成为金军主帅。他先在1128年秋发
动对山东、河南的战役，歼灭宋军十余
万人。

次年，发动“搜山检海”的战役，将
宋高宗从扬州赶到杭州，从杭州赶到
越州（今绍兴），从越州又赶到明州（今
宁波），最后赶到了海上，达到他一生
中军功的最高点。其后，在南宋军民
的打击下，金军 1130年北撤。行至镇
江的黄天荡，遭遇宋军韩世忠部截击，
双方激战48天，在这场战役中，金兀术
一度坠马险些被俘，也曾险些全军覆
没。最后用火攻才击败韩世忠部，并
在另一部金军的策应下侥幸逃出黄天
荡，逃到了建康（今南京），随后，又被
岳飞部赶出了建康，这是金兀术自少
年从军以来接连两次的“走麦城”。

其后，金宋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
段，金兀术作为金军能征惯战的主帅，
先后在陕甘、湖北、湖南、江西、河南、
安徽等各个战场与南宋抗金名将们斗
智斗勇，其中在与吴玠、张俊、刘锜、韩
世忠等部较大战役中胜多于负，显示
出金兀术在军事上的才干，但他却在
与南宋后起之秀的军事家岳飞交战
中，不仅少有胜算，而且屡屡失利。
1140年，就在岳飞部即将收复河南全
境时，南宋高宗赵构惧怕抗金胜利后，
从金朝迎回徽、钦二帝而失去自己的
宝座，急令节节胜利中的岳飞部撤军，
使汉民族收复中原的愿望功亏一篑。

金兀术怅然离世

金兀术的军事才华虽比岳飞略逊
几筹，但他在政治谋略上却是常胜将
军。在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一
副赳赳武夫之气的金兀术最懂得何时
韬光养晦，何时置对手于致命一击。

1135年，新皇帝金熙宗登基，金庭
在伐宋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纷争，而实
质是在长期的灭辽伐宋的战争中，已
经出现了几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宰
相宗磐集团和左副都元帅挞懒集团尤
其不把金熙宗放到眼里，竟到了私下
就与宋议和程度。以尚书左丞相希尹
集团也到了“奸状已萌，心在无君”
（《金史·列传第十一》）的程度。金兀
术在这场决定金朝发展命运的斗争
中，毫不犹豫地站在金熙宗一边，他采
取各个击破战术，先联合希尹、挞懒打
击宗磐的策略，在杀宗磐，诛挞懒之
后，又及时除掉了希尹集团。在激烈
的权力斗争中，他作为一个常胜将军，
终于在 1140年登上了左丞相兼侍中、
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的宝座，同年
又封太傅，位列三公，军政大权皆在其
手。在女真族统治集团中，金兀术最
懂得只有用出色的政治手段才能巩固
军事成果的道理。走下战场的金兀
术，换上的几乎是一幅菩萨面孔，他注
重用怀柔政策，缓和民族矛盾。1128
年他擒济南知府刘豫等不杀，1130年
以刘豫建伪齐，采取以汉制汉的统治
手段，缓解女真族与汉族的矛盾，显出

他高人一筹的政治谋略。1137年他走
访民情，又果断地做出废除伪齐，减免
汉族税赋的决定，使中原地区社会得
到一定的休养生息。他还处处注意在
各民族中选才用贤，在他的军中，可说
是各族英才济济，且用人不疑，他也就
此得到了生死代价的回报。金兀术攻
陕西，与宋将张浚战于富平，金兀术身
中两创，冒死救金兀术于重围之中、并
使金兀术反败为胜的是原辽朝汉族降
将韩常。渤海人挞不野，其先仕辽，兵
败被俘后，深得金兀术的器重。在金
兀术伐宋的战争中，挞不野多次屡立
奇功，1130年，在金军一度北撤时，他
留守汴梁，承担着独当一面、辖制伪齐
的重任。在金兀术的军中，还有更多
的汉族将领在为伐宋效力，如协助他
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有谋士郦琼、张
中孚等，攻城略地勇冠三军的有武将
韩常、李成、徐文等。金军中的步兵基
本为汉军，许多就是反宋起义的农
民。就这种意义来说，金与宋的战争
性质，只保留了民族战争形式的外壳，
其实质仍为一个新兴封建王朝取代另
一个腐朽封建王朝的战争。

金兀术在1140年掌握军政大权之
后，根据金朝一时无法灭宋的实际，及
时提出金宋两朝划淮为界的主张，这
也反映了金兀术审时度势的政治谋
略。1142年，金宋议和成功，它是以南
宋每年向金朝贡银 25万两、绢 25万匹
的代价以及金兀术战场上无法战胜的
劲敌岳飞父子的头颅来换得的。也就
是说金兀术在与岳飞军事领域里的斗
智是失败者，但在政治领域里的斗智
却是个大赢家。

这种议和虽不光彩，但却收到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妙用，达到了仍
在为灭宋扫清障碍、积蓄力量、作精心
准备的目的，客观上也为当时南北社
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金史·思敬传》
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
丰，盗贼息，百姓安”，正是这次议和使
金朝得以休养生息，迅速走向了鼎盛
时期。公元 1148年，就在金兀术励精
图治再次准备统一中国的时刻，他突
患重病，重病中的金兀术感到来日无
多，写信给金熙宗，提出了他积蓄力
量、统一中国的方略和决心。同年十
月辛酉，这位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家、军
事家带着他“恨不能与国同休”的惆怅
离开了人世。

拥有文韬武略的军事家

金兀术因生年不详，笔者依据女
真男子一般 15岁即从军的习俗，把金
兀术参加1114年反辽起义时年岁假定
为 15岁，到终年 1148年来估算，其寿
仅为50岁左右，属于英年早逝，不吉不
利的范畴，仰或于此而《金史》失载。
其二，金兀术这个金史名人到底是阿
骨打的四太子还是六太子？当时史书
就记载矛盾，以至今天还有争论。近
年，在双城市联兴满族乡发现一幅金
兀术家谱，经有关学者辨认系乾隆年
间北京一支满族人到此开荒，恰逢当
地炫宗耀祖的“摆谱”热，这支已经加
入了满族共同体的女真人，在乾隆年
间根据回忆写的家谱，这个族谱除提
供了金兀术有两个汉姓妻妾和四个儿
子外，仍不足以完整揭示金兀术谜一
样的身世。

金兀术在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颇有
争议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金兀术
在其家乡却始终名声大噪，赞美他的
神话传说要超过开国皇帝完颜阿骨
打。在桦川、绥化、阿城有他的点将
台，呼兰、阿城有他的运粮河，双城有
他妹妹的花园等等，尽管这些史迹基
本就是后人的伪托，但却反映了后人
对他的追念之情。笔者留意有关金兀
术的传说，发现不少传说还出自于汉
人之口，传说中尽管还有对离乡背井
的恩怨描写，但金兀术的形象却不再
是杀人的恶魔。说明金兀术的治国才
华也得到了当时北迁汉族群众的认
可。

金兀术所辅佐的是一个由奴隶制
向封建制王朝迅速转变的新兴王朝，
所处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时
代，金兀术作为一个文韬武略的军事
家和政治家，为实现这种转变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其历史功绩也应当得到
肯定。

金兀术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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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兀术是中国民间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他的名字，即金国的兀术
（zhu），真实的姓氏为完
颜，名翰啜，也作翰出，兀
术或乌珠，这颇多不同音
转的名字，是当时天南海
北的汉族文人，根据各自
对女真语发音的不同理
解，用汉字标音所致。兀
术的女真词义已似不可
考，但其父完颜阿骨打为
这侧室所生的孩子起的
时髦汉名宗弼，却有着辅
助宗族发达之义。金兀
术作为侧室所生的庶出
皇子，从他出生的那刻
起，命中就注定了他不可
能享有皇位继承权，但他
的一生却为女真族政权
的发展壮大立下无人可
比的显赫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