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说说《祥瑞宝莲》这本书。这是我2019年利用业余时

间写出来的，花了9个月，2020年4月出版。我很喜欢金庸，

他的作品传播力、影响力太大了，我觉得这种以武侠小说的

形式传播本土文化特别好。所以十几年前我就跟人聊过，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要以武侠小说的形式，把我们赣州的

历史文化放进去，让大家了解和赣州有关的历史人文。

那么，本书的“虚虚实实”要怎么说？简单而言，这本书

中很多事情是找得到依据的，跟赣州是有关系的。比如从

人物的角度来说，这里提到的文天祥，那绝对是真实的人

物，在赣州的两段历史也是真实的；比如说辛弃疾，他在我

们赣州担任江西提点刑狱，他写下“郁孤台下清江水”，也是

真实的；比如说大宋提刑官宋慈，也在赣州有两段缘分，这

也是真实的。再比如说我们本土的一些人物，宁都的诗人

萧立之，这里我虚构了他是一个武功非常高超的剑客。真

实的萧立之是一个被低估的诗人，今天在全国来说名气不

是很大，但是钱钟书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他的作品是“南

渡之高品”。就是说，宋廷南渡以后，在当时来说，萧立之的

诗是一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也值得热爱本土文化

的人好好研究研究。包括宁都江湖诗派的曾原一，当时也

是很有名气的。还有本书的主人公陈子敬，其实明的是写

陈子敬，隐喻的主角是文天祥。陈子敬这个人物也是真实

的人物，他当时追随文天祥抗元，后来在赣江黄塘做了最后

的抵抗，全军覆没。根据史料记载，这个人不知所终。这给

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我选了他做主角。

当时追随文天祥的还有好几个人，都是名气很大的。

一个是陈继周，宁都人，他在湖南做过州府级领导，当时寓

居赣州，但为了抗元，他去文天祥手下干活，是个很了不起

的人物。还有尹玉，也是宁都人。他是一个勇士，在常州的

时候带领 500人血战，牺牲在那里。我在书中也提到了，都

是真实的史料。还有上犹的李梓发，他是在南宋灭亡后还

坚持抗元的。当时因为信息不灵通，皇帝二月已经跳海了，

李梓发他们不知道，三月还在抵抗。后来元军派了说客去

劝降，说你们整个朝廷都已经不存在了，全部跳海了。李梓

发还是不投降，坚持抵抗到最后。上犹被元军打下后，遭到

屠城，整个县城只剩一二十人。元军有个特点，只要遇到抵

抗就屠城。当时伯颜南下，忽必烈再三叮嘱伯颜要学北宋

的开国将领曹彬，不随便杀降，也不滥杀无辜。但是伯颜学

不到。

在这本小说里，我把能引用的相关史料尽量引进来

了。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加工、虚构。虚构也尽

可能遵循一定的逻辑。比如说福寿沟，把它从下水道改造

成军事用途，也是说得过去的。比如说文天祥的军费宝藏，

文天祥那个时候确实发动过大家捐款，他不可能把这些东

西全部带到杭州，确实有可能留下宝藏。在龙南九连山等

地就有类似的民间传说。又比如说文天祥让人整理的武功

秘籍，文天祥当时带的部队是最能战斗的，武功比南宋其他

部队要强一点，那么说他在这里搞了武功培训班，逻辑上也

算说得过去。再比如说辛弃疾，我给他虚构了一套武功，叫

“稼轩长短剑”，因为辛弃疾的词集大家知道，叫《稼轩长短

句》嘛。然后我讲他武功非常厉害，这也是完全有依据的。

辛弃疾本来就是文武双全的人物，那么写他在赣州留下一

套武功也说得过去吧。

至于地点，我尽可能实名制，让文学为现实、经济服务，

对本地文化旅游起到宣传助推作用。比如说宝莲山黄婆

地，宝莲山下那两个村庄——夏寒村、均源圩，确实有这么

个地方。包括五云、沙地、茅店、汶潭岽这些地方，都是真实

存在的地名。把它们写进去，方便这些地方以后做文章，搞

搞乡村旅游。包括土特产也搞了些实名的，特别隆重推介

一下我们赣南的黄元米果，像“绍坤世家”。其实我觉得我

们赣州的黄元米果也可以像赣南脐橙一样，整合成一个品

牌去推。虽然有人提出来，“绍坤世家”不是现在的产品

吗？但是黄元米果的历史很悠久啊，让它借助“传奇”走远

一点又何妨。

谈谈《祥瑞宝莲》这本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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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与赣州以及《祥瑞宝莲》的虚虚实实
□李伟明

电影《祥瑞宝莲》在全南县金龙镇兆坑村取景拍摄。

在金庸大侠的《神雕侠侣》中，写到了襄

阳大战。战斗最后，《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

到了，他拿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运用他的

神功，把蒙古的大汗蒙哥给砸死了，襄阳之围

暂时就解了。当然，金庸在他的小说里也专

门做了个注解：根据史料记载，蒙哥是在合州

打仗的时候死于飞石，但究竟是谁扔出的飞

石无法考证，作为“小说家言”，历史学家不能

证明他写错了，云云。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小

说的可读性，金庸把蒙哥从合州移到襄阳来

了。作为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作者出于情

节的需要，如此移花接木，当然是允许的。

那么，历史上蒙哥是怎么死的？他确实是

死于这种情形。不过，地点不在襄阳，而是在

现在重庆的合川区——南宋的时候叫合州，在

合州的一个城池，叫钓鱼城，具体是在钓鱼城

的一座山——钓鱼山上，时间是公元1259年。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要从1259年说起。

1259年，蒙哥在攻打钓鱼城时，被宋军的

火炮飞石击中，不久就死在前线。忽必烈和

蒙哥都是拖雷的儿子。忽必烈在打鄂州时，

蒙哥在合州阵亡的消息传来。蒙古的体制是

打仗时领导亲自上，皇帝在外征战，一般会指

定一个人在后方留守。这时，在北方留守的

是忽必烈的弟弟，排行老七的，叫阿里不哥。

蒙古这时的体制和元朝建立后的世袭制不一

样，不是指定接班人，谁当头要经过民主协

商，大家推举。所以阿里不哥一听到蒙哥阵

亡的消息就开始拉选票，和各个王公贵族搞

好关系，谋求大汗（当时蒙古还不是称为皇

帝）的位子。

忽必烈听到消息，心里很不爽：我在前线

卖命，你在后方拉选票，那肯定不行。所以，他

决定退兵。但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不好明说退

兵，而是假装说不打鄂州，往东边去打杭州，即

当时的南宋首都临安。其实他是虚晃一枪，准

备撤退。结果却吓坏了当时的南宋宰相——

守黄州的贾似道。贾似道一听到这个消息，就

瞒着皇帝写了份求和书，在没有经过朝廷批准

的情况下送给忽必烈，说每年准备交纳岁币多

少万两、布匹多少万匹，与蒙古以长江为界隔

江分治等等，提了诸多投降条件。

忽必烈急着回去争大汗的位子，匆忙之

间就答应了，带着部队回去了。贾似道虽然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去，但非常欢喜。他

是官场上那种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喜欢虚

报瞒报的官僚，马上打了个报告到临安朝廷，

说自己怎样率领全军上下奋勇杀敌，把忽必

烈杀得落荒而逃，大获全胜。当时的皇帝是

宋理宗，闻言非常振奋，觉得贾似道确实是个

人才，马上对他再三加封，最后一直封到了太

师，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忽必烈回到草原后当上了大汗，和阿里

不哥打了几年仗，直到把他打败。真正的元

朝是从1271年才开始的，这一年，忽必烈把国

号改为大元，历史上称他为元世祖。1271年
以前，我们称蒙元为蒙古国。

忽必烈皇帝当稳后，就想到了贾似道的

那封求和书，就派了个使者——郝经去南宋

按照合约接收东西。郝经一路南下，过了长

江以后，到了南宋边境准备入关。使者入关

要向朝廷通报。当时贾似道把持朝政，他吓

了一跳：这个家伙还真的来要钱要地呀？这

个协议可是我瞒着领导签的，这要是传出去

的话那是要灭九族的。他干脆一不做二不

休，把郝经软禁起来了。对于郝经，贾似道杀

不敢杀，放不敢放，就一直关着。郝经在南宋

被整整关了 15年，可怜忽必烈还在北方等着

郝经搞到一大笔钱回来发奖金，结果等啊等，

等了 15年这个老兄都没回来，也不知道怎么

回事。

15年以后——1275年，历史上有多种说

法，不知道郝经是被放掉的还是逃出去的，总

之他跑回了蒙古大都（今北京），见到了忽必

烈。郝经把自己的遭遇一说，忽必烈感到南

宋这些人太不讲信用了！1275年，忽必烈正

式下了灭掉南宋的决心。此前十多年，南宋

跟蒙古虽然也打仗，但还是小规模的战役，边

境冲突。下定决心之后，忽必烈派当时的前

敌总指挥伯颜统率几十万大军直逼临安，准

备一举把南宋灭掉。蒙古大军很快就到了江

浙，一路上宋军都打败仗，襄阳也在此前投降

了。南宋朝廷一看不行了，就下了勤王诏，号

召全国各地保卫京师，保卫中央朝廷。

勤王诏下了之后，全国大多数将领都做好

了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逃回乡下老家；第

二手准备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投降。真

正响应号召起来勤王的很少，比较有名的就两

个人：一个是文天祥，还有一个是张世杰。

文天祥是谁？他当时是赣州知州，即当

时赣州的一把手，这位中国一流的文化名人，

跟赣州至少有两段可考的缘分。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文天祥与赣州以及

《祥瑞宝莲》的虚虚实实”，对此，我分三个段

落来说，首先从南宋的灭亡说起。

南宋的灭亡1
文天祥 1236年出生于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20岁高中

状元。但他考上状元没几天，父亲就去世了，按照古代规

矩，他要回去守孝三年，即“丁忧”。他守完三年孝后出来

工作已是 1259年，蒙古把大理灭了，那边把四川重庆打下

来，这边正在打武昌，形势非常危急。这时，有个叫董宋臣

的宦官，向朝廷建议迁都到海边去，说这样蒙古兵一旦打

过来大家可以往海上逃。文天祥听说后，向朝廷上疏，要

求斩掉董宋臣，因为他动摇军心，这样的人留着，国家的基

础会被撼动。但他当时只是个刚出道的小干部，说话没分

量，而董宋臣是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天祥哪有对方那

样的势力？所以朝廷不但没有处理董宋臣，反而把文天祥

处理了，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文天祥觉得这样的政治环

境不好，没什么意思，他也有个性，就提出辞职不干，又回

老家去了。待了很久，才很不情愿地再出来工作。辗转了

几个地方，每次都干不久，有时甚至接到任命文件刚出门，

免职文件就到了。

1274年，文天祥正式到赣州上任，就任知州。他作风亲

民，宽厚待人，官声非常好。1275年，文天祥积极响应勤王

诏令，加强宣传，广而告之，要大家保家卫国。为募集军费，

他还把自己的家财全部捐出来，又到处去走访百姓，动员大

家参军。在他的努力下，募集了三万左右的江西义军，以赣

南客家子弟兵为主，也包括少数民族和吉安一带的子弟

兵。接着，他带领这支江西义军到临安去保卫朝廷，就此离

开了赣州。

这是他与赣州的第一段缘分。

文天祥到了临安以后，朝廷任命他为平江府（现在的苏

州）知府。到了苏州以后，当时朝廷主和派声音占主流，文

天祥势单力薄，很难有大的作为。最后蒙古大军把常州、苏

州打下了，他只好退回来，做了临安府知府。

这时到了 1276年年初，伯颜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要

求南宋朝廷打开城门，正式投降。这时很多大臣开始逃

跑，第一个逃跑的是宰相留梦炎。高官中，以留梦炎为首，

走了一大批。中下级干部更是走了不计其数，人心惶惶。

剩下的另一个宰相陈宜中提出跟伯颜谈判。伯颜提出，跟

其他人谈没意思，必须宰相过去，即陈宜中亲自去。当时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便命陈宜中去，他答应得好好

的，结果连夜逃回温州乡下老家去了。此时没人去谈判，

蒙古兵很可能会攻城，攻下来就是屠城。危急关头，文天

祥挺身而出：那就我去吧。太皇太后非常高兴，大家都逃

跑，文天祥竟然愿意去，于是紧急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

枢密使，他的丞相就是这样来的——在大家都不肯当官的

危急时刻就任丞相之位。当时还有一个左丞相，叫吴坚，

人如其名，确实“无坚”，不够坚强。吴坚和文天祥二人跟

伯颜谈判，谈判时吴坚不吭声，对方说什么都行。文天祥

则跟伯颜据理力争，明确告诉对方，赔钱可以，要灭掉这个

国家就不行。如果蒙古非要灭掉南宋，南宋将跟他们死拼

到底。

伯颜一看，觉得文天祥太硬了，如果放回去不好办，会

影响大局，便把文天祥扣下来，叫吴坚回去，告诉太皇太后

第二天早上必须开城投降——然后他们就照办了。

1127年北宋灭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靖康耻”，当时

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还有所有后宫、大臣都被押到东北

去了。1276年的时候，这一幕历史悲剧再次重演了。当

时的宋恭帝和几千名后宫、大臣，全部被押解到大都去

了。文天祥也被一起押送北上，但他在江苏找了个机会

逃了出来。投降之前，南宋朝廷留了一点后招，叫一些大

臣带着宗室两个小孩子——益王和广王，都不到 10岁，往

南边先逃走了，以便留下一丝血脉。文天祥逃出来后，从

温州等地一路南下，追到福建的时候，追上了流亡小朝

廷。当时小朝廷立了其中一个小孩子当皇帝，即历史上

的宋端宗。这些人还把逃跑的陈宜中请回来当宰相，加

上大臣陆秀夫、张世杰，几个人会合在一起。文天祥追上

后，本来希望留在中央一起指挥全国（其实只剩沿海一点

点地盘）抗元大局。但是张世杰看到文天祥知名度比自

己大，不肯让他留在中央，把他派到前线去做前敌总指

挥。起初文天祥被派到福建，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

路军马身份往南剑州（今南平）建立督府，设立了前线指

挥部，后来移到汀州。他曾经试图打回江西，这是 1276年
的事。

到了 1277年 5月，文天祥从梅州（他当时主要在福建、

广东转来转去）通过寻乌、会昌，一路打到于都，在于都取得

了一个大捷。于都罗田岩还有文天祥当时留下的题刻。打

下于都后，文天祥一路挺进，一直推到兴国。所以文天祥的

抗元总指挥部，在 1277年的时候设到了兴国。当时的形势

非常好，整个赣州，除了赣州城没有打下来，其他县基本被

收复了。此外还有抚州、吉安，包括湖南很多地方，大家感

到很振奋，起义的人特别多，收复了很多县城。

所以，文天祥第二段在赣州的缘分也是值得大书特

书的。

可惜好景不长，大概两三个月后，元朝廷派了一员猛将

——一个叫李恒的人过来。我们客观地讲，文天祥以前没

有打过仗，不像后世的王阳明那样是个军事天才，他的军事

才能不算很杰出。所以那个时候，他对元军的估计非常不

足。刚好过中秋节，李恒的大军到了以后，文天祥在没有做

好防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被李恒打败了，从兴国一直退到永

丰县的空坑村。空坑之战打得很惨烈，当时形势非常危急，

文天祥身边的家属全部被李恒抓了，他自己也差点被抓。

他在敌军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下，被身边的护卫保护着突

围了，从空坑村逃出后，一路逃回广东。他在广东一直战斗

到 1278年 12月。一天早上，他正在海丰县的五坡岭吃早

餐，被元朝汉军总司令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的部队包围

了。当时有人叛变告密，文天祥就这样被抓到了。他随身

携带了毒药龙脑，马上掏出吃下，但这种毒药有个特点，必

须喝酒吃下才有效果，他早上可能没有喝酒的习惯（身边估

计也没酒），所以没死成。

1279年1月，南宋流亡朝廷剩下的最后一点兵马全部聚

集在广东江门崖山。张弘范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不肯。

后来，张弘范把文天祥押到崖山去观战，专门坐船从海上过

去。起先，张弘范想让文天祥写封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

回复他：“我自己不能够保护好父母，怎么可能还叫别人去

背叛父母？”还拿出他写的《过零丁洋》给张弘范看。张弘范

看了深受感动，觉得文天祥为人忠贞，一身傲骨和正气，确

实不可能投降，劝降的话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张弘范

不再劝他投降。后来崖山一战宋军全军覆灭。根据史料记

载，当时海上起码捞起了十万具尸体，包括皇帝——小皇帝

被陆秀夫背着一起跳海自杀了。

文天祥被一路押解到大都去了。到大都后，忽必烈

很希望劝降他，《祥瑞宝莲》微电影开头那幕就是演的劝

降情景。

忽必烈派去第一个劝降的人是谁呢？留梦炎。就是前

面提到的逃跑的宰相，他当时投降了蒙元。他比文天祥早

12年考上状元。所以文天祥一看到留梦炎就说，同样是状

元加宰相，咱们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留梦炎无地自容，只

好回去了，从此不好意思再见文天祥。

忽必烈又派出 1276年临安被攻陷时投降的皇帝——

宋恭帝去劝降。文天祥一看到宋恭帝，马上行大礼，宋恭

帝见此情景，便说不下去了。后来宋恭帝被送到青海当

和尚，过了 40 多年，元朝还是对他放心不下，把他毒死

了。非常可惜。

无论忽必烈怎么劝，文天祥都不投降。到了1282年底，

忽必烈还是不死心，有人提出来，让文天祥去做道士，给他

一条生路。忽必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一直惋惜文天祥

这个人才，但文天祥最后还是被杀了。因为留梦炎一再劝

说忽必烈，一定要把文天祥杀掉。他内心的想法是：留下文

天祥，自己这个官就不好当了，大家会在他和文天祥之间比

较。所以必须把文天祥杀掉才行。当然，留梦炎冠冕堂皇

的说法是：文天祥的存在就是个不稳定因素，以后南方还会

以他的名义号召大家来反抗。就在这时，河北中山府发生

了一件事，一个据说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也可能不是）号称

是王室后裔，聚集了几千人造反，说要去大都把文天祥救出

来。忽必烈一想，文天祥不投降的话，留着他确实比较麻

烦，所以还是下令把他杀掉了。这一天是 1283年 1月 9日，

这和另一个跟赣南有关的著名人物的忌日是一样的——王

阳明，王阳明是1529年1月9日去世的。所以历史有时候就

是这么巧合。

文天祥虽然英勇就义了，但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

的。拿到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对干部提要求是：忠诚、

干净、担当。文天祥在古代的官员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

范。他忠诚，元朝许以高官厚禄，他舍生取义永远不背叛宋

朝；他干净，为了保家卫国，不但没有以权谋私，还带头把家

里的田产、值钱的东西全变卖了，充当军费；他担当，在国家

大厦将倾时，挺身而出，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没人当

宰相他来当，没人愿意去前线，他去前线，找不到几个比他

更有担当精神的人。所以文天祥的价值不在乎他的成败，

他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如果要以成败论英雄，他是

失败了，他的努力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的，军事不是他的强

项。在宋朝，他的军事能力比曹彬、岳飞、虞允文等人差，但

他这种精神，几千年来能够与他比肩的都不会太多。我们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天祥的价值。

文天祥也是著名的诗人，留下了许多好诗，比如写赣

州郁孤台的，有一句“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很具备武

侠的气质。他最著名的还是《过零丁洋》这首诗，这是他在

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后押送到崖山，坐船路过零丁洋，有

感而发写的，最后两句可以说无人不知——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活着为了什么？这就是他追求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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