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2015年 1月 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刘小雷 编辑 陈芊

兰州故事

讲

述

人

：

任

富

平

著

名

作

家

书

法

家

距离兰州西北一百多公

里外，是一大片的荒原，青色

的沙砾，黄色的土壤，红色的

细沙， 黑色的石子铺满了来

访者的视线。 一座古城就在

这戈壁荒原寂静矗立。

这座古城颇有来历，建于

明代万历年间， 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 古城呈

椭圆形， 南面开门， 建有瓮

城， 东西两面则是凸出的马

面。 从空中看上去如同一只

乌龟趴在大地上， 故而称此

古城为龟城。 明万历三十年

代， 明政府动员数万大军击

溃盘踞在松山一带的游牧民

族， 忽然发现从景泰索桥渡

到古浪土门一线留有汉长城

残迹， 沿着汉长城旧址修建

长城，要比绕乌鞘岭明长城，

少近千里，而且易于防守。于

是，明政府动员人力物力，修

筑长城，是为“甘肃新边”。在

此甘肃新边沿线修建了五座

驻有重兵的城堡。 龟城就是

其中之一， 它被命名为永泰

城，同时抽调大批将士驻防。

让人们想不到的是，在

这个荒原城堡中， 走出了一

代名将岳钟琪 。 岳钟琪

（1686 年 --1754 年），字

东美，号容斋，他被雍正帝誉

为“当朝第一名将”，乾隆帝

称为“三朝武臣巨擘”。 关于

岳钟琪的籍贯， 很多地方都

说他是成都人。其实，他是甘

肃人。康熙五十二年，随祖母

落籍成都，这才成了四川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 就让我们聆听一

代名将的传奇往事？

孤身入敌营，说降土司，一代名将留传奇

岳钟琪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 不

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他的身上都带着很浓厚

的传奇色彩。 他从一个普通的军户子弟，投身

军旅，一路向上，成为一代名将，人们说他有九

个之最，成功完成逆袭。

其实，从祖籍上说，岳钟琪并不是甘肃人，

更不是成都人。 岳钟琪的祖先是岳飞，算起来

他是岳飞的第二十一代孙。 岳飞是哪里人？ 相

州汤阴人。 这个地方在今河南汤阴市。 岳飞是

在两宋之间崛起的一代名将， 金人入侵后，岳

氏家族也大多迁往江南，后在今江苏省常州市

定居。 从这一点来说，又算是江南人。 那么，岳

钟琪的祖先又是如何到甘肃的呢？

这是一段带着扑朔迷离的往事。 明万历初

年，一个江南人辗转到了甘肃。 这人名叫岳大

舟。 他就是岳钟琪的先祖。 岳大舟在陕西临洮

府居住，以耕贩为业，死后厝于临洮。 当时，甘

肃归陕西管辖，兰州当时也不叫兰州，而叫兰

县，是临洮府所属的一个县。 岳大舟的儿子名

叫岳仲武。 有人说万历二十年岳仲武就到了永

泰城。实际上，这是误读。永泰城是在万历三十

六年建成的， 岳仲武是不可能到那里定居的。

也有记载说，岳仲武曾被赠封为“荣禄大夫”，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宦游来到甘肃，举家迁到兰

州，其后代一直居住在兰州。 不管怎样，岳仲武

及其家人曾经在兰州定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这是毫无疑问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 岳仲武定居永泰城后，

娶了当地大户赵氏之女为妻， 生子岳文达、岳

文元、岳文魁。 明末时，岳文魁曾受封三等公，

也曾因仕途的缘故， 在兰州定居过一段时间。

他有四个儿子，老大为岳镇邦。 岳镇邦武功好，

精通兵法。 曾率领五百人，击败进犯永泰城的

游牧部落，擒获其首脑。 岳镇邦有三子：岳陟

龙、岳升龙、岳超龙。

明亡后， 岳氏后裔仍旧在永泰城一带定

居，他们闲暇习武，忙时耕作。 不过，清初甘肃

边军逐渐崛起， 在走出了一批名将的同时，他

们也经历了生死考验。 从另一个方面，这也给

他们提供了舞台。

岳镇邦、岳升龙父子经历了生死考验和吴

三桂有关。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造反，当时驻在

平凉的清军将领王辅臣是吴三桂的干儿子，他

也响应，结果导致甘肃东部地区的一批驻军加

入了造反者的行列， 兰州城也被叛军所占据。

在二月河的小说《乾隆皇帝》中有个片段，岳钟

琪的母亲曾回忆了吴三桂造反时岳升龙带人

从叛军阵营中突围而出的情景。

真实的记载是， 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叛乱

时，岳镇邦手底下只有 500 人的护粮兵，但他

临危不乱，指挥有方，杀叛军千余，败叛军将领

李虎牙，随后连获胜仗。 而岳升龙则跟随西宁

总兵王进宝克兰州， 他率先登上兰州城头，结

果受伤，升为庄浪卫守备；在平叛中，他跟随清

军主力，克临洮，平关陇，加都佥事御，累擢天

津总兵。

从岳仲武以下的岳氏六代人，死后都葬在

永泰城附近。 当地传说，岳钟琪于雍正二年探

乡祭祖，修葺祖茔，竖立石碑，碑文的落款是

“孝曾孙陟龙、升龙、超龙率元孙钟瑞、钟琪、钟

瑶、六代孙祥麟敬立”。

从陇上起步，

一位小兵上演的华丽逆袭

祖母年逾九十，落籍四川，岳钟琪也成了成都人

说起来，在岳钟琪的仕宦经历中，不仅军

功赫赫，而且在文治上也颇有成就。 在平定罗

卜藏丹津之乱后，他还指挥平定永登一带残余

叛乱的战斗。

这次战斗也是一场奇袭之战。 当时，生活

在庄浪卫（今永登） 西部一带的 6 个游牧部

落，也响应罗卜藏丹津。 他们占据了深山险要

的地势，截杀商旅，并进攻庄浪卫。 而庄浪卫

在守护着通往河西走廊咽喉，庄浪卫失守，就

意味着河西走廊驻军给养被截断。 整个形势

异常险峻，而叛军则占据山中险要，轻松击败

清军。

岳钟琪再次受命指挥平叛。 这次他指挥 2

万大军，正面围堵。 由于叛军已经占据了险要

地形，再加之前几次获胜，因而有些有恃无恐。

如此形势，再次体现了岳钟琪的用兵艺术。 他

指挥大军在正面围堵的同时， 依旧挑选精兵，

找当地乡亲探明道路，发现了一条下路。 结果，

当精锐突击队从山上顺着青藤攀缘而下，突袭

到叛军重兵防守的石堡城时，从天而降的清军

吓坏了叛军，他们张皇失措，不敢抵抗，最后放

弃石堡城逃跑。 攻占了石堡城后，岳钟琪遣将

分兵攻占山中各个隘口。 整个战斗，从发起到

取得最后胜利，前后不到 50 天。 此后，岳钟琪

被授予甘肃提督，随即又兼任甘肃巡抚。

他在任时也为桑梓父老办了几件实事。 由

于甘肃各地水资源的情况不同，而各地却平均

负担税费，他进行了改革，将河东和河西的税

粮分开摊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则粮照丁摊，

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甘肃各地多是卫所，这

种军政合一体制，不利于经济发展，他就将甘

州卫、凉州卫等改为府县。 一个武将，在文治上

做出的贡献不亚于文臣。

后来，岳钟琪在新疆作战失利，不仅免去了

所有官职，而且定为斩监候。 直到乾隆三年才

被重新起用为总兵，这时他已 52岁了。 后参与

平定大金川土司叛乱战役， 攻占了康八达、塔

高等山梁，叛乱首领莎罗奔连战失利，他深入

敌营，劝降莎罗奔。 这一段，二月河也写得很传

神，将他如何在敌营中，安然而卧的细节，描写

的很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将的风采。 后

来，乾隆写诗称赞他为“三朝武臣巨擘”。

乾隆十九年(1754 年)，岳钟琪卒于资州，时

年六十八岁。 谥号“襄勤”。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舞台上，从甘肃走出的

众多名将，在那个时空中是，异常的耀眼，在历

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王进宝、张勇、

赵良栋、岳钟琪……这些名字至今熠熠生辉。

传奇故事

从陇原走出的名将岳钟琪

岳升龙调到庄浪卫后，据说就住在署子街

的守备署内，而岳钟琪就是在其父任庄浪守备

的第二年出生于庄浪卫的。

据说，岳钟琪小时候，就喜欢玩军阵游戏，

并把这作为岳钟琪有军事天赋的证明。故事是

这样的， 岳钟琪从小跟随父亲在军营中长大，

在耳濡目染下也受到感染，他在和小朋友的游

戏中，也就用上了行军打仗的套路。 这自然是

后人们的一种附会。还有记述说：岳钟琪“儿时

好布石作方圆阵，进退群儿有法”。到了后来长

大时“读书之余，说剑论兵，出奇谋无不中肯”。

尽管还带着些纸上谈兵的气息，但喜欢军旅却

成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动力和基础。

毫无疑问，岳钟琪的童年时代是在庄浪卫

度过的，后来的他投身军旅，也是在永泰城。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四月，岳升

龙时任四川提督。 此时，岳钟琪在四川松藩任

职。而岳升龙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已经不

适宜为官了，就给康熙帝上疏请求辞职，同时

又说因老母年过九十， 无法再回甘肃永泰堡。

请朝廷批准落籍成都。 这样岳钟琪也跟着落籍

到成都。

此时，岳钟琪 29 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经过多年军旅磨砺，正在走向一代名将。 岳钟

琪用兵擅长长途奔袭，翻开他指挥的一系列战

例，大部分都是突袭，迂回攻击，很少有正面突

破的硬仗。 他最为辉煌的战例是平定罗卜藏丹

津的叛乱。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是曲折。 雍正元

年(1723 年)夏，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

津煽动和裹胁蒙古各部对抗中央政府，阴谋割

据青海。 清廷授岳钟琪“奋威将军”衔，征讨罗

卜藏丹津。 这段往事，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

中写得尤为精彩，他不仅写了岳钟琪的骁勇和

谋略，更是将岳钟琪作为年羹尧的副将，是雍

正阻止年羹尧造反一枚暗棋。 这一段，二月河

写得波澜壮阔，精彩至极。

在这次平叛中，他指挥精兵，利用敌人分

散的特点，率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罗卜藏丹

津驻地。 结果，叛军毫无防备，顿时溃不成军。

忙乱中， 罗卜藏丹津乘人不备换上妇女衣饰，

顾不上家人，仅仅带 200 多人乘隙逃脱，后来

投奔准噶尔，而其母、弟、妹、妹夫都被抓了。 随

后，岳钟琪“一昼夜驰三百里，不见虏乃还，出

师十五日，斩八万级”。 后人评价说，岳钟琪只

用了 15 天时间，就把面积约 60 万平方公里的

青海土地完全收复，这是中国战史上最有名的

战役之一。

雍正二年，岳钟琪回乡，看到永泰城内，修

建设施不足，未能和五行相合，于是出钱，在城

内开凿了五眼井，以作为龟城的五脏。 同时，开

设暗渠，从山中引来泉水，注入城外水池中，水

池、水井合称为五脏六腑。 至今，永泰城的戏台

镶嵌的石碑上， 还有岳氏几代人捐款的名录。

永泰城内有个小巷至今仍叫岳家巷。

永泰城外的引水暗渠

永泰城内保存的民国小学

永泰龟城俯视图

古老的永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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