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南市位于甘肃最南端，地处嘉陵江上游，与四川广元、陕西汉中毗邻，“秦陇锁钥，巴蜀咽喉”，是连接“秦陇”和“巴蜀”的
战略要地，又被称为“陇蜀之城”。宋金对峙时期，吴玠、吴璘、吴挺等吴家将为捍卫南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在此保蜀八十余年，
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和尚原、饶风岭、仙人关等大战彪炳史册。今天的陇南，仍然
有众多城堡、营垒、墓葬、战场、碑铭等遗存，默默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此次去陇南，我们寻访吴家将抗金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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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关在徽县的
东南方向。它西临嘉
陵江，南接陕西略阳
北界，北有虞关紧接
青泥岭栈道，是关中、

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
的重要咽喉。1134年，宋将吴玠军在
此据险坚守，大败金兵，使金军南下的
企图破灭。

去仙人关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从
徽县县城出发，翻过几座山后，浓碧清
丽的嘉陵江就一直陪着我们前行。嘉
陵江在徽县的万山重壑中切割出了一
道大峡谷，岩壁陡峭，山峰峻拔，植被
茂密，景观秀美。

沿着嘉陵江行驶在徽县的峡谷
中，尽管阳光明媚，但进入峡谷后仍感
到格外凉爽，清新惬意。

江峡公路上，有一段从悬崖绝壁
上开凿出来的100多米半明半暗的隧
道让人叹为观止。它在提醒我们，以
前从甘入川，道路是何等的艰难。

历史上，徽县曾是西北进川入陕
的要道，陈仓暗道、茶马古道就是从这
里经过。李白入川时在这里高叹“蜀
道难”；杜甫携家小南下徽县江边，写
下《木皮岭》《水会渡》《白沙渡》等名
篇；王羲之的后裔携带家眷在徽县的
深山避难。壮大美丽的嘉陵江不但是
一条景观长廊，也是古今商旅大通道，
著名的古蜀道沿江而筑，工程浩大的
宝成铁路顺流而下，形成了自然与人
文、历史与现代交叠的丰富景观。

虞关中学所在的缓坡大致就是仙
人关隘的所在地。当年宋金鏖战的仙
人关古战场遗迹共三处，一为关隘所
在地仙人关，一为关外与金兵大战获
胜的杀金坪，一为驻军的机关所在地
吴王城，属陕西略阳与甘肃徽县交界

地。现在这些遗址早已在历史风雨中
消失殆尽。

站在江边四望，两岸峭崖对峙、青
峰横陈，江谷幽深、碧水荡漾，可谓江
山如画。

此时鸟声啾啾，花香细细。很难
想象 800 多年前的某天，山前奔涌着
金戈铁马，山头箭矢如雨……

绍兴四年（1134年）二月，金国大
举入侵南宋，兀术、撒离喝挟伪齐刘夔
领10万铁骑向蜀川门户仙人关进发而
来，意在一举攻占仙人关，打开入川大
门，占领蜀川，进而沿长江东下消灭南
宋王朝，入主中原。全军从青泥岭开始
凿山开道，循岭东下，向仙人关而来。

当时镇守仙人关的吴玠兄弟为保
守仙人关，收缩兵力全力防守，已主动
放弃了和尚原等营寨，吴玠移师驻守
仙人关侧的杀金坪。

吴玠在仙人关与金兵浴血奋战
时，其弟弟吴璘则领军驻守于七防关

（在今康县境内），随时待援。
在康县当地有一种说法，七防关，

即古散关，它位于云台镇与大南峪镇
之间，是康县北部进入陕南到四川的
重要隘口，是西北茶马古道必经之
地。东汉建宁年间，武都郡太守李翕
派员督促，拓宽了窑平经七防关至关
沟的驮道。此后，七防关成为四川、陕
南到西北的主要贸易通道，是历代王
朝窥陇望蜀的必经之地。

宋金时期，这地方显得尤为重要，
它是南宋王朝通往西北的主要茶马路
线，七防关因此是金兵进攻四川的主
要关口之一。

是时，吴璘目光炯炯，似已穿过重
重山峦，密切注视着仙人关的方向
……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探访吴家将抗金遗迹①陇蜀之城，边声四起唱大风

陇南市徽县，县城东北
隅，有一座小山——“吴山”，
最早的称谓来自南宋初年，
因河池（今徽县境内）百姓为
纪念抗金英雄吴玠、吴璘，山

顶建有吴玠墓而得名。山上古松夹道，峰峦
耸秀，岚光流翠，雅致清幽。

到达山顶的吴玠墓，眼前出现的是两尊
相向而立高大的宋代石人，石人的不远处是
一对相互对望的石马。在这两匹宋代高大
石马的后面，是一个由六根朱红色木柱擎起
的六角亭。亭子里一块石碑矗立其间，碑上
刻着“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

在时间的尘埃中，吴玠墓虽然经过多次
修缮，但石碑后面的字迹已经模糊。站在吴

玠墓前，耳畔仿佛能听到从嘉陵江畔吴王城
上传来的吴家军劲弓强弩的飞射、远来女真
铁骑的嘶鸣……

吴山的存在和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是否
险峻崔嵬，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厚重之感。

公元 1127 年，“靖康之难”，北宋为金
所灭。

南宋建立之时，淮河以北尽入金国版
图。宋金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

为防御金兵再次南侵，南宋布防了川
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其中川陕一线尤为
重要，高宗时期的政治家汪若海说：“天下
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
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川陕战区西部，便是在
嘉陵江、西汉水流域，分布着
阶州、成州、文州、西和州四
州之地，涵盖了今天的陇南
境内，这一区域不仅是川陕

战区联系陇右的大通道，是茶马贸易的大走
廊，更是抵御金进攻的前沿阵地，是川陕防
线稳定的关键，据有秦陇与川蜀交界地带，
可以将精兵良马与丰饶物产相结合，形成江
河上流的建瓴之势。如果陇南门户洞开，则
汉中与蜀地必然不保。

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和金朝在陕西
展开战略级决战，结果南宋“中兴四将”之一
的张浚率领18万宋军，惨败于金国名将完颜
娄室带领的女真铁骑。

这场战役的失利使得南宋很难在陕西
重新集结起一支大军。所以陕西的沦陷便
不可避免了，终南宋一朝，都没有恢复陕西。

更严重的是，本来处于大后方的四川完

全暴露在金军铁蹄面前。
如果蜀地再被金国占领，南宋不仅将失

去一个财富重地，同时金人还可能乘船顺流
而下，绕开荆襄防线灭亡南宋。

好在川陕战区还有一员大将——吴玠，
他暂时扭转了危局。

吴玠，德顺军陇干（甘肃静宁）人，出身平
民，后与自己的弟弟吴璘投身军旅，“以良家
子隶泾原军”。吴玠“长于骑射，晓兵法，读书
能通大义”，在与西夏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先
后担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为秦凤副总管
兼知凤翔府及陕西诸路都统制等要职。

公元1131年，吴玠与完颜宗弼（金兀术）
会战于宝鸡东南的和尚原，金兵10万多人马
全军覆没，金兀术负伤逃脱，此役把攻势强
劲的金兵阻挡在秦岭以北。

三年之后，金兵卷土重来，战火烧到了如
今的陇南境内，宋、金两军又在徽县境内的仙
人关进行大会战，这一次胜负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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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近日，由袁晓聪、李文主编的《黄
河历史图谱》（全10册）由甘肃文化出版
社出版。本书是对黄河历史图谱的首次
汇编整理。全书博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
黄河相关文献160余部，精选其中有关
黄河的历史图片计3884幅汇编成谱。

黄河之于中国已不仅仅是一条自
然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黄河孕育
的中华文明悠久绵长。在中国古代漫
长的历史中，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是中

华文明演进与繁荣的历史见证。其中
有关黄河、黄河流域的文献则成为解读
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竭的重要“生命
密码”。这些文献中包含的丰富图片与
文本相映成趣，图形化地呈现并丰富了
黄河的“历史记忆”，构成了一幅生动的
黄河文化图像志。有关黄河的历史图
谱文献中，方志中的图谱因体系性、地
域性、纪实性等特征，为后人了解黄河
与黄河流域的地理变迁、行政沿革等提
供了基本的史料。

本书按照黄河自西向东的流经路
径，共收录了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七省（区）的多种地方
志，并依所辖区域的行政划分和版本时
间先后进行排序，收集整理各方志中有
关黄河流域的重要历史地理类图像类
文献，汇为一编。本书是对黄河流域图
经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为读者认识了解
黄河流域各地区历史地理特点及其发
展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是研究黄河流
域发展与历史变迁的重要参考书。

《黄河历史图谱》（全10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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