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飞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北宋相

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人，为南宋中兴四将

之首的抗金名将，以忠贞爱国、骁勇善战而闻名

遐迩。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秦桧等以

“莫须有”罪名陷害致死。人们为纪念他，在其

出生地、被害地、后裔聚居地以及建功立业、战

斗所及地，修建祠堂宫庙以示纪念。在历史上，

我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岳飞庙，据史载，明清时

期，全国有岳飞庙、合祠66座，但由于时代变迁，

绝大部分已不复存在。那么，现在我国有哪些

岳飞庙呢？

汤阴岳飞庙 原名精忠庙，也称“宋岳忠武

王庙”，位于河南汤阴县西南街，是岳飞故乡为

纪念其而建的祠庙，是我国四大岳飞庙之一。

始建年代无考，现存的是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
年）重建，以后历代屡有增建，占地 6400余平方

米，殿庑建筑百余间，是一处保存完整的明、清

古建筑群。庙坐北朝南，外廊呈长方形，布局严

谨、建筑精湛、殿堂雄伟、亭廊秀丽、古柏参天、

碑碣林立。临街面西大门为精忠坊，木结构，斗

拱形制九踩四昂重翘，坊之正中阳镌明孝宗朱

佑樘赐额“宋岳忠武王庙”，两侧八字墙上用青

石碣分别阳刻“忠”“孝”两个大字。过精忠坊为

山门，檐下悬有“精忠报国”“浩然正气”“庙食千

秋”等匾额。还建有岳云祠、四子祠、孝娥祠、肃

瞻亭、觐光亭等。2001年6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杭州岳飞庙 又称岳坟，位于浙江杭州市

栖霞岭南麓、西湖西北角。始建于宋宁宗嘉定

十四年（1221年），初称褒忠衍福禅寺，明英宗天

顺年间，改褒忠衍福禅寺为岳王庙，并赐额“忠

烈”，明代宗景泰年间改称忠烈庙，因岳飞追封

鄂王而称岳王庙，历代迭经兴废。现今杭州岳

飞墓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岳飞纪念地，也是我

国四大岳飞庙之一。岳飞墓庙分为墓园、忠烈

祠、启忠祠三部分，墓园坐西向东，以石块围砌

而成，岳飞墓在正中，墓呈圆形，墓碑刻有“宋岳

鄂王墓”；墓门下铸有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

四人像。忠烈祠和启忠祠坐北朝南，忠烈祠中

有岳飞坐像，殿中高悬“还我河山”岳飞手迹匾

额。庙的大门，正对西湖五大水面之一的岳湖，

墓庙与岳湖之间，高耸着“碧血丹心”石坊，寄托

着炎黄子孙对爱国英雄的敬仰之情。1961年 3
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仙镇岳飞庙 原称岳王庙，位于河南开

封市朱仙镇西北隅，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

岳飞在朱仙镇大败金兵，人们便在镇内建庙以

示纪念，也是我国四大岳飞庙之一。庙占地

12320平方米，坐北向南，为三进院落，外廊呈长

方形，由山门、铁铸跪像、碑廊、拜殿、正殿、寝殿

和岳飞及家人的彩绘塑像组成。庙内竖有岳飞

《满江红》等碑刻近百块。整个殿堂恢弘庄严，

碑亭林立，刻绘塑铸，丰富多彩。

武昌岳飞庙 原称岳鄂王庙，位于湖北武

昌城大东门宾阳门外，是由宋孝宗赵昚诏令修

建的全国第一座忠烈庙，也是我国四大岳飞庙

之一。始建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二月，宋

孝宗赵昚御赐“忠烈庙”匾额，并拔四千贯建庙

款。清咸丰初年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

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现遗址仅存岳王

台。

靖江岳飞庙 原称岳飞生祠，位于江苏靖

江县生祠镇，是全国最早的岳飞庙，也是全国唯

一在岳飞生前建造的，早于浙江杭州和河南汤

阴的岳飞庙。始建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原名为生祠，庙正中大殿名思岳殿，宋式建

筑，敦重庄严；两边抱柱镌刻有“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联。岳飞坐像置于殿中，

两侧则是岳飞八裨将之立像；后殿为思岳轩，岳

飞像碑立于其中，李纲、韩世忠的诗文镶于外

壁。回廊环抱二殿，嵌有词碑、诗碑和岳飞手书

《前出师表》之石刻等。

神州大地上的岳飞庙神州大地上的岳飞庙
● 张天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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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甘肃

籍烈士——秦明（1916-1948），原名乔映淮，

1916 年出生于甘肃靖远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

庭。1933年春，秦明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读

书。上学期间，他投入了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

运动，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互相传播革命思

想，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 1936年春赴

南京求学，后因经济拮据而中断学业，于同年 7
月返回靖远，在北湾小学当教员。

经过进步思想洗礼的秦明，在家乡积极传播

革命思想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业余时间他

和好友万良才、刘宗道等人一起创办了靖远“同

进消费合作社”，发行进步书刊，唤醒民众觉悟。

1937年初，他辞去教员工作，再次来到兰州，在甘

肃学院高中部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

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秦明先后参加了中共甘

肃地下党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同仁消费合作

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协助和支持同仁消费合作社

发行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同年 11
月，经万良才、万通轩介绍，秦明在兰州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 9月，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介绍，秦

明离开兰州到达西安，在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干

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回甘肃从事党的地

下工作。1939年3月，秦明被派回家乡担任中共

靖远县城关支部书记、靖远县委秘书。他以小

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靖远县城各学校积极传

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同时，他还深入农

村，组建党支部、发展党员、创办民众夜校，积极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秋，秦明担任中共靖远县委委员，利

用他三哥在县城开的小杂货铺，建立秘密的县

委机关，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县委的实际工

作。是年冬，秦明圆满完成中共甘肃工委交给

他开辟兰州经庆阳至延安地下交通线的任务，

并建立靖远中转站。这条地下交通线建立后，

把千里陇原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紧密地连接在

一起，秘密传递了不少党中央和甘肃工委的重

要文件和情报。1940年春节，秦明利用农村过

年演戏、耍社火的机会，组织“醒民剧团”演出

《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起到很

好的抗日宣传作用。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被国民党顽固派

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通知

秦明等人迅速转移。9 月，秦明赴延安大学学

习。1942年4月，他被调往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

任语文教员。1943年 8月，康生掀起“抢救失足

者运动”，大搞逼、供、信，诬陷甘肃地下党是所

谓的“红旗党”。秦明同甘肃部分地下党员曾一

度被定为特务，关押于边区保安处。秦明虽身

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强加

在他身上所谓的“特务罪行”，更不提供伪证诬

陷同志。后在党中央的干预下，秦明得到甄别

平反，被分配到延安大学继续任教。

1946年 4月，秦明被派往设在庆阳的中共甘

肃工委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失掉联系的靖远

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

给他的任务。同年 10月，秦明调任中共环县县

委常委、统战部长，负责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

工作。他经常率武工队在环县与固原交界处的

庙儿掌一带侦察敌情，联络地下党员，开展统战

活动，建立“两面政权”。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

了重点进攻，环县县城被敌占领，为保存革命力

量，环县县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

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并派秦明将毛井、虎洞、

车道 3 个区的 30 多名游击队员改编为武工队，

由雷雨田任队长，秦明任政委。不久，秦明调至

环县游击队工作。4月的一天，他带领游击队在

殷家掌村宿营，因奸细告密，被敌军包围，在最

后突围时跌下山沟，腿部受伤，不幸被俘。

在狱中，秦明利用一切机会向敌军士兵宣

传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指出蒋家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敌人唯恐军心

动摇，慌忙把秦明转押到平凉监狱。在被关押

期间，敌八十一师特务营中有一位同乡来狱中

看望他，想劫狱救出他，被秦明劝阻了。这位同

乡又劝秦明办个假手续，先获得自由，然后设法

送他回解放区。秦明坚定地说：“不行！共产党

员宁愿牺牲，也不能变节。”

1947年 6月，秦明被敌人押至兰州，先后在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爱国青年训导大队”所属的

畅家巷附七号、五泉山东龙口四川会馆两个中队

关押。由于刑伤未愈，加之长途跋涉，秦明到兰

州后，身体非常虚弱。仅有的一副破眼镜也被看

守没收了，生活、行动极为不便。敌人的威胁恫

吓、行刑逼供都没能使他屈服，“政治感化”对他

更是无济于事。敌人还利用秦明的同学关系，让

叛徒魏振桐对他诱降。魏振桐欺骗他说：“你爱

人和孩子也被抓来了，如果你能办个手续，马上

可以与家人团聚。”秦明怒视叛徒，斩钉截铁地

说：“我相信，你们抓不到他们，就是抓到了，我也

不见。”这个叛徒碰了一鼻子灰狼狈离去。

在兰州监狱，秦明与一起关押的我军某团

政委高波秘密串联，组建了狱中党支部，高波任

书记、秦明任副书记。他们带领狱中的 30多名

共产党员，团结全体难友共同开展斗争。他们

拒绝发表“反共宣言”，拒绝写“自首书”，宣传我

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

野蛮残暴，反对打骂，争取人权，要求改善生

活。敌人恼羞成怒，遂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写

报告，说秦明等“顽固分子”无法改造，搞反宣

传、搞破坏，要求严加处置。但鉴于秦明表现出

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雄辩才能，敌人始终搞不清

他的真实身份，仍寄希望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

部，未加轻易处置。不久，即由西北长官公署呈

报南京国防部政工局批准，将秦明等四人押送

南京继续“管训”。

1948年5月，秦明被押送至南京国防部训导

所。他和高波继续领导难友进行斗争，他们拒

绝新来的犯人必须写自传、关押期间每天写日

记、“反省书”等规定，在墙头、门板上书写革命

口号，张贴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欢呼人民

解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

志。8月，南京召开体育运动会，训导所从关押

人员中选拔一些运动员参赛，秦明也在被选之

列。由于他突然患病未能参加，便利用这一机

会，组织李魁子、王会文、张汉辉等同志成功越

狱，逃离虎口。在敌人追捕过程中，秦明、高波

又趁乱鼓动其他难友越狱，结果又成功使一些

同志逃出了敌人的魔掌。为此，秦明被加上了

“越狱暴动”的罪名，与高波等人被列为重点严

密看管。不久，训导所以“长期感化无效，越狱

暴动”为由将秦明等在狱中斗争最坚决的同志

送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政治和

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

始实行大规模镇压和屠杀。秦明被敌人以组织

狱中暴动为由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 32
岁。秦明在革命生涯中，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

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用鲜血和对

党的忠诚谱写了光辉的一生。

中共地下党员秦明和他建立的狱中党支部中共地下党员秦明和他建立的狱中党支部
● 董 勇

陇上英烈谱陇上英烈谱————

汉代凉州的张芝被后世

誉为“草书之祖”，其书法苍劲

有力，晋朝大书法家羊欣称赞

张芝道：“善草书，精劲绝伦。”

遒劲苍茫的笔法，让张芝书法

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而

这与凉州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

秦汉时期，凉州文化以

“劲悍”闻名全国。凉州位于

西北边境一带，与匈奴、西羌

等少数民族相接，在互相争斗

的过程中以武力相尚，“迫近

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

射猎为先”。普通百姓乃至于

妇女都习武，“妇女犹戴戟操

矛，挟弓负矢”，其雄勇闻名于

天下，后世便说“大漠豪侠出

凉州”。汉代士人对凉州的武

勇有着深刻的认识，《后汉书·

虞诩列传》曰：“观其习兵壮

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

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

以凉州在后故也。”郑太也说：

“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

并、凉之人。”可以说，凉州一

带的尚武风气塑造出凉州士

民剽悍勇猛、刚正不屈的性格

特征。如凉州三明中的段颎

为人“刚猛”、皇甫规义绝宦

官，北地郡的傅燮“方格”高

超，敦煌郡的盖勋“终然允

刚”，陇西郡董卓“性粗猛有

谋”。

“劲悍”的凉州文化让张

芝乃至于张氏家族都有着刚

劲勇猛的人格。张芝被时人

说成“武为将表”。张芝则自

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

有余”，这种自信张扬、铿锵有

力的思想风格深切影响着他

的草书创作。张芝将劲悍的

精神化入草书中，便是刚健的

审美形象，所谓劲势生于内，

健形表于外，清代武威书画家

张美如《澄华堂观张芝古井碑

阴残字》曰：“斯邈鸿文播艺

林，伯英健笔自森森。奇峰怪

石云离台，春蚓秋蛇草浅深。”

奇峰突兀，怪石峥嵘，草蛇灰

线，这种力量美感就是来源于

张芝刚猛的个人品格。索靖

《草书状》曰：“命杜度运其指，

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

素，垂百世之殊观。”杜度用手

指来运笔，腾转空间狭小，笔

势偏向于稳定；而张芝运用腕

力来运笔，腾转空间扩大，就

可在回腕运笔就势结字中增

强笔势的力度。以腕运笔带

来了一种强烈的书势，这种创

法是张芝自信张扬个性的延

伸和扩展。

劲悍的地域文化还促使

草书在西北凉州一带盛行不

已。赵壹在《非草书》中开章

明义指出：“余郡士有梁孔

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

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

孔、颜焉。”赵壹是凉州汉阳

郡人，他指出汉阳之人对张

芝草书的崇拜甚于对传统经

典的膜拜，并且陷入一种狂

热学习草书的状态，“钻坚仰

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

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

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

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

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

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

辍”。大批士子夜以继日、不

知疲劳地学习草书，十天就

可以写坏一只笔，一个月要

用几丸墨，他们还以指作笔

在墙壁上书写，这可以说是凉

州劲悍文化的外在体现。

“劲悍”的张芝草书
● 王志强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

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

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

知。”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奉和好友元

稹的一首七言律诗，充满哲理意味。

诗中提到的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

君的侄子，在篡夺汉室江山之前，他为

了收揽人心，常以谦恭退让示人，当时

机成熟时，王莽遂于初始元年（公元 9
年）十二月废汉孺子（刘婴）为安定公，

自立为皇帝，改元始建国，改国号为

“新”，史称新莽。

新莽立国时间只有 15 年，就于地

皇四年（公元 23 年）被绿林军推翻，王

莽也死于乱军之中。尽管新莽的存在

时间实在太短暂，但这一时期的陶瓷

生产沿袭汉制，亦有一定特色。在武

汉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新莽时期陶器。

釉陶双耳壶（图一），器形端整，小

平底略微内凹。肩部至上腹部饰三道

凸弦纹，其间有线刻的卷云纹、波浪

纹。肩部两边呈对称贴双兽状竖耳铺

首，用于穿系。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色

晶莹清亮，有较高的工艺价值。这件

陶器为生活用品，造型规整协调，手法

简洁洗练，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

息。

方格纹釉陶双耳壶（图二），器形

为盘口长颈，平底无圈足。肩部两侧，

附双竖耳铺首，自然对称。盘口外壁

饰三道凸弦纹，腹部一周满饰细密的

小方格纹。釉在克服陶器的吸水率上

有突出贡献，陶器上了釉，会减弱它的

吸水率，所以釉陶比陶器更容易使

用。汉代是带釉陶器的发展时期，胎

体为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为

呈色剂，以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烧制

而成。釉里含铜，烧出来的就呈绿色，

若釉里含铁，烧出来的就呈现黄色。

西汉开始只施绿、褐黄等单色釉，到新

莽时期出现同时施黄、绿、酱红、褐色

的复色釉。这件陶壶施青绿色釉至腹

部，自然向下腹部流淌形成自然釉渍，

釉质浊而厚重，具有这一时期鄂东及

鄱阳湖地区的陶瓷工艺特点。

釉陶双唇罐（图三），口部为双唇

状，内唇略高于外唇，内唇微敛，外唇

微外侈。束颈鼓肩，深腹下收，平底。

周身遍饰纹饰，外唇外壁及肩部饰不

规则的弦纹，腹部满饰细密的小方格

纹，有很高的装饰作用。通体施青绿

色釉，釉层极薄，釉面无光泽。

陶灶（图四），灶体方头圆尾，器形

完整。灶口为正方形，前后各有一个

火眼，呈圆形，灶膛中空直至灶尾，灶

尾竖立一截圆管形烟囱，下与灶膛相

连。出土时，前面火眼上放置有一个

双环耳铜釜，后面的火眼上放置一个

铜甑，前后分置的这两件器物相结合，

组成古代蒸煮用的炊具——甗。灶台

平正光滑，灶体两侧排印竖绳纹，部分

灶体施青绿色釉。

明器，是古人生前生活实景的微

缩，是古人希望死后依然拥有的实用

器具。《荀子·礼论》曰：“丧礼者，以生

者饰死者也。”古人笃信“厚葬明孝”，

不惜财帛，多制作明器置放于墓室之

内，为死去的亲人营造一个舒适的生

活环境，体现了两汉时期儒家“事死如

事生”的丧葬观念的流行。新莽时期，

人们对葬俗普遍重视的程度与两汉类

同，随葬品力求精细、丰富，因而大量

陶制品被作为随葬明器使用。这 4 件

随葬明器均为生活类陶制器皿，呈现

出新莽时期陶制生活品的器型式样，

是研究武汉及其周边地区新莽时期人

们的生活经济状况，以及丧葬制度的

实物资料。尤其是缩小了比例的陶

灶，属于两汉时期典型的模型明器，反

映了新莽时期民间厨房的生活场景，

以及这一时期的炊事习俗。

新莽明器 生活场景

● 李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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