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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出惊人相似的悲剧!论岳飞与于谦之死

李建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西安
!

E#"#""

#

摘
!

要!岳飞和于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英雄人物$同时又都是以悲剧而收场&笔者通过考察造成两人悲剧的根源$竟然发

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之死皆既与当时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皇室内部矛盾紧密相关$也与自身的性格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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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和于谦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两位英

雄$两人都是含冤而死$死后皆葬在杭州西湖之滨$

与明末清初抗清英雄张苍水"张煌言#号称(西湖三

杰)&清人袁枚*谒岳王墓+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岳飞'于谦均曾

因功授少保衔#$人间始觉重西湖)$对二人极为推

崇&几百年来$人们提起两人的悲剧$无不扼腕叹

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两人的死因就会发现$

竟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奸人

陷害以外$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

!!

一$皇室内部的复杂关系与岳飞$于谦面

临之困局

!!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使得原本平稳的赵宋皇

室内部关系突然复杂化&

(靖康之难)中$太上皇宋徽宗'当朝皇帝宋钦宗

和宗室诸王都作了俘虏$后来被带往金国$只有康王

赵构因被派往金营议和不达而得以幸免&在这种非

常的情况下$原本与皇位无缘的赵构竟然登基做了

皇帝&

赵构是宋徽宗的庶子$排行第九$其母韦氏亦地

位低微$本来他与权力中心有着相当的距离$根本没

有做皇帝的机会$因此皇位对他来说如同天上掉下

的馅饼&喜出望外之际$他必然对得来不易的皇位

如获至宝$极力加以维护$这就使得他对父兄即徽'

钦二帝的感情'态度十分复杂'微妙&

从人情上讲$他对父兄当然非常挂念$也希望他

们能早日平安归来!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讲$孝'悌乃

人之大伦$在崇尚(修身为人)之道的理学已经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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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宋代$赵构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迎回二

宫!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南宋虽

然已经建立$但政权很不稳定$金兵不断南下$必欲

灭亡南宋而后快$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在这种情

况下$(迎二圣'复故土)就成了号召抗金的最好旗帜

和招牌&高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恰好可以加以

利用&一旦形势缓和$高宗的抗金热情马上大减$态

度趋于消极$对岳飞诸将的行动严加约束$原因就在

于他担心金国如若抵挡不住$就有可能将徽'钦二帝

放回$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皇位怎么能保住/ 所以徽

宗一直到客死异域后梓宫才得以返国&尽管钦宗后

来一再声称自己回国后绝没有复位的想法$但高宗

还是不放心&这不是杞人忧天$建炎三年苗'刘之变

时苗傅就言称(帝不当即大位$渊圣"即钦宗#来归$

何以处也/)

-

#

.

高宗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在明文征明*满江

红4题杭州岳庙+的词里反映得淋漓尽致%(岂不惜$

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

何能$逢其欲&)因此可以说$(迎二圣)只是宋高宗

的表面文章$是他可以随时打出的一张牌$可岳飞偏

偏难以理解这些$他一腔热血$赤心报国$力主从国

家'民族利益出发抵抗强敌$(直抵黄龙)$迎回二圣&

高宗刚一即位$岳飞就曾上书数千言$希望高宗(乘

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

-

#

.

$恢复中原$结果以越职

被免官&后来$面对岳飞增兵北伐'一举收复失地的

要求$高宗的回答很干脆%(宁与减地分$不可添

兵)

-

!

.

&高宗对岳飞所为颇不以为然$又不便明言$

为此十分恼怒&这样一来$岳飞自然没有好下场&

(立储)是另一个导致高宗和岳飞关系紧张的因

素&高宗中年以后$因没有子息$所以立储成了关系

国家稳定的大问题&从人情上讲$高宗当然希望皇

位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不希望传给外人$所以皇储

问题成了高宗心头的隐痛$十分敏感&群臣都清楚

这一点$大都装聋作哑$不愿提及&而岳飞虽为武

将$但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国本$因此不顾自身安危$

大胆建言立皇储&高宗为此很不高兴$曾教训岳飞

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

-

!

.

$不应越职干预朝

政&高宗对于此事的反应并非过于敏感$苗'刘之乱

时叛将就曾提出高宗逊位'立皇太子为君的要求&

按照(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高宗防微杜渐$实在是

有理由的&

所以$杀岳飞也是南宋朝廷收兵权'加强对将领

控制的手段&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武人拥兵自重的

端倪&(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

-

%

.

&因此$汪

藻提醒高宗说(幸今诸将皆龌龊常才$固不足深忌$

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岳飞报国心

切$在不知不觉中又犯了大忌&(艰难之时$陛下欲

得其心$姑与之无间)

-

%

.

$一旦南宋朝廷稳定下来$高

宗便将屠刀挥向了岳飞&

明中叶正统'景泰之际的于谦面临着同样的

困局&

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时$命皇弟絣王留守京师&

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一片混乱&皇太后孙氏"明宣

宗皇后$英宗立$尊为皇太后&宣宗临崩$(遗诏大事

白皇太后行)

-

C

.

$其在正统'景德间的地位和影响可

想而知#遂命立英宗朱祁镇子见深为皇太子&因太

子年幼$又命絣王朱祁钰监国&英宗朱祁镇与絣王

朱祁钰虽是兄弟$并非一母所生$而孙太后作为英宗

的母亲"虽非亲生$但外人及英宗本人均不知&*明

史+载其(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22而

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

-

C

.

#$从人情上讲$她当然

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保持$即使英宗不能回朝$她也希

望皇位能由英宗之子继承&

一个月后$絣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此时$英宗之子朱见深仍为

皇太子&对于这种结果$孙太后虽勉强接受$但并不

满意&她在后来的一封制谕中曾斥责絣王(性本枭

雄$遽据天位)

-

>

.

&据说英宗在得知这种措置后却表

示赞成$(闻之喜)

-

>

.

&

然而$景泰三年五月$景帝废皇太子见深为沂

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必然引起

孙太后和太上皇朱祁镇的不满&虽然皇太子朱见济

不久就病死了$但景帝一直拒绝恢复见深的皇太子

之位&这就埋下了后来(夺门之变)的伏笔&

英宗返国后$被幽禁在皇城南宫&以景帝待太

上皇之薄$孙太后的怨愤之情可想而知$而英宗南宫

复辟$事先也确实得到她的同意$(石亨等谋夺门$先

密白太后&许之)

-

C

.

&以太后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

朱祁镇要想复辟$不取得她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成

功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于谦

当时的处境及他可能采取的对策&土木之变后$国

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冷静地建议皇太后以絣王

监国$并劝说絣王接受%(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

计)

-

C

.

&然而$陷在敌手的英宗给于谦出了一道难

题&在面对也先的要挟时$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

为轻)$顶住压力$坚持抗敌&这种态度却得罪了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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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并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史载$因谦(始终不主和

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

C

.

&明人何乔远曾

说过%(上皇车驾至城下$于谦主战不纳$欲求无诛$

岂可得乎/)

-

$

.

$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

当景帝废立皇太子之时$于谦并没有激烈反对$

最后接受了事实$这也成为他后来被杀的理由之一&

其实$以于谦当时之地位$他很难说服景帝改变主

意&时人唐枢即认为(以景皇之锐念$不可以口舌

争)&王世贞也以为(景帝之信谦$谓其能御圉$非有

布衣腹心素22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

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哉/)

-

$

.真实地道出

了于谦当时面临的困境&

!!

二$功高才显,品格高洁%%%遭人嫉恨之

根源

!!

岳飞和于谦虽然相隔数百年$一文一武$但都才

华横溢'功高盖世&

岳飞虽出身行伍$位居大将$然(好贤礼士$览经

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

-

#

.

&其书法笔势纵横$豪

放不羁$诗词亦颇为可观"如著名的*满江红+一首#&

宗泽就曾称赞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

-

#

.

&

*宋史4岳飞传+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

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

者$一代岂多见哉6)

岳飞不但有雄才大略$而且尽心尽力于国家$功

满天下&可以说$南宋初年局面的稳定$与岳飞有很

大的关系$但因为他在中兴诸将中年龄最小$资历最

浅$反而引起了他们特别是张俊的忌妒&(初$飞在

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

平)

-

#

.

&后来$金军攻打淮西$该地本来由张俊负责

防守$他却胆怯不敢出战&岳飞闻命即行$遂大破敌

军$解当地之围$朝廷授岳飞两镇节$(俊益耻)

-

#

.

&

为了缓和与诸将的紧张关系$岳飞在平定杨幺起义

后$献给张俊'韩世忠缴获的楼船各一艘$兵械齐备$

(世忠大悦$俊反忌之)

-

#

.

&张俊后来与秦桧等人勾

结起来陷害岳飞$嫉妒心作祟是重要的原因&

而作为景泰年间的名臣$于谦也是才气逼人&

他虽然是进士出身$位列文臣$但却留心军事$胆略

果敢不输于武臣$可谓文武兼备&(当军马倥偬$变

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

成$相顾骇服22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

比)

-

C

.

&*明实录+也载$谦(英迈过人22学问该博$

善诗文$尤长于奏疏&政务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

万言$挥笔立就)

-

>

.

&

(土木之变)发生后$于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可以说对明王朝有再造之功$故而深受景帝重用$官

高爵显&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人的嫉妒$(由是诸

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

-

C

.

&也

先刚被打退$都御史罗通即弹劾于谦所上功簿不实%

(向者德胜等门外不知斩馘几何$而获官者至六万六

千余人22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

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大将石亨之

所以对于谦不满$也是因为与于谦共事时$(谦论议

断制$宿将叹伏$而亨不能赞一辞$衔之)-

>

.&后来$

石亨联合其他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随即唆

使言官陷于谦于死罪$以发泄心中的忌恨&

岳飞'于谦二人不仅才显功高$而且都志向远

大$品行高洁&

首先$两人都不贪财货$淡于私利&

高宗要为岳飞营建府第$岳飞坚决推辞%(敌未

灭$何以家为/)朝廷凡有犒赏$(均给军吏$秋毫不

私&)

-

#

.故他家的田产远少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更

不及张俊&

于谦为官不贪不贿&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

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于谦进京奏事时$有人劝

他送些当地的土特产$他笑着甩了甩两只袖子说%

(只有清风)&他还特意写了*入京+诗以明志%(绢帕

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

得闾阎话短长6)成语(两袖清风)就是这样来的&他

不事田宅$多次拒绝朝廷的封赏&北京保卫战胜利

后$论功行赏$加于谦少保衔$总督军务$于谦固辞%

(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6)&因为于

谦的居所简陋$景帝特在西华门赐给他一所府第$于

谦也坚决拒绝%(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

-

C

.实在

推辞不掉$他也从来没去住过$只把景帝赏赐的东西

保存在里面$每年去看一看而已&到了于谦获罪朝

廷籍没其家时$(家无余资)

-

C

.

&

其次$两人都不好酒色$生活俭朴$不追求物质

享受&

岳飞家素无姬侍&名将吴一直佩服岳飞$想

和他交好$于是就送给他一个有名的美女$被他当场

拒绝%(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结果吴对他更

加敬服&岳飞年轻时本来颇能饮酒$有一次高宗劝

戒他说%(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

-

#

.

$从此他就滴酒

不沾&

于谦素来(自奉俭约)$不以为意$情况紧急时就

住在直庐$连家也不回&景帝听说他顾不上照顾自

己$(服用过薄)

-

C

.

$就下令宫中制赐$甚至于连蔬菜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和酱醋等调料也一应俱全&他不到五十岁就丧妻$

从此不再续娶$一心朝廷&

再次$两人皆忧国忧民$奋不顾身&真正是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太平$他义正词严地回答

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

#

.岳飞

半生戎马疆场$经历大战无数$出生入死$从不畏避

退缩$连敌人也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要

有利于国家'天下$他不避嫌怨$当言则言$即使得罪

皇帝'权臣亦在所不惜&

*明史+载于谦(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

C

.

&(土木

之变)后$在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的时候$于谦

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此必然会开罪英宗$后果难

以预料&后来$也先见勒索无效$明英宗留在手里已

没有任何用处$就想放他回国&大臣王直等建议遣

使奉迎$景帝很不高兴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

见推$实出卿等&)

-

C

.不想让英宗回来$担心他回来后

关系不好处&最后还是于谦力排众议$并说服景帝

改变了主意&可以说除了于谦$当时没有人能做到

这一点&于谦已经与英宗有隙$他回来后难免对自

己不利&于谦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为了大明王朝的

江山社稷$他毅然将个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其

实$他早年的明志诗*石灰吟+就已经将他这种精神

境界展示无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当时的朝廷上

显得比较孤立'无助&

三$性格因素与对立面的形成

岳飞'于谦悲剧的形成$除了上面所说的客观因

素之外$和他们本人也有直接的关系&二人性格中

都有一些缺陷$如过直过激$不容人过$致使他们与

同僚的关系紧张$甚至最终将一些人推向对立面&

如宰相秦桧一直力主与金议和$然而岳飞不但

不附和$反而认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指责

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世)$桧(衔之)

-

#

.

&杨么起义

被平定后$因为募民营田'屯田成效显著$高宗亲书

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人事迹赐岳飞&岳飞跋其后$

(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秦桧认为是在影射他$故此

事(尤桧所恶也)&

-

#

.

张俊与岳飞同为节镇$两人关系本来就紧张$一

次他们奉命共同巡行楚州城$张俊欲修城为备$立即

遭到岳飞的当面痛斥%(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

保计/)张俊未曾料想岳飞有如此反应$当时就(变

色)&

-

#

.

又如万俟
+

任提点湖北刑狱时$岳飞奉旨宣抚

荆湖$因为鄙薄万俟
+

的为人$(遇
+

不以礼$

+

憾

之)

-

#

.

&后来这三个人联起手来对付岳飞$和他本人

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对于宋高宗岳飞有时也意气用事$不顾龙

颜&绍兴七年高宗本来已答应将王德'郦琼所部隶

属岳飞指挥$但由于秦桧主和$遂推翻了这个决定&

岳飞一气之下$即日上章请求解除他的兵权$终母亲

之丧$并不待高宗答复$以张宪摄军事$步行归第$在

母亲墓侧结庐守制&高宗多次下诏催促他还职$他

力辞不受&高宗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岳飞幕属抵草

庐以死相请$双方僵直了六天$岳飞才赴朝请罪&这

已经迹近要挟&高宗虽(尉遣之)

-

#

.

$但心里不高兴

是可想而知的&到了第二年$高宗以金国通好'归还

河南故地并许还徽宗梓宫大赦$授岳飞开府仪同三

司$岳飞坚决推辞$声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

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

行赏$取笑敌人&)

-

#

.三诏不受$后来还是在高宗温言

劝谕下$才勉强接受&不管高宗是否自欺欺人$总之

他当时正在兴头上$谁知岳飞(不识相)$一下子掀掉

了遮羞布$露出了他的疮疤$难保高宗不怀恨在心&

*宋史+即认为岳飞(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

于人$卒以此得祸)

-

#

.

$颇有道理&

于谦亦(性故刚)

-

C

.

$待人严苛&如发现官员有

过错$就当面斥责$丝毫不留情面&(虽勋臣宿将小

不中律$即请旨切责)

-

C

.

$不给转圜的余地&

大将石亨本以于谦荐举而得重用&北京保卫战

获胜后$石亨因守卫德胜门之功被进封侯爵&他觉

得于谦的功劳在他之上而没有封侯$心里不安&于

是就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谁知被于谦拒绝&

于谦还上书景帝斥责石亨%(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

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

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石亨(大

恚)

-

C

.

$结果两人由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仇敌&

又如王伟由于谦荐至兵部右侍郎$他看到于谦

在朝廷树敌太多$就有意与于谦拉开距离$并向景帝

密奏于谦的过失&景帝把他的奏疏交给于谦看$谁

知于谦一下朝就讥笑王伟%(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

至尔邪/)并将奏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伟大惭

沮)

-

C

.

&其实$这种做法既出卖了景帝$又人为地加

深了王伟对他的仇视$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此外$徐?"后改名徐有贞#对于谦(切齿)

-

C

.痛

恨$并最终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谋人$将其送上断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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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李建国%两出惊人相似的悲剧%论岳飞与于谦之死

台$也和于谦的处理不当有很大关系&

故而*明实录+评于谦(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视

勋旧国戚若婴稚$士类无当其意者$是以事机阴发$

卒得奇祸)

-

>

.

$可谓一针见血&

!!

四$二人被杀的最后机缘%%%可悲的牺

牲品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造成岳飞'于谦两出悲剧的

根源极为相似$就连促使统治者最后下决心杀死二

人的契机也颇为类同&

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与金国议和的可

能性$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当时兀术在给秦桧的

信中明确提出%(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必杀飞$始可和&)

-

#

.

#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

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

而景泰八年正月南宫复辟后$明英宗下令都御

史萧惟祯负责审理于谦的案子$惟祯坐以谋逆罪$处

极刑&奏上$英宗还有些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

然而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

变#为无名)

-

C

.

$意思是由于谦来承担这次政变的责

任&他们诬陷于谦与黄等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

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说这样

才逼得太上皇复出收拾局面$这就为政变提供了一

个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如此一来$英宗的心意遂决&

于是$两位擎天立柱式的英雄就这样沦为某种

政治需要的可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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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来自偏远地区$所以狼土兵们的汉化程度

都不高$导致他们把本地区形成的恶习带到沿海地

区$比如抢劫百姓'滥杀无辜等现象就时有发生&对

于调动狼土兵朝中争议一向都很大$如王守仁就说

过(狼兵所过$不减于盗&)

-

#"

.卷
@

$别录一$奏疏一在嘉靖三

十五年十二月$(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

还$骄甚$无复纪律$所过肆掠$民缘江上下多被焚劫

者)

-

#

.卷
CC!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御史屠仲律听说了以

后要求严惩土官彭荩臣'彭翼南$兵部复议后认为他

们刚立下战功$不适合惩戒$(恐孤远人效劳之

意)

-

#

.卷
CC!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不得已只惩罚了带头作

乱的小头目$同时规定(今后浙直督抚官各遵前旨$

团 练 乡 兵 御 贼$ 不 得 轻 调 客

兵)

-

#

.卷
CC!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由此看出$明朝统治者

对狼土兵的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此外$张经的突然被杀$是狼土兵祸害百姓不可

忽视的因素之一&张经熟悉狼土兵的优缺点$能够

把狼土兵放在合适的战略位置$而且狼土兵也是比

较信服张经的&张经一死$狼土兵在某些时候便失

去了控制力$其缺点也就显现出来&尽管如此$狼土

兵在抗倭史上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其历史功绩是

不容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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