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 编：张维峰
版 式：胡文君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丁酉年十月廿六特别

报道

说说吴三桂那些事
! 陈其昌

汪曾祺在《吴三桂》一文中建议高邮人认
真研究一下吴三桂，为其写个传。首先响应的
是陈仲如君，写了 25集电视连续剧《一代枭
将》，因多种原因未拍成。前几年国内有学者
已写出了吴三桂传，未见其书。现仅据已有的
史料、资料来说说吴三桂那些事。

◆习武中举 成就将才
吴三桂（公元 1612至 1678年）祖籍高

邮，出生于辽宁。《辞海》把他定为明末高邮
人。明天启二年（公元 1622年），吴三桂的父
亲吴襄中了武举，曾任辽东团练总兵。

吴三桂自幼聪明，读书也很上进，但萌生
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思
想。后来，在父亲及亲属的影响下，他渐渐爱
上了武功，刀枪剑戟，无所不学，十八般武艺，
一学便通。崇祯即位以后，革故鼎新，准许了
文官董其昌举行武科比试，选录武官人才，吴
三桂在教场比武中脱颖而出，中了武举人。从
此，吴三桂随父开始戎马生涯，不断得到提
升。“少年勇冠三军”的吴三桂27岁就担任父
亲任过职的辽东团练总兵。辽东的征战，胜少
负多，却使他增长了军事指挥和组织才能，风
云多变的局势也为吴三桂提供政治、军事用
武之地。

崇祯十四年（1641年），蓟辽总督洪承畴
率领13万明军与皇太极的清军会战锦州、松
山一带，作为宁远总兵的吴三桂参与松山布
防，准备解除清军对锦州的包围。双方互有胜
负。在一次突围打通粮道的战斗中，遭到皇太
极的小股部队袭击，明军遭创，吴三桂尝到了
又一次失败的苦果，但也更加坚定了他“千磨
万击还坚劲”的决心和勇气，更加英勇杀敌，
“拼”了才会赢。

"烽火连天 借兵杀敌
明末皇帝崇祯并不是昏君。崇祯七年

（1634年），他给卢沟桥碑亭的石碑题词，石
碑一面写了“永昌”，另一面写了“顺治”，与十
年后李自成在陕西建立大顺国国号“永昌”、
清世祖改国号“顺治”完全吻合，这是不是上
天的安排和“预告”呢？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百万大军
直逼北京，朝廷乱作一团，崇祯手足无措，下
令吴三桂撤守宁远，火速入卫京师，但为时已
晚，没有几天，京城失陷，崇祯自杀。其实，早
在此以前，吴三桂在松山与清军展开大战，数
战互有胜负。后来，松山、锦州被清军占领，统
帅洪承畴、祖大寿（吴的舅父）等皆降。朝廷追
责诸将，反而对吴三桂加提督衔，另一战将王
朴一人遭杀，做了替罪羊。吴三桂依然镇守宁
远。

于是，一场“劝降、拒降”“义军逼近京师”
“吴三桂退守山海关”的活剧上演了。其时，吴
三桂率五万兵马处于李自成、清军夹攻状态，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吴
三桂向清乞援，借兵杀敌（李），双方议定了借
兵路线，明确是灭流寇而不是入主中原。为
此，吴三桂亲自会见多尔衮，带头削发，表示
诚意。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兵入关。清军让吴
三桂与李自成的部队恶战半天后，从背后杀
入义军队伍，帮助吴三桂大获全胜，溃败的李
自成几天以后杀了吴襄及全家老小 30多人，
但是这支“积尸相枕、弥满大野”的败兵，再也
无法阻挡即将崛起的清王朝的步伐了，也无

法阻挡吴三桂率军西征南战的步伐了。
"追杀义军 独霸一方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被明王朝
封为“平西伯”，几个月后，又被清多尔衮封为
“平西王”，仅一字之差，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
追杀农民起义军（也有明军残余），为清朝实
现天下统一效尽了犬马之力，也为他日后独
霸一方、对抗朝廷奠定基础。

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径直西追，再
次在定州、真定与起义军交手，追至固关后返
京。顺治元年（1644年），吴三桂等将领仅率
三万人马赴陕攻打起义军，势如破竹，一直追
击至湖广，战绩显赫，回京后受到极高礼遇，
然后驻军锦州。顺治五年，各地抗清势力蜂
起，吴三桂率大军入川，先后斩“明秦王四子”
等人，又北上陕西，斩敌数以万计。顺治七年，
又令吴三桂追敌至滇、川一线，与“生平未曾
见如此劲敌”刘文秀鏖战，得胜凯旋，受到褒
奖，以皇太极第十二女嫁给吴长子应熊。同
时，吴三桂又将矛头直指南明永历政权，甚至
追入缅甸，迫使缅人交出永历帝，奉命对其父
子加以绞杀，其时，自诩忠于明王朝的吴三桂
竟伏地不起、面如土色、汗流浃背。愧疚乎、心
颤乎，只有他知道。明王朝灭亡的句号换来的
是清朝一个“亲王”的光环。

吴三桂镇守云南拥有皇上授予的一切权
力，连省里督抚大员也受他监控。他可以任命
文武官员，吏部、兵部不得干预；而他推荐的
所谓“西选”人员则遍及天下，一些要害部门
也有他的死党。对内，他广积粮物钱财，收买
同党，对一些有难来求的施恩于他的故友后
代，视为贵客，以 2万金和珠宝相赠，以显示
他重义念旧；而对外，他大兴土木，广搜美人
上千，做出一种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样子，
以迷惑清王朝年轻的皇帝。似乎告诉他，云南
这里平安无事啊！

"衡州称帝 自取灭亡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月，吴三桂请求

撤藩，原为试探朝廷虚实，想不到康熙帝动真
格的了，先后恩准撤藩。窃以为不是撤藩引起
叛乱，而是藩王势力膨胀导致战乱的发生。于
是，吴三桂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
抚朱国治祭旗，蓄发易冠，改元昭武，竖起反
清大旗。起兵以后，反清浪潮一度席卷半个中
国，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给康熙出了
一道难题。

年轻的康熙皇帝早有准备，他在平叛、剿
灭吴三桂时，一改清军入关后“屠城”高压策
略，严明军纪，大力提倡安民便民、不累民、不
扰民，以此衡量官员优劣。康熙十三年（1674
年）正月，即吴三桂发难后一个月，年仅 21岁
的康熙就再次提出“行军之道，要攻城略地，
惟得民心为要”，对“恃强掠民财物，拆人房
舍，坏人器具，污人妇女”者，严惩不贷，而对

“无犯秋毫”者，则擢升带军官员的职位。同
时，增添利器，从小型青铜野战炮到大红袍炮
添置不少，加上调集各路人马，不断收复失
地，康熙十五年，便克复重镇长沙，然后又乘

胜前进。
吴三桂自恃兵力雄厚，响应者众，始终不

甘心失败，在多处与清军厮杀，但因清军火力
太猛，或饷道中断，从西北的平凉到中南的岳
州、澧州连连失守，屡战屡败。

在平叛期间，康熙除信用降将以资安抚
外，还大力提拔汉将，充分发挥其平叛作用。
庆阳知府傅弘烈曾因疏奏吴三桂阴谋，一家
百余口全部被杀，但动摇不了他“图报国恩”
的心愿，坚持在沙场奋勇杀敌，一直到已任广
西巡抚的他捐躯殉难。像这样为清效力的汉
将降将，还有赵良栋、孙恩克等人。

一代枭雄吴三桂也决非等闲之辈，他并
没将进军的矛头直指北京，而是从南方及西
部地区稳扎稳打包抄过去，策动陕西提督王
辅臣反清便是一个佐证。可是转眼几年，康
熙绞杀了吴三桂儿子吴应熊，将进攻的重点
再次定在湖南，屡败吴军，康熙十七年
（1678）三月，气数已尽的吴三桂在衡州称
帝，以图重振军心，但是，众叛亲离，部队倒
戈，至同年八月十七日便中风而死，其妻也
同月而亡。康熙二十年，清王朝荡平吴三桂
老巢，基本结束“三藩之乱”，为大一统中国
画了一个偌大的惊叹号。吴三桂的子女家
人，或自尽或被杀，难以幸免，连他的骸骨也
分发给各省示众。曾扬名神州的吴三桂这颗
巨星就此殒落了。

"怒发冲冠 血战沙场
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入关、继而追杀沙

场，传统的看法是为了红颜知己陈圆圆，这主
要受清吴梅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
红颜”诗句流传的影响，误导了一代一代的
人，然而，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纵观吴三桂戎马一生，经历了数以百计
的战斗，“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从低级武官到
成王称帝，都靠的是拼杀血战。对方被杀，“积
尸相枕”；吴军遭屠，也血流成河。倘若说吴三
桂一生中怒发冲冠，那可能是吴军遭到不应
有的溃败，或者他的末日将至，他的中风而
亡，就是“怒发上冲冠”气死的。

名妓陈圆圆才艺双全，国色天香。当她
被李自成部二号人物刘宗敏掳掠而去的时
候，吴三桂远在山海关沾不上边，也不会有
“田府家宴”的吴陈相会。只是吴三桂追杀起
义军的时候，从流寇丢弃的人与物中获此战
利品，才有日后的吴三桂抱得美人归，陈圆
圆终身受宠幸。陈圆圆也知恩图报，她有远
见、有胆识、明大义、顾大局。按清廷规定，被
封为亲王的正室可为妃，吴三桂不想把妃位
给原配张氏，要给陈圆圆，但陈圆圆坚辞，依
然作为妾陪侍左右。有传说，在昆明有 17岁
连儿，姿容婉丽，夏日，身着沙衣，手执白扇，
吴三桂望去，犹如出水芙蓉，亦宠爱。陈圆圆
得知，一复如常。她早就预见到吴三桂将败。
在吴三桂死后，有人说她削发为尼，有人说
她投莲花湖自尽，有人说她隐匿贵州岑巩马
家寨，众说纷纭。吴三桂没有因红颜而怒发
冲冠，这一真相，理应存史。

"历史评说 争议纷纭
吴三桂是建立清朝的功臣，还是引狼入

关的罪人，自清初至今 300多年，这方面争论
不断，梳理不清。笔者仅从几个问题说说一些
看法。

“三藩之乱”吴三桂何以反清的问题。有
人说，是吴三桂揭露了清王朝的罪恶和丑陋
的一面，年轻的康熙操之过急，不善于运用统
一战线这一策略。窃以为，清初的屠城政策杀
害了无数汉人，也有封建制度沿袭的弊端，但
是，历代皇帝上台后杀戮功臣、兔死狗烹已是
常态。尤其是吴三桂势力日益膨胀，被撤藩削
职以至杀头，是早晚的事，君臣这一对矛盾关
系，主导者是君而不是臣。

吴三桂是不是汉奸的问题。中国是一个
多民族的国家，谁来主政中原都是正常的。汉
人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的人也可以当皇帝。
民族矛盾激化至发生战争时，指责出卖民族
利益的人为汉奸，尚且可说。时至今日，应该
历史地看问题，不能把借兵入关的吴三桂说
成汉奸。

如何重新公正评价吴三桂的问题。其核
心问题是吴三桂此举是不是“降清”。这里有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问题，新兴的力量总要
取代腐朽的势力。所谓“降清”也有个嬗变的
过程，从劝降、拒降再到乞援、借兵，吴三桂态
度明朗、掌握分寸，最后双方以借兵讨贼达成
一致。吴三桂对借兵路线、双方管辖地区都有
明确表态，亦被对方接受，可是借兵投入战斗
以后，发展趋势已是吴三桂不能左右，他上当
了。清军入主中原的美梦成真，吴三桂也只好

“归顺”大清了。至于其他“降闯”问题、没有及
时救助崇祯问题，都不能成为问题追责吴三
桂，明朝灭亡的问题也不能追责吴三桂，励精
图治的崇祯生不逢时，只能含恨自尽于煤山
（今景山）。

关于吴三桂的后裔问题。史载，其后代自
杀的、被杀的不少，鲜有记录。有可能其后代
隐匿某处，或改姓迁往他乡。解放后，曾有人
在界首六安闸孙氏家中看见过祖宗龛供奉的
牌位上书写“吴宪公莲位”，其宪公就是吴三
桂，又有铁铸的大刀。可惜这些东西不存，就
是仅凭这些，尚不能证明是吴氏后代。又有人
传说吴三桂是三垛茆吴人，还有他年轻时练
功的石磙子在。据考，吴三桂祖籍高邮，但出
生并不在高邮，甚至他一辈子也没来过高邮。
倒是在贵州都匀县屯堡寨发现有关的遗痕，
高邮两位知名画家龚定煜、房林去那里写生，
发现那里的人说高邮话，连一些方言土语也
一样，还有他们的风俗人情也酷似扬州地区，
逢到过节，妇女穿起明代服装载歌载舞。据分
析，当吴三桂在云贵川称王的时候，一批高邮
人千里迢迢投奔吴三桂谋生。吴三桂死后，这
些人集中到屯堡寨落脚，繁衍生息。其中是否
有吴三桂的后代，不得而知。

清代诗人见到吴三桂的系马柱，也不胜
感慨：“此处山中曾系马，当年井底欲鸣蛙。”
吴三桂的后代流落何方，可能永远是一个
谜。作为高邮人，没有得到过吴三桂当王的
“福荫”，也没有遭受吴三桂垮台的“祸及”，
这也是历史。为什么汪曾祺倡议高邮人为吴
三桂写传，可能是他从大中国角度去看，这
么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值得为其
立传。

长生河畔话今昔
! 陈其昌

“城外城中四通水”，流水汤汤，清波漾
漾，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笔下高邮市河的景象。
在旧城内，有一条从南石桥向东的河叫南濯
衣河，又叫长生河。它浩荡东行，宽阔的河面
少则二三米，多达五六米，经过一座拱形的长
生桥，直至城东的一个水关（相传是明代所
建），然后与城外护城河相连。

长生河与其他市河水一样，供人们饮用、
洗汰；不同的是用于稻田灌溉、菜园用水。唯
一独特之处，可以通航（一般人都认定市河不
通航）。住在长生河畔的87岁居效芝大爷，见
过粮船、小木排、放鱼鹰船从东向西，迤逦而
行，直至南石桥徐家糖坊处，船靠岸，流水仍
通南北向的市河。居大爷小时候最喜欢看鱼
鹰船（不大，七八只鱼鹰），见一只鱼鹰穿下
水，转瞬叼着一条鱼上船，有时两只鱼鹰协同
动作，能“抬”上一条大鱼，真神。弄船人稳稳
地撑篙子，偶尔将篙子作为它们“栖息之枝”，
还专门用小鱼犒劳它们。直到居大爷妈妈喊：
“三小伙，家来吃饭了！”

长生河南岸全是菜园、稻田，一直到城墙
根和王家亭子。种菜园的种的是小城人常吃
的蔬菜，四季更迭，品种应时。他们很辛苦，起
早带晚，或者前一天晚上备好蔬菜，或者次日
天不亮就下田拔菜割菜摘菜，然后挑到南门

或中市口出售，打理得干净又不“涨”水的菜
脱手快，来迟的老主顾还关照一声“明天给我
留点”。早市过了，菜大都也卖完了，就去米店
买几升米（很少上斗成担的买）。菜种得好，吃
饭不愁，“种菜的饿不死”。

除了种菜，还长稻。有的人家里是两者兼
有。民国初年，诗人韦柏森的诗句“稻花香处
东南角，察院桥（长生桥北 300米处）过半是
田”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种菜园、种稻都离
不开长生河的水。笔者曾住在长生河北焦家
巷尾，放学回家玩耍，过长生桥，就像到了乡
下，很好奇，见菜农一舀子一舀子将水泼出
去，又远又匀，遇到西斜的太阳光射过来，还
可以见到一道彩虹。看见小水车卷起浪花灌
田，想用手掬起它，水却从指缝间“溜”走了。

住在长生河南的大约十来户，草房多，瓦
房极少。居效芝大爷是住在这里最早、时间最
长的菜农，有三四亩地。父母、两个哥哥都种
菜园，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成人以后就整天

忙碌，全家人的汗水换来了温饱生活。天气热
的时候，王家亭子是一乘凉的好去处。亭子有
五六间房子，两边是走廊。居大爷至今都不知
道亭子是哪个王家的，自然也不会有汪曾祺
的“王家亭外晚荷香，犹记明窗秋夕阳”的感
受了。谈起现在的生活，他指指中堂的对联
“百年和合寿呈家，千载富贵福临门”说：“共
产党真好，这种好日子哪里去找？”

住在河北的仇鹤元，连同其已故的父亲仇
万喜住在这里有上百年。仇家原住在王家亭子
西边三间草房，种三四亩田，房子和田都是地主
何家的。解放初，仇家曾被划成富农，仇家据理
力争，才改为下中农。1976年公园大队调整，他
家才搬到现在的长生沟头。仇家主要种菜，走合
作化路后，河畔开了一条条小沟，用于引水浇
菜，加之辛劳操作，日子越过越好。他忆及往事，
说有一个姓芦的人家种田，有荷花池。和风吹
来，荷香四溢。他说，这长生河也发生过血吸虫
病疫情，他感染过，政府为他治了病，也彻底灭

了钉螺。老仇心直口快，敢讲真话，近年长生沟
改造，动员拆违，或测量扩边，只要你办事不公，
他能嚷得你下不了台。结果，沟修好了，仇家房
子也改造得更现代化，全是公家按政策付的钱。
大门口很气派，专门架了水泥桥，有人戏言，你
家大门口比过去农村地主家还高级。那闸口的
哗哗流水声，成了老仇的催眠曲。他妹妹在沟头
开了个面店，生意红火。老仇对一些污染河水的
行为当面敢说，要是选河长，此人可担当。

由自然、生态的长生河变成现在长生沟，
这中间经历了难堪和丑陋，主要是沿河的人家
违建、扩建，向河中丢弃各种垃圾、杂物，从塑料
袋到坏沙发都有。河成了一条“龙须沟”式的臭
水沟，有时干脆断流，满是淤泥。

现在，一切都变了。虽然长生河不再是
河，它却在“沟”中得到了新生。水声哗哗、水花
朵朵。在此垂钓的人，心花与水花一道绽放。沿
河砌了大理石的栏杆（人们为了爱护它，祭祖
烧纸都放在旧的脸盆、铁皮簸箕中烧），傍河有
砖石铺的路行车、走人，每到华灯初上，饭后散
步的人信步徐行，然后回家再去做一个好梦。
令人遗憾的是长生桥变得比改造前窄了四十
公分，消防车、急救车无法通过。笔者电话上访
了，建设部门也到笔者家询问有关情况，可是
再无下文，民生事再小也是大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