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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2015 年 11 月 7 日 , 台海兩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馬英九，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終於在習近平出訪新加坡期

間，馬英九專程飛往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與習近平實現

了自 1945 年毛蔣會見以來再一次歷史性會見，並達成了以

“九 . 二”共識為基礎的多項共識 , 氣氛熱烈和諧 , 為兩岸

和平發展、最後走向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

闢了光輝前景。   
2015 年 11 月 9 日

洋流暖暖 , 台海兩岸 , 鵲橋友邦搭建。

七十年後重相逢，終盼來、歷史一見。

雙手緊握 , 一笑泯怨 , 共謀和平發展。

再樹時代里程碑，大一統、早圓夢幻。

鵲橋仙‧祝習馬相會 吳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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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8 日

破陣子‧三致洪秀柱        
吳祥明

九合惡夢驚魂，

亂象橫生藍營。

柱姐騰空氣蓋世，

雄鷹展翅傲群英。

忽傳換柱聲。

信念洗去恩怨，

月亮照徹赤心。

胸懷博大大若海，

人格崇高高入雲。

願做鋪路人。

題記：2015 年 12 月 2 曰，看了香港鳳凰台記者專訪洪秀

柱專題節目。面對記者提問，秀柱從容自若，侃侃而談，毫

無保留地談了“換柱退選” 後的心路里程。她言道 : 雖然自

已無法作為代表將參選進行到底 , 但宣傳自我理念的目的達

到了。她說她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深深愛著這個黨，永遠

也不會離她而去，並引用“問我愛你有多深，月亮照著我的

心”歌詞來表達她的愛意。至於大選，她言道，只要需要，

她將義無反顧地去做需做的一切。她還富有哲理地說，存在

才有價值，參予才能改變。果然，受釆訪後剛剛兩天，她便

出任了藍營競選團隊參謀總團團長。她的胸懷，她的人格，

令人敬佩之至。我們從她身上看到了國民黨的希望。

詩詞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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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後期，在棗陽這

塊熱土上，還曾經出現了一

位威震華夏、永垂史冊的著

名軍事將領，他，就是孟珙。

孟珙戎馬一生，為國家為人

民奉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

他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偉

大的愛國者。他，愛國愛家、

愛鄉愛民。作為家鄉後人，

我們不僅應引以自豪，而且

還應永遠緬懷他，紀念他。

在此，筆者僅據《宋史》等

有關史料略加述之。

一、初露鋒芒

孟珙，字玉璞，生於西元 1195 年前後，卒於 1246 年。

四世祖孟安、祖父孟林，均為岳飛得力部將，戰功卓著。其

父孟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於疆場間。開禧 2 年

（西元 1206 年），金將完顏董來犯襄（襄陽）、郢（江陵

西北），孟宗政自發率義士據險遊擊，重刨金兵，並奪其大

量輜重。當時駐守襄陽的宣撫使吳獵奇其才，經推薦提任為

節郎並知棗陽縣令。不久，又經京西路制置使（主管河南、

湖北大部地區及湖南部分地區的軍政事務）趙方推薦，升任

為議郎和京湖路鈐轄，駐守襄陽。在與金兵的長期作戰中，

戰功赫赫，金兵聞則尚膽，並呼之為“孟爺爺”。

南宋名將棗陽先賢孟珙
吳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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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識有謀略。嘉定 10 年（西元 1217 年），金兵再犯襄陽。

其父孟宗政迅及率軍防禦。這時還很年輕的孟珙便料定，敵

軍北來，必先窺伺樊城，於是獻策父親應由襄陽羅家渡提前

過河佈防，以爭取防禦上的主動。其父然其言，依計而行，

將諸軍臨渡佈陣。金兵果至，待其渡半，伏兵齊發，殲其過

半。這次戰鬥，孟珙因其功而升為進勇副尉。嘉定 12 年（西

元 1219 年），金帥完顏訛可率步騎 20 萬分二路進攻棗陽，

孟珙父子受命率軍前去棗陽救援。孟珙在父親的指揮下，取

它道偷襲敵營，大敗金軍。破寨 18 處，斬首千餘級，獲軍

輜無數，金兵退去。這次，又以軍功晉升為下班只應。嘉定

14 年（西元 1221 年），孟珙前去拜見了駐守襄陽的京西路

制置使趙方，趙方薦其才，將其派往光州（今河南潢川）任

光州尉。不久，又以功先後特受承信郎、成忠郎、忠翊郎，

接著又升任為京西路第五副將、第五正將、兵馬都監，最後

一直做到京西路制置使（相當於今天的大軍區司令員）及樞

密都承旨（即國防部長），並進封為漢東郡侯。去世後，又

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並進封吉國公，諡為忠襄，享受國

家領導人的待遇。

二、勳功卓著

孟珙自幼隨父從戎後，從 1217 年至 1236 年近 20 年間，

不僅長期守衛戰鬥在襄陽，而且以襄陽為軍事指揮中心，不

斷向入侵金兵四處出擊，直到攻下金朝首府蔡州，金主完顏

守緒自焚，金朝滅亡，為南宋王朝建立了不世之功。回師襄

陽後，經制置司奏請，仍留他駐守襄陽，並兼鎮北軍都統制，

不久，便接皇上詔令，要他回京到樞密院商議軍國大事。嗣

後，便調他離開襄陽赴黃州（今湖北黃州市）駐守，並兼任

黃州、光州二州知州。這次，在京師臨行前，理宗皇帝接見

了他，並作了極有意義的談話，理宗說：“愛卿為名將之子，

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孟珙回應道：“此乃宗

社威靈，陛下聖德，以及三軍將士的奮勇拼搏，臣何力之

南宋名將棗陽先賢孟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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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宗又問到今後如何全面恢復國土？孟珙答道：“這

就要懇望陛下寬民力、蓄人才，以待時機。”理宗又問與元

兵和議的問題，孟珙堅定地答道：“臣乃甲胄之士，當言戰，

不言和。”理宗聽了十分滿意，並賜送孟珙大量禮物。

端平 3 年（西元 1236 年），孟珙正式離襄赴黃上任，

到任後，便固城疏濠，走訪調查，招集兵民，增置軍寨，加

強防禦工事，使黃州固若金湯。然而，孟珙離襄走後，襄陽

駐軍內部卻因權力之爭而發生內訌，正在此時元兵（即蒙古

兵）分三路南下入侵，惟襄漢一路元兵幾乎是長驅直入，很

快襄陽便陷落於元兵之手。孟珙為此十分揪心。不久，元兵

又進攻江陵。當孟珙得知此消息時，迅及率軍救援；當城中

軍民得知孟珙入城時，便高興地說：“吾父來矣！”受到江

陵兵民的熱烈歡迎。孟珙一到江陵，便駐帳城樓，指畫戰守，

經過浴血奮戰，很快擊退了元兵。於是，理宗便御筆以戰功

獎賞將士，並特賜孟珙金盔，孟珙又將白金 50 兩獎給諸將，

對病傷者進行慰問，請醫護人員精心治療，大家無不感激涕

零。

嘉熙 2 年（西元 1238 年），孟珙擢升京湖制置使兼知

嶽州，並受命收復京襄。這年秋冬，他便在岳州召集諸將，

指授收復京、襄方略。孟珙說：“收復京襄，必先得郢州（江

陵西北），方可通糧道；再得荊門，方可出奇兵。”於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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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一收復，並最後奪取襄陽。收復襄陽後，孟珙便上書固

守襄陽的方略。孟珙書雲：“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

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

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 10 萬，不足分守。

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

爭也。”理宗得奏後，當即詔令孟珙，按謀劃行事。於是孟

珙除部署襄陽常規駐軍外，又特別以蔡（今河南上蔡）、息

（今河南息縣）順降人員組成了忠衛軍，以襄、郢歸順人員

組成了先鋒軍，並擇要駐紮。從此，襄陽以固，元兵再不敢

窺伺襄陽，因而襄陽人民又獲得了 30 餘年的和平安定生活，

襄陽的社會經濟，因而也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發展。

三、情系家鄉

孟珙生在棗陽，並從棗陽這片熱土上閃亮走出，且一

路茁壯成長，終成南宋朝後期一代頂天立地的棟樑之材。這

既是他個人先天素養所致，也是與他家教家風及其故鄉故土

的純正民情民風密不可分。因此，他無論走到哪裡，也無論

何時何地，他身上的那種濃濃鄉情、親情、友情、戰鬥之情，

總是充滿著他的整個身心。

棗北崗地，自古缺水。在他當年戍棗期間，為解決棗

北缺水之苦，在他稟報朝廷同意之後，不僅帶領將士大力屯

田放牧，而且大搞興修水利。經調查論證，科學規劃，便在

城西北十八裡河實施了引水工程，引河“水，跨九阜（山

崗），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畝），立十莊三

轄，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這一惠民舉措，不僅

為戰時的棗陽兵民提供了足夠糧食，而且使棗西北人民長期

受益。從而，為棗陽農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嘉熙 4 年（西元 1240 年）因元兵大舉入川，戰事危急，

理宗特命孟珙任四川宣撫使，主持全川軍政大事，並兼知夔

州（今四川奉節），節制歸（今湖北秭歸）、峽（今湖北宜

昌西北）、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縣）軍馬。孟

南宋名將棗陽先賢孟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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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一到任所，便組織流散兵民為“甯武軍”，組織歸降兵民

為“飛鶻軍”。又提出了“不擇險要立寨柵，則難責兵以衛

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的治軍安民思想。

對於賞罰不明，克扣軍糧，官吏貪腐，上下欺罔等弊端，均

嚴加懲處。這樣，很快便使吏治一新，兵防堅固。不久，又

受命兼任夔州路制置使、屯田大使。受任後，便大力組織兵

民屯田築堰，勸民耕種，自秭歸至漢口，僅屯田就達 18 萬

8 千餘頃（畝），很快便使蜀地走上了富民強兵之路。就在

這軍務、政務都十分繁忙的情況下，他一刻也未忘記京襄籍

的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們。他為了表達他對陣亡鄉親的哀思

和懷念，於淳祐 2 年（西元 1242 年）上書請求朝廷恩准，

在岳陽建祠，以紀念京襄死節死事之將士，並將歲歲祭祀。

此事不僅朝廷恩准，而且理宗皇帝下旨，賜名閔忠廟。

淳祐 4 年（西元 1244 年），元兵向淮南（今安徽壽縣

以西至湖北黃陂以東）進發，江淮戰事吃緊。為確保江淮，

須首推江陵，於是又命孟珙兼知江陵府。孟珙受命趕赴江陵

後，便立即循城察防，當他登上城牆舉目環視時，便感歎地

說：“過去江陵三面臨水，是設防的天然屏障，可如今滄海

變桑田，敵人一鞭之鳴，即刻便到城下，城東平坦無垠，完

全無所阻隔。”為此，他便號召組織兵民，在城外修築關隘

20 餘處，並將流經城西的沮、漳二水，繞北引至城東入江，

使三水連通為一。自此，江陵堅不可摧。在加固江陵城防的

同時，孟珙又想到了戰亂中流離失所的襄蜀吏民。當時，襄

棗籍流離人士大都聚于郢地（今江陵西北），蜀籍流離人士

大都聚于公安。於是，孟珙經請示朝廷同意，便在兩地分別

建造了南陽書院和公安書院，以收納襄蜀兩地流散人士，並

安排田畝和住房，使其有所生機，有所教養。書院建成後，

孟珙又特請皇上為書院題字。以上所舉，足可顯見孟珙情系

家鄉的那種愛鄉、愛土、愛鄉親的無限深情。

編輯小語 :資深文史作家吳祥明，此篇詳實記載孟珙愛國

愛鄉愛民的情操，令人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