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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第三将李吉

“勅节度使李吉，朕缘二帝北狩，入承大统，然南
顾之忧，迩尚迩切，闻卿素以文臣谙武事，特命尔为
节度使驻扎严州，克勤厥心，用观来效尔其钦哉”。
这是宋高宗颁给李吉的敕诏。

李吉（1053～1132），字天吉，天乐李氏山栖派第
六世，“性聪颖，明经博学，善骑射”。神宗熙宁元年
（1068），入郡庠。元丰四年（1081），举制科，授文林
郞，铨太常博士。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博士，掌
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
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
导之事。”六年，判婺州军，即监州，主要职责是监督
所在地的知州。哲宗元祐四年（1089），判宁国府。
八年，升奉训大夫，文散官，从五品，后知扬州。绍圣
四年（1097），经枢密使曾布推荐，任院判官。徽宗崇
宁元年（1102），因政治斗争牵连，被罢官。十二月，
沅猺入寇，朝臣举荐李吉领兵征讨，李吉因疾而不
赴。从李吉的这段仕途来看，主要担任文官官职。
但他也知晓武事，否则朝臣不会举荐其典兵，宋高宗
的勅诏中也不会说“闻卿素以文臣谙武事”了。

靖康二年（1127），金朝南下攻取东京，掠走徽、钦
二帝，北宋灭亡，这就是靖康之变。同年，赵构在南京
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宋高宗担忧金
兵继续南侵，诏授李吉为东南第三将，加严州节度使，
驻扎严州。严州即今桐庐、建德、淳安一带，地处浙、
皖、赣和钱塘江流域之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有

“严州不保，临安必危”之说。所谓国难思良将，任李
吉驻守严州，是因其文武双全，老成稳重。建炎二年
（1128），金国以完颜宗翰为统领，挥师南下，陷济南，
破天长军，下临安（今杭州），势如破竹。宋高宗一路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一曲

《满江红》道尽了大宋王朝百年的耻辱，也激励

着无数志士仁人奋起精忠报国。山阴天乐（今

萧山区所前镇）李氏为唐宗室汝阳郡王李琎的

后裔，尊李庶为始祖。南宋期间，宋宁宗念天乐

李氏系帝王之后裔，尤其是李吉、李显忠、李光

三人，在抗金斗争中累功于朝廷，便御书“玉叶

传芳，金枝衍庆”以赐。

南逃，直至下海逃到定海。然关于李吉在这一时期抗金的文字记录
极少，目前仅有杨时的《节度使天吉公行状》略云：“公治兵设伏，金人
不敢入其境，严之民安堵如故。”这恐怕也是南宋初年少有的成功守
境案例了。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驻跸越州（今绍兴），再次下诏，
召李吉典禁兵，授中奉大夫，权兵部侍郎。但此时的李吉已是78岁高
龄，又缠绵疾病，没有受命。

1132年，李吉去世。他的长子李守隆一路风尘仆仆，赶到福建
将乐县，请年迈的杨时为父亲写行状。杨时在行状中说：“公之知勇
过人，志将灭金虏，返乘舆，奉帝还都，大雪国家之耻。惜乎事由天
造，人岂能为哉？”意思是说，李吉智勇超常，一心想破灭金兵，迎回
徽、钦二帝，大雪国家之耻。可惜啊，成事在天，不是人力能够勉强
的。

中兴名将李显忠
南宋章颖曾作《宋朝南渡十将传》，前四将分别为刘锜、岳飞、李

显忠、魏胜，后人又称之为中兴四将。在这十将中，李显忠的经历最
为曲折。

李显忠（1109～1177），原名世辅，字君锡，天乐李氏第九世，清
涧派第七世。清涧派的始祖为天乐李氏第三世李慎，居绥德府（今
陕西延安）之清涧县。李显忠出身将门，17岁时就投军效力，跟随父
亲李永奇出山入行阵，由此开始了其坎坷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他
的主要经历可以演化为几个阶段：

假效金齐 建炎二年（1128），金兵攻陷延安，李显忠父子被
金人擒获，便假意效金，积极争取南归。四年，伪齐政权在金人的
扶持下建立。刘豫素闻李显忠英勇果敢，令李显忠率延安军马赴
东京（今河南开封）。临行之时，李永奇告诫李显忠：“汝若得乘机，
即归本朝，无以我故贰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李显忠抵达东京
后，密派心腹赴南宋，告以南归之意。绍兴七年（1137），金国废掉
伪齐刘豫，授李显忠承宣使，知同州（今陕西大荔）。李永奇再次嘱
咐说：“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
由商、虢归朝。第报我知，当以兵取延安而归。”李显忠听罢，又派
心腹赴宋廷呈报南归之事。赴同州后，李显忠用计擒住金元帅撒
里曷，驰马出城至洛河，却因舟船误期，且金兵闻讯追来而无法渡
河。于是，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伤害自己的亲
属，同时又派人告诉李永奇。李永奇得信后，挈家出城，却被背信
弃义的金兵追及，全家二百余口皆遇害。由于归宋之路被金兵阻
断，无奈的李显忠只得投奔西夏。在西夏，李显忠帮助夏主擒拿牛
背峡匪首，借兵进取陕西。此时绍兴和议已成，陕西重归宋廷。李
显忠便弃夏归宋，揭榜招兵，杀仇人，退撒里曷。绍兴九年（1139）
五月，李显忠率兵三千自凤翔正式归宋，宋高宗嘉奖曰：“卿忠义归
朝，立功显著。”并赐名显忠，授护国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
使兼枢密院都统制。

采石大捷 采石之战是南宋历史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宋金双
方的战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
挥军南下。宋廷令建康都统制王权迎敌。王权却不战而退，庐州、和
州相继失守。完颜亮占领和州鸡笼山高地，拟从采石矶渡江南下，形
势十分危急。宋廷命李显忠取代王权，命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并
力驱敌。时李显忠正在池州督战，远水救不了近火，虞允文便将朝廷
任命李显忠指挥的信息告知采石诸将，诸将早就听说李显忠的威名，
大喜，奋勇迎敌，取得初战胜利。十二月，李显忠收复和州，又识破完
颜亮的离间计，分兵虞允文严守京口，使金兵无机可乘，并发生军变，
杀死了完颜亮。采石之战，让南宋朝廷转危为安，李显忠一跃升为太
尉，成了南宋举足轻重的大臣。

符离之败 隆兴元年（1163），刚即位的孝宗皇帝在主战派张浚
的支持下，发动对金军事行动，史称隆兴北伐。五月，李显忠自凤阳
渡过淮河，大败金军精锐骑兵“拐子马”，收复灵璧、虹县。六月，收
复宿州。捷报上闻，孝宗大喜，任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
邵宏渊为副都指挥使，并亲笔写信给张浚：“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
年来无此克捷。”宿州失守，令金元帅孛撒大怒，领十万精兵直扑而
来。李显忠先发制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率军突袭，大败孛撒。翌
日，孛撒增兵复来，李显忠约邵宏渊合击，然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
还环视众人说：“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处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
战乎？”军心随之动摇，一些将领也悄悄撤离战场。李显忠知邵宏渊
无固守之志，势不可为，不由嗟叹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扰若
此！”他只得整军而归。然毫无斗志的宋军，被金兵掩杀至符离，大
溃。李显忠见到张浚，交还符印等待朝廷治罪。朝廷降李显忠为果
州团练副使。后朝廷得知其中的缘故，移任他到抚州。

乾道改元，李显忠才回到会稽，复授李显忠防御使、观察使、浙
东副总管，召授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赏赐第京师。六年
（1170），孝宗下诏恩荣：“敕太尉威武军节度使李显忠，卿才识不凡，
旅力峻绝，武威震虏，屡著边功。宜示殊恩，少答忠悃，兹特封尔食
邑二千户。服我休命，盖茂厥功耳。”然李显忠要的不是这些恩赐，
他要的是恢复中原，以报家仇，以全金瓯。但终究英雄无用武之地，

淳熙四年（1177）七月，李显忠郁郁而死，谥忠襄。陆游在《太尉忠襄
公事实》一文称赞李显忠“精忠贯日，奇功沃世”，惋惜其“生而神气，
矢志恢复，始忤于秦（桧），屡遭废黜，终沮于邵（宏渊），竟无成功”。

南宋名臣李光
李显忠归宋时，其同宗兄弟李光正任参知政事。李光（1078～

1159），字泰发，号转物居士，在被贬流放时自号读易老人，天乐李氏
第九世，上虞派第七世，出生于上虞五夫镇。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李光被朝廷任命为参知政事。在参知
政事任上，李光犯了一个幼稚的政治错误。这一年，宋高宗正式在临
安（今杭州）建都，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谋求与金议和。金国在武
力暂时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求取更大的利益。五月，
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条件，要求宋高宗向金国称臣纳贡。宋高宗以

“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为借口，让秦桧代表他接受和议。消
息一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奏请斩秦桧
以谢天下。岳飞也指责秦桧“谋国不臧”。十二月下旬，金使携国书
至临安，“外论群起”。秦桧见此，上奏高宗任用李光。高宗开始不想
用李光，秦桧说：“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息。”意思是说，李光有名
望，如果拉他一起签名，没有根据的议论会自动停息。于是，高宗同
意任命李光为参知政事。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光与秦桧等商议接受
金国国书事，李光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和议。自此，绍兴和议签成。

自李光不反对和议后，同郡杨炜甚为不解，因为他知晓李光此前
的经历。李光自崇宁五年进士第后，于靖康元年迁侍御史，闻太原被
金兵围困，上奏请“尽起晋、绛、磁、隰、潞、泽、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
路诸县弓手”协力赴援。建炎三年，金兵深入，高宗移跸建康，命李光
知宣州府为屏藩。李光认为：“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当以存亡以
之”。于是他采取修缮城池、厉兵秣马、储集粮草、交结义社及组织健
武者守城等措施，使金兵不敢入境。绍兴七年，知温州，上奏《论守御
大计状》，主张与金兵打持久战。此外，李光还提出过以“江浙为根本
之地，使进足以战，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等抗金策略。莫非李光变
了？于是杨炜写信给李光，责备他“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
时气节”。其实，李光的政治主张是“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即通过
和议休养生息最终达到自治、自强的目标。李光与李纲、赵鼎、胡铨
被后人称为南宋四名臣。这四名臣中，除胡铨彻底反对议和外，李纲
在建炎元年任相时，曾提出过“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
治，专心守为策”的主守主张。绍兴八年，宋金和谈伊始，左相赵鼎也
一度为议和献策但最终因反对屈已议和而罢相。所以，无论是胡铨
的主战，还是李纲的主守，以及赵鼎、李光的主和，都不能简单地一概
而论。当然，李光的主和与高宗、秦桧以献媚金国而求苟安的议和目
的是有区别的。这种异质性，很快就引发了他与秦桧的矛盾。当秦
桧欲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时，李光就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
恃，备不可撤，并在高宗面前当场指斥秦桧“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
耳目，盗弄国权，情奸误国”。秦桧大怒，唆御史弹劾李光。此时的李
光对政治环境的恶劣已有了清晰的认识，便连续上章求去。

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李光罢参知政事。归乡里时，时常拜访
陆游之父陆宰。陆游在《跋李庄简公家书》中记载：（李光）每言秦氏，
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
相（赵鼎）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
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四名臣最后均因反对屈膝议和而遭贬谪，李
光的贬谪时间更是长达18年。绍兴十一年（1141），李光64岁，责授
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绍兴十四年，移琼州安置。绍兴二十五
年十月，秦桧死，内迁郴州安置。绍兴二十八年，复左朝奉大夫，任便
居住，李光选择回家乡居住。绍兴二十九年六月，行至蕲州而卒，享
年82岁。在李光流放期间，三子孟淳、长子孟博皆在随行南贬时卒，
仲子孟坚因诬被除名峡州编管。绍兴二十四年，又被指擅离贬所，几
子皆被治罪，家产尽籍没，一家残破。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李光
却依然节概凛然，百折不回。他在《阜通阁并序》中写道：“危阁峥嵘
枕碧流，筹心计虑匪人谋。千堸不隔云中树，万货来从徼外舟。富国
先要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使君不日归华近，要录翱翔遍十州。”
李光在诗中严正指出“富国先要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将尖硬的
矛头直指秦桧一伙，指斥他们祸国殃民的行为。

孝宗即位后，复李光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后宋理宗敕赞曰：
“忠厚之气，性情之真，谦和持已，仁爱及民，忤权奸而不能尽其素志，
老泉石而终不渝，其赤心也欤。”

李吉、李显忠、李光三人不愧为忠臣良将，似这样的忠臣良将在
宋朝何其多矣，却为何靖康耻难雪、臣子恨难灭？世界著名经济史家
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
最先进的地区。”但宋朝也是军力最孱弱的朝代，打不过辽也打不过
西夏，还被金朝追得十分狼狈，最后被蒙古一举歼灭。宋代的历史告
诫我们，富不等于强，没有强的保障，富就难以持久。同理，没有富这
个基础，强也难以持久。唯有不僵化，不停滞，将富与强集于一身，才
能勿使后人复哀后人。勅节度使李吉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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