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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岳飞寨寨墙

� ■岳飞寨上的残碑记载着岳飞

抗金事迹

■岳飞寨──

在寂寞中守望着历史

岳飞抗金的故事一代代广泛流

传， 岳飞寨便是那段历史的有力见

证。 当年，女真人骑着高头大马横冲

直撞挥戈南下，宋朝王室被迫南迁，

广袤的中原一度成了金国的天下。

此时， 血气方刚的中原好汉岳飞勇

敢地站了出来， 中原地区随之成为

岳飞辗转抗金的前线。

淇县岳飞思想研究会的副秘书

长岳朝太说，岳飞当年在中原抗金，

淇县也曾经是岳飞抗金时的战场，

就连《岳飞与新乡》一书也提到了岳

飞在淇县抗金的故事，书中说“岳飞

夜探淇河渡口（今淇县西岗乡河口

村境内），积淇水淹金兵”。 在与淇县

毗邻的新乡市境内就有七里营、八

里营等 18 个相连的村庄名都带

“营”字，俗称“一溜十八营”。 相传，

岳飞抗金时在这 18 个村庄都扎下

了营盘。

在淇县， 位于黄洞乡东掌村境

内的岳飞寨也是岳飞抗金时建起的

营寨。 岳飞在东掌村建有两个营寨，

两寨一大一小， 分别建在东掌村南

面两个山包之上， 被称为大寨和小

寨。 大寨和小寨两寨相距约 600米，

形成犄角之势。 由山下向上望去，只

见这两座峭拔的山寨呈圆椎状高高

耸立， 峰巅之上的大寨和小寨地势

险要，易守难攻。

“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寨顶，不

熟悉地形的人很难找到寨门。 ”热心

的村民王五喜和王利民欣然为记者

当向导， 村里的一群孩子也兴致勃

勃地一同前往岳飞寨。 山上没有

现成的路可走， 我们只好踏过遍地

荆棘摸索着前行。 王五喜和王利民

说，岳飞寨建在山顶上，平时很少有

人到上面来。 其中的大寨离村子较

近一些， 上面现在还保留着当年的

寨墙， 还有当年插军旗用的旗杆窑

和舂米用的石臼。 前些年，岳飞寨上

有几通明朝洪武年间的石碑， 他们

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通石碑上刻着

“岳飞驻军处”5 个大字，其他石碑上

面记载着岳飞抗金的事迹。 现在只

有一通破损后的残碑散落在寨墙外

面的山坡上，碑上的字迹已经风化，

但尚可辨认。

“前几年在岳飞寨还能捡到铁

箭头， 东掌村家家户户都收集了许

多箭头。 ”王五喜说，大寨和小寨的

上上下下到处都能挖出铁箭头，村

民们把箭头当废铁卖， 前些年有的

人一次就卖了几撮灰斗的箭头。

岳飞寨中大寨的寨门原来是石

券门，非常牢固，在十年前还保存得

相当完好。 10年前，村里有户人家为

死去的老人修墓地， 由于岳飞寨的

寨门正对着墓地， 这户人家认为影

响墓地风水， 于是上山将寨门给拆

掉了。

登上岳飞寨当年的寨门， 视野

顿感开阔。 随行的东掌村的一群孩

子在约 2 米宽的寨墙上尽兴地玩

耍， 他们的喧哗声打破了岳飞寨的

寂静。 高高的寨墙将一片面积约 5

亩的废墟围在中间， 望着眼前长满

杂草和树木的废墟， 记者不由得想

象着岳飞寨当年剑拔弩张的场景。

站在大寨的寨顶之上， 王利民

指着西南方向的一座山头对记者

说，那就是小寨，上面除了残存的寨

墙之外也有许多瓦砾、 陶瓷残片及

箭头。

在收音机里听着刘兰芳的评书

《岳飞传》长大的记者此刻站在岳飞

寨的寨墙上， 不禁回想起评书中壮

怀激烈的岳飞为正义而战的戎马生

涯，岳飞身披金甲、手握长枪、重兵

在握、身先士卒的形象浮现于脑海。

只有具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英

雄气慨的岳飞，才能写出“三十功名

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令人

荡气回肠的人生篇章。 在“靖康耻，

犹未雪”的时候，正在中原地区抗金

前线冲锋陷阵的岳飞被朝廷连

续 12道金牌召回， 最终他在 39 岁

这年的除夕之夜因“莫须有”的罪名

惨遭杀害。

■岳飞寨上的抗金故事

在女真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

中， 血气方刚的岳飞目睹了北宋灭

亡前后中原地区遭受的烧杀抢掠的

惨痛经历， 他积极投身到抗金斗争

的最前线。 据《岳飞家史考》一书介

绍， 岳飞在少年时就爱好习文和练

武， 他 11 岁时开始跟人学习武艺，

同时开始研读《左氏春秋》和《孙子

兵法》，19 岁时又拜师学习射箭，练

就了拉 150 公斤的硬弓和左右开

弓、箭无虚发的本领。到了公元 1122

年，20 岁的岳飞怀着“精忠报国”的

信念从军，在军中担任小队长，他的

抗金生涯由此开始。

据《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介

绍， 岳飞在中原沦陷后辗转太行山

一带抗金， 淇县深山中的岳飞寨便

是岳飞抗金的重要根据地。 东掌村

的王渊老人告诉记者， 岳飞寨中的

大寨上有个石鼓， 石鼓敲起来声音

传得很远，传说“岳家军”一遇到情

况就敲起石鼓报信。

岳飞寨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

守。 岳飞的“岳家军”以岳飞寨为据

点，在淇县一带神出鬼没、灵活机动

地打击金兵。 岳飞转战淇县的太行

山区开展游击战， 战斗中他亲自擒

获了敌军大将拓抜耶乌。 有一次，岳

飞单枪匹马冲入敌阵， 一枪刺死敌

将“黑风大王”。 岳飞还将牛皮缝在

一起用来阻拦淇河流水， 然后放水

淹杀金兵。

据说岳飞在淇县开展的抗金活

动坚持了一年左右，“岳家军” 军纪

严明，秋毫无犯，深受金兵掠夺之苦

的淇县百姓非常拥戴岳飞。 后来，由

于岳飞考虑到自己在淇县的兵力薄

弱，就带领“岳家军”由淇县投奔开

封的抗金老将宗泽。

■淇县岳飞后裔的来历

如今， 生活在淇县的岳飞后裔

为数众多， 像西岗乡罗园村的 2000

多村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岳飞的后

裔。 随行到岳飞寨采访的淇县文史

专家岳武佐即为岳飞第 27 代后裔。

岳武佐说，岳飞研究会主编的《岳飞

家史考》中介绍，岳飞有 5 个儿子、

18 个孙子、33 个曾孙。 岳飞在世时

举家随军迁至南方， 在代代繁衍的

过程中， 岳飞后裔遍及中原甚至全

国各地， 有的岳飞后裔还移居到了

海外。 淇县这一支岳飞后裔由岳飞

次子岳雷的儿子岳纬所传。 早在南

宋末年的社会动荡时期， 岳纬这一

支岳飞后裔由南方迁回祖籍汤阴。

到了明朝末年， 岳纬第 13 代裔孙

（岳飞第 16 代裔孙） 岳守贞在兵荒

马乱中为保全性命将田产变卖后举

家外迁， 几经辗转最终定居淇县西

岗乡罗园村。

淇县这一支岳飞后裔当年迁入

时的情况，在清康熙三年《淇县岳氏

家谱》 的序文中也有介绍：“原籍彰

德府汤阴县孝悌里是所居也。 当明

祚既废、闯寇方灭之时，疑有未便，

遂将田产尽鬻，散处四方，我十六世

祖（岳守贞）择于淇而居焉。 ”

作为岳飞后裔， 岳武佐对岳飞

家史及其后裔发展史颇有研究。 岳

武佐介绍， 岳守贞是在清军入关、

闯王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之际迁

至淇县定居的。 岳守贞举家从汤阴

向外迁徙是受当时的形势所迫， 这

里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说到底还

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岳飞。 早在宋金

对峙时期， 岳飞坚决主张抗金， 并

率领“岳家军” 一次次痛击以女真

贵族为代表的金军， 阻止了女真人

继续南侵， 从而形成宋金南北分治

的格局。 后来岳飞受到秦桧等人的

迫害， 家人一起遭受株连， 他的次

子岳雷充军到云南。 21 年后， 孝宗

皇帝为岳飞平反， 岳雷于是回到南

宋的都城临安。 后来， 岳雷这一支

岳飞后裔中的部分人回归祖籍汤

阴。 清朝政权建立后， 统治者正是

女真人的后裔， 岳守贞身为岳飞第

十六代后裔当然害怕统治者的打击

报复， 即家谱中所说的“疑有未

便”， 不得不逃离祖籍。

岳守贞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来到

淇县后，起初在青龙镇（今西岗乡河

口村） 一个姓路的大户人家的菜园

里打工，菜园的名字就叫路家园。 岳

守贞在路家园的一间茅庵里定居下

来， 依靠给路家种菜和卖菜来维持

一家老小的生活。 后来，岳守贞的子

孙在路家园生息繁衍， 形成路家园

村。 路家园村叫起来不顺口，人们为

简便起见改称它为路园村， 到新中

国成立之初又演变为罗园村。 罗园

村姓岳的占绝大多数， 多年来村里

一部分岳飞后裔又陆续从罗园村迁

至淇县其他乡村定居， 目前生活在

淇县的岳飞后裔多达三四千人。

在岳飞后裔聚居的罗园村有个

岳飞纪念馆，纪念馆虽然比较简陋，

但是多年前由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

淇县岳飞思想研究会一直在这里开

展工作。 记者在纪念馆看到，纪念馆

的门前并排跪着 5 个石人，5 个石人

的身后站着一位手举长剑的武将。

淇县岳飞思想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岳

朝太告诉记者，这 5 个石人是秦桧、

张俊等 5 个陷害岳飞的奸臣。 奸臣

们身后站着的武将名叫施全， 是岳

飞手下的一名将官， 也是岳飞的朋

友。 在岳飞纪念馆前摆放这样一组

石像，让后人能够区分正义和邪恶。

“建立岳飞纪念馆和成立岳飞思想

研究会就是要让后人永远记住岳飞

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岳朝太说。

探访淇县岳飞寨
□晨报记者 陈志付 实习生 郭彦卿 文∕图

■站在东掌村看到的岳飞寨

� � 淇县黄洞乡东掌村有两个古老的山寨统称岳飞寨， 当地人将

这两个相邻的山寨称为大寨和小寨。 当年金兵占领中原，抗金将领

岳飞在大寨和小寨筑起了两个易守难攻的营寨， 他率领的“岳家

军”以此为根据地抗击金兵。

7 月 29 日，记者随岳飞第 27 代孙、淇县文史专家岳武佐先生

一起采访岳飞寨后，又来到淇县西岗乡罗园村的岳飞纪念馆，捕捉

岳飞在淇县抗金的历史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