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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的廉将岳飞
!王晓建

宋 朝 爱 国 将 领 岳 飞 有 一 句 名 言 :

“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命 , 天下当太

平! ”岳飞身为一代抗金名将, 一生指挥

过 200 多次战役和战斗 , 其中身先士

卒 亲 上战 场 68 次 , 一 生 做 到 了“武 臣

不惜命”。

岳飞“不惜命”也做到了“不爱钱”,

堪称一位精忠报国的廉将。

岳飞担任节度使后 , 官俸 相当 丰

厚。宋高宗赵构还 经常额外地重赏岳

飞 , 赐给他一些金银、珠宝。但岳飞并不

把官俸和金银、珠宝放在眼里。皇帝赏

赐的珠宝, 他都转手奖赏给立了战功的

将士们 ; 自己的官俸除养家外 , 大多用

来购买了粮食。一旦军队粮草供应不上

时, 他就把存储在自己家中的粮食拿出

来救急。在他遭秦桧等陷害被关入监狱

时, 家产也尽行抄没, 可抄来抄去 , 钱只

有 100 多贯, 粮食却有 5000 斛。后世

的历史学家评论道: 岳飞买粮 , 实属“化

私为公”。

在日常生活衣、食、住方面 , 岳飞始

终崇尚节俭、力拒奢侈。他在军中着军

服、铠甲 ; 回到家里 , 只穿麻布衣衫 , 从

不穿绸缎和丝织品制成的衣服。一次 ,

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李氏穿了丝织衣物 ,

便说:“汝既与吾同忧乐, 则不宜衣此。”

李氏理解岳飞, 当即换了布衣。

岳飞的饭食很简单, 通常是一盘肉

菜和几种面食。有一回, 岳飞吃饭时见

多了一盘鸡肉 , 便责问厨师为什么多加

了这么一盘菜。厨师回话说: 鸡是鄂州

的地方官送来的。岳飞不悦地说 : 叫他

们以后不要再送。又一回 , 岳飞到新拨

归自己指挥的一位军将营中吃饭 , 这位

军将热情地招待他吃“酸馅”。岳飞从未

吃过这种美味 , 只吃了一个 , 就命人将

其余的收起来, 留待晚上再吃。当这么

大的官 , 却如此寒酸 , 岳飞的新部下们

既惊讶又佩服。

无论战时还是平时, 岳飞的住处都

简易平常、毫不讲究。宋高宗看到他没有

像样的宅第, 提出在南宋国都临安( 今杭

州) 给他建造一座豪华大宅。岳飞连忙上

疏谢绝:“北虏未灭, 臣何以家为! ”

岳飞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

岳霖、岳震、岳霆 , 他对儿子们一向疼爱

但绝不娇宠。他要求儿子们不喝酒 , 多

读书 , 有了闲暇应该练习使用农具学耕

田 , 学种菜。岳飞告诫儿子们说 :“稼樯

艰难 , 不可不知也。”

长子岳云 , 自幼跟随岳飞 , 12 岁就

参加对金军作战。岳飞对岳云的要求最

为严格, 岳云立下战功 , 岳飞很少上报 ;

岳云犯了过失, 岳飞却毫不留情地下令

责打军棍。甚至朝廷给岳云升官 , 也屡

屡 被 岳飞 推辞 掉 。在绍 兴十 年 ( 1140

年 ) 的颖昌战役中 , 岳云杀入敌阵十几

次, 全身负伤上百处 , 仍死战不退 , 终于

获得大胜 , 仅金军各级军官就俘获了

78 名 , 连金军统帅兀术的女婿也被斩

于阵前。可是 , 到了论功行赏时, 岳飞偏

偏不肯上报岳云的战功。有人实在看不

过去 , 向南宋朝廷反映“大帅之子”未得

奖赏 , 朝廷派人调查后 , 才将岳云提拔

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

众将及部下多有不解岳飞的 严格

律己 , 岳飞听到议论后 , 解释说 :“正己

然后可以正物 , 自治然后可以治人。”

岳飞是中华民族公认的爱国英雄 ,

海峡两岸都为他发行过纪念邮票。

图①至 图③为 2003 年 中 国 邮 政

为纪念岳飞诞生 900 周年发行。图案

分别为: 精忠报国———岳母在岳飞脊背

上刺字; 高风亮节———岳飞违拗宋高宗

的旨意坚持北伐; 名垂青史———岳飞在

战斗间隙阅读史书。在图③的邮票左

侧 , 有岳飞千古传诵的名言———“文臣

不爱钱 , 武臣不惜命 , 天下当太平! ”

台 湾 发 行 的 面 值 2. 50 元 台 币 的

邮票 , 40 年间市场价格已升值 60 倍 ,

还不容易买到。这充分说明炎黄子孙崇

敬岳飞、热爱中华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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