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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掌 故

乡贤邱炜，1892 年生人，原名
望岑，字樟恩，又字躬景，龙游南
部山区溪口人。

邱炜家办有邱公栈纸行。 邱
炜少时就读于溪口中和小学，因
父病故家道中落， 辍学后在舅舅
豆腐店帮忙， 后又在兄长帮助下
就学于浙江陆军小学，1919 年 2
月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
兵科肄业。 其时，浙江督军卢永祥
甚赏识之， 派他去东北军学习军
事通讯， 继而任浙江省军用有线
电话通讯大队上尉大队长， 南京
北极阁无线电台少校台长。

北伐战争后， 浙军第三师周
凤岐起义，通过邱炜掌控的电台与
北伐军进行秘密联系。 之后，邱炜
在南京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讯
中校股长兼北极阁电台台长，还在
龙潭战役中因保障通讯畅通获记
大功一次。 1928年，擢升陆海空总
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副处长，数月后
又升任中将处长兼军政部陆军署
交通司司长。 1932年 2月，邱炜任
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余绍宋与邱炜交往不多，见
面仅三四次。 余绍宋将每次见面

详载于日记中。
1934 年 9月 23日， 余绍宋由

龙游籍友人叶筠彦等陪同赴南京。在
9月 26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午同
乡董子藏、童藻卿、童果行、祝南
山、叶筠彦、姜次烈招饮浣花馆，
始识邱躬景， 深致向慕， 情意甚
殷。 饮毕，次烈、筠彦伴游三台山，
登其最高层， 一临旷远……七时
半，赴邱躬景之招宴，谈地方保卫
事有所筹策，十时始归……”邱炜
关心地方事务， 此次初识给余绍
宋的印象颇佳。

三月之后， 余绍宋与邱炜再
次相见于杭州。 12 月 17 日中午，
余绍宋约邱炜饮于杏花村。 席间，
邱炜盛请余绍宋赴龙游南乡溪口
一游，余绍宋许之。 次日，余绍宋将
此事作书告吴南章等人。 12月 21
日晨 3时 15分， 余绍宋与苏公选
等抵龙游站，邱炜从溪口至车站来
迎，欲请即赴溪口。 因交通不便，余
绍宋先入县城，由吴南章接至龙游
地方银行休息。 午饭毕，余绍宋同
苏公选、吴南章、姜仁杰等七人分
乘两辆汽车循新开公路赴溪口。 溪
口新开公路，有邱炜之功。 余绍宋

等径诣邱宅行礼， 拜见邱炜之太
夫人。 接着，余绍宋随邱炜入席，
饮至下午近四时，蒋元薰县长到，
于是共议赈济灾民及完成龙溪路
事宜至薄暮。 因次日要为邱炜母
庆寿，余绍宋等便留在溪口，走访
故友，并在劳梅卿家用晚饭。

12月 22日八时许，余绍宋再
赴邱宅拜寿。 宾客分班行礼，以十
人为一班， 颇有秩序， 礼毕食寿
面，随后同老寿星合影。 与寿母、
邱炜昆仲告辞后， 余绍宋乘汽车
返城。 这是余绍宋与邱炜的最后
一次见面。

1935 年 2 月 2 日， 得吴南章
传来消息：邱炜作古了！ 闻此，余
绍宋不胜感叹：“其君与余交甚
浅，然接谈数次，知其人质直而谦
和，且极欲做好事、替社会办事，
闻人言其办事亦认真勇敢， 实为
吾乡后起之英。 今年仅四十，遽以
痛母丧致肠疾复发， 以致不永其
年，惜哉惜哉！ ”原来，邱炜探亲期
间， 因阑尾炎突发去世， 年仅 43
岁，后葬溪口。 国民政府官员于右
任、唐生智等曾到溪口祭吊，何应
钦题其墓碑。

徐徽言（公元 1093 年—1129 年），字彦猷，《浙江通志》
《衢州府志》作西安（原衢县）人，《龙游县志》作龙游人。 关于
徐徽言的籍属，余绍宋《龙游县志·叙例》载：泌子庸《宋元学
案》作三衢人，谓与刘牧同郡。 牧为西安人，而同郡江山、常
山、开化三县均无徐泌一族，则亦可为龙游人之旁证。 龙游
县中丛桂徐氏、生塘徐氏皆泌之裔，虽其迁徙之迹未详，而当
时与龙游当非绝无关系。 余绍宋认为，徐徽言应为龙游籍。

徐徽言少怀壮志，刻苦学文练武，史称其“少为诸生，泛
涉书传”。 北宋大观二年(公元 1108 年)，15 岁的徐徽言参加
武举考试，艺压群雄，力拔头筹，应诏赐“武举绝伦及第”， 成
为衢州第一位武状元，后任保德军(今属山西省)监押等职，
因抗击西夏屡建战功，任武经大夫抚按使，靖康元年(公元
1126年)调任晋宁都统。 当时，金兵围太原，徐徽言率三千人
渡黄河，一举破敌，解太原之围，又夺回西河三州，光复岚、石
等州，升武经郎，知晋宁军(今陕西省佳县)兼岚(岚州，今山西
省岚县)石(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路沿边安抚使。

南宋高宗建炎一年（公元 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北宋
遭受“靖康之耻”，徽、钦二帝作了俘虏,黄河以东相继沦陷，
北宋灭亡。次年，金兵乘势逼近晋宁。徐徽言与驻守府州的妻
舅折可求相约夹击金兵，但折可求因为儿子被金兵所擒而投
降金国，致使晋宁完全陷入金兵合围之中。 在此危急关头，
徐徽言据城坚守。 折可求带领敌帅至晋宁城下劝降，许以荣
华富贵。 折可求跃马城下，大叫道：“徽言啊，看在你我的情
分上，就不用做无谓的抵抗了，弃械投降吧！ ”徐徽言两眼发
红，两手挽弓，厉声说：“你对国家无情，我和你还有什么情
分？不但我无情，这支箭更无情！ ”话音未落，一箭射出，折可
求应声倒地,史称“盘弓射逆”。折可求并没有被射死，爬起来
狂呼逃跑。徐徽言见状，挥兵击杀，金兵阵脚大乱，纷纷倒退，
金帅完颜娄室的儿子完颜和尼躲避不及，被乱军砍死。

完颜和尼是完颜娄室最心爱的儿子，年少时就随父亲征
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 他最出彩的表现是宋金交战中，在
杀熊岭和银朱可一起完歼了种师中率领的北宋劲旅“种家
军”。爱子阵亡，完颜娄室岂能咽下这口恶气？第二天就大发
雄兵，猛烈攻击晋宁城，发誓要把徐徽言碎尸万段。 徐徽言
毫不畏惧，坚守城池，激励将士与金兵鏖战，击退金兵十余次
进攻，誓与晋宁共存亡。

完颜娄室久攻晋宁不下，只得另辟蹊径。 他发现晋宁城
虽然城高池深，但是所有的饮用水都由城外的佳芦河引入。
老谋深算的完颜娄室笑道：“晋宁可得矣！”派人运石、木、竹、
草，堵死佳芦河上游，很快城内水绝，粮亦渐尽。 徐徽言知道
大势已去，孤城终难久守，派人送信与兄徐昌言，表达自己必
死的决心，勉励昌言为国尽忠。 接着吩咐手下把守城的器械
悉数毁掉，以免留给敌人。

建炎三年二月，也就是公元 1129 年春天，饥渴难耐的晋
宁城守门将石斌通敌，乘夜打开城门放金兵入城。 徐徽言和
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奋勇抗敌，却无法抵挡潮水一样涌入的
金兵，只得退守内城。 最为悲壮的事情发生了：当天晚上，徐
徽言“置妻子室中，积薪自焚”，亲手将一家上下烧死。 听着
滚滚浓烟中传来家人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徐徽言泪流满面，
执剑在手， 慷慨激昂地对将士说：“我是天子委任的守土大
臣，不能在敌人手中受辱。”说罢，举剑自刎，将士们急忙冲上
去拦的拦抱的抱，阻住他自杀。 此时，杀声大起，金兵攻进内
城，徐徽言被俘。

完颜娄室见到正气凛然的徐徽言，心情极其复杂，真是
既恨又敬：恨的是爱子完颜和尼就死在徐徽言手中，杀子之
仇岂能不报？ 敬的是，徐徽言独守孤城五月有余，面对强敌
不落下风，加上听说徐徽言焚烧全家拔剑自刎之事，如此忠
良善战之帅才，若为金国所用，则金国如虎添翼。 完颜娄室
放下架子，和颜悦色地劝降，以官爵诱惑：“如能归顺，可世代
统率延安，管辖全陕。 ”徽言怒不可遏，以“以死报太祖太宗
地下，不知其他，岂能向尔等屈膝”作答。完颜娄室举戟威胁，
徐徽言袒胸迎刃。 完颜娄室又举酒赔笑脸，徐徽言猛掷酒杯
怒斥完颜娄室道：“我岂能饮尔酒！”痛骂不已。完颜娄室无计
可施，遂命手下将徐徽言乱箭射死。 徐徽言大义凛然，为国
殉难，史称“一门殉节”。

宋高宗赵构闻讯扶几震悼：“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
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不有以宠之，何以劝忠，昭
示来世。 ”追赠徐徽言为晋州观察使，谥忠壮，再赠彰化军节
度。 后来，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为徐徽言之殉节亲书
“忠贯日月”四字。

舜帝之初，洪水泛滥，天下汪
洋，人为鱼鳖，百兽匿藏。 禹受命
治水，历十三年而功成。 论功行赏
之时，禹禀告舜帝：“非予能成，亦
大费为辅。 ”于是舜帝奖赏大费，
并妻以宗室姚姓之女， 赐大费嬴
姓。大费，即伯益。舜帝传位于禹，
禹临终欲传位于伯益， 伯益避位
不就， 于是禹之子启得践天子之
位。 启废“天下为公”而为“家天
下”，建立夏朝。 慑于伯益威望，启
谋杀伯益。 夏之初，伯益之子若木
得封于徐而建徐国， 疆域范围约
在今鲁南、苏北一带。

徐国历四十四代国君，绵延
一千六百余年，几与夏商周三代
相始终。 绥为三十一代徐君，宫
中有宫女产一肉卵，被认为不祥
而弃之溪流边。 有位叫独孤母的
老妪养的一条狗将肉卵衔了回
来。 独孤母发现肉卵内在蠕动，
觉得奇怪，就日夜揣在怀里为之
保温以防受冻。 不久，从肉卵中
产下一个男婴。 绥得知此事，即
将男婴抱回宫中抚养， 取名诞。
诞长成，继位徐国国君，史称徐

偃王。 徐偃王出生的这个传奇故
事在《博物志》等典籍中有载。 独
孤母的那条狗名叫鹄仓。《博物
志》 云： 鹄仓死时，“头生角而九
尾，盖黄龙也”。

徐偃王出生经历奇异， 且有
异相。 据《尸子》载：诞“有筋而无
骨。 ”意指他的身体柔韧，就像没
有骨头一样。 周王朝后期战国时
荀况《非相》中说：“徐偃王之状，
目可瞻焉。 ”焉，颜，额头，意即徐
偃王双目可看到自己的额头。 北
宋《徐氏谱》曰：偃王“左手握拳，
七岁始开，掌有‘偃’字纹”。

嬴诞不只生有异相， 且有异
秉。《尸子》云：徐偃王少时“性多
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
怪兽，多列于庭。 ”他喜欢上山下
水抓怪物， 把抓来的怪物制作成
标本摆列在庭院里。《独异志》称：
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 ”

荀况在论及圣人长相之异
时，将徐偃王列为首位。 荀子《非
相》如是曰：“事不揣长，不揳大，
不权轻重， 亦将志乎尔。 长短大
小，美恶形相，岂论也哉！ 且徐偃

王之状，目可瞻焉；仲尼之状，面
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
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
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
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
舜参牟子。 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
学邪？ 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
傲邪？ ”

徐偃王当国，施政以仁，徐国
国内民众安居乐业， 而国际上得
三十六国朝贡结盟， 唐朝韩愈撰
《衢州徐偃王碑》，称：徐偃王时四
方诸侯“咸宾祭于徐，执玉帛生死
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 ”周穆
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962 年），楚
国惧怕徐国日趋强大， 举兵侵犯
徐国， 徐偃王不忍民众遭战乱之
苦，弃君位南迁，一说卜居于浙江
龙游。 徐偃王享年六十七岁，他在
位期间以仁治国开创了徐国的辉
煌， 也因仁德爱民弃位避战南徙
而促进华夏文明大融合和南方的
大发展。 中华漫漫历史长河曾有
过璀璨的徐国， 漫漫历史长河铭
记着煌煌徐偃王的功德。

徐徽言：
拒不降金的武状元

◆麦田

徐偃王传略
◆笑乎散人

余绍宋与邱炜二三事
◆方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