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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心中想着的永远是人民，宗泽是这
样，岳飞也是这样，宗泽去世后，岳飞继承了宗泽
的遗志。”村民宗开章今年85岁，在宗忠简公祠重
修时参与了文字编撰工作，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他
总是时不时来祠堂转一转，碰上游客就为大家义
务讲解。

在宗忠简公祠中，也陈列着很多岳飞的资料。
其中，《岳飞与宗泽的关系》一文中记载，在岳飞一
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便是宗泽。《岳飞新传》的作
者王曾瑜说：“他不算宗泽麾下第一等的武将，却
是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从‘唾手燕云’的矢志，到

‘连结河朔’的远谋，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
格，岳飞处处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

据《宋史》记载，公元1122年，岳飞首次投军
在真定宣抚刘蛤部中，为“敢战士”，参加过对辽战
争。后因父丧而回，时年二十岁。两年后，岳飞第二

次投军，后因功升秉义郎。
岳飞真正走上抗金道路是靖康元年，即公元

1126年，在相州参加了大元帅府的部队，于当年
十二月十六日到大名府。十二日，宗泽率部从磁州
出发，二十七日到达大名府，出任副元帅之职。故
岳飞也属宗泽麾下，但此时岳飞身微职卑，与宗泽
无缘相识。时因岳飞越职上书赵构皇帝，被夺官。

次年八月，岳飞投河北招抚使张所军中，用为
统制，隶于王彦属下。新乡大捷后，金军反扑，王彦
部突出重围。岳飞和王彦对今后的行动发生意见
分歧，岳飞一时负气，自领一军而去。后来悔悟，要
求重归王彦部，但不为王彦所纳，岳飞就再度率军
投奔宗泽。

岳飞率部擅自离队，犯了重法。当有司正要
“正典刑”时，宗泽遇见了，他见岳飞气宇轩昂、身
材魁梧，深表欣赏。问明原因后，遂放了他，留于军

中效用。适逢金兵侵犯汜水。宗泽即委任为踏白使
（即武装侦察队长），让他领五百骑迎敌，临行前对他
说：“我开脱了你的罪行，今当为我杀敌立功，不要辜
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并告诫他不要恃勇轻敌。岳飞
果不负所望，大败金兵而凯旋。宗泽按功行赏，补为
统领，后迁为统制。自此，年轻的岳飞名声大振。

此后，岳飞一直效力于宗泽麾下。宗泽殁后，岳
飞继承他的遗志，忠实地执行抗金路线，力主收复中
原。后来他担任枢密副使这个高位时，还不忘这位谆
谆教诲的长官，特意在京口（镇江）宗泽墓旁造了一
座功德院以示纪念。

宗泽曾任河北义兵都总管、兵马副元帅等职，文
韬武略兼备，情系家国。在宗忠简公祠举行新兵欢送
会已成江东街道的惯例，每到此时，新兵们都会在解
说员的带领下，聆听宗泽悲壮传奇的一生，铭刻职责
使命，不负先辈之志。

岳飞：精忠报国 续未竟之事业

才出电影院，又进宗忠简公祠

《满江红》激发义乌人家国情怀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最近，电影《满江红》持续热映，收获不少好评，家喻户晓的民族
英雄岳飞再度激起大家的爱国情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网络上也有不少视频流出，有青少年在电影结束后不愿离去，
壮怀激烈地朗诵《满江红·怒发冲冠》，获满堂掌声，令闻者热血沸腾。

在义乌，提到岳飞，不得不让人想起另一位与之齐名的民族英
雄——宗泽。他是北宋南宋之交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政
治家、军事家，也是岳飞的伯乐与恩师。“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
人用岳飞”“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著名爱国诗人陆
游亦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榜样。

于是，不少身处义乌的观众看完《满江红》后，饱含激情地走进
了江东街道宗塘村宗忠简公祠的大门，了解宗泽事迹，瞻仰宗泽遗
像，祭拜民族英雄，致敬家国情怀。

1月31日，冬日的朝阳和煦而温暖。沿着哗哗
流淌的盘溪，穿过亭台水榭的长廊，宗忠简公祠潜
藏于宗塘村文化礼堂的深处，它古朴而庄严、醇厚
而典雅，弥漫着悠远的历史文化气息。

据宗泽二十八代裔孙宗加丰介绍，宗忠简公
祠的前身叫“盘溪宗氏宗祠”，始建于南宋嘉定元
年(公元 1208 年)，明隆庆六年，扩建为宗忠简公
祠。其后曾荒弃为废墟，几经重建，又因年久失修
破损严重。2011年，宗泽后裔捐资重修祠堂，历时
3年焕然一新。现祠堂占地700亩，为前后三进结
构，是金华市、义乌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跨过台阶，进入前厅，这里摆放着宗泽的相关
资料，墙上或以文字或以彩绘或以诗文记录了宗
泽生平以及抗金勤王、东京保卫战等伟业。第二进
是厅堂，俗称议事厅，堂内悬挂着康熙帝赐的“忠
荩永昭”、乾隆帝赐的“丹忱贯日”牌匾以及宗族后
裔的题词。最后面是里厅，厅头上高悬岳飞的题词

“尽忠报国”，厅内摆放着宗泽公的铜像，两边墙上
分别绘有其妻子、儿子的画像。

据《盘溪宗氏宗谱》记载，北宋嘉祐四年十二
月(公元 1060 年 1 月)，宗泽出生在苏溪六都石板
塘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
学。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宗泽前往京都开封应
试，虽文章出众，才华横溢，但终因不满时政，锥刺
朝弊，廷对惊天，被降而录用，赐同进士。后历任县
尉、知县、通判等职，为官清廉，忠正刚直。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的铁蹄蹂躏中
原，68岁高龄的宗泽临危受命，挑起抗金重任。金
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撤退后，宗泽入京任台谏之职；
8月，金兵第二次南侵，出知磁州（今河北磁县），

并任河北义兵都总管。不仅在磁州击退金兵，他还
主动出击，获取一些战果，使磁州军势声震河朔。
这时，钦宗派赵构（康王）前往金营求和，到达磁州
时，宗泽劝阻赵构使金，使其免当金军俘虏。金兵
第二次围攻开封时，钦宗任命宗泽为河北兵马副
元帅，协同兵马大元帅赵构等人救援京师。他力主
向开封进军，并不顾赵构、汪伯彦等人的阻挠，率
兵奋战，多次挫败金兵，虽由于势力单薄，未能解
京师之围，但有力打击了金军的气焰。

公元1127年6月，宗泽前往抗金前哨京师充
任东京留守，独当大敌，更加积极地投入防卫京城
的艰苦斗争中。他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社会秩
序，稳定市场物价，疏浚河道，恢复交通。经过努
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宗泽就把开封这个经过
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的城市，整顿成为抗金前线的
坚强堡垒，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了“决
胜车”1200辆，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专门对付金
人骑兵的进攻。

金兵多次渡过黄河，骚扰濒河州县，以及滑州
以南的沿河诸寨。宗泽积极联络义兵扩大力量，

“招巨盗王再兴、丁进、李贵、王善、杨进、王大郎等
兵百馀万，悉听命效死，各赏有差。”他坐镇开封期
间，从容调兵遣将，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以至于
金兵闻“名”丧胆，呼宗泽为“宗爷爷”。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金兵大队人马
再次从郑州方面进袭开封，进至城西七里的板桥，
落入了宗泽部署的伏击圈，被四面围攻溃不成军。
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延津、河阴等地，一直追到
滑州，并捣毁了滑州城西三十里的金兵囤积粮草
辎重的营寨。二月，金兵卷土重来，宗泽再次大败

金兵于滑州，残余的金兵狼狈逃过黄河，从此不敢再
向开封发动大规模进攻。

此间，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
宗回銮。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7月至二年(公元
1128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上了24封

《乞回銮疏》。高宗不从，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
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已成泡影，他忧
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死前一日，念及未竟事
业，70岁的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满襟！”临终时，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
呼：“过河！过河！过河！”开封城内军民听到宗泽去世
的消息，奔走相悼，太学生撰文祭奠，工商为之罢市。
后由儿子宗颖和岳飞扶柩，将他与夫人陈氏合葬于
镇江京岘山上。

“从小就看岳飞抗金的小人书，宗泽是他的恩
师，也是抗金名将，所以特地过来祭拜一下。”当日，来
自东北的张先生特意带着孩子过来聆听宗泽的事迹。

来自河南的罗大爷已在宗塘村居住11年，“经
常听这里的村民提起宗泽与岳飞的故事，宗泽还曾
经率兵守卫过我的家乡，一有空我们就会过来瞻
仰。”他感慨地说，“68岁还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死前
还不忘收复故土，不愧是民族英雄，真是了不起！”

而今，宗塘村居住的宗氏后人为盘溪宗氏宗
族，是宗泽的儿子宗颖所创建。“根据传统，宗忠简
公祠只有在春节等重要节日和一些重要活动期间
才会打开正门，最近来参观的市民很多，本村村民
来祭拜宗泽的也很多。”退休教师宗忠民是宗泽后
人。他介绍，宗泽一生廉政爱民、忠君报国，去世后
谥号为“忠简”，事迹千古流芳，是义乌精神“刚正勇
为”的杰出代表。

宗泽：壮志未酬 临终犹三呼“过河”

康熙帝赐的“忠荩永昭”牌匾。

祠堂一角陈列着宗泽的生平事迹。 宗忠简公祠。

岳飞抗金。 宗泽身死，军民奔走相悼。（彩绘）宗泽奉命知磁州，屡败金兵于城下。 宗泽知开封府，建立抗金前线坚强堡垒。

宗泽铜像。

厅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