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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提到，“相传秦末项籍击
溃秦军的基干队伍‘江东子弟八千人’中，就有不少乌
伤壮士。”这里的“项籍”就是指项羽，其名籍，字羽；“乌
伤”指的是现在的义乌。

相关资料显示，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各
地纷纷响应，没多久，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
国。秦二世元年，项羽杀死地方县令殷通，与叔叔项梁
正式起义，开始招兵买马。没几天，就拉起了一支八千
人的队伍。因为这支队伍里大多是当地的青年，所以称
为“子弟兵”。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项羽终不敌刘邦。传说，当
年韩信布下十面埋伏，把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某
地）。项羽的人马少，粮食也快吃完了，冲了很多次仍无
法突围，只好撤回垓下大营。这天夜里，项羽进了营帐，
愁眉不展。他身边有个宠爱的美人名叫虞姬，见他闷闷
不乐，就陪他喝酒解闷。喝着喝着，耳旁传来阵阵西风，
风声里还夹着歌声，仔细一听，是由汉营里传出来的，
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子。听到四面的楚歌，项羽不觉愣住
了：“完了！难道刘邦已经打下西楚了吗？怎么汉营里有
这么多的楚人呢？”伤心之余，也随口而唱：“力拔山兮
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

当夜，项羽跨上乌骓马，带了八百子弟兵冲过汉
营。在五千骑兵的追赶下，跟随项羽突围的子弟兵在双
方对抗中不断牺牲。最后，项羽历经艰辛杀出重围到了
乌江。恰好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岸边，就劝项羽
马上渡江，并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
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边称王。”

项羽苦笑道，“我项籍（据说，古人自称用名）在会
稽郡起兵后，带了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到今天只有我一
个人回到江东，而他们没有一个能回去。即使江东父老
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即使他
们不说，我也有愧于心啊！”说完，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
长，也叫追随他的二十六个兵士都下马，和他一起跟追
上来的汉兵肉搏。对方人多势众，楚兵一个个倒下，项
羽也受了十几处创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古时的“江”“河”“山”都是特指的，
分别指长江、黄河、泰山。所以之前说的“江东”，泛指长
江以东的相关区域（以江苏为主）。项羽兵败之后欲回
自己的根据地，故有“江东父老”一说。

何为“子弟兵”

两千多年前，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合力灭秦，夺
得天下。后来，两人又势不两立，经过几年的楚汉相争，
最后以刘邦胜出、项羽兵败自刎告终。据相关资料记
载，当年项羽的“八千子弟兵”中就有不少“乌伤壮士”。

四百多年前，骁勇善战的义乌兵背井离乡，追随民
族英雄戚继光，南下荡平倭患屡建奇功，北上修守长城
寸土必争。在离乡背井的艰难岁月中，义乌兵修墙筑
台，研制火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展露了义乌厚重的
历史文化积淀。

从项羽的“子弟兵”到长城脚下的“义乌兵”，有一
种血脉传承，叫义乌精神。

从从““子弟兵子弟兵””到到““义乌兵义乌兵””

擎起不息的精神火炬擎起不息的精神火炬

有说，项羽的“八千子弟兵”皆来自义乌，有可
能吗？

清朝义乌人陈乃乾和陈洙在所著的《明徐闇公先
生年谱》中提到，“义乌风气悍勇，相传项籍江东子弟皆
出其乡。”

“那是不可能的。”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
认为，应该是部分兵士来自义乌。

“乌古越地春秋时隶会稽……有勾践之遗风……
至项籍崛起……调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盖多东师
力焉。”明朝万历年间《义乌县志》的这段表述中，也提
到项羽八千子弟兵中有乌伤人士。可以说，这“江东八

千子弟兵”是项家军的主力、精锐，叔侄对这支部队拥
有深厚的感情。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
县，得精兵八千人。”从字面理解不难发现，项羽的江东
八千子弟来自吴中。

那么，这里的“吴中”大约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从史料来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于颜真卿的

《项王碑阴述》——“西楚霸王当秦之末，与叔梁避难于
吴中，盖今之湖州也”。从字面意思来看，吴中应在湖州
一带区域。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宋代王十朋的《会稽三
赋》，里面提到“史记项羽起兵会稽，得精兵八千人渡

江。今山阴……”，这里的山阴即现在的绍兴。以此类
推，吴中应在绍兴一带。

虽然说法不一，但无论是湖州还是绍兴，离义
乌都不远。有识之士指出，当时会稽郡的郡治设在
苏州，后来迁至绍兴。参照《汉书·地理志》，那时会
稽郡下辖 26 个县，乌伤县便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后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妥帖。26 个县招募
8000 人，从数据推算，其中，乌伤壮士估计有三百
到四百人。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回不去的，又
何止这三四百人。

“八千子弟兵”中或有三四百“乌伤壮士”

“长城万里英雄事”。
如果说“孟姜女哭长城”更多的是一段凄美传说，

那么义乌兵北上参与修筑长城，则是“有图有真相”。
45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清晨，3000名在抗倭战争

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义乌兵经长途跋涉来到蓟镇，集结
完毕后便静静地等待戚继光检阅。忽然天空下起了瓢
泼大雨，将操场上列队的义乌兵淋得睁不开眼。而成心
想看这群南方兵笑话的北军士兵，则在城楼上嬉笑围
观。大雨整整下了一上午，雨过天晴的午后骄阳似火，

而自始至终，这群南兵都一直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到
北方的第一天就让北军知道什么是军令如山，什么是
军容严整。

随后，这3000名南兵被戚继光作为“兵样”与北兵
一起编组，赶赴蓟镇边境修筑长城。在之后的数年之
间，这些骁勇善战的义乌兵不仅令倭寇闻风丧胆，还用
血肉之躯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一段奇迹，担起了“扛
龙头”的重任。

位于山海关城南 5 公里处的万里长城之老龙头

——入海石城，是以当时参将吴惟忠为首的义乌兵修
筑的。在当时没有现代工程技术和重型机械的情况下，
要在大海中修建石城，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实地勘察与
施工设计人员反复磋商，这些北上戍边的义乌兵采用
了前所未有的海中施工方案，创造性地修筑了这道海
中高墙壁垒。

始建于北齐的九门口水上长城到了明代，义乌兵
参与其大规模修建。这是万里长城唯一的一段水上长
城，因横跨九江口河并筑有九座城门而得名。义乌兵打
破既往长城遇水即断的规律，用打木桩、铺石块、燕尾
铁绞扣接条石等独特聪慧之法，造就了世界文化遗产，
成为后人观光旅游的风景名胜。

那么，当年被招募北上的义乌兵到底有多少人？
关于这个问题坊间流传着多种说法，其中“戚家军

南征北战先后招募义乌兵3万多人”的观点被更多人
认可。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
被征召的义乌兵就达一万两千多名，造成田地荒芜、百
姓负担过重，当时的知县周士英冒险直接进京面圣：征
兵之令，无岁不至，荷载之夫，无家不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当年的义
乌，竟然有3万多热血男儿应征抗倭戍边，这种保家卫
国的气度和壮志，是何等的动人心魄；而远离故土的义
乌兵跟随戚继光南征北战20多年，这种坚韧不拔、至
忠至义的品性和精神，又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义乌兵北上修筑长城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据史料记载，义乌兵南征北战，得还者仅“十之两

三”。除血染沙场外，大部分戍守山海关一带长城，延绵
数百公里。大多数义乌兵未能青史留名，但在那一带长
城上的每座敌楼都许下了他们的“姓”，以一个家庭乃
至一个家族为单位。

而今，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的明长城脚下，有
序地分布着数百座明清时代的古墓。这些坟茔背靠巍
巍长城，紧邻坚固敌楼，面向东南。坟茔的“主人”，正是
400多年前北上修建长城、守卫边疆的义乌兵和他们
的后代。

据史料记载据史料记载，，为稳定军心为稳定军心，，明朝廷对北上筑守长城明朝廷对北上筑守长城
的南军实行的南军实行““徙民政策徙民政策””，，家属可以随同将士一起去守家属可以随同将士一起去守
边边。。因此因此，，不少义乌兵携妻带子到了北方不少义乌兵携妻带子到了北方，，一家人住一一家人住一
座敌楼座敌楼，，一边驻守一边驻守，，一边在长城下开荒种地一边在长城下开荒种地。。王家楼王家楼、、陈陈
家楼家楼、、骆家楼……时间久了骆家楼……时间久了，，每一座敌楼就以楼主的姓每一座敌楼就以楼主的姓
氏命名氏命名。。

烽烟散尽，化剑为犁。后来，义乌兵后裔在这一带
垦荒繁衍，其聚居之处散落成长城沿线大大小小的“义

乌村”。时至今日，长城脚下究竟有多少个“义乌村”，并
没有确切的统计。在之前的异地采访中获悉，据不完全
统计，仅秦皇岛境内明长城沿线，就有158个自然村聚
居着义乌兵后裔。

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有个曹家房子村，经考证，该
处的曹姓是从义乌曹村衍发过去的。曹家房子村中最南
端有一棵四百多年的老柏树，巍然挺立，义乌兵曾在此修
建祖先庙，背山面水，朝向东南，因为那是义乌的方向。每
逢清明时节，村民在此聚集，吃上坟肉，祭拜祖先。

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江东去，流不尽英雄血。戚继
光是民族英雄，这些不曾留名的义乌铮铮铁骨更是民
族英雄。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再走一遍大变样的西门，
探一探坊间传说戚继光在此“练兵”的戚氏宗祠，看一
看门口的魁星塘，遥寄哀思。

万古长夜，精神不朽。敢为人先、永不言败、自强不
息，从古至今，义乌精神如蒲公英随风而生，从乌伤故
土孕育滋养，穿越时空，洒在道道岁月年轮中，也落在
古今义乌人心中。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得还者仅“十之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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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的“义乌村”。“敌楼”忆故人。

春雨潇潇，再访戚氏宗祠。

义乌兵曾北上驻守长城义乌兵曾北上驻守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