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传奇
编辑/陈启霞

14
2017年7月13日

南宋岳飞满怀激情，写了 《满江红》
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然而料想不到的是，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却有人认
为岳飞的 《满江红》 是伪作。

第一个认为岳飞的 《满江红》 是伪作
的是“华北临时政府”傀儡政权控制下在
辅仁大学执教的语言学家余嘉锡 （1984—
1955）。1937 年他在 《四库提要辨证》 卷
二三 《岳武穆遗文》 条下，提出两点论
据：第一，岳飞孙子岳珂所编 《金陀粹
编》 中的 《岳王家集》 没有收录这首词。
第二，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
（1536） 徐阶所编的 《岳武穆遗文》，是据
弘治十五年 （1502） 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
书岳坟词碑收入的。在此以前，不见于
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沉埋数百年，
突然出现于明中叶以后。赵宽也不说所据
何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第 二 个 是 词 学 大 师 夏 承 焘 （1900—
1986）。1962 年 9 月 16 日，其在 《浙江日
报》 发表的 《岳飞 〈满江红〉 词考辨》 一
文中，除了赞同余嘉锡的论据外，又从词
的本身找出了一个“破绽”，那就是“驾
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一句。其论据是：违
背地理常识。岳飞伐金曾直捣黄龙府，黄
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

之 西 ， 南 宋 时 属 西 夏 ， 并 非 金 国 地 区 。
“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
如此。”同时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
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
出于他的幕府文士。”

第三个是身居台湾的孙述宇。1980年9
月 10 日，他在台湾 《中国时报》 发表了

《岳飞的 〈满江红〉 一个文学的质疑》 一
文，着重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了两点质
疑：一则，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
典故，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
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
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
的材料，一个拟作者倒不难写出这么一首词
来。二则，《满江红》 激昂慷慨，是一首英
雄诗。但英雄诗是做不到英雄的诗人想望着
英雄而创作出来的。认为《满江红》是伪作
的还有香港文人徐著新等。

当然，认为 《满江红》 是岳飞所作，
反驳上述几人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1980 年 9 月 21 日，台湾 《中国时报》
刊出了李安的 《潇潇雨未歇——岳飞的

〈满江红〉 读后》 一文，作者认为 《满江
红》 是岳飞的杰作。他根据史实认为：其
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可知此
词是在岳飞 30 岁或 30 岁前后有感而作。

其二，岳飞自 20 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
至 30 岁由九江奉召入朝，“计其行程，足
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之 句 ”。 其 三 ， 岳 飞 30 岁 置 司 江 州 时 ，

“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
潇雨歇’之句”，并得出结论：《满江红》
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
1133 年，即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
九江”。

《羊城晚报》 198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0 日先后刊出馮伯恒和黄国声、易新农的
文章，都肯定 《满江红》 为岳飞所作。其
观点是：一、贺兰山为“长安”“天山”
一类地名，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岳飞是
把“贺兰山”比作“黄龙府”。二、文学
史上也有过作品历久始彰的先例，如唐末
韦庄的 《秦妇吟》 湮没 900 多年才看到全
文；《满江红》 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
到明代才发现，也不足为怪。

1980 年 12 月 15 日，香港 《大公报》 发
表苏信 《壮怀激烈——也谈岳飞 〈满江
红〉》 一文，提出新解，即 《满江红》 一
词提到的贺兰山，是借指敌境也未尝不可。

对余嘉锡、夏承焘等的“伪作”说进
行有力驳斥的还有邓广铭、唐珪章、陈非
等学者。

1986 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
《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 《诗词
歌赋》 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 （1133）
赠抗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 《满江红》 词及
祝允哲的和词。岳飞题为 《满江红·与祝
允哲述怀》 云：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
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
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
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靖康耻，犹未

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
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
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题为 《满江红·和岳元
帅述怀》 云：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
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
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
手无缚鸡力，徒劳说。伤往事，心难歇；
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
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
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很显然，流行于世的 《满江红·怒发
冲冠》 是岳飞在自己所作的 《满江红·与
祝允哲述怀》 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祝
允哲词中的部分词语、意境，修改后的定
稿。其中，祝作“徒劳说”，在岳词中演

绎为“空悲切”；祝作“贺兰山窟”，在岳
词中改作“贺兰山缺”；祝作“万世功名
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在岳词中演
绎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
月”；祝作“朝天阙”，在岳词中直接搬
用，把原作低沉的“解郁结”结尾，改得
奋发昂扬。

岳飞本非词家，使用自己的旧作，和
把他人的词语、意境融入自己的新作，都
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修改后的 《满江
红·怒发冲冠》，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成
了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这两首原汁
原味的 《满江红》 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
怪论，而成为流行于世的 《满江红》 是岳
飞所作的铁证。

《文史博览》 文/王树人

出 生 于 印 度 的 谢 泼 德·巴
伦，父母都是英国苏格兰人。
他 高 中 毕 业 后 考 取 了 剑 桥 大
学，学成后，应聘到了苏格兰
一 家 印 刷 厂 当 职 员 ， 7 年 后 ，
凭着他的聪明才干，正式成为
这家印刷厂的总经理。在他上
任经理的第二天，就谈了一笔
重要生意。

这一天，是双方约定交钱
的日子。等谢泼德·巴伦赶到银
行 ， 不 巧 的 是 ， 银 行 正 好 关
门 。 为 了 讲 信 誉 保 住 这 笔 生
意，他只好亲自驾车往书商那
里 赶 ， 快 要 到 达 目 的 地 的 时
候，他的车撞在路杆上，幸好
有警车救了他，并替他把钱送
到了书商手里。

巴伦受伤不轻，就在附近
的医院疗伤。他想，能不能制
造一款机器，能代替银行的功
能，免得急需用钱或是汇钱的
人在银行关门期间因无法办理
而着急。

一 转 眼 ， 半 个 月 过 去 了 。
这一天，公司有急事，他必须
立即出院，哥哥赶过来接他，
赶到时已是深夜。哥哥带来了
侄女的亲笔信，孩子稚嫩的问
候很是让巴伦感激，他决定给
侄女带一些好吃的回去，可所
有商场都已关门了。他只好坐
上车，边走边看。正在这时，
他突然间发现一家商场门口有
自动巧克力售货机，他如获至
宝，急忙下车投币买巧克力。

回到车上，他还在庆幸着
看到这个巧克力售货机。可就
在这时，他灵光一现，如果把
巧克力售货机里的巧克力换成
钱，再制作一个操作系统，不
就可以实现钱的自由存取了吗？

第二天，他便直接来到英国
巴克莱银行，找到了董事长说出
自己的想法，而那位董事长对他
说，如果他能将它设计出来，他
们将购买第一台这种机器。

巴伦顿时充满了信心，便
开始构思与设计。经过 2 年的
精心研究和制造，1967 年 6 月
27 日，在伦敦北郊的英国巴克
莱银行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自
动取款机，巴伦称之为“自由
银行”。当时，塑料银行卡尚未
诞生，银行客户使用一种经过
化 学 加 工 的 特 殊 支 票 提 取 现
金。客户把支票放入取款机抽
屉，输入个人密码，取款机的
另一个抽屉便会开启，提供 10
英镑面额钞票。

再后来，这种被巴伦命名
为“自由银行”的机器便被广
泛应用起来，并得到了不断的
改进，最后被命名为自动取款
机，简称 ATM 机。

蝌蚪五线谱网 文/程刚

我国古代的田径运动，是作为一种军
事技能，随战争的需要而广泛开展的。这
与西欧在竞技上发展的田径运动，走的是
完全不同的道路。从史料中钩稽出一部分
相关资料，并从侧面大致看出当时我国田
径运动的水平。

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 《南村辍耕
录》 中记载：元代有一种长跑比赛，叫

“贵田赤”。“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步
一试之，名曰放走。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
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
走 一 百 八 十 里 ， 直 抵 御 前 ， 俯 伏 呼 万

岁”。古代一天以 12 个时辰计算，三时即
现在 6 小时。6 小时跑完 180 里路，1 小时
跑 15000 米。

《北史·扬大眼传》 记载：大眼“出长
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失，马驰不
及”。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的成绩，但可以
想象出 3 丈长的绳子，跑起来使之拉成一
条直线，没有 100 米 11 秒的速度是不行
的。

另据 《南史·黄法传》 记载：“巴山新
建人也。少劲捷有胆力，日步行二百里，
能距跃三丈。”距越就是跳远。据 《中国

历代度量衡变迁表》，梁朝的一尺相当于
现今的 0.2505 米，那么三丈就是 7.05 米。
黄法的跳远纪录是 7.05 米。

《光明日报》2017.6.1 文/公衍芬

古代的商人不好当，就算你有通天的
本事，在外面赚了一座金山，你也带不
走。因为钱币太沉了，那些在外做生意的
人，挣了钱根本没法儿往家里带。

南宋大将张俊是个实打实的“实干
家”，他因为救过赵构的命而成为皇帝心
腹，从此一心一意敛财。钱敛得多了，家里
的几个屋子就放不下了。他便开始恨钱，如
果钱体积小，可以折叠，那该有多方便，什
么床底、镜框里都能藏点儿。可钱叮当乱响

的，能放哪儿呢？张俊脑子转得比谁都快，
为了防盗，他叫工匠把银子打造成巨大的银
球，每一千两银子一个银球。

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资金没法儿
周 转 ， 货 币 不 流 通 ， 太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了。聪明的宋朝人绞尽脑汁，一不留神
发明出了交子。这是中国政府最早发行
的纸币，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
纸币的国家，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早七百年。

最初，交子就是一种存款凭证。不便
携带巨款的商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
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
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
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就是交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交子的使用越
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发行、兑换
交子的交子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
随取，交子越来越受欢迎。为了避免铸币
搬运的麻烦，人们干脆直接用交子来支付
货款。于是，有人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
和格式的交子，并向市场发行。渐渐地，
交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慢慢演变成
为真正的纸币。 《知识窗》 文/乔娟

自 由 银 行
应 急 而 生

谢泼德·巴伦

岳飞《满江红》的真伪之争

岳 词 新 发 现 成 为 力 证

我 国 古 代 的 田 径 纪 录

古代田径

交 子 铺 是 银 行 的 前 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