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危受命，余玠帅蜀

淳祐三年（1243年）早春的一个傍晚，一队官兵自朝
天门码头舍舟登岸拾级而上，入城后直奔重庆府衙。未
及歇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在众人簇拥下，登上
谯楼瞭望。两江环抱，三面临水，以崖为墙的重庆城在
夕阳余晖下固若金汤。

这个男子姓余名玠，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人（今湖
北蕲春），生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十二月初八，祖
籍衢州开化芳山（今浙江开化），是刚到重庆赴任的四川
最高军政长官。

1234年，宋蒙联手灭掉金国，次年春，蒙古便开始自秦陇
图谋四川，意在“顺江而下，直取临安”。1236年秋，蒙古军大
举侵蜀，十月攻陷成都，一年中，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
州一路，及泸（今泸州）、果（今南充）、合（今合川）数州仅存”，蒙
军还沿江而下攻打忠州、万州等地。从1235年至1242年，经
过蒙古铁骑多轮扫荡，蜀中城郭荒残，人口十室存一。

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余玠风雨兼程，
慷慨赴任。

淳祐二年（1242年）五月，余玠入朝奏对，他向宋理
宗赵昀建议全国上下都要戒虚尚实。针对宋朝重文抑
武的传统，余玠说：“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
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理宗听了他这番话赞扬道：“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
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晋余玠为长农卿。
六月，授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十二月，改任权兵部
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
运使，可先行后奏便宜行事。

临行之际，余玠满怀壮志地对宋理宗说：“愿假十
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

忠信为国，选贤任能

因为余玠的到来，重庆从此成为抗蒙四川战场的指
挥中心。他把位于金碧山下的重庆府衙兼作制置司府，
戟门两旁张贴着一副余玠亲书的大红对联：

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
在帅府东侧，有一所住宅，陈设布置跟帅府一样华丽，

这是余玠入蜀后创筑的招贤馆。馆前随时张贴着一张榜
文，上面写道：“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
有谋以告我者……高爵重赏……”（陈世松《余玠传》）

余玠大刀阔斧地施行治蜀之策。一是整顿吏
治。选贤任能有功才能补官，他任用都统张实治军
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大将俞兴
守嘉定，举荐大批有志之士为司府州军守宰。二是奖
罚分明。对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都统杨大全等大批
战死未恤、有功无赏的官兵，他立即报呈朝廷予以追
功抚恤；果断惩处寿昌飞虎军统制郑大成、权知潼川

府张涓等不称职的官吏、残害百姓的将领。三是发展
经济。大兴屯田，劝课农耕，复苏商业，整顿川引，蜀
中粮饷渐能自给……

隐居西川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颇
有才略，之前历任蜀帅辟召，皆不应召。他俩见余玠礼
贤下士，也来帅府拜见，向余玠提出围绕合州钓鱼山筑
城迁治来布置防线以守全蜀的方案。

这一方案与余玠在四川实施战略防御的意图相吻
合，得到采纳并立即兑现“高爵重赏”的承诺，奏请朝廷
授冉琎承事郎、权发遣合州，授冉璞承务郞、权通判州
事，将治理合州和修筑钓鱼城的任务交给冉氏兄弟。同
时，余玠还派人在蜀中形势之地广筑山城。

1243年3月，蒙古将按竺迩部侵蜀，余玠率军民奋
起抗御，取得了大小三十六战的胜利，一改过去丧师破
城的惨况。

设防山城，抗御蒙军

余玠帅蜀八年间，先后新建、扩建、补修20座山城，
构筑起两道防线。

一道是后卫线：以重庆为中心，西起嘉定（今四川乐
山），东抵夔门，横贯长江沿线的嘉定（凌云）、紫云、神
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以及梁山赤牛共八城。其中，

“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
根本”。三城鼎立，其势巩固。

一道是前沿线：以钓鱼城为支柱，由嘉陵江沿线的
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六城，渠江沿线的得
汉、平梁、小宁、大良四城，涪江沿线的普州铁峰城，以及
沱江沿线的云顶城共12座山城构成。由于这12座城都
构筑在由北向南走向的四条大江沿线，其中有三条江会
注于合州，这就形成了一张以合州钓鱼城为支柱的天然
叉状防御网。作为网纲的钓鱼城，是全川防御的要点
——帅府重庆的屏障。这样，通过钓鱼城，帅府可起到
纲举目张，“如臂使指”的作用。

此外，余玠还将多数府州县治所移往山城，推行军
政合一的治理体系。

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道
入蜀，余玠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又一次打退了
蒙古军的进攻，升任兵部尚书。淳祐九年（1249年），大
渡河退敌，升宝谟阁学士，加四川安抚制置大使。淳祐
十年（1250年）冬，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北伐汉中，由
于久攻不克，蒙古援军会至，次年四月只好撤军。（《巴蜀
砥柱——余玠》潘玉光编）

淳祐十二年（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
攻嘉定，余玠率部打退蒙军。

正当余玠有望兑现“手挈全蜀还本朝”的承诺时承诺时，，朝朝
野对余玠却“毁誉并兴”，以丞相谢方叔为首的主和派开
始从舆论上攻击他。

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
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
听信谗言，发庚（金）牌召其还朝，改任膏粱子弟余晦接
替余玠。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五月十八日在重庆
病逝，享年56岁。（余如孙《玠公墓志》）《宋史·余玠传》
载曰：“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

余玠死后，宋理宗特赠五官，授资政殿学士。

合州鏖战，蒙哥败亡

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第四任大汉拖雷之子蒙
哥继位后，便着手第三次西征和灭宋。1253年命其弟
旭烈兀出征中东，1257年命塔察儿（后改任忽必烈）率
军攻京湖，兀良合台自云南攻广西。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统兵4万号称10
万，自六盘山分兵三路入蜀，与塔察儿、兀良合台形成对
南宋东西并举、南北夹击的态势。蒙哥大军势如破竹，
十二月底兵锋迫近钓鱼城。此时，钓鱼城已经风历雨16
个春秋，它的缔造者余玠已去世6年。“坑”早已挖好，就
等着蒙哥的到来。

蒙哥派宋降将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被守将王坚所
杀。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调兵遣将切断外围诸
城与钓鱼城的联系，在涪州蔺市（今涪陵区西）造浮桥，
在铜锣峡据险筑垒，阻遏宋军增援。

二月初三，蒙哥亲督诸军攻打钓鱼城。初七，猛攻一字
城。初九，攻镇西门。三月，从东、北、西三面猛攻新东门、
奇胜门、镇西门外小堡等处，均遭失败。四月初三始，连降
大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军偷袭城南护国门未逞。二
十四日夜，蒙军绕道攻破外城，但被王坚率军力战夺回。

蒙军攻打钓鱼城数月不下，盛夏来临，军中暑热、疟
疠、霍乱等疾病开始流行。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
德率水师溯江而上，冲破蒙军封锁进入重庆，又率军沿
嘉陵江北上救援合州，被蒙将史天泽部击溃。

瘟病造成蒙军战斗力大减，王坚乘机多次夜袭蒙军
营地，使其夜不得安。六月初六，蒙军骁将汪德臣单骑
至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不久因“感疾”死于
缙云山寺中。

蒙军在新东门外筑台建望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
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大汗亲临望楼指挥，被宋军发
射床子弩（八牛弩）射中。二十七日，蒙哥卒于军中（另
有炮风震伤和染病之说）。蒙军遂撤围北还。（《钓鱼城
的历史与文化》刘道平编著）

合州之战的胜利，粉碎了蒙哥与已渡江进占鄂州的
忽必烈和已攻打至潭州（长沙）城下的兀良合台三军会
师灭宋的战略构想，让南宋延续国祚20年。西征军主
帅旭烈兀闻丧率主力东撤，余部为埃及军所败，蒙古从
此不再西征，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因此而改写。

2010年5月，余游钓鱼城。登高望远，感慨于巴渝
先民的忠勇尚武、坚毅诚信，题诗云：

高城锁三江，巴蜀一砥柱。英雄气长存，白骨擂战鼓。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重庆母城渝中，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积淀厚重，巴渝文
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在人们记忆中印刻
成独特的文化符号。为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大力挖掘、
传承、弘扬母城诚信文化，让更多人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

《重庆晨报》副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共同推出“重
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挖掘更多历史故
事，呈现更多文化元素，讲好渝中故事，传承文化价值。作品以
母城渝中的人文、历史、地理、典故为创作目标，强调纪实性，要
求史料扎实、考证准确、故事引人入胜。

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面向社会公开征
稿。稿件字数1000～4000字，配图作品优先采用。来稿请注
明真实姓名、单位或协会、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
及账号等。一经选用，即付薄酬。

征文活动时间：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活动结
束后，将评出优秀作品并颁发奖金和证书。征文作品将
集辑成册，版权归活动组织方所有。

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cqcbgsh@126.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他在渝中运筹帷幄
死后6年让蒙哥大汗
命丧钓鱼城

2010年5月，渝中区巴县衙门老鼓楼遗址上，
一座古代夯土高台建筑逐渐显露出它的雄伟气势。
考古人员经过20多天的发掘及反复论证后认定，这
是近800年前抗蒙山城体系的指挥部余玠帅府前
的建筑——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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