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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为迪古乃，是金太祖长子完颜宗

干的次子，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生于今黑龙江阿城县阿

什河畔，母亲是唐代渤海国王室后裔。1149 年 12 月，完颜亮

通过政变夺取了其堂兄金熙宗的皇位。即位之后，经过多年

准备于 1161 年 9 月亲自领兵发动南下攻宋的战争。关于金

主攻宋一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完颜亮倾心汉学，仰慕

中原文化，在听闻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后，遂起南侵之

心，于是多方筹备，最终发动对宋战争。本文将对这个传说

源起的背景及其核心人物进行分析，来探讨这个故事的建

构成分。
一、传说源起的背景

最早记载“因词引兵”的文本是南宋人罗大经所著的

《鹤林玉露》，据其载：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兴盛，三

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

家。 云树绕堤沙。 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

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

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 乘醉听萧鼓，吟

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词流播，金主亮闻

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1]。
这种说法被后世的诸多笔记小说所引用，并广为传播，

在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都深具影响。完颜亮是否真的是仅

仅因为仰慕南朝衣冠，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倾兵南下呢？这

个命题很难成立，关于金主完颜亮南侵的原因，学术界现在

已有不少研究成果[2]，有当时金国内外交困的现实因素，也

有完颜亮自身的主观因素，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作

为国家的决策人物，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必然要考虑多方的

权力格局。完颜亮能久居帝位，证明其绝非庸才，朱东润先

生早就指出:“说金主亮受一词的影响而发动南侵，原不足

信。”[3]

罗大经生于 1192，卒于 1252，《鹤林玉露》一书“成于罗

大经罢官还山之后”，而“大约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完

成之后，不久便谢世了”[4]。也就是说罗大经晚年一直从事着

《鹤林玉露》一书的写作。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

反映出历史的现实，为此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来看文本中

渗透的时代意识。罗大经生活在南宋中后期，那时南宋受到

金国政权和新兴蒙古势力的威胁，国家内部已渐渐显现出

颓唐的气息。在罗大经生命的前半段，金国受到蒙古的威

胁。蒙古族人众多，人人都是战斗的悍将，他们经常攻击金

国，对金国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大金国志》记载：“蒙

人称帝，既侵金国，得契丹汉儿妇女而妻妾之。”[5]这被南宋

当权者看做有机可趁，宋宁宗在位时，外戚韩侂胄拜相位，

为了树立权威，趁金陷入北部的蒙古战火，国势衰微，无暇

南边之机，于开禧二年（1206）发动对金国的战争。结果大

败，被迫签订和议。嘉宝元年（1208）宋金达成“嘉定和议”，
原来的叔侄关系改为“称金主为伯父，南宋输金‘岁币’增至

银捐个三十万两匹，另给金‘犒军银’三百万两”[6]。这使得南

宋的地位更见卑微，同时给国家财政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1210 年蒙古开始正式攻打金国，次年就占领金统治区

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金国的损失不可估量，1213 年“包围

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州郡，金人被迫迁都开封

（1214），燕京亦随失陷（1215），此后金人续失山东、关中地，

退居河南”[7]。金人面对蒙古的进攻无力抵抗但为转移社会

危机，稳固统治，1217 年“金人遂有南窥江汉之谋……十二

月，凤翔副都统完颜赟以步骑万人入侵四川”[8]。金国希望通

过征宋将被蒙古夺取的金帛、子女、土地从南宋中获得补

偿，再者，南宋富庶，攻占南宋，以南宋为战略大后方，也便

于以后对蒙古用兵。这样直到金灭，南宋一直陷入与金的战

火之中。1234 年金国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灭亡，而与宋结

盟的蒙古败盟，“蔡州陷后宋军依约进复三京……决黄河水

淹宋军，宋军败还，于是揭开了蒙古侵宋的四十余年的长期

战争的序幕”[9]。南宋在对金战役结束后并没有得到喘息的

机会而又暴露于蒙古铁蹄之下。从灭金后“至宝祐五年

（1257），约二十三年，为蒙古攻南宋的准备时期”[10]，这一时

期蒙古对宋虽有侵扰甚至还三度入侵四川，但主要是掳掠，

蒙古和宋并没有发生全面的战争，但是南宋周边的形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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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恶化，蒙古在北部边境厉兵秣马，同时在南方临境，蒙古

军队大肆征伐吐蕃、大理、交趾，南宋已经处于蒙古的军事

包围之中。
南宋朝廷到了中后期，国家积弊丛生。先是韩侂胄擅权

“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

甸”[11]。“嘉定和议”后奸臣史弥远当道，“幸帝耄荒，窃弄威

福”[12]。时人魏了翁就指出：“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

纲常沦斁，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13]理

宗亲政后“不闻减退宫女，而嫔嫱以溢于昔时；不闻褒禄功

臣，而节钺先加于外戚；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而金帛多靡

于浮费”[14]。
这样一种客观形势对生活在南宋中后期的士人影响是

巨大的。北部的政权一直是南宋一个巨大威胁，是压在南宋

士人心中的一块石头，面对这样的境遇，南宋朝廷无力革

新。罗大经生命晚期的南宋已与北宋末年相似，宋人笔记

称：“至（理宗）宝佑、景定，则几于（徽宗）政（和）、宣（和）

矣。”[15]时局如此，国家危矣，罗的作品中自然会渗透出他对

于国家的忧患意识。罗一介书生，为官低微，无法施展自己

的满腔抱负，于是权将心事付于笔墨之中，让文字承载他对

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
二、罗大经的文人情怀和文学思想

完颜亮侵宋是绍兴 31 年（1161），通过罗大经的生卒年

份可知，罗大经并未亲身经历过南宋初年完颜亮南下的战

乱。罗大经在仕途上并不得志，在 1226 年登进士第后，曾做

过几任末流小官，晚年在抚州做官时，还因为当时朝廷中一

场政治纠纷的牵连被罢官。但是从罗大经文字中流淌的气

质中可以看出其南山悠然之情。在《鹤林玉露》丙编卷四中

他这样写道：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

剥啄，松影参差，禽鸣上下。 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

苦茗啜之。 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

杜诗、韩苏文数篇……[16]

这样的一种恬然、宁静致远的心境同其未能施展满腔

抱负的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颇具陶渊

明的那种风姿。正是这样的一种诗意情怀，在面对充满棱角

的环境时，为求得内心的适然，一种文人特质的情愫就宣泄

而出。这种情愫将外界的纷繁复杂挡在理想的状态之外。由

此，罗大经构建出“因词引兵”的故事，同罗自身的文人情节

有很大的关联。罗自持于中华是礼仪之邦，文物典籍卷帙浩

繁，文化昌盛的这样一种文化情节，面对“蛮夷”的入侵，他

清高的认为，正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让“蛮夷”引兵来犯。
在《大悲阁记》中，罗大经向我们将述了一个金人自惭

的故事。孝宗皇帝喜欢击球和骑马，有一次不小心伤了一只

眼睛。“金人遣贺生辰使来，以千手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

谑之意。上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

‘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自太平无一事，何须

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惭。”[17]作为一国使者怎么会如此轻

易就“惭”，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成分。对于金国使者是否感到

“惭”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在罗的笔下他们肯定是“惭”的，罗

紧接着评论道：“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足以解纷，信矣。”[18]

由此可见，罗对汉家文化充满了自信，小小一偈，即让金使

“惭”。
罗大经的文学思想对于这个传说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作

用。有学者在研究罗大经关于李白杜甫的评价时就指出：

“凡是心系苍生社稷，胸怀王室海宇，上以忧国，下以忧民的

诗人作者，就属高属优；凡与之相反或与时代艰难、民生疾

苦联系不紧的作者诗人，皆属下属劣。”[19]可见在罗大经“主

张文学要紧密联系现实社会与政治，主张文学要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性，要内容充实”[20]。
南宋诗人谢处厚听闻《观海潮》写了一首诗：“谁把杭

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

里愁。”[21]罗大经对谢词的评价为：“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

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塘桂香，装点湖山之

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

恨耳。”同时自己还作了一首诗与其相和，诗云：“杀胡快剑

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宫殿无人春昼

长。”[22]我们通过罗的评论可以看出罗的拳拳爱国之心，同时

罗的文人思想与政治立场也可见一斑。罗大经让美如图画

的江南同窥视的金人结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冲击。
宋国君臣安于南朝的笙歌酒暖，春红夏艳，临安的暖风软化

了君臣的斗志，特别是理宗皇帝“忧勤于路朝之思，而入为

晏安所移”[23]。他是一个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

的传统文人，但对于国家日益衰败，别说恢复故土就连保全

半壁江山也成为奢谈的这样一种现实深深的不满，“是则深

为可恨”！
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罗认为“樵夫谈王，童子知

国”不为僭越，“春秋许之”[24]，可见其希望普通人也关心国家

安危。在评述“利害”时，罗针砭时弊，畅谈“朝廷益有计较利

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有一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25]。
透过这些我们不难窥见罗大经身上“文以载道”的儒家思

想。罗大经选择柳永和完颜亮可谓恰到好处，这两位都是颇

具影响的历史人物。罗将不同时代敌对双方的人巧妙的通

过一首词联系起来，让完颜亮和柳永两个人打出“组合拳”，
藉此实现了这个故事的广泛传播。

柳永才华横溢，词文风靡一时，南宋人叶梦得记载：“柳

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

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

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26]可见

柳永词在南宋广为传唱。当时许多士大夫禁止小孩读柳永

的词，认为其很“鄙俗”，但正是因为其“鄙俗”才赢得了民间

社会的欢迎，百姓所认可的文化不需要高深，而是直接、通
俗、易懂。文化只有深入到民间才具有生命力，这也是柳永

词至今仍然具有魅力的根源。柳永在基层社会拥有广大的

读者，关于他的传闻，往往会不胫而走。
另一位主角，完颜亮“幼时名孛烈，汉言其貌类汉儿。好

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气”[27]，还“渐染

中国之风”[28]歆慕汉文化，这是传闻为人所接受一个不可忽

视的条件。柳永词本身写得山水浮动、意境邈远、极富感染

力，对人有一种深深的吸引这是文学的基础。但需要寻找或

者说构造一个合适的受众，在宋金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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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中原文化的金主完颜亮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四库全

书》记载完颜亮的作品有这样一首诗：“万里车书尽会同，江

南岂有别封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29]这首

诗题名为：南征至维扬望江左，按题可知是完颜亮在南侵过

程中，进军到今镇江、扬州一代望着不远的江南有感而发临

时挥毫而成。但是通过考证发现事实与题名可能有误，这首

诗并非是写于南侵之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修建汴京

的这年冬末完颜亮“遣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生人观本朝隐

画工于中间使节，写临安之城邑市井及吴山西湖之秀丽立

具图”。施宜生将图带回金国献与完颜亮，完颜亮命能工巧

匠将这幅画进行了改动“写之城邑闻兵火残毁于吴山绝顶，

写己策马而立焉”[30]。这幅画画出了临安城正处于兵火之中

而完颜亮“奋髯箕踞，不胜其志之锐”[31]策马俯瞰南朝江山的

一种恢弘大气征服之势。他还命翰林修纂蔡珪题写了一首

如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深为完颜亮喜爱，读后“诡曰御

制”[32]，此后广为流传。由此我们可知《南征至维扬望江左》实

是蔡珪所为，完颜亮只不过是拿别人的成果为自己添彩，但

是可以看出完颜亮倾慕于南朝风雅，在主观上乐意把自己

打扮成文人形象。若完颜亮只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夫，

不懂汉人文化之美，对汉人的文化持排斥态度的话，说他

“因词引兵”的言论在当时就难以立足，更别说流传于后世。
正是因为柳永和完颜亮在宋金两国都深具影响，再加

上他们的特殊身份，因此他们的“强强联合”为这一绝妙故

事的传播，提供了不息的动力。
文化的魅力不一定在于真实，而在于文字中以词达意、

抒发怀抱的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罗大经的成长历程中深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以天下为己任，深怀家国天下

的意识。在国家承平、内无叛乱、外无边衅的年代这种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外在表现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出现危机

这种意识对文人的影响就发生蜕变，对外表现显得尤为剧

烈。文学作品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反映，《望海潮》与完颜亮南

侵的故事既反映了时代的背景又呈现了当时的文人心态。
这是一则文人构建的假的“真”故事，假在故事本身是假，真

在当时社会的确有这样一种危机。透过这样一种似假还真

的建构，我们可以了解大时代背景下的士人心态，这也是中

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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