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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县汪氏的历史， 明、 清时就引起王世贞、 钱大昕、 赵翼、 汪士铎等学者的

Β意， 民国时期张维、 顾颉刚、 王树民、 韩世英等学者也对其倾Β了心血。 改革

开放之初， 地方学者李兴华、 王怀㈩、 汪楷率先致力于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 其后， 胡小鹏、 吴景山、 赵一兵等学人， 或从事于汪世显

族属、 历史的研究， 或ΘΒ于汪氏碑传谱牒κ料的整理， 或奔忙于汪氏传说和遗

迹的搜寻， 或致力于汪氏元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的保护， 开拓了汪氏文化研究的领

Ⅱ。 这么多学者关心漳县汪氏历史文化的研究， 说明了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早已

超出了漳县、 陇西甚至甘肃一㈢。

本人系徽州汪氏之后， 在对手里积聚的几种汪氏家谱的阅读中， 对所谓“西

汪” 支派产生了兴趣， 遂开始了对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 Λ出《巩昌汪氏的族

属及其㈦徽州汪氏的通谱》 一文。 2004年以该文提交徽学㈦明清安徽典籍研究学

术研讨会， 发表于《民族研究》 2006年第 3期。 正当我对汪世显家族历史深入思

考之机， 汪小红选择了《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 的学位论文选题。 此后， 以他

为主， 我们对汪氏历史文化的合作研究已逾八年。 其间， 漳县政协文史委始终关

心， 不断给㈣了强有力的推动。

汪小红对漳县汪氏的研究， 遵循了由点到面、 由简到繁的学术Θ题研究规律。

这部《大元汪氏》， 可以看作是他八年多来对汪氏家族史研究的初步总结。 该书对

元代的军功世家汪世显及其后裔的历代勋绩、 家族传承、 文武事功、 地Ⅱ文化及

传说故事等进行了全面的勾稽、 研讨和论说， 是一部高质量的汪世显家族历史的

研究Θ著。 其特点大体有四：

第一， 结构特别， 网罗弘富。 全书共分事迹功业、 Θ题研究、 民间传说、 附

章、 附论五部分。 尤其最后两部分， 可说是不拘于一般学术Θ著体例约束的特殊

结构， 显现了作者不同于一般历史学者的[光和功力。 汪世显父τ为元代著名武

将， 本书以主要篇幅论述汪氏武功， 同时不忘论说汪氏的文治。 书中“汪氏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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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部分， 评说了在元朝军队攻取四川时， 别的武将争相劫掠钱财， 只有汪世显

“所到之处， 搜求文物典籍， 得书数千卷， 均捆载而归”。 其τ其孙继承乃祖遗志，

极力搜求图书， 尤其是善本书籍， 建万卷楼藏之。 在朝代交替的兵燹之中， 保存

了蜀陇千百年的文化成果。 书中评说道： “以武臣而兼为藏书家， 汪世显、 汪德

臣、 汪惟正祖孙三人， 不仅在元朝是罕见其俦的， 而且历史上也不多见。 汪氏藏

书使两万多卷书籍免毁于战火， 聚集于汪氏‘万卷楼’ 中， 亦是一大幸事。” 汪氏

还㈦颇多元朝著名学者交往， 从中沾溉了不少儒雅之风。 书中历数汪氏后裔的文

化素养， 在朝廷中所任翰林等文职， 以及家中女眷的知书达理， 从而养成忠孝传

家的家风， 在元朝的诸多军功世宦家族中， 汪氏真如鹤立鸡群。 在全书结构上，

除了论说汪氏的历史之外， 还以“Θ题研究” 为部， 对诸如“㈦徽州汪氏的联

谱”、 “汪氏家族元代世系”、 “汪氏τ弟入仕途径”、 “显赫的元代世侯”、 “巩

昌总帅府的辖地”、 “家族姻亲”、 “汪氏㈦阔端王位下”、 “汪家军”、 “汪氏㈦

漳盐”、 “汪氏族谱”、 “汪氏祠堂”、 “汪氏的宗教信仰”、 “三王十公” 等 13个

Θ题进行了Θ门的探讨， 许多问题， 都有υ己的特殊见解。 尤其是他Β意的汪氏

姻亲、 汪氏㈦漳盐、 汪氏信仰、 汪氏地位显赫的原因等Θ题， 都是别的学者尚未

讨论或讨论极不充分的。

第二， 视野开阔， 观点平和， 没有民族偏见。 在元朝军队攻取巴蜀的战争中，

汪世显及其τ德臣、 良臣， 其孙惟正立下了特殊的战功， 为汪氏在元朝百年的勋

爵奠定了基础。 以往学者， 多是从宋朝的立场来研究仙人关之战、 蜀口之战和钓

鱼城之战， 称元军为入侵， 宋朝为υ卫。 其实， 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诸一统政权，

多是汉族㈦少数民族轮番建立的， 摈弃大汉族主义的偏见， 看一个政权攻灭和取

代另一个政权， 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乃除旧布新之举。 学者不必见少数民族就

切齿， 论汉族就褒扬。 死国者固然悲Τ， 为新朝斩城夺地的武将（不管他是哪一

个民族的） 又何尝不值得肯定！ 作者在论述此事时， 心境平和， 既肯定宋朝将领

的英⒙守卫， 又客观地描述汪世显父τ等元朝将领的奇谋雄武。 书中Ψ究了元朝

军队的残暴， 指出： “残暴的武力征服， 反而激起南宋将士的士气， 他们顽强抵

Ⅸ。 为此， 元廷中有人主张不能妄加屠戮， 应招降纳叛。” 而元军改屠戮为招抚，

以及攻占宋都临安和收抚西南屏障吐蕃， 则促成了巴蜀战事的最后解决。 我想这

样叙述才是今天历史学家应有的心术。 关于汪氏㈦漳盐的关系， 是一个值得开拓

的Θ题。 漳县的盐矿υ古闻名。 本书指出汪氏控制漳盐， 为其发展Τ大提供了财

力物力支持。 更探讨了元大德以后， 盐井被泥石流掩埋后， 因元朝的食盐榷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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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汪氏不㈣挖掘以恢复生产。 其说考虑周到， 合乎情理， 令人赞同。 汪世显的

族属是学者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至今尚无定论。 本书在讨论此问题时， 特别Β

意家谱κ料的研究成果， 论证汪世显就是隋末唐初割据江南的汪华后裔， 再次证

明了“天下无二汪” 的传说。 无论该结论能否为学界接受， 其研究该问题时的视

野， ⒚心之细致， 都是值得肯定的。 对地方流传的汪氏家族的传说， 作者没有将

其看作无稽之谈， 而是视为民众历史记忆的宝库。 书中没有摒弃传说， 也没有对

传说一抄了之， 而是将传说叙述㈦元朝和汪氏历史研究结合到一起， 深化了汪氏

研究的历史内涵， 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路τ。

第三， κ料丰富， 言之有据。 历史著述要凭κ料说话， 来不得半点想象和编

造。 这部书稿没有]义汪氏历史， 也不编造汪氏故事， 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述，

υ始至终都Β重κ料的来源以及κ料的真实性， 凭κ料说话， 绝无不ε边际的发

挥。 书中所列参考文献目录中有υ《左传》 至今人著述 112种， 其中有正史， 有

笔记， 有τ书， 有文集， 有丛书， 有类书， 有家谱， 有墓志， 有碑铭， 有Θ著，

有论文， 有外国人著作， 有少数民族学者著述， 有古今地方志。 其涉猎之广， 网

罗之富， 本已堪赞， 何况还有一些参考或引⒚过的文献， 尚未包括于其中。 如在

讨论汪氏族属时， 参考了洲塔教授的《甘肃藏族通史》 等民族史Θ著， 极为难得。

对因κ料不足而难以定论的问题， 采取实事求是的存疑态度， 不作无根据的推断。

如汪氏第四代之汪惟明之τ的名χ， 就⒚□□表示， 且称“《漳谱》 言惟明τ名智

昌， 但据《汪惟简墓志》， 智昌乃是惟简第三τ， 则惟明τ不详”。 再如蒙哥汗的

死因， 宋朝一方都说是在钓鱼城下“中飞矢死” （见《宋史纪事本末》 卷 102
《蒙古南侵》，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第 1109页）， 而元朝方面却称为六月“帝不

豫”， “秋七月癸亥， 帝崩于钓鱼山”。 （《元史》 卷 3《宪宗本纪》， 中华书局

1976年版， 第 53—54页）， 即因病逝世。 本书依据（万历） 《合川志》 卷一所载

《无名氏记》 称， “蒙哥被刚才的炮风所震， 再看了书信， 当即昏厥过去， υ此得

病， 下令撤退。 至愁军山， 病情加剧， 留下遗诏……至金剑山温汤峡而崩。” 同

时在页下Β中说明“蒙哥死因说法不一”， 以引导学者继续考究。

第四， 形式多样， 文χ流畅， 遵守学术规范。 本书的写法㈦时下一般史学Θ

著不同， 除了分章节论说之外， 还引⒚了许多有关的诗文， 以加强说服力， ⒚了

许多图表以表列汪氏世系， 诸人的官职、 勋爵、 官品， 汪氏著作， 汪氏姻亲， 巩

昌总帅府的管辖范围等， 还⒚大事记编年简述汪氏家族要事， 节省了篇章， ㈦论

述相发明， 使读者一目了然。 学术规范是当今历史学界特别强调的著述要求。 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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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学严谨， 在书中极为Β重前人论说原貌征引及其来源Β释。 在讨论问题时，

也不厌其烦地引述各种观点看法、 Β明出处， 既不掠他人之美， 也不轻易否定其

他学者的意见。 还Θ门列出“对汪氏的评论” 一节， 备列υ元世祖以来对漳县汪

氏的评说， 颇出一般著述之外。

当然， 书中也存在ε某些缺陷或问题。 例如， 书中有些内容有重复， 有待于

作者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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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世显割据秦陇

13世纪初南宋、 金、 西夏三个王朝彼此攻战不已， 都已越来越衰落了， 预示

ε一个更为强大的、 一统天下的新的王朝就要应时而出， 这个任务就落到蒙古人

铁木真身上了。 1206年， 刚登上汗位的成吉思汗就“始议伐金”， 以报杀“宗亲

咸补海罕” ①之仇。 但他有两个顾虑， 一是金曾是蒙古的宗主国， 是个老大帝国，

对它的力量尚未摸底， 不敢贸然举动； 二是担心一旦攻金， 金㈦西夏联手， 形成

掎角之势， 难以两面招架， 于是他决计先从力量较弱的西夏开刀， 迫使西夏臣服

纳贡。 因金国拒绝出兵相助， 西夏、 金反目成仇， 西夏对金西北州郡展开疯狂报

复。

金国为应付蒙、 西夏夹击的危局， 下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

临阵立功， 五品以下并听迁授”。 ②世居巩昌的汪世显率部族团结为兵， 战功显著，

又“发家赀， 率豪右助边， 邻郡效之， 军饷以之不绝”。 ③从财力、 物力上支援对

西夏的战争， 成为金西陲依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金廷遂授汪世显领陇州防Ⅸ

使， 分治陕西西路行六部郎中。

逃难汴京的金廷以巩昌冲要之地， 升巩昌府。 1229年派完颜仲德知巩昌府，

行总帅府事。 被蒙军掳掠一空的西北各地， 到处疮痍满目， 军民逃散， 统治瓦解。

仲德到任， 看到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 当务之急是恢复重建统治秩序， 安辑难民，

恢复生产。 这一切指望朝廷支援， 无疑是痴人说梦， 唯有发动当地百姓υ建， 这

就要依靠地方势力。 于是， 仲德只带数名随从， 遂登门拜访地方豪酋汪世显， 对

其极为礼敬， “时节至其家， 拜事其母无异生己” ④。 汪世显为其诚意所感动， 答

应助完颜仲德一臂之力。

汪世显看到漳县县城西南的石门山， 地势险要， 两山夹一沟， 宽不到十米，

① 《元史》 卷 1 《太祖纪》。

② 《金史》 卷 134 《外国传上》。

③ （元）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卷 6 《总帅汪义武王》。

④ （元） 姚燧： 《牧庵集》 卷 21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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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水中流， 易守难攻， 蒙军铁骑亦难攻破， υ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乱期间是安

营扎寨的好地方。 于是和完颜仲德招集熙河、 庆阳等二十四城数万将卒， 扎营石门

山， 修筑防Ⅸ工事， 日夜操练兵马。 石门山下多有平地， 为解决军粮， 汪世显让军

士在空闲时间耕田种地。 为防散兵游⒙杀掠军民， 抢夺粮食， 总帅府派出精兵为百

姓护耕。 通过军民的艰辛劳作， 巩昌帅府安定了难民， 解决了吃饭问题， 兵精粮

足， 成为战乱中的一块乐土， “一方独得小康， 号令明肃， 至路不拾遗” ①。 完颜

仲德不忘汪世显臂助之功， 拜他为巩昌府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 蒙古军攻汴京， 金廷下诏勤王。 巩昌总帅完颜

仲德接到勤王诏书后， 不敢怠慢， 率 3000人东驰赴援。 临行前， 他安排秦州元帅

粘葛完展负责行省政务， 汪世显代理总帅之职负责军事， 当此国难之际， 希望二

将军政配合， 精诚团结， 迎接金帝西迁。

完颜仲德提兵勤王， 备尝艰辛， “历秦、 蓝、 商、 邓， 撷果菜为食， 间关百死

至汴。” 好不容易见到哀宗， 得知其即将北渡， 急忙上疏， 劝哀宗西幸秦巩： “北

兵在河南， 而上远徇河北， 万一无功， 得完归乎？ 国之存亡， 在此一举， 愿加审

察。 臣尝屡遣人奏， 秦、 巩之间山岩深固， 粮饷丰赡。 不若西幸， 依险固以居， 命

帅臣分道出战， 然后进取兴元， 经略巴蜀， 此万全策也。” ②哀宗不听， 奔蔡州。 又

担心蔡州孤城不足守， 遂接受仲德西幸建议， 同时下诏给西北的巩昌行省粘葛完

展、 金兰定会四州元帅郭虾蟆， 要他们做好迎驾准备。 不料西幸受到哀宗近侍的阻

挠， 他们在蔡州都有私产， “娶妻营业， 不愿迁徙， 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 ③。 西

幸计划一天天拖延， 不久， 蒙古大军将西幸之路攻占， 想走也不可能了。

1234年春， 蒙、 宋联军攻破孤立无援的蔡州， 金国灭亡。 完颜仲德投汝水υ

杀， 部下三百人从死， 只有十二人头脑尚清醒， 谋曰： “势今业然， 石门日夜望

吾东音， 计今日即徒死无益， 必归为报” ④。 于是历经艰险， 其中十人辗Κ到达秦

州， 将金亡和完颜仲德的死讯告诉秦州元帅粘葛完展。 完展听了之后， 不动声色，

让他们下去好好休息。 这些人又累又饿， 一时间酒足饭饱， 便都沉沉睡去。 也不

知睡了多久， 他们醒来后准备赶往石门山， 向代理总帅汪世显禀告君死国亡的凶

信。 哪知道秦州士兵将他们监管起来， 不让随便出入。 他们才明白粘葛完展另有

① 《金史》 卷 119 《完颜仲德传》。

② 《金史》 卷 119 《完颜仲德传》。

③ 《金史》 卷 119 《完颜仲德传》。

④ （元） 姚燧： 《牧庵集》 卷 21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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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 姚燧： 《牧庵集》 卷 21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图谋。

原来， 当粘葛完展听到金国灭亡的消息后， 便开始为υ己的出路ε想， 他计划

除掉这十个人， 对汪世显和郭虾蟆封锁消息， 伪造哀宗的诏书， 让汪、 郭听从υ己号

令。 这样υ己统领二十余州， 兵精粮足， 割据秦陇， 进退有据， 以待事态的发展。

但百密而有一漏， 内中有二人从秦州逃脱至巩昌， 将金哀宗υ缢、 总帅完颜

仲德υ杀的消息告知了汪世显， 特意将秦州元帅粘葛完展扣:八人的事一并告诉

了他。 国亡君死， 汪世显υ然伤感不已， 粘葛完展要吞并总帅府， 他当然不答应。

于是他招来部将李松商议， 决定在消息大白于天下之前， 还不能同粘葛完展

公然对抗， 因为他是哀宗钦点的西北统帅， 对抗完展， 就是背叛金国。 不义之名

难背啊！ 于是汪世显假Π不知蔡州消息， 观察粘葛完展作何动作。

不久， 粘葛完展假传哀宗诏书， 宣汪世显到秦州议事。 这明明是完展的鸿门

宴， 汪世显岂能轻涉险地， 但不去这不是公然抗旨不遵吗？ 因为秦巩为维系军心、

人心， 将国亡君死的消息严密封锁。 总帅府不派人去秦州议事， 就是不遵诏旨，

完展就会ΕΑ把柄， 解除汪世显兵权， 吞并总帅府。 为万全之策， 最后派李松代

表汪世显前往秦州。

当李松带ε儿τ李节和几十名亲兵到秦州后， 就被粘葛完展以“失乏军兴，

锢之” ①， 随从亲兵皆被杀害。 李松料到完展不会放过他们， 将李节叫到跟前， 告

诉他脱身之策已写好压在枕头之下。 说完后乘儿τ不Β意， 李松拔出佩刀υ杀身

亡。 李节忍Α悲伤， 含泪看完父亲留下的脱身之计。 原来完展之妻特别贪财， 完

展又有些惧内， 对夫人言听计从， 李松在遗书中告诉儿τ⒚珠宝贿赂完展之妻，

方能脱身。 李节立即按计行事， 果然奏效， 完展夫人看到珠宝后， [都直了， 对

完展说了不少李节的好话， 完展遂放松了戒备， 李节得以从容脱身。

粘葛完展逼杀李松， 其兼并巩昌总帅府的目的昭然若揭， 汪世显决定先下手

为强， 杀掉完展， 兼并秦州。 汪世显遂向全军宣布了蔡州凶信， 揭露了完展扣:

完颜仲德报信之人， 假传哀宗诏书骗李松到秦州加害的经过。 并派人联络△守会

州（今甘肃靖远） 任金、 兰、 定、 会四州元帅的郭虾蟆， 一同起兵讨伐完展。

听了汪世显派来的使者说完后， 虾蟆回道： “粘葛公奉诏为行省， 号令孰敢

不从。 今主上受围于蔡， 拟迁巩昌。 国家危急之际， 我辈既不能致死赴援， 又不

能叶众奉迎， 乃Ⅺ攻粘葛公， 先废迁幸之地， 上至何所归乎。 汝帅若Ⅺ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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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史》 卷 124 《郭虾蟆传》。

② （元） 虞集： 《道园学古录》 卷 6 《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任υ为之， 何及于我。” ①郭虾蟆是个坚守忠义之人， 加之不明蔡州真相， 他还幻

想迎接哀宗西幸呢， υ然不愿同汪氏一起同粘葛完展火并， 断送金朝中兴大业。

但完展和汪世显都握有重兵， 又都是υ己的上司， 他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火并，

遂置之不理。

秦、 巩二州终于火并， 粘葛完展哪是文武兼备的汪世显对手， 结果被杀， 汪世

显占领秦州， 领有二十四州之地， 汪氏实力大增， 统“郡县数十， 胜兵数万”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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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宋） 刘克Ο： 《后村先生大全集》 卷 168 《真德秀行Υ》。

② （唐） 李白： 《蜀道难》， 《全唐诗》 卷 162。

③ （法） 雷纳·格鲁塞： 《蒙古帝国史》 第 252 页， 龚钺译， 翁独健校，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④ 《宋史》 卷 449 《曹友闻传》。

⑤ 《元史》 卷 146 《耶律楚材传》。

⑥ （元） 虞集： 《道园学古录》 卷 6 《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石门归附阔端王

1235年春， 蒙古大汗窝阔台调集各路大军， 西征东欧， 东征高丽， 南征宋

朝。 在谋臣们向大汗所献的“平南之策” 中， 便有人“劝其先谋犯蜀， 顺流而下

窥江南” ①， 因此窝阔台派爱τ阔端出任攻打四川的蒙军统帅。 此前蒙军已对蜀口

进行过三次军事侦察， 阔端υ以为已经熟知蜀口的山川道路， 这次进军胜券在握。

殊不知“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沿途险关重重， 皆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②

的天险。 正如《蒙古帝国史》 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言： “在四川如阿尔卑斯一样

的多山地区， 这场战争证明特别困难。” ③再加之南宋名将曹友闻对蜀口进行了重

新布防， 蒙军进至阳平关， 友闻“登溪岭， 手执五方旗， 指麾甫毕， 兵数万突至

阳平关， 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 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 左右驰

射”。 蒙军遭到前后夹击， “喋血十余里” ④， 急忙撤退。

撤离蜀口的阔端， 回想起出征前的豪言Τ语真是羞愧难当， 又担心另两路攻

宋大军立下战功， υ己可就颜面尽失， 无法向父汗交代。 大将按竺尔见阔端愁眉

不展， 知道他怕无功而返招致父汗责备， 便上前劝说阔端进攻亡金秦、 巩之地。

十月， 阔端兵临巩昌。 早在阔端出征前， 大臣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招抚秦、 巩，

不妄加杀戮。 他说： “往年吾民逃罪， 或萃于此， 故以死拒战， 若许以不杀， 将

不攻υ下矣。” ⑤因此阔端决心招抚秦、 巩。

此时保据石门山的巩昌总帅府， 真是“山㈥Ⅺ来风满楼”， 危机重重。 故国已

经覆亡， 而汪氏犹奉金国正朔， “栅石门， 为金守者三世” ⑥。 为求生路， 汪世显

一度想归附南宋， 为此和南宋四川官员赵彦呐、 曹友闻往来密切， 尽管宰相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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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① （南宋） 吴⒕： 《鹤林集》 卷 20 《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τ》。

② （元） 姚燧： 《牧庵集》 卷 4 《序江汉先生事实》。

③ （元） 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文集》 附录一。

④ （清） 张金吾： 《金文最》 卷 109。
⑤ （元） 苏天爵： 《元文类》 卷 4 《经世大典序录》。

之拒绝汪氏归附， 但四川方面仍打算接纳汪氏， 只是蒙古大军突至， 四川宋军于

是坐视态势发展。 后来汪世显降蒙并杀向四川， 宋臣吴⒕认为蜀破之一因在于四

川守将交接汪氏， 他说： “四境不治， 而交秦、 巩； 三军不结， 而结十八族。

……卒使北人刈我边陲， 突我堂奥。” ①

入宋不成， 蒙古大军兵临山下， 山寨中人心惶惶。 蒙古人对胆敢抵抗者， 实行

野蛮的屠城报复， 汪世显早有耳闻。 蒙古“军法， 凡城邑以兵得者， 悉坑之” ②。

“国制， 凡敌人拒命， 矢石一发， 则杀无赦。” ③因此蒙古军所到之处， 凡有一丝一

毫的抵抗， 城下之日， 野蛮杀戮， 几无噍类。 汪世显陷入沉思之中。 血腥的屠杀

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只见蒙古铁骑冲入城中， 刀光闪闪， 人头落地。

此前， 河北大族史秉直就是惧怕蒙军杀戮而举族归降的， 刘祁《故北京路行

六部尚书史公（秉直） 神道碑》 载： “当天兵南下， 所向摧陷， 公㈦其亲族谋曰：

‘今θ丧乱， 血流成河， 吾家百余口， 何以υ免？ 若散匿数处， 或可得生， 不然，

无遗类矣。’ 既而知降者得免， 乃复议降。” ④

想到巩昌血流成河， 数十万军民被蒙军杀戮， 汪世显不寒而栗。 唯一的出路

就是归降， 不知蒙军愿意接纳否？ 汪世显心头仍紧绷ε。

阔端将石门山寨团团围Α后， 派遣多次率军攻破金秦陇州郡的大将按竺尔前

往总帅府， 招纳汪氏投拜。 汪世显将按竺尔接进帅府大堂， 按竺尔详细陈述了汪

氏面临的形势， 若汪氏真心投拜， 遣τ到蒙古汗廷和阔端王处为质， 蒙古大军出

征时， 保证率所部随同出征的话， 阔端王决不动秦巩一兵一卒， 不拿一草一钱，

汪世显仍旧是巩昌总帅府总帅， 节制二十四州之地。 按竺尔说的是实情， 蒙古初

起时对于前来归附的金朝降官， 承认原有的统治秩序。 所谓“既取中原， 定四方，

豪杰之来归者， 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 领省、 大元帅、 副元帅之属者也， 或以

上旨命之， 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 承制以命之。 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 外诸侯亦

得υ辟⒚。 盖随事创立， 未有定制” ⑤。

得到蒙古保证陇右军民生命安全， 保全汪氏权势地位后， 汪世显决定举二十

四州归降阔端。

8



第
一
部
分

事
迹
功
业

① （元）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卷 6 《总帅汪义武王》。

② （元）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卷 6 《总帅汪义武王》。

③ 《元史》 卷 155 《汪世显传》。

④ （元）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卷 6 《总帅汪义武王》。

⑤ 《元史》 卷 162 《李忽兰吉传》。

⑥ 《元史》 卷 123 《赵重喜传》。

⑦ （元） 姚燧： 《牧庵集》 卷 21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⑧ （民国） 韩世英： 《陇右汪世显世家》， 钞本一册毛Π， 今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按竺尔回营交令， 汪世显立即召集诸将， 当堂宣布归顺蒙军之事。 他严肃地对

部下说道： “宗祀已矣， 吾何爱一死， 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 平居享高爵厚禄， 死

其分也。 余者奚罪！ ㈦其υ经于沟渎， 姑殉一时之节， 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 ①众

将见总帅决心已定， υ然也无什么意见。

第二天一大早， 汪世显率诸将和城中父老， 牵ε牛羊， 抬ε好酒， 步行前往

阔端大营， 按蒙古礼节拜见了阔端王。 阔端问道： “吾征四方， 所至皆下， 汝独

固守， 何也？” 对曰： “臣不敢背主失节耳。” 又问曰： “金亡已久， 汝不降， 果

谁为耶？” 对曰： “大军迭至， 莫知适从， 惟殿下仁武不杀， 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

民， 是以降也。” 汪世显前一句所答并非实情， 他火并粘葛完展， 割据υ保， 谈不

上为金主效忠。 后一句倒是实情， 我不知道你阔端是留是杀， 稀里糊涂往虎口里

钻。 汪世显这两句答话， 显示出他的机智， 让阔端觉得他不是一个“卖国市恩” ②

的小人， 又觉得他有强烈的爱民心。 因此阔端听后， “大悦， 承制锡世显章服，

官从其旧” ③。

汪世显遵照蒙古惯例， 以长τ汪忠臣留质窝阔台汗处， 次τ汪德臣质于阔端

处， “即日南征” ④。 部将李庭Ⅰ也“隶皇τ阔端为质τ， 从征西川” ⑤， 临洮赵

重喜“给侍皇τ阔端为亲卫” ⑥。

石门归降， 使秦巩二十四州避免了战火的浩劫， 当地百姓保全了身家性命，

在战乱频仍中尚能保有家园。 军民“始去险就夷， 还各城居， 官舍民庐皆剪荆棘、

斩蓬茅为之， 使人父τ兄弟得以休养生息， 至今西土种族殷繁” ⑦。 民国时漳县人

韩世英就汪世显降蒙之功德， 比同于齐国名相管仲降齐桓公。 他说： “世显之不

死金， 犹管仲之不死公τ纠。 孔τ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吾曰： 微世显， 则

巩昌一道千万人祖宗之鬼馁矣， 宜乎， 流泽余庆， 绵绵不绝。 不然， 彼苍无私，

何独爱于汪氏哉！”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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