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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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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平称帝

一

忽必烈是在父兄们东征西战的戎马生涯中长大的，父亲

死时他１８岁。这位皇孙长大以后，与“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相

比，有一点明显不同：他的注意力不单单只在军事征伐上，更

关心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如何治理，由谁来治理。

蒙古人接触汉文化自宗教肇端，丘处机、海云是他们最早

信服的人物，从这些人身上汲取的汉文化养料，最初多是个人

安身立命之说，道释两家如修身、养生等一般道理，他们最感

兴趣。可作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面对高深的汉文明，蒙古

人只能采取一种实用态度，他们虽然欣赏道释修养之说，但更

喜爱汉人工匠锻造的精美器物，对于汉文化中物化了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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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玄妙哲理的兴趣，一旦接触到汉文化的

玄深之处，除少数人如忽必烈、真金、图帖睦尔（元文宗），大多

数蒙元贵族都会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得不与汉文化保持一

定距离，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简易而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

藏传佛教。他们奉藏僧八思巴为帝师，请他创制蒙古新字，作

为官方语言通行，从而在蒙古族文化中渗进了藏文化元素。

八思巴字的通行，不仅解决了蒙古官员因普遍不识汉字而在

执行军务时遇到的诸多麻烦，而且也维系了蒙古民族的语言

文化传统，人们使用一种语言所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也就保

持了下来。蒙古官吏不必识汉字，也可履行职责，这在客观上

就为稳定蒙古人与汉文化之间的距离提供了可能。因此，蒙

元统治中原上百年，他们在文化和心理方面始终没能征服汉

民族，但同样他们也没有被汉文化所融合。元朝建立之前及

其覆灭之后，蒙古族一直是一个在文化素质上独立的民族。

尽管如此，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政治伦理对蒙元帝王的影

响仍然是深刻的。有元一代，历朝帝王对汉文化应持何种态

度，在制定施政纲领时如何处理蒙俗与汉法的关系，始终是蒙

元贵族内部斗争的焦点。忽必烈一朝，效行汉法，以汉法治汉

地，这使他与保守派宗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甚至导致残酷

的战争。但他赢得了众多汉人的强有力支持，他们帮助他完

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百年大元的政治基础。在这方面，可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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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恰是海云、子聪以及那批汉族臣僚，为他指引出一条通向中

原帝王宝座的智慧之路。对于子聪说的话，忽必烈不仅满意，

而且十分信服，子聪提出立省设官，蒙哥时期未能实行，忽必

烈上台后立即照此办理，以此推行汉法。

蒙哥即位，做出两项重大军事部署。他命四弟忽必烈统

领漠南汉地事务，同时南下征灭大理国（今云南大理），为侵略

南宋做战略准备；命六弟旭烈兀西征波斯。

征大理一军共十万人，由兀良合台指挥军事，儿子阿术随

从，文臣有姚枢、子聪、张文谦等，武将除蒙古、色目将领外，有

汉人董文炳兄弟。蒙哥汗二年（公元１２５２年）秋天，大军出

发。三年夏，驻六盘山休整。初冬，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借道吐

蕃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进入大理。抵抗是顽强的，

杀戮是残忍的，顽强的抵抗没能阻挡住蒙古军疯狂的攻势，数

月之内战事便大体平息了。四年春季，忽必烈留下兀良合台

率一部分军队镇守大理，自己带余下部队踏上北归的路途。

自从管理漠南汉地之后，忽必烈面对的是中原一片烂摊

子，土地荒芜，人口流散。子聪自故乡回到和林，曾向忽必烈

说起邢州的情况，他告诉忽必烈，邢州过去有居民一万多户，

由于连年战乱，现在只剩下几百户，凋零破败，一天不如一天。

忽必烈对此十分重视，于蒙哥汗元年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张

耕任安抚史，刘肃任副史。这以后邢州局面大有改观，忽必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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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是高兴。从治邢开始，忽必烈着手大规模治理中原地区，

二年在汴京设经略司，三年在京兆（今陕西西安）立交钞提举

司，印发纸钞，同时在河南、陕西实行屯田，以充军饷。为了更

有效地控制中原，忽必烈将自己的藩邸南移到桓州一带，在金

莲川开设幕府，招贤纳士。四年秋天，他从云南回到桓州。

蒙哥汗六年（公元１２５６年）春，忽必烈命子聪在桓州选地

建宫室。经过勘察，子聪选中了桓州东面、滦河上游北岸一块

地，用三年时间建起了开平城。开平不仅是忽必烈的王府，也

是他早年的根据地。他在这里积蓄力量，清理心智，计划着一

生的事业，就像一只苍鹰在羽毛逐渐丰满的时候，不停地训练

飞行能力，时刻准备离开巢穴飞向天空。他就像这只苍鹰，俯

瞰着中原大地，那里有财富、权力和荣耀，有他的梦想。

开平城破土动工之际，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起各派势力，

他们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彼此独立又结为一体，这个集团深刻

影响了元初政治体制。

在这些人当中，除子聪和尚外，还有王鹗、郝经、赵璧、廉

希宪、窦默、姚枢、许衡、张文谦、张易、商挺等人。这些人大多

数是汉人，具有规范化的儒家修养，深谙文韬武略，有的人既

能讲经论道，也能领兵打仗。他们聚集在忽必烈身边，向他灌

输孔孟学说，为他讲解《孟子》、《尚书》、《孝经》及程朱理学，他

们在用一条无形链索竭力要把他拉向汉学的深沉领域，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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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他对孔孟之道是否能够一下子全盘接受。

然而忽必烈正是通过他们窥见到了一种体系完备的文

明，这种文明给他指明了个人心性得以超脱的方式，也为他提

供了治理天下的大政方略，无论是玄妙的哲学还是实用的谋

略，对他都具有强烈吸引力。忽必烈不能不意识到，除非借助

这种文明，否则单凭凶猛的蒙古骑兵，即使赢得天下，也难以

治好天下，因为自己的祖先没有那么久远的过去，自己的民族

也还没有强盛到那种程度，可以为她的子孙准备好他们需要

的一切东西。

在忽必烈身边还有一批为他出生入死的汉人武将：顺天

（今河北保定）张柔、真定（今河北正定）史天泽、东平（今山东

东平）严氏、济南（今山东济南）张氏。这些人本是地方土豪，

金朝亡后依附蒙古，统辖各自境内军民政务。他们一般都拥

有数万兵丁，结寨自保，一旦朝廷有军事行动，则随官军出征。

他们的地位也很稳固，如果不是触犯朝廷，那么父死子继，兄

终弟及。重要的是，他们负责征收地方赋税，掌握着地方经济

大权，这就使他们成为独霸一方的世侯。

在中统、至元年间的历次战事中，他们金戈铁马，出生入

死，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史传忽必烈“尤善抚下”，大概不

假，要不这些文臣武将就不会追随他赴汤蹈火，几十年不改初

衷。当然，这仅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尚未涉及他们与朝廷更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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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利害关系，但仅就这一般意义来说，已经能够得出一个

结论：与其说蒙古人打败了汉人，不如说汉人中的一部分借助

蒙古人的力量征服了本民族的另一部分。

经过几年治理，中原面貌有了改观，增加的户口可以补充

兵源，增收的粮食又可以补给军需，忽必烈的实力大大加强，

这只苍鹰的羽毛已经丰满了起来。

蒙哥汗七年（公元１２５７年），忽必烈奉大汗之命在驻地主

持了第二次佛、道两家大辩论。佛教一方出席的有福裕、那

摩、八思巴、子聪和尚等三百余人，道教一方出席的是以全真

教头领张志敬为首的二百余人，另外出席作证的官员有孟速

思、廉希宪、张文谦以及窦默、姚枢等二百多名儒士。大会事

先约定了对失败一方的处罚办法。可以想象，数百人参加的

辩论其场面该是何等壮观，那些自称超然世外的出家人为了

争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田产，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唇枪舌剑，

互相指骂。或许张志敬事先没有料到，失败的一方竟是道教，

结果按约定，十七名参加辩论的道士被削发为僧。忽必烈下

令焚毁四十五部道经，将二百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忽必烈年轻的那段时期，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汉人宗教既

重视又加以利用，成吉思汗对丘处机、中观和海云的友好态度

便是例子。忽必烈成年后，他以恭敬和兼容的姿态礼待各家

教派，不仅收罗了一批汉人儒生，还接受八思巴为自己一家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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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灌顶，据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对西方基督教也颇有

兴趣。

纵观有元一代，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均在中国获得了令人惊讶的发展。至于中国本土的儒、道、释

三家，境遇却略有不同，藏传佛教势盛，中土佛教处境亦可，道

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唯独儒家前后有如天上地下。忽必烈

早期重儒，儒生在朝中左右大局，李坛（音：坛）之乱后，儒生地

位下降，似乎未再掘起。南宋诗人郑所南曾说：“鞑法：一官二

吏三僧四道……九儒十丐”，儒生在各人等中仅强于乞丐。南

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写过一首《自笑》诗：“释氏掀天官府，道家

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可谓生动透彻。

四弟势力在中原一带的增长，引起大汗蒙哥的猜疑。就

在忽必烈主持僧道大辩论的同一年，蒙哥委任亲信阿兰答儿

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派他们到京兆理算钱

谷。二人在京兆设钩考局，查核忽必烈封地内的赋税。在查

核过程中，他们罗列了当地官员一百多条罪状，杀死二十多

人，扬言除史天泽等少数人外，其余官员一律处死。身处恐怖

环境内的官吏们人人心惊胆战，当时陕西宣抚司的几位头面

人物有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人，幸亏他们从中周旋维持，宣

抚司才平安无事。

这一行动触怒了忽必烈，得到从陕西报来的消息后，他可
—７—

元世祖忽必烈（上）



能考虑过要用某种方式回以颜色，证明自己不是软弱可欺的。

老臣姚枢劝他采取退一步的策略，先缓和兄弟间的紧张关系，

再做长远打算。姚枢建议，不如将王府亲眷全部送到和林，作

出久居的样子，这样就会消除大汗的疑虑。忽必烈采纳了姚

枢的建议，亲自将家眷送到和林。兄弟二人见面后，相对泣

下，蒙哥没有让忽必烈做出表白，就下令撤掉了钩考局。

二

蒙哥汗八年（公元１２５８年）春，蒙哥下令伐宋。大汗留七

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己同九弟穆哥、万户史天泽率西路军过

六盘山取川蜀，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打荆襄，已在云南的兀良

合台、阿术父子起兵北上，形成对南宋长江中游的夹击之势；

大汗命令四弟忽必烈留守驻地不动。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安排，据说蒙哥不让忽必烈率军出征，

表面上考虑他征完大理，又患痛风，让他在家休养，真实原因

则是蒙哥想同忽必烈争夺中原控制权。得到命令后，侍臣燕

真提醒忽必烈说：“大汗素有疑志，如今远涉危难之地，殿下身

为皇弟，却独处安全，这怎么行呢？”而忽必烈即使明白这种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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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背后的真实动机，可没有大汗的命令他不敢轻举妄动。

幸好大汗的部署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宗王塔察儿在南伐

期间，热衷于抢掠财富，恣情享乐，久无战功，惹得蒙哥发怒，

撤掉塔察儿，命忽必烈统率东路军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并

召益都（今山东益都县）行省李坛派兵从征，李坛以“益都是南

北要冲，兵不可撤”为借口，拒绝派兵；又命兀良合台驱军打潭

州（今湖南长沙），然后与东路军会合。大汗约定，西路军取得

川蜀后，挥师东进，与东路军、云南军三军会师，再沿江东下直

捣临安（南宋首府，今杭州市）。

这是一个庞大而且劳师费财的作战计划，蒙古人倾巢出

动，数路大军似数把锋利的尖刀从不同方向插入宋朝国土。

如果按蒙哥汗的设想，三军会师后直捣临安，那么南宋朝廷覆

亡的时间只会在六十年代，而不会延续到七十年代，因为这个

计划使人感到，这是蒙古人决心灭亡宋朝的一场决定性战争。

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却意外地中止了计划的实施，紧接着引发

了一场蒙古国汗位之争。灭宋计划被搁置下来了，临安政权

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春天的计划在实施的初期进展得相当顺利，三路大军沿

途风卷残云，势不可挡，宋军面对北方骑兵的疯狂呐喊和马蹄

扬起的阵阵尘沙丢城弃寨，无力自保。可十六个月后，北方骑

兵遇到了他们自起兵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强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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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素以马上称雄，辽阔无尽的大草原是他们崛起的

地方，是他们攻伐的最主要、最熟悉的战场，寒冷的气候对他

们不构成严重威胁，绿色草原又是马匹食之不尽的天然粮仓，

他们喜欢在旷野上策马奔驰，把追赶上敌人并杀死他们当作

人生乐事，蒙古骑兵的凶残及坚韧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

无法与之较量的。可是，一旦进入长江以南地区，呈现在他们

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巍峨陡峭的丛山密林、连绵起伏的丘

陵沼泽、纵横交错的河流港汊，还有酷热湿闷的天气，一切都

让他们感到极不适应。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长时间在同一

地点攻城拔寨，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蒙古骑兵不得不采用与

他们的传统经验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是他

们的敌人最拿手的。

跟随忽必烈一同南下的谋臣郝经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当

时他的心情大概不会太好。郝经了解宋军，也了解蒙古人，深

知蒙古骑兵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们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曾

一度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一次又一次地给蒙古人带来巨大的

胜利和喜悦。但是若换一个环境，就像眼下在长江以南地区，

情况完全改变了，旧的方式就很难适应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胜利也就不那么轻易地能够得来了。一路上郝经思考了许多

问题，对北南双方的军事形势也有自己成熟的看法，尽管这些

看法时常让他感觉不安甚至恐惧，他仍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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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陈述这些看法。他知道自己不赞同蒙哥汗的这次行动，

也知道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但他相

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努力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东路军。

对于这次作战计划，郝经反对的理由明确而系统。在他

看来，南宋朝廷还占据着中国半壁江山，虽无望收复中原，但

兵力充足，百姓渴望太平，如果此时大兴兵戈，恐怕难服天下

人心，因此灭宋时机尚未成熟；要紧的是“黄金家族”分裂后，

宗王、诸侯各怀心思，都瞄准国家最高权力，伺机而动，希望给

自己争得更大利益，国家危机四伏，如果此时出兵伐宋，大军

在外，内部一有骚变则返之不及，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励精图

治，而不是挑起兵端。

南下途中，郝经不只一次地向忽必烈谈起这些想法，希望

他能够认清其中利害。东路军行至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时，

有人截获到一份上报南宋朝廷的奏议，其中说到“谨边防、守

冲要”等抵御蒙古军南侵的治军方略。忽必烈召集属下商量

对策，郝经说道：“自古得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如今宋朝未有

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

其危，未见其利也。大王不如修德布惠，控制诸道，以待西师，

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听完郝经的话，

忽必烈未置可否，只问是否同张柔商量过。

这种态度背后是否隐藏着他与蒙哥之间的那层微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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