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022.1.18 星期二
编辑 李傲 美编 丁锐

YUE DU

专
刊

传
说
与
历
史
中
的
﹃
白
岩
城
之
战
﹄

老地方

唐太宗、李勣曾来辽东燕州城

燕州山城位于今辽阳灯塔市西大窑镇官屯村东南、太子河北岸，坐落在海拔约196米的石城山
上。该城北距灯塔市约20公里，西距辽阳市约30公里，与辽金时期著名的冮官屯窑址隔河相望。辽
宁著名考古学家王绵厚表示，燕州山城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魏晋时期，这座山城称白岩
城；至辽代，改为岩州（民间俗称“燕州”），隶属沈州（即今天的辽宁沈阳）；到了金代，将此城降为石城
县；明代为防备建州女真，将此城改造成为一个军粮囤聚地；清代时，此城废弃。想当年，唐太宗、名将
李勣曾率兵于此跃马扬鞭，为这座雄伟山城留下了难忘的岁月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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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大窑镇一带流
传着“唐太宗智取白岩城”的故
事。故事的梗概：唐太宗征东时
打到白岩城，敌方以逸待劳固守
坚城，而唐军远道而来利在速决，
双方陷入胶着状态。令人不解的
是，唐太宗不急于进攻，而是鸣金
收兵，命唐军将士刀兵入库、马放
南山，山城守军发现唐军漫山遍
野捕捉野鸽、麻雀，似无心恋战，
遂立于城头指点笑骂，讥嘲唐军
无能。白岩城不仅山陡城高，且
军粮充足，唐军若长期围困，自身
的粮草补给不畅，恐后援难继，一
旦敌方援兵四面齐至，对孤军深
入的唐军包抄夹击，后果将不堪
想象。

几天过后，某日入夜，准备停
当的唐军趁敌防守松懈之际，将
硫磺等引火之物缚在捕捉到的数
千只麻雀、野鸽的翅膀上，突然向
山城放去，千只麻雀、野鸽如一片
乌云空临燕州城，并落在山城内
的屋舍、仓库、马槽等处，将硫磺
等危险品四下播撒，燕州城转眼
成为一座巨大的“火药库”。

此时，山城守军方恍然大悟，
却为时已晚，但见城外飞箭如蝗，
遮天蔽日的火箭被唐军射进山
城，遍布城内的硫磺被瞬间引燃，
山城内顿时烈焰冲天！火借风
势、风助火威，山城悬崖下的太子
河水都被烧成赤红！眼见山城难
守，白岩城主孙代音派人请降，唐
太宗趁势攻下白岩城，奇计破敌。

传说终归是传说，真实历史
中的白岩城之战是如何进行的？
史载，唐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
太宗李世民攻破辽东城，杀敌兵
万余人，获城民四万口，随后向白
岩城进军。乌骨城（今凤城东南）
敌将遣兵万余援白岩城，唐将契
苾（bì）何力率劲骑八百击之，带
伤追击数十里，斩千余人。

打退援军后，唐太宗命辽东
道行军大总管李勣（jì）率唐军攻
打白岩城。《新唐书·李勣传》描述
当时的战况时写道：其城因山临
水，四面险绝。李勣以撞车撞之，
飞石流矢，雨集城中。帝临其西
北，城主孙代音请降曰：“臣已愿
降，其中有贰者。诏曰：“必降，建
之城上。”孙代音举帜于城上，高
丽以为唐兵登也，乃悉降。

唐军退兵后，孙代音反叛，奉
唐太宗之命，李勣复攻此城。军
士奋勇登城，孙代音见寡不敌众，
率2400名兵将、居民万余人，投降
唐朝。唐军两次出手、两番周折，
才拿下了这座白岩城，这就是正
史中记载的“白岩城之战”。

千年前，燕州山城曾来过俩名人:一位
叫李世民，一位叫李勣。

李世民，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世
人皆知；李勣的名字未免有些生疏，但提
到《隋唐演义》中的瓦岗寨军师、智慧达人
徐茂功，估计至少一半中国人便心领神会
了。

不过，历史上的“徐茂功”可不是出谋
献策的文人，而是征伐四方的大唐名将、
英国公，隋唐十二次征伐高句丽，最终灭
此强邦，彻底解决东北问题的，就是这位
被艺术化的“徐茂功”。

李勣不姓李，原姓徐，名世勣，字懋
(mào)功。后因战功卓著，被唐高祖李渊
赐姓李，又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
缩称李勣。

皇帝赐姓，尊贵无比，但民间百姓却
不以为然。认为叫“李勣”吧，响亮而不大
气；改回以前的“徐世勣”吧，大气而不响
亮。兼顾两者，去芜存菁，遂将其人的原
姓与字合二为一，是为“徐懋功”。有时，

“徐茂功”还写成“徐茂公”，公，含敬意，而
且，历史上的徐茂功曾被封为大唐英国
公，因成功而封公，怎么解释都对路。

拋开表象看实质，说智慧、论通达、讲
胸襟，小说中的徐茂功与历史中的李勣，
这真是如出一辙的。

首先，李勣“会站队”，形势判断感极
佳，从翟让到李密再到李世民，他总能未
雨绸缪，辨明方向，纵然风云变幻、世事无

常，却总能安然稳坐，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李勣懂人心，会做人。隋末唐

初，改朝换代天下骚动，缺的是粮食，缺的
是秩序。家资饶富的李勣不吝其财，开仓
放粮，广济贫民，深获一方人望。上了瓦
岗寨，他告诫李密:再穷，不能掠父老；再
难，不能抢乡邻！盗亦有盗，做人，必须有
底线。闻此言，老家人感激涕零。

待挥师打开大隋黎阳仓后，李勣第一
时间所做的，就是赈济四方百姓，让乱世
中的穷人吃饱饭，保住命。这一善举，使
瓦岗寨声名大振，立刻占据了道德制高
点，迅速扩军20万！

最后，李勣会做官，会当领导。遇事
先开会，先听大家意见，不打官腔，不作
伪，下属之策但凡有可取之处，必欣然采
纳，令人如沐春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待打个胜仗，取得了成绩，身为主帅，
李勣又把功劳让给下属；得了钱财，尽分
将士；有啥好事，先挂着自己朝夕相处的
同事，先想着自己生死与共的兄弟……李
勣的人品，真是没得说！

李勣去世，皇帝哭、大臣哭、士兵哭、
百姓哭，连未见其人的蕃邦之士都没有不
难过的。客观而言，人品，才是一种高端
的智慧。

李勣是大唐真正的战神。平生百战，
除早年被刘黑闼偷袭被迫溃退外，堂堂战
阵，从无败绩。北扫塞漠，南定维扬，平东
突厥、克薛延陀、灭高句丽……称大唐半
座江山是李勣打下来的，都不为过。

大唐名将如云，史称最杰出者，非李
靖、李勣二人莫属，但让李世民评属下战
力，却只点三人:李勣、李道宗、薛万彻。

看《旧唐书》《新唐书》可知，李唐王朝
离不开李勣。李勣去世，太子送、百官送，
唐高宗李治为其亲撰碑文，情透纸背，站
在未央故城上，望着李勣灵柩远去的影
形，痛哭失声。

讨平辽东功成之日，李勣随唐高宗共
赴太庙献俘，唐高宗敬第一杯酒，李勣敬
第二杯，称“亚献”，这是李勣载入史册、尊
宠无比的人生辉煌日！史书将李勣与古
之名将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相提并
论，实乃中肯之评，绝非溢美之辞。

翻阅历史会发现:带有鲜卑血统的中华
古代帝王，不少人的能力与气度卓尔不群，非
凡人可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燕高祖(慕容
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这些人不仅自己厉害，手下人也个个超
凡脱俗，君臣携手合筑“神团队”,联袂共写一
段史诗般的流金光阴。

唐太宗很有威严，像李靖那样的旷世名
帅，李世民一旦震怒，竟吓得大气不敢出！这
绝非以权压人，而是他行得正、占住理、有自
信。

讨论国事，萧瑀、魏徵们经常公开顶撞，
疾言厉色，气得唐太宗火冒三丈，扔帽子、摔
杯子、推桌子……换别的朝代，这些人早午门
斩首，祸及九族了，但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
唐太宗该用照用，一个指头都不碰，还褒赞、
还重赏、这旌表，这是怎样的胸怀！

唐太宗从不把自己的臣子当“奴才”，而
是视其为股肱、战友、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跟属下相处，他从不搞彼此牵制的低俗三十
六计，从不玩阴的。

李勣患病，他心急如焚，甚至把自己胡子
烧了当药引子，为救李勣，什么君臣尊卑全然
不顾，连迷信的招儿都使上了！

魏徵病危，唐太宗守在他床边，说:“我现
在就把公主许给你儿子，让你儿子当驸马，这
样能不能让你心情好一点？”

凡事怕对比，就连敌国高句丽的臣民也
感动于唐太宗的仁德义行，一批将士欲弃昏
暴的泉盖苏文，投靠明主唐太宗，但太宗予以
婉拒，说:“我若收留你们，你们的国王就会杀
你们全家，我不忍让你们妻离子散！”于是，给
钱给粮，礼送回家。这些人感激涕零，一路
上，成了歌颂大唐王道、太宗圣明的“义务宣
传队”。

贞观之世，是中华历史上的“理想时
代”。难怪史学界将历代中华族群分为若干
阶段后，对其中的“汉唐人群”，始终无限缅
怀；对“盛唐人格”，始终深情讴歌。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

燕州古城残垣

燕州古山城依临的太子河

燕州古城上的“城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