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宝碑刻 辽宁珍藏
BEIKE

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周仲全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冯 赤 马松波发现
FAXIAN

12

石碑制作华丽，保存完好

对曾经顽强抵抗清军（包括后金
军）的明朝牺牲将领，清朝皇帝是什么
态度？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显忠祠碑”证
明，在清乾隆年间，对明朝那些坚守气
节、忠君报国、抗击后金军阵亡的将
领，朝廷采取了大加褒奖的态度，不仅
赠予谥号，且建祠立碑。

国家文物局此前发布的“首批古
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旅顺博物馆
藏这块“显忠祠碑”因为记载这一历史
事件而入选。

“显忠祠碑”制作华丽，青灰色沉
积岩材质，通高 150.5 厘米，宽 54.4 厘
米，厚 13.5 厘米。碑身正面刻有菊花
纹，周边刻有折枝花纹。石碑正面顶
部 ，从 右 到 左 刻 有 楷 体 字“ 显 忠 祠
碑记”。

旅顺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副研
究馆员刘立丽表示，“显忠祠碑”所褒
扬的将士，是明朝末年驻守在大连旅
顺口、抗击后金、最终牺牲在旅顺口的
明朝东江总兵官黄龙以及在同一场战
役中牺牲的其他官兵。

《明史》中有黄龙的传记，在一些
历史文献中，也可寻见黄龙的名字。

《明史》中记载：“黄龙，辽东人，初以小
校从复锦州，积功至参将……”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二十七的
《明都督佥事黄咨文》是黄龙的手迹，
是他在战争紧急之时写给某半岛国王
的咨文。当时，已经归顺后金的明朝
将领孔有德计划率兵北犯，袭击辽
东。黄龙在咨文中向这个国王通报军
情，并求借船只、枪支等武器抗击孔
有德。

在这篇咨文中，黄龙将孔有德的
兵变、明末辽南一带的紧张局势等情
况进行了详尽讲述。我们可由此对当
时的辽南局势有较为准确的了解。

史料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起兵抗击明朝。在此后

的几十年里，后金军不断开疆扩土，最
终于清顺治元年（1644 年）迁都北京。
在此期间，现在的辽宁地域是明朝与
后金激战的重点区域。在辽东、辽西
一带，两个政权的所属军队展开激烈
搏杀，互不相让。明崇祯六年（1633
年），在保卫旅顺口的战斗中，黄龙宁
死不降，自刎身亡。

黄龙力保旅顺口，至死不降

黄龙的阵亡与孔有德的叛降紧密
关联。

孔有德，辽东铁岭人，原为明朝东
江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崇祯
二年（1629 年），身为明兵部尚书兼右
副都御史、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以多项
罪名为由，将毛文龙斩杀，这就是历史
上有名的“双岛斩帅”事件。

毛文龙被斩后，他的旧部被收编，
孔有德投奔了别人。崇祯四年（1631
年），在皇太极率领后金军攻打大凌河
城（位于今天的锦州凌海市）的过程
中，本应按照军令沿着海路，从耀州

（今营口）袭击后金军的孔有德发生叛
乱，离开明军。第二年正月，孔有德攻
占了登州（今山东蓬莱）。明朝廷对孔
有德展开围攻。这年冬天，孔有德利
用登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形，从
临水一侧利用海路北上，向东江一带
进发。此时，镇守东江沿海的黄龙提
前做好布控，防止孔有德来袭。也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崇祯六年

（1633年）正月黄龙写给某半岛国王的
“咨文”。

一个月后，黄龙的部将与孔有德
叛军对阵，重创孔有德，斩其手下多位
大将。见旅顺口一带兵力较强，孔有
德辗转到了丹东九连城，然后沿着陆
路北上直奔今天的沈阳，投降后金
政权。

为了报兵败之辱，孔有德建议皇
太极袭击黄龙驻守的旅顺口。听从
了孔有德的建议，后金军采取声东击

西 的 战 术 ，先 是 向 鸭 绿 江 出 兵 ，摆
出 了要一举夺下东江各岛的阵势，
然后突然转头调向旅顺口，对其展开
袭击。

作为主帅的黄龙中了计。当后金
军佯装攻打鸭绿江时，他将大部分水
师部将都派往了那里，旅顺口仅留下
千余名守兵。结果，后金军万余人突
袭旅顺口。黄龙亲自上阵迎战。在兵
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守城将士奋力
抵抗十余天，终因寡不敌众，渐显颓
势。最后，大部分明军将士英勇殉国，
黄龙至死不降，拔剑自刎。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在慨叹
之余，为了表彰黄龙宁死不屈的精神，

“赠龙左都督，赐祭葬，予世荫”。也就
是说，崇祯帝赠给黄龙以“左都督”一
职，并让后世子孙享受世荫。

实际上，在孔有德突袭登州时，黄
龙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已被孔有德抓
获。为了逼迫黄龙顺从，孔有德以人
质为要挟，但黄龙不为所动，最终，黄
龙全家被孔有德杀害。

清朝晚期，曾两度为其立碑

黄龙英勇殉国后，获得明崇祯皇
帝嘉奖。出人意料的是，在 140 多年
后，清朝的皇帝也对其进行褒奖。清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乾隆皇帝特
意下诏书，赐黄龙“忠烈”称号，并为黄
龙及其部将建立“显忠祠”，供后人观
瞻、祭拜。

刘立丽表示，乾隆对抵抗后金、抗
清战役中英勇善战、勇于抗争的明代将
领赏赐名号，进行褒奖，主要是为了提倡
坚守名节与气节、坚守忠君爱国的思想，
以便于今后的统治。在褒奖黄龙、史可
法等一些明朝因抗清而牺牲的将士的
同时，乾隆还在同一年下令编纂《贰臣
传》，将100多名曾在明朝任要职，但后
来又投降清朝的文官武将集合在一起，
列为“贰臣”，以此提醒当朝官员要忠于
清朝。

虽然清朝皇帝为黄龙等明朝将领
建立显忠祠，但旅顺博物馆现在展出的

“显忠祠碑”并非乾隆时期的原碑刻，而
是在100多年后，清朝的另外一个官员
所立的，立碑的过程在“显忠祠碑记”中
记载较详细。

清光绪八年（1882年），时任山东登
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受李鸿章的委任
到旅顺口办理海防。对黄龙的事迹，刘
含芳早有耳闻，于是到了旅顺口后，他开
始寻找黄龙的墓地和显忠祠。100多年
的风雨侵扰，黄龙的墓地与显忠祠早已
逐渐隐没在杂草之间，找寻不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1887年春天，在
金州绅士知县乔有年的指引下，刘含芳
终于在今天的旅顺口区黄金山东南方
向的山坡上找到了黄龙墓。

见墓地已残破不堪，刘含芳将黄龙
和他手下5名将领的遗骸合葬在一起，
并刻立了石碑，还在黄龙墓地的四周筑
起了石墙加以保护。遗憾的是，这块石
碑早已不见踪影，从“显忠祠碑记”中可
知，原石碑的内容较为简单。

在俄国、日本侵占旅顺期间，石碑被
毁坏，曾用作建筑材料，现已找到部分残
段。碑文中只能看到“明故左都督黄忠
烈公讳龙……之墓”等字样，并列出了李
惟鸾、尚可义、项祚临、张大禄、樊化龙几
人的姓名。落款立碑人署名除了刘含
芳，还有宋庆、丁汝昌、周馥，都是近代史
知名人物。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也就是刘
含芳找到黄龙坟墓的第二年，他又在三
官庙的西边建起了祠堂，把每年七月十
四定为黄龙的殉难日，在这一天加以祭
拜。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天，刘含
芳请安徽桐城人张诒刻下“显忠祠碑”，
也就是入选国家文物局“首批古代名碑
名刻文物名录”中的这块石碑。

让刘含芳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显
忠祠碑”刻立后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黄龙曾经为之坚守并捐躯的旅
顺口，在黄龙殉国261年后，落在了日本
侵略者的手里。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显忠祠碑记”揭示——

清朝曾为明代抗清将领立碑建祠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显忠祠碑”的主人为明朝将领黄龙，他在保卫旅顺的战
争中，力战后金军，最终自杀殉国，受到明崇祯皇帝褒奖。出
人意料的是，清朝乾隆皇帝也对那些坚守气节、忠君报国、抗
击后金军阵亡的明朝将领进行褒奖。晚清时期，清朝官员曾
两度为黄龙立碑。因这一段独特历史，该碑入选“首批古代名
碑名刻文物名录”。

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朝官员为黄龙立的碑，藏于旅顺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