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胜为何成为

五虎上将第一名

上期说到呼延灼兵败被迫投降梁
山，用诈降术骗关胜投降梁山，关胜的
到来使招安派的实力大增，最终梁山
大排名时关胜位列五虎上将第一名。
关胜上山前不如呼延灼的官职高，更
不如林冲上梁山早，为什么五虎上将
能排名第一？

这要从卢俊义身陷大名府说起。
当时梁山为救卢俊仪倾巢而出，兵困
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兵败后派人到东
京向岳父求救，丑郡马宣瓒推荐关胜，
蔡京亲自面见关胜。关胜献上围魏救
赵之计：“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
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
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
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

为了保护梁中书，蔡京没有向皇帝
上奏派兵征讨梁山的事情。蔡京私自调
动军队解围大名府，他不敢动用东京的
80万禁军精锐，只能调动驻扎在河北、山
东的驻外禁军一万五千人，由于舍近求
远，失去了兵贵神速的时机，宋江有时间
率军回援。关胜的围魏救赵之计由于蔡
京的私心而落空，试想如果关胜带领东
京禁军赶在宋江回援前攻打梁山，在家
的指挥官是刘唐，没有一点指挥才能，梁
山留守军队一定不是对手，失去老巢的
宋江无路可走，要么投降，要么流亡。但
就是这样，关胜的行动也达到了解围北
京的目的。

后来，关胜又用计捉拿住张横和
阮小七，力战秦明、林冲20多回合，显
示了其有勇有谋。但是由于没有水军
的支撑，又急于求成，中了呼延灼的诈
降之计，被梁山捉拿，宋江亲自给关胜
松绑，尊为上座，然后纳头便拜，叩首
伏罪“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
罪”。关胜、呼延灼、董平等朝廷降将上
山时，宋江都曾经下跪让位。这三人都
有万夫不当之勇，后来都名列马军五
虎将。对于这些上流社会的精英来讲，
最需要的是面子，宋江让位正好满足
了他们的虚荣心，而且也给了他们一
个免于一死的台阶。

关胜上梁山后，帮助梁山攻破大名
府，救出卢俊义。关胜使用拖刀计收了单
延圭，又效仿先祖单刀赴会，说服了魏定
国投诚。关胜降服了水火二将后，基本上
就在梁山站稳了脚跟，但论功劳还不
足以排在林冲和呼延灼的前面，排在
第一名是依靠了他的祖先关羽。

关公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深远，
关羽忠孝仁义、智勇两全，简直就是战
神。关羽的基因在关胜身上得到了体
现，正像宣瓒介绍的：“此人乃是汉末
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
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
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
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
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关胜的长
相，俨然也是关二爷的模样：“堂堂八
尺五六身躯 ,细细三柳髭髯 ,两眉入鬓 ,

凤眼朝天 ,面如重枣 ,唇若涂朱。”关胜
成了关羽这尊神像的化身和代言人，
宋江看中的也恰恰是关胜的血统：“吾
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
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关胜姗姗来迟，却成为代表梁山
武将最高峰的五虎之首，这让许多读
者大跌眼镜，排在呼延灼前面可以理
解为呼延灼谦虚，排在林冲前面，对于
广大林冲粉丝来说却无论如何想不
通。其实这也是宋江从招安的大战略
来安排的，林冲是被逼上梁山的，风雪
山神庙后就没有打算再回到体制内。
而关胜还是念念不忘朝廷，宋江让关
胜排在林冲前面，等于给了朝廷一个
信号，有利于招安的推行。

招安后，关胜随宋江出征，冲锋陷
阵，刀斩辽国都统军兀颜光；刀劈方腊
手下名将钱振鹏，数战杀死梁山多人
的南军大将石宝，最终功成回京。关胜
征方腊后，升任北京大名府兵马总管，
位居都监闻达、李成之上。关胜的行为
毕竟不如关羽光明磊落，他投降梁山
差一点断送了蔡京和梁中书的前程，
在梁中书手下注定了他没有好下场，
他的结局是“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
大醉失脚落马，得病身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后，朱德总司令下
令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
地的抗日武装投降。但是，聚集
在鲁南的日军仍旧在铁路沿线
据点集结，尚未缴械的日军等
待着国民党军队的到来。特别
是驻扎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
区)一带的日军非常顽固，拒不
缴械，声称蒋、日双方有协定，
就是缴枪，也得交给国民党部
队，不能交给共产党。

奉上级命令，时年23岁的
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作为我方
代表在临城附近姬庄村一个农
户家里与日军代表小林谈判，
但接连两次谈判皆未谈成。驻
临城的日军铁道警备大队和铁
甲列车大队想趁黑夜逃向徐
州，铁道游击队早就看出了敌
人的诡计，提前把通向徐州的
铁路扒了，鬼子无法前进，便试
图退回临城。游击队事先埋下
的炸药又炸断了鬼子回临城的
铁路，将孤立无援的日本鬼子
团团围困在沙沟火车站。

此时的沙沟火车站聚集了
准备向徐州缴械的日军300多
人，还有驻沙沟伪军补充团500

多人；沙沟站北的姬庄驻有日
军一个小队，并有部分伪军；临
城驻有国民党19集团军。当时
的敌我态势是，要想使日军投
降得先消灭这支伪军。为此，鲁
南军区决定，再次派出鲁南铁
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去沙沟同
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谈
判，大队政委郑惕前往姬庄与
日军联队长官谈判，不允许他
们干涉新四军剿灭伪军的行
动。

刘金山来到沙沟火车站，
转达了鲁南军区奉延安总部的
命令：“你们应立即向我军缴械
投降。”太田听完后摊开双手，
狡黠地笑道：“我们是战败国，
应该投降，可是贵国还有国民

政府，还有国军，他们要我们到
徐州去缴械，我们该服从谁
的？”

“太田队长，你不老实。”刘
金山站了起来：“你在鲁南几年
了？国民党跟你打过仗吗？你们
在这里疯狂地屠杀我们根据地
的人民，是我们战胜了你们，你
们应向我们缴械。”

太田的脸红了，过了一会
慢吞吞地说：“可是沙沟街上的
和平军(伪军)在监视着我们，
你们能让他们缴械，我们就向
你们投降。”

为了尽快消灭驻沙沟的伪
军，新四军19旅56团连夜冒雨
赶到沙沟附近，围歼伪军的战
斗于11月23日20时打响。新四
军在铁道游击队队员的带领
下，乘黑夜攻进沙沟镇，迅速分
割包围，穿插奇袭，打得伪军晕
头转向，乱作一团。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战斗，新四军生俘了伪
军副团长以下400余人，并占领
了沙沟镇。

沙沟战斗结束后，聚集在
沙沟车站的日军更加孤立。再
次谈判前，铁道大队副大队长
王志胜和中队长徐广田率领部
队在附近做好了战斗准备，以
防不测。谈判地点设在姬庄西
南角一农民家里。日方派出了
两名代表，铁道大队派出4名代
表，首席代表是郑惕。郑惕首先
阐明谈判宗旨，随后鲁南军区
派去的反战同盟盟员日本人田
村伸树，向日方代表宣读了朱
德命令冈村宁次立即向八路

军、新四军就地投降的文件。
谈判代表刘金山义正辞严

地告诉小林：“我们共产党的部
队是中国军队的惟一代表，凡
是八路军、新四军，不管是哪个
部队开的路条子，在全国都能
行得通，因此，请你们不要为人
身安全担心，但是，你们不缴枪
是不能走的。”

日军无奈，只好答应在晚
上9点缴械。当晚，日军缴出了
重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
180多挺、步枪1000多支、手枪
两麻袋、炮弹40吨、子弹两车
皮。铁道大队用20多辆牛车拉
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运到鲁南
军区司令部。

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侵略者
并没有把武器全部交出，还秘
密留下了许多。“鬼子还是不老
实，还有六七十挺机枪没有交，
被我们查出来了。”铁道大队回
来后听说鬼子手里还有枪，又
派长枪队队长孙茂生去查看。

经过几番谈判，日酋太田
提出要见“大太君”(指鲁南军
区的高级领导人)。下午，鲁南
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带领随从赶
到谈判现场，对太田严厉指出：

“我军谈判的目的非常明确，那
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
件地交给与你们打了多年的铁
道大队，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
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

一席话，太田的态度立即
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

“我愿意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
具体事项明天再议。”

几经谈判，被围困在沙沟
的日本侵略军黔驴技穷，最终
决定向铁道游击队交出一切武
器，无条件投降。缴械前一天晚
上，张光中担心日军节外生枝，
决定从军区警卫营里抽调两个
连，化装成铁道游击队前去助
威。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太
田走到刘金山面前冷笑一声：

“大队长，我的枪可只交给铁道
大队啊，不交给别的部队。”太
田说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他知
道铁道游击队人数不多，今天
很可能有正规的八路军或新四
军来协助受降，所以他限定只
向铁道大队投降，企图打乱我
受降计划，拖延缴械时间。

刘金山听过太田的话，微笑
着拍了拍太田的肩膀：“我说的
话绝对负责。”太田顺着刘金山
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约有一个
营的身穿灰粗布军服的队伍，整
齐地向车站行进，这些战士的军
帽上没有小纽扣，胳膊上没有
袖章，不像八路军，也不像新四
军，完全像地方的“土八路”。

只有一百多人的铁道大队
一下子来了三百多人，太田虽
然怀疑，但并不知道有鲁南军
区的警卫部队加入，诡计再一
次落空，只好接受投降方案。日
军缴枪后，中国共产党华东局
出具了公函，最终让这些士兵
回到了日本。

据史料记载，日军向地方
游击队缴械投降，在中国整个
抗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王祥林

宜将剩勇追穷寇

铁道游击队迫日军投降记

□朱树松

【忆海拾珠】

□刘传录

复制“泰山国宝”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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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登过泰山的人，没有
不逛岱庙的，到岱庙必然要观
瞻泰山“镇山三宝”：沉香狮子、
温凉玉圭、黄瓷釉葫芦。但是，
为了有效保护国家文物，真品
是要“秘密”收藏的，供人们观
瞻的大都是复制品。“泰山三
宝”中的沉香狮子和温凉玉圭
就是当年本人带领有关人员复
制的，而温凉玉圭上的“乾隆年
制”还是我临写的。

当年，我曾担任泰安工艺
美术公司雕刻部主任，1981年
春节刚过，所在单位接受了一
个任务——— 为保护泰山“镇山
三宝”原件，组织文物复制小
组，复制温凉玉圭和沉香狮子。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对文物进
行抢救整理。因为温凉玉圭和
沉香狮子属于“一级文物”，必
须在绝对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复制组由我和史玉琳、
王宝岚两位工艺师组成。泰山
文管部门则由当时的领导翟所
淦、吉爱琴二位牵头主管。因要
接触文物真品，为了安全起见，
复制场所就设在当时尚未对外
开放的岱庙东御座独立小院
里。工作期间，院里就我们几个
人，出入都必须锁住大门，基本
上处于半封闭状态。

那年春天，我们先开始复
制沉香狮子。经过制模、配料、
和色、灌注、细修等工艺流程，
史玉琳、王宝岚两位工艺师不
久即复制完毕，后经文管部门
领导及有关人员验收，外观与
真品无二，完全合格。

随后，进入复制温凉玉圭的
前期工作。因为用料要求从视觉

和手感上逼真、完整，所以选料
着实费了一番周折。那时的交通
条件不及现在发达，南下北上、
西跑东颠，复制组人员马不停蹄
跑了近半年时间。凡是知道而
且能亲眼目睹、亲手感觉的石
料都寻了个遍，最后还是选定
山东掖县滑石中的精品——— 冻
石，现称“莱州玉”。因为莱州玉
的石纹石花和通透程度，从外
观看最与玉圭逼近，而且手感
柔绵润滑如真。选定料材后，当
年秋还是由我带领史、王两位
工艺师进行解磨雕凿，精细加
工。上半部分是日月星及江海
崖浪的图案浮雕，线条简洁明
快，易于入手，便决定由长于线
描的王宝岚操刀雕刻，下半部年
号则由史玉琳雕刻。

然而，对温凉玉圭楷书年
号“乾隆年制”的书写事宜，寥
寥四个字，仍是费了很大周折。
由于我自幼在家庭熏陶下练习
书法，当时虽然年轻，但在当地
的书法界已小有名气，是书法
界的活跃分子。在辗转遴选石
材的时间里，我邀约了几位有
名望的老书法家临写，记忆里
有朱复戡、吴延文、孟庆甲。起
初我没有动笔，一则年轻资历
不够，再就是身为复制小组负
责人，恐有借机争誉之嫌。温凉
玉圭的“乾隆年制”是清代的

“馆阁体”，但几位老书法家多
是从秦汉入手，还有一位是“指
书”，虽然有的也曾临过唐帖，
但不是秦汉遗味太浓，就是楷
味不足，最终还是因书风承传

不同，所临字体无论是从笔法
结构，还是神气上都与温凉玉
圭原书差异太大，依然没有遴
选出合适的作品来。后来，文管
部门、美术公司领导和复制小
组决定让我临写试试。可能是
我一直在接触复制工作，对温
凉玉圭上的字体有了“先”意，
或是我在雕刻部能直接写“蝇
头小楷”的缘故，临池挥毫，一
气呵成。待作品悬于温凉玉圭
上方，对照原书，大家一致认为
我写的“乾隆年制”形神皆似，
犹如原拓。于是，由工于碑刻的
工艺师史玉琳操刀阴刻，温凉
玉圭复制品便在1981年秋末新
鲜出炉。玉圭复制成功后，无论
在用料、雕刻工艺还是年号书
写、圭体外观上，都可以假乱
真。

玉圭虽分上下两截，但体
密如一。为复制如真，需要拆解
探明合体机关。谁知，却意外发
现 了 鲜 为 人 知 的“ 温 凉 ”真
秘——— 原本认为温凉玉圭之所
以“温凉”是因为上下两段材质
不同造成的，其实不然，“温”的
一段在中间合缝的切面中部有
一个深深的圆洞，专塞点燃后
的纸捻所用。这才是温凉玉圭

“温凉”的真因——— 不经复制，
焉能得知！

复制后的温凉玉圭和沉香
狮子，陈列于岱庙东御座东展
室，供人们观赏。复制品无论从
原料仿真还是工艺精细方面，惟
妙惟肖，形同神似，起到了与“真
品”一样的观瞻和宣传泰山文化
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保护国家文
物不可替代的工艺珍品。

温凉玉圭 复制品“温凉玉圭”下半
部拓片，“乾隆年制”系朱树
松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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