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琦，字禹珪，唐朝京畿道京兆府长安县（今陕
西省西安市）人。其父第五庭在唐玄宗时期，官至右监
门卫长史，卒后赠太子少保。公元726年，第五琦以明
经科科举步入仕途，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同宰
相）。后因币制改革引来非议，遭谪贬。随后流放黔中
道夷州义泉郡（郡治为绥阳，今凤冈县龙泉街道）。

第五琦善于思考学习，琴、棋、诗、画及文学样样
精通。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第五琦以明经科
入仕，正式步入仕途。年轻时候，第五琦先后做过黄
梅（今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县尉、杨子（今江苏省仪
征市）县丞等。

唐天宝年间（公元742年），第五琦调任河南道陕
郡（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在太守韦坚手下任职。韦坚
对第五琦颇为信任，许多重大事务交由第五琦办理，
进一步增强了第五琦的才干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韦
坚在地方为官颇有政绩，因开通黄河三门峡至渭河的
漕运，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重用，引起时任宰相李林
甫的不满。李林甫将其改任户部尚书，实际剥夺了韦
坚的地方重要权力。韦坚斗败后，第五琦受到影响，
既不能调离，也得不到擢升。几年后，衢州太守贺兰
进明看重第五琦的才干很器重他，才得以调到江南东
道衢州须江县（今浙江省江山市）任县丞。

公元 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从范阳等地
进攻中原（今河北、河南）。贺兰进明调任山南东道
北海（今山东青州）任刺史，向皇上奏请第五琦为录
事参军（刺史的属官或幕僚长）。此时，安禄山叛军
已攻入河间（今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信都（今河
北省邢台市）等地。因贺兰进明没有组织所率军队
进行抵抗，李隆基大怒，遣来使持刀宣旨“不亟进
兵，即斩首”。贺兰进明心中十分害怕，又想不出好
的办法，万分着急。此时，第五琦提出以重金招募
勇士，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此计果然奏效，贺
兰进明立即招兵买马开赴战场与敌作战，不久便收
复河间、信都等地。但最终安禄山还是突破了函谷
关，攻进关中平原，占据京城。唐玄宗逃离长安，到
剑南道四川益州避乱去了。太子李亨登基，年号肃
宗，改元为至德。唐至德元年（公元 756年），唐肃宗
李亨驻在彭原(今甘肃庆阳市宁县)，指挥抵抗安史
叛军。贺兰进明派第五琦上朝奏疏,肃宗立即召见
第五琦，第五琦在朝堂上陈奏道：“今之急在兵，兵
强弱在赋，赋所出以江淮为渊。”即当务之急在于用
兵，而军队的战斗力强弱在于后勤保障的能力，因
为养军队要钱，而江淮一带是鱼米之乡，所出的税
赋较为丰富。第五琦奏道：“若假臣一职位,请悉东
南宝资。飞饷函洛，为陛下命。”即给我一个官职，
悉数将江南一带的税赋全额征收，军饷用于军队，
立即支援函谷关、洛阳等地的战斗。肃宗听后大
喜，立即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同时兼任江淮租
庸使。江淮租庸使这个职务是皇帝任命的一个专
使，级别不高，但权力却很大，拥有朝廷赋予的处理
专项事务的权力。当时江南一带没有陷入叛军之
手，生产生活相对稳定，税赋有来源。第五琦就是
靠江淮租庸使这个职务筹措了平叛的费用，赢得了
肃宗的信任，不久升为司虞员外郎，山南、河南等五
道度支使，以后又担任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诸道盐
铁铸钱使等职务。公元 758年，第五琦又升任度支
郎中兼御史中丞。

此时，战事正在进行，第五琦办事雷厉风行，对税
赋进行改革，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琦建策江淮财赋，巩固了朝廷的经济基础，
保证了平叛战争所需的经费。第五琦进一步得到肃
宗的信任。在此期间，第五琦对经济进行系列改革，
主要成就有，在任江淮租庸使期间，采取宽松的经济
政策，促进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财政收入增加，保障
了军事的需要。黄河水路因安禄山的叛军所占据，不
能行走。因此后又打通了长江、汉江水路。江淮一带
的租调按时运到京畿，保证了军需，为朝廷军队收复
两京（洛阳、长安），平定叛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创榷盐法，第五琦奏请肃宗，对盐政进行改革。
第五琦担任度支郎中兼诸道盐铁使时，立盐铁法。于
产盐地招民为亭户，专业煮盐，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
数交纳给政府后由政府出售。各地置盐院严管监管，
严禁私人盗煮及贩卖。改革币制，唐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第五琦兼任铸钱使，奏请朝廷铸“乾元重
宝”。“初，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代十，既当国，又铸重
规，以一代五十。会物痛腾踊，饥馑相望，议者以为非
是。”第五琦发行的乾元重宝，直径一寸，重约 6—10
克。投放市场后，与开元通宝并用。规定每一“乾元
重宝”相当于十个“开元通宝”。唐乾元二年（公元
759年）第五琦担任宰相后，又命令再铸新币“重轮乾
元”，其钱的直径为一寸二分，重约 20克，每个“重轮
乾元”可兑换50个“开元通宝”，而“开元通宝”每枚重
4克，因此 5枚就可出一枚重轮乾元。第五琦的币制
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的收入，巩固了政权，但因
物价大幅上涨，引发民怨，不久就停止使用这种钱币。

第五琦实行的币制改革，导致物价上涨，遭到群
臣反对。有人弹劾第五琦，肃宗下诏书贬官为忠州刺
史。在贬为忠州刺史后上任的路上，又有人告第五琦
受贿，朝廷派御史骑马赶来审问第五琦，第五琦回答
道：“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伏受有状，请归罪有
司。”意思是我身为宰相，肯定不会受贿，若有证据，请
出示，可依法治罪。御史不认同第五琦答辩，认为其
认罪，据奏皇上，皇上下诏，遂长流夷州。这时是公元
760年。

第五琦长流夷州，肃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流第
五琦夷州制》，以警醒在职官员。文章写道：“君之是
使臣，期叶心以辅政，群之事主，当尽忠以明职，苟或
冒官罔上，黩利案奸，靡惩刑章。”最后写道：“今者琦
之所犯，负国诚深。义不可苟容，法不可频贷。申兹
宪令，用警庶僚，凡百卿士，宜知朕意。”肃宗要求官员
皆读，引以为戒。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第五琦在夷州度过了
两年的流放生活，被代宗李豫复用为郎州（今湖南省
常德市）刺史，又拜为太子宾客（主要负责包括侍从，
规谏，赞相，礼仪等，官秩为正三品）。唐广德元年（公
元 763年），吐蕃偷袭京城长安，代宗移驾陕州避乱。
郭子仪推荐第五琦担任京兆尹，不久又兼铸钱、盐铁、
转运等使，又以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后由于与鱼朝恩
关系密切受株连，又贬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饶州
（今江西省鄱阳县）、湖州刺史。公元 780年，德宗李
括立，再启用第五琦为太子宾客，东部留守（正三
品）。德宗久闻第五琦之才能，准备命其再任宰相，但
不久第五琦因病去世，享年 71岁，追授太子少保（正
二品）。

第五琦流放夷州
■ 哥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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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红色故事
钟伟剑，又名钟继连，出生在

湖南省醴陵桃花乡一个农民家
庭，于1935年2月28日在遵义老城
老鸦山战斗中牺牲。

钟伟剑叔父钟宪民曾留学日
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钟
宪民其兄钟云风有二子，即伟剑和
伟铎。钟宪民为感其兄资助求学
之恩，1915年带钟伟剑、钟伟铎到
长沙明德中学附设小学读书，1917
年又带他们到上海读书。

1918年，钟伟剑从上海回到醴
陵家乡后，在县城北联小学继续就
读。1922 年，钟伟剑考入长郡中
学。该校以积极提倡体育运动、学
术自由而著名。钟伟剑也在这里
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 6月，以共产党人和国
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长沙县
党部成立。11月，长郡中学建立国
民党区分部。不久，钟伟剑加入国
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钟伟
剑同曾三（共产党员）组织学生上
街游行，开展反帝雪耻运动。同年
11月，钟伟剑、曾三等发起成立学
生会，但受到新任反动校长张有晋
百般阻挠，强令解散学生会，激起
学生们的愤怒，举行罢课抗议。张
有晋勾结警察逮捕了钟伟剑、曾三
等人。钟伟剑在狱中染上重病，后
经钟宪民周旋，才得以取保就医。
当他病愈出院后，被学校开除学
籍。

随后，钟伟剑离开长沙前往广
州，并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钟伟剑被
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
某连连长，并随第六军北伐。因作
战勇猛顽强，屡建战功，钟伟剑升
任第五十四团副团长。在西征讨
伐唐生智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参谋。

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钟
伟剑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决定离开国民
党。趁所部驻武汉时，弄到一艘船，沿江而上，在
湖南羊楼司与贺龙取得联系，随贺龙一同前往湘
西桑植。1928年 3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
贺龙任军长，钟伟剑任军部参谋。

不久，钟伟剑前往日本，考入日本东京士官
学校学习军事，随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社会科
学。在东京，他与中国旅日革命同志建立了联
系，开展各种革命活动。1931年春，钟伟剑登上
由东京开往上海的客轮，回到上海。但由于身体
虚弱，暂时在叔父家治伤、调养。

1932年 1月 28日，日本侵略者对上海发起
了攻击。就在这一天，钟伟剑唯一的女儿诞生
了。值此国难当头，他给女儿取名为“值难”。

当时，正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期间，
钟伟剑主动向上级请求到中央苏区去参加斗
争。一个多月后，钟伟剑到达瑞金。时值红军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开学，钟伟剑被分配到该
校上干队任战术教员，不久又任上干队队长。
1933年夏，他先后担任第五、六期步兵团团长。
同年 10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扩编为红军大学等五所红军干部学校，钟伟剑先
后被任命为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1934年10月，担任中央红军
第一纵队（中央机关）参谋长的钟
伟剑离开瑞金,踏上了长征之
路。黎平会议后，军委第一、第二
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钟伟剑任
参谋长。

遵义会议召开后，钟伟剑请
求到作战第一线去，上级批准了
他的请求，决定派他到红三军团
第五师任师参谋长。

1935年 2月 9日，中央红军
集结云南扎西缩编，红三军团取
消师级建制，缩编为四个充实团，
即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十三
团，钟伟剑调任第十团参谋长，十
团团长是张宗逊、政委是黄克诚。

2月 11日，为甩掉川军和滇
军的堵截与侧击，中央红军从扎
西挥戈东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
北，向桐梓地区疾进。红军突然
回师黔北，川军慌忙由扎西附近
向东追击；黔军急调遵义及其附
近的部队向桐梓、娄山关增援；国
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五十九
师、九十三师由贵阳方向往遵义
疾进，妄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
山关或遵义城以北地区。

中革军委决定趁敌追兵大部
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
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
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 24
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
迫使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拉开
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5日，中革
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
务必拿下娄山关，直取遵义城。
在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指挥下，先
命令红十三团担任正面强攻，红
十二团接应。后改强攻为围歼，
遂命令红十二团接替红十三团担
任正面强攻；红十三团、红十团从
左右两侧包围娄山关之敌；红十

一团从娄山关远出迂回板桥敌后，断敌退路。红
十团在张宗逊、黄克诚、钟伟剑的指挥下，首先突
破敌人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在红三军团
正面强攻和两翼包围、迂回夹击的猛烈攻势之
下，守敌很快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红三军团乘胜
追击。2月28日凌晨，红军再占遵义城。

随红十团追击敌军抵达遵义城的钟伟剑，接
到军团部命令：第十团迅速出城往南，抢占制高
点——老鸦山。原来，由贵阳方向追击红军之敌
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已进至遵义城南忠庄铺一带，
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务歼该敌于遵义城南
外。于是，张宗逊、黄克诚、钟伟剑率全团 2500
多名指战员迅速奔赴老鸦山。

28日上午 10时左右，战斗打响。敌吴奇伟
部为了占领遵义城，把主攻方向选择在老鸦山主
峰和与它相距不过千余米的红花冈上，集中两师
的兵力和炮火，向红花冈和老鸦山阵地猛攻，并
派出飞机助战。张宗逊、黄克诚、钟伟剑及其他
指战员全都投入了战斗，坚守老鸦山阵地。战斗
中，张宗逊、钟伟剑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陷
阵，英勇杀敌，张宗逊身负重伤，钟伟剑不幸壮烈
牺牲。

战火硝烟早已散去,今天的老鸦山,已经树木
葱茏。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浸润着红
军烈士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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