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杨从仪墓志铭南宋乾道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1169 年 4 月 26 日） 立石，袁勃撰文，李昌谔书丹，王椿篆额，王杰镌字。现存陕西省城固
县。民国武树善撰《历代碑志丛书·陕西金石志》在题为“杨从仪墓志”下，录文仅八百余字，称录自毕沅《关中金石志》，但毕沅《关
中金石志》所录八百余字文，题为“杨从仪神道碑”，疑其将神道碑误为墓志铭。《金石萃编》卷 249 有“杨从仪墓志”，此墓志铭录文
近四千字，陈显远《汉中碑石》第 124-130 亦有其录文，本文所用墓志铭均出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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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从仪，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在两宋之交的川陕战场，屡挫金军，绍兴和议后，保仙人关二十年无

事。之后杨从仪为官地方，在洋州 （今陕西洋县） 任上兴修水利，造福乡里，深受当地百姓拥戴，甚至为其立生祠。
其死后，更被当地百姓奉为“平水明王”。然而，杨从仪在《宋史》中无传，其事迹散见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及《宋史·吴阶传》，幸有其墓志铭留存。本文拟在此金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录，对杨从仪的生平事迹

试做考述，同时对其未入《宋史》的原因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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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将领杨从仪事迹考述
陈 渊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杨从仪，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 （1091），卒于

宋孝宗乾道五年 （1169）。陕西凤翔天兴县 （今陕

西凤翔县） 人，其墓志铭①虽然提到关西杨震，但

也讲“系绪远矣”。其曾祖与祖父皆“潜德不仕”，
其父也是因为杨从仪显贵而赠官，在从军前曾“久

安田里”，可见杨从仪出身平民家庭，所以墓志铭

赞叹杨从仪道：“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谓天下

伟男子”[1]128。杨从仪以一介平民，最终因战功封

侯，在宋代的将领中，的确难能可贵。

一、杨从仪的抗金事迹
北宋靖康元年 （1126），金兵南下。金将娄室

进攻陕西，次年正月，进入长安、凤翔，一时间

“关、陇大震”[2]11490。当时国家承平日久、兵备寖

弛，于是朝廷下诏“陕西五路募义勇万人勤王”[1]125，

自小就有报国之志的杨从仪慷慨应募，“起隶吴玠

麾下”[3]卷 6。建炎二年 （1128） 三月“虏寇泾原”，
泾原路经略司统制官曲端遣吴玠据清溪岭与战，杨

从仪受吴玠之命，以骑兵邀击，“斩首一百七十余

级”，战后因功“补进武校尉，权天兴县尉” [1]125。
同年八月，杨从仪入同州 （今陕西大荔县） 侦查，

结果“被围于同州圣山庙”，杨从仪“杀数百人”
大战而出。建炎四年 （1130），宋军在富平之战失

利后，杨从仪向吴玠建议乘金人主力进军熙河的机

会，收复凤翔，占据形势之利。吴玠深以为善，结

果杨从仪领兵收复凤翔，“悉降其众，不虏一人，

得粟三十万斛”，[1]125 从而有效的保障了驻军和尚原

的吴玠部的粮草供应。此役，在富平之战失利、诸

将心灰意冷之际，作为部将的杨从仪却大胆进言，

体现了其“沉勇多谋”[4]的良好的军事素养，正是

这些优良的军事素养，为杨从仪日后作为军事统

帅，独当一面奠定了基础。
绍兴元年 （1131） 三月，金人回军凤翔“势益

炽”，而当时凤翔兵寡，面对此种危急形势，杨从

仪泣别双亲，率麾下百余人“力战至夜半”突围而

出，而其双亲却不幸被囚于青溪寨。但杨从仪并非

不孝子弟，面对吴玠的询问，杨从仪回答希望他日

“戮力一战”迎回双亲，当然他也最终兑现了自己

的诺言。次年正月，杨从仪在得到吴玠的允许后，

率其本部进军青溪寨，战斗从上午打到傍晚，结果

杨从仪“大破虏众，奉亲以归”。吴玠赞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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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深入重地，能破强敌，迎还二亲，可谓忠孝两

全。”[1]126 自古有言：忠孝不能两全。身背国仇家恨

的杨从仪可以说用实际行动做到了忠孝双全，确实

难能可贵。因为出身平民，杨从仪对身处战火之中

的百姓也常怀怜悯之心。在救出双亲的同时，他还

将青溪寨的百姓一同救出，之后“给田户，家之于

梁、洋”[1]128。墓志铭还记载，杨从仪入凤翔，发

现有数万流民被扣押在山谷间，杨从仪怜悯其无辜

受困，全部予以释放。之后岐、雍大歉，流民入关

就食，杨从仪全部接纳，“所活甚众”。
绍兴元年 （1131），“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

乌鲁折合自玠、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

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 （吴） 玠命诸将坚阵待

之，更战迭休”[2]11410，同时遣杨从仪守神岔 （即神

岔沟），杨从仪“逆击没立一军于神岔……获敌酋

泼察胡郎君，俘斩二百五十有一”[1]125。同年，完

颜宗弼 （金兀术） “会诸道兵十馀万，造浮梁跨

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

拒” [2]11410。十月，攻和尚原，在进攻之前“先遣

兵攻神岔，以警我师”。吴玠遣杨从仪进击，还以

颜色。战斗开始后，杨从仪作为策应，“横贯其

腹，断其首尾”，大败金军[1]125-126。此役对宋军来说

意义重大，史载：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衅未尝如

此也”[5]862。宋军的攻势不仅使金将没立和乌鲁折

合的合兵企图未能实现，而且金军主帅完颜宗弼

（兀朮） 也身中流矢，仅以身免，不久之后就“自

河东归燕山”。杨从仪也凭借卓著战功，战后“转

武德大夫……兼秦凤路兵马都监”[1]126。
绍兴三年 （1133） 二月，完颜宗弼率金军“长

驱趋洋、汉”[2]11411。面对金军凌厉的攻势，守将王

彦、刘子羽退守饶凤关 （今陕西石泉县西北）。不

久饶凤关又被攻破，金人经褒斜道，出凤州，再攻

和尚原 （今天陕西宝鸡西南）。吴玠遣杨从仪“引

本部由间道应援和尚原”[1]126。除此之外，杨从仪

还与吴胜等一起讨伐伪齐泾原第八将严千[5]1148。绍

兴四年 （1134） 二月，金人再犯仙人关 （今甘肃徽

县东南），这一次，金军“自元帅以下尽室而来，

示无反意”[1]126。为了加强仙人关的防御，吴玠将

从和尚原回撤的吴璘部安置在仙人关右杀金坪 （今

甘肃徽县东南），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完颜宗

弼、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这次战斗极为惨

烈，面对万人攻堡，杨从仪接替受伤的统领姚仲，

“率诸将戮力鏖战五日”[1]126，结果宋军“战五日，

皆捷”[6]1407，金兵拔寨遁走，自是不敢轻举。绍兴

四年 （1134） 十一月，“川陜宣抚司统制官杨从仪

败敌于腊家城”[5]1347，此役是为了牵制在川陕的金

军，以配合岳飞进取襄阳。
绍兴八年 （1138），南宋对金称臣，陕西地区

按照和议划归给南宋。宋廷一面派宣谕使赴陕西抚

慰，一面派军进驻陕西诸路。但到绍兴十年五

月，金人背盟，金将“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

翔” [2]11416。杨从仪“与诸军会于泾州回山原”[1]126，

当时金将撒離喝“引兵自泾原路欲赴邠”[5]2185，胡

世将“遣杨从仪与王彦分道摧败之” [3]卷 6。六月，

“金人攻凤翔府扶风县，吴璘军统制李永琪、杨从

仪、尚起败金人于扶风县”[6]1445。到七月，金军攻

下凤翔，权主管四川宣抚司胡世将提升杨从仪知凤

翔府，命其守和尚原。八月，杨从仪在蒲坂河、汧

阳“连败敌众，俘虏数百人，夺马千余匹” [1]126。
之后，都统杨政多次派杨从仪夜袭金军。九月，

“杨从义刼金人凤翔府城南寨，败之，获战马数

百”。杨从义又与“统领王喜败金人于汧阳”[5]2212。
十一月，凤翔府同统制军马杨从仪又败金人于宝鸡

县[5]2219。绍兴十一年 （1141），正月“凤翔府同统制

军马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5]2227。
宋军退保和尚原后，当时从川中运粮，颇为耗

费。许多人建议弃守和尚原，只保仙人关。胡世

将、吴璘等将领对此激烈反对，认为“一失和尚

原，便自弃地三百余里，又顿失险要”[5]2231。如此

一来，坚守这一形胜之地的重任就落到了杨从仪的

肩上。杨从仪一方面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凤

翔百姓忠义，不负朝廷，自金人侵犯以来，尚犹賫

粮赴杨从仪送纳”，后来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又

“将银绢钱引二十万缗，遣官属前往，同杨从仪令

以高价招诱兴贩者”[5]2231。面对金人的禁绝，“民

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2]11410。另一方面，“因粮

于敌”，从而使得和尚原战备充足，守和尚原两年，

敌“竟无可乘之隙”，避免了吴璘当年因粮草不足

而撤军的无奈。
绍兴十一年 （1141），宋金签订《绍兴和议》，

和尚原被割让给金人，杨从仪移知凤州。杀金坪与

仙人关再次成为前沿要地，对这些关隘的守卫，就

成为重中之重。朝廷遴选诸帅，结果“无出公 （杨

从仪） 右者”[1]127，于是朝廷命杨从仪以本部兵屯

仙人关。为长期守卫仙人关，杨从仪“首创营田四

十屯”，保障了军粮供应。同时又在凤州修筑黄牛

堡，“以塞散关之卫”，在文州创置高平原，“以

控西羌之路”，从而“镇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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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1]127。绍兴三十一年 （1161），金主亮叛盟，

“遣合喜为西元帅，以兵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

堡” [2]11417-11418，黄牛堡“守将李彦坚拒却之，金兵

遂扼大散关” [2]602。当时，吴璘率兵“出泾、秦，

攻德顺军，以分其势”，同时命杨从仪继续攻大散

关，以牵制敌军。次年闰二月，杨从仪“遣兵出御

爱山，抵天池原，惊扰敌寨”，敌人弃大散关而走，

杨从仪乘胜进据和尚原。败走宝鸡的金人，因为担

心宋军乘胜追击，于是退保凤翔。这样，“渭水以

南复归版籍”。杨从仪在此役中居功至伟，“以功

真拜合州防御使，赐爵安康郡开国侯” [1]127，成为

朝廷激励诸将的榜样[5]3334。

二、杨从仪地方为官事迹
作为军事将领，杨从仪知勇善战，屡挫金军，

可称一时名将。而在其地方官任上，兴修水利，造

福乡里，深受百姓拥戴。史载：“兴元府褒斜谷

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

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后经靖康之乱，

民力不足，夏月暴水，冲损堰身。”[2]2376 绍兴五年

（1135），被任命为洋州知州的杨从仪兴修了湑水的

废堰，该工程“截湑水中流，垒石为堰”，“其渠

绕宝山，下直达洋县”，当时经营维艰。杨从仪有

诗云：“拆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当知千载后，

恩怨俱消磨。”[7]诚如杨从仪所预见的，此堰修成之

后当时就“溉田五千余顷，复税租五千余石”，

民赖其力，宋高宗对此颇为重视，特别赐诏奖

谕 [5]1794-1795。此堰也改称“杨填堰”，之后历元、
明、清“官民随时修补”[8]。清朝同治年间，杨填

堰“润沾灌溉，燕尾渠分，畦连壤接，总计田亩约

三万有奇，诚八方衣食，米粮之薮”[1]298。时至今

日，“杨填堰”对城固、洋县的灌溉事业仍然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而杨从仪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也逐

渐演变成陕南地区的水神，被称为“平水明王”，
受到当地百姓崇拜[9]。

杨从仪从壮年一直到七十岁，始终身在军旅，

“未尝一日在告”。但到晚年，杨从仪却多次表达了

希望“回归田里”的愿望。吴玠认为杨从仪精力未

衰，只允许他解除了军职，仍然让他任职洋州。洋

州虽非杨从仪故乡，但因其曾在此兴修“杨填堰”，
当地百姓对他颇为认可，墓志载：“洋人闻公之

来，举酒相贺曰：复得吾邦旧使君矣。老稚欢迎，

不绝于路”[1]127。在洋州任上，当地相传的西汉留

侯张良激流勇退、明哲保身、隐居于此的传说又给

了杨从仪无限的触动，之后他“上章力请归休”。
乾道二年，也就是杨从仪七十四岁这一年，他终于

功成身退。相传，杨从仪隐居城固老庄镇境内的狮

子山，当地有“杨侯禅院”，据当地《建基崖碑记》
载：在宋也有开国侯杨从仪归休于珍珠山下，后人

建有杨侯院。此地或为杨从仪归休后修炼之所。

三、杨从仪未入《宋史》之原因
杨从仪一生有大小战功数十处，且被赐爵，但

《宋史》却并未给其立传。乾隆时举人董诏撰写的

《募修东泗王庙疏》就认为：“惜做 《宋史》 者，

不能如太史公之记卫、霍幕府，使之附著于二吴之

传。”[10]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杨从仪出身寒微，而且子弟并无显贵之

人。对于军事将领而言，“武将世家，特别是将帅

之门，通常可以为子弟在军界的发展提供便利条

件” [11]，而平民出身的杨从仪显然没有这样的机

会。南宋初年的抗金将领中，郭浩被称为“蜀中三

大将”之一，然而在四川宣抚使胡世将看来“（郭）

浩素非临行阵之人，难以责成”，而习惯将重要任

务交给杨从仪[5]2185。但郭浩最终官拜检校少保，深

受皇帝恩宠。其原因在于郭浩出身行伍世家，史载

其“父任三班奉职”，其一入军界，就“充环庆路

第五将部将”[2]11440。而且其家族势力颇为庞大，郭

浩之后，孝宗淳熙初年，其第二代开始操执兵柄，

崭露头角，郭氏势力遂又兴起于东南[12]。而平民子

弟出身的杨从仪虽然通过自身努力被赐爵，但其子

弟多为低阶武官，袭其爵位的长子杨大勋官阶也只

到“右武大夫”，不仅远低于郭浩之子郭杲“太尉”
之阶，甚至也不如其父杨从仪的“正侍大夫”。从

杨氏的姻亲来看也多是同级武将，或是地方官吏，

地位大都不甚显贵。同为抗金将领，郭浩被视为有

“全川蜀”之功，而杨从仪的事迹却逐渐被湮没，

家族势力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次，杨从仪忠勇耿直的性格也是其受到排挤

的重要原因。宋朝军队始终充斥着苟且偷安的作

风，宋神宗时期，就有人反映：“今之命帅，则唯

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也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

术”[13]。到南宋仍然是“怯懦疏拙者，皆幸迁于将

佐”[14]，对于“素驰臧宫之志”[15]的杨从仪，显然

看不惯这样的作风。墓志铭中记载，一次宋军俘虏

敌人的使者，杨从仪“命即黥劓而归之”。结果都

统郭浩危言耸听的质问杨从仪：“比虏使至，公辱

而使归，是激敌怒，今拥众二十万来攻，请公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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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杨从仪回答：“虏据梁、洋，遣人以书见，

檄言狠而色傲，欲恃势胁我，倘不辱之，诚为自弱，

今日之事，决战而已，敌众百倍，何足虑也。”[1]126

杨从仪的回答可谓不卑不亢，豪气冲天。在战场上

杨从仪常常奋不顾身，殊以死战。与岳飞一样，杨

从仪一生视国家为大，并不懂得见风使舵、随机应

变，自然不免为他人所排斥。晚年的杨从仪或许看

清了这一切，所以锐意求退，心归涅槃。
最后，杨从仪的抗金活动主要限于川陕地区，

该地区整体上的战略地位不能与长江中下游相比。
就中兴四大将来讲，虽然“议者谓南渡诸将，世称

张、韩、刘、岳，不若改张、韩、岳、吴”[16]，但

活动在川陕的吴玠在当时并未被列为中兴四大将之

一，而杨从仪作为吴玠部将显然更难以引起远在千

里之外的朝堂的注意。朝廷在给杨从仪的诏书中讲

“毋谓万里而忘汝”，恰恰反映了当时朝廷因为对川

陕地区将领冷落而具有的不自安。以杨从仪的同乡

张俊为例，其出身也并不高，但自赵构任兵马大元

帅，他即率部往从，之后一直为赵构集团的亲信，

最终张俊的声名可谓家喻户晓。“近水楼台先得

月”，此言诚不虚也。
杨从仪生前就嘱托“门下士朱浒昆弟迹其行

事，编为升除录”，这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他担

心的正是其死后“区区之心谁能表襮” [1]128-129。虽

然《宋史》并未给杨从仪立传，但人民是公正的，

历史是公正的。千百年来，陕南百姓对杨公“徇国

不徇私，怀义而不怀利”的传颂，是对杨从仪最好

的告慰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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