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业是山西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位重要

人物
。

以杨业为代表的
“
杨家将

” ,

是北
一

宋抗击契丹的一支劲旅
。

杨业为维护北宋

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

曾立 下 赫 赫 战

功
,

对保护当时社会生产力起 到 进 步 作

用
,

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

过去有关

杨业其人的专著和文章
,

对杨业的民族气

若若
芍另。艺
号县县务参鬓身号行景署若号号号暑号大降任

节
,

绝大多数是完全赞扬的
。

但是
,

从有关历史文献来看
,

杨业在晚节上
。

却存在着一个

显而易见的疑点
。

据 《辽史》 载
,

杨业是在

狼牙村中了敌军埋伏
,

被契丹

将领耶律奚低一箭射下马来
,

负伤 被 俘 的
。

因
“
先 是 ( 契

丹 ) 军令须 生 擒 继 业
” ,

故

耶律奚低不能叙功
。

《辽史
·

耶律斜抄传》 载
: “ ( 继业 )

被擒
。

斜较责日
: `

汝与我国

角胜三十余年
,

今日何面目相

见 ! ’
继业但称死罪而已

。
”

杨业被俘乞命
,

在这里写得明

明白白
,

毫不含糊
。

这不能不

是杨业一生历史上的污点
。

然而
,

《宋史》 记载对此

却略而不言
。

《宋史 》 本传有

一段杨业被俘时的话
: “

业因太

息日
: `

上遇我厚
,

期讨贼捍

边以报
,

而反为奸臣所迫
,

致王

师败绩
,

何面目求活耶 !
’ ”

见闻
。

须知
,

杨业所率宋军其时已全部覆

没
,

杨业被俘后的一通愤慨
,

筑幼
.

谁能聆

知
,

谁由传闻呢 ? 再者
,

杨业
“
不食三 日

死
” ,

在 《辽史
.

圣宗本纪》 中记载也有

异
。

原文是
“
疮发

,

不食三 日死
。 ” “

疮

发 ”
两字说明杨业并非主动绝食

,

而是中

箭受伤
,

疮重不能进食
。

这就否定了 《宋

赶》 等书关于杨业壮烈殉国的
e , ` 已晓。已橇二` 令。啥

气里爹奎;厂一读史札记ō尹奢落薯奢气

关于杨业节晚的一个疑点

说法
。

《宋史 》 和 《辽史》 均系

元代脱脱主持编修的
。

据考
,

《宋史 》 材料来源是南宋亡前

史馆的 旧 藏
。

《辽 史》 的材

料
,

则来自金代陈大任等人编

修 的 旧 《辽 史》 , 而 旧 《辽

史》 又是据辽人旧存的记注实

录写成
。

杨业死前的情形
,

宋

史官难以得知
,

《宋史》 所载

含糊其词加以颂扬
,

难保不是

宋方讳败回护 之 笔
。

另 一 方

面
,

战胜者辽方听到杨业
“
但

称死罪
”
的言论

,

倒是很有可

能
。

也许辽人的记 注 实录 即

系耶律斜软一干人的实感
。

当

然
,

战胜者是不受裁判的
。

辽人

获胜
,

也可能夸张其辞
,

为炫

耀战功而给杨业抹黑
。

但
,

在

没有确切证据证明 《辽史》 所

载是歪曲真相之前
,

杨业
“
但

称死罪
”
的行动是 不 好 抹 杀

分。。奋。。办乙仪g.r即。仪g。ga汀。n奋。。ge即’’政奋。。口川氏君伏君。件。吸牙。卯。砚仲。比俘。。叮。吕。吕”多。仪汗。。

遂
“
不食三 日死

。 ”

由此看来
,

杨业是满怀

对奸臣的怨愤
,

坚贞不屈
,

绝食而死的
。

其他史书关于杨业临终之事均与 《宋

史》 大同小异
,

语焉不详
。

然而 《宋史》

的记载颇有可疑
。

杨业被俘正 值 两 军 决

战
,

戎马住惚之际
,

宋辽双方史官未必亲

临阵前 , 其材料当系参与战斗双方将士的

的
。

另外
,

从杨业一生的活动和言行
,

全

面考察
,

杨业被俘乞饶也是可能的
`
作为

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军事将领
,

他难以成为

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

杨业有相当浓厚

的忠君观念
,

但在危急存亡之际
,

国君也

需要选择时
,

他要权衡 ( 下转妇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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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和之未杨
,

若华何光 ? ”

这就是 《天间》 中有关太阳行程的三

组问题
,

说明了太阳是绕地而行的
,

她没

有照不到的地方 ; 白天她从汤谷出发
,

天

晚到了蒙祀
,

在东方未明之前
,

她藏在那

里呢 ? 这显然是对盖天论的否定
,

因为太

阳在晚上并未停止运行
,

躲藏 在 那 里 休

息
,

而是绕地而行
,

天明时又到了东方
。

若果说 《天间》 中没有这样明确地说
,

那

就看屈原在 《九歌
·

东君》 中所描绘的太

阳行程吧
:

墩将 出兮东方
,

照吾槛兮扶桑
。

抚余马兮安驱
,

夜皎皎兮既明
。

驾龙轴兮乘雷
,

载云旗兮委蛇
。

长太息兮将上
,

心低徊兮顾怀
。

举长矢兮射天狼
。

操余弧兮反沦降
,

援北斗兮酌桂浆
。

撰余髻兮高驼翔
,

杳冥冥兮以东行
。 ”

屈原在这里所描绘的太阳行程
,

就是

白天从东方走向西方
,

然后绕地东行
,

第二

天又从东方升起
。

这就清楚地看出
,

屈原

是否定盖天论
,

而肯定浑天论的
,
结合着

宇宙无限论来看
,

屈原的天体结构观念
,

也突破 了浑天论
,

而和 日月浮行虚空的宣

夜说
,

基本相同了
。

总上所述
,

屈原在 《天问》 中所涉及

到的宇宙理论间题
,

是非常丰 富 而 深 刻

的
,

尽管还不是完整系统的科 学 宇 宙 理

论
,

但是却基于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体演化

理论
,

对 日月星辰的运行
,

天体结构
,

天

体和地球的关系等间题
,

都作出了许多合

理的解释
,

为我国古代宇宙理论的发展
,

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

青云衣兮白霓裳
,

( 上接 45 页 ) 利弊
,

倒向有利的

一方
。

杨业年轻时在北汉任职
。

太平兴国

四年 ( 9 79 年 )
,

宋太宗亲征北汉
,

杨业虽

“
据城苦战

” ,

武力对抗
,

但终于劝北汉

主出降
,

自己也在宋太宗那里当上了右领

军卫大将军及郑州刺史的高官
。

之后
,

杨

业受命领兵抗击契丹
,

终因他是降将
,

虽

屡立战功
,

老于边事
,

仍处处受到内部权

臣的牵制和排挤
,

不能舒展怀抱
。

由于阶

级的局 限和客观政治地位的决定
,

使两种

矛盾的思想情绪
,

混合地统一在 杨 业 身

上
。

一方面
,

他为赵宗王朝效命
,

抗击契

丹
,

保卫边疆 , 另一方面受制于人
,

心怀

积愤
,

不免产生离心动摇的念头
。

到兵败

被俘
、

走投无路之际
,

他就很可能象当年

弃城降宋一样
,

再投奔契丹
。

总的看来
,

在民族多难
、

家国论亡之时
,

杨业受命于

赵宋皇帝
,

几十年率军抗击契丹
,

是有历

史功绩的
,

进步的
。

但 《辽史》 所载他临

终前乞饶失节的污点
,

也是不能抹杀的
,

至少也是很可怀疑的
。

我们应当客观地指

出这个间题
,

以助于对杨业的一生进行正

确的科学的评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