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家将的故事并非虚构
,

是见诸历史文

献的
。

《宋史》 卷二 百七十二 《杨业传》 中

记杨业本名重贵
,

后名继业
,

并州太原 (一

说 山西 保德 ) 人
。

幼时跟在麟州 (今陕西 神

木 ) 做刺史的父亲杨信生活
。

因当地接近北

方的少数 民族
,

多以战射为俗
,

所以杨业自

小练就一 身好武艺
。

本传记
: “

业幼调倪任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 承烈

{
{

1

* 家将与

丫 杨家将戏 _ _ _

侠
,

好亩猎
,

所获倍于人
。

尝谓其徒日
: “

我他 日为将用兵
,

亦犹用鹰犬逐推兔耳
。 ”

《续文献通考》 记
: “

使枪之家十七
,
一 日杨家三 十 六 路 花枪

” 。

《小知录》 记
:

① 又

“

枪法

出朝鲜
。

薛仁贵的卓越战功除参加打败高丽外
,

其次便要算北伐突厥击败铁勒九姓 (突厥的一支 )

的入侵了
。

铁勒诸部散居漠北
,

有薛延陀
、

回绝
、

同罗
、

仆固
、

契苏等十五部
,

太宗之时都

遣使入贡
,

尊太宗为天可汗
,

臣属于唐
。

至 6 61 年 (高宗龙朔元年 )
,

回绝首领 比粟毒纠合仆

固
、

同罗侵扰唐朝边境
,

薛仁贵等奉命北征
, “

将行
,

宴内殿
,

帝 日
:

古善射有穿七札者
,

卿试以五 甲射焉
。

仁贵一发洞贯
,

帝大惊
,

更取坚甲赐之
。 ”

(《新唐书》卷 1 1 1 ,

薛仁贵传 ) 至天

山
,

回给遂联合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抗击唐军
,

并选晓健者数人先来挑战
。

薛仁贵以卓绝的
·

箭法
,

发三矢
,

射杀为首三人
,

于是余众气慑皆下马投降
。

薛仁贵乘 胜 追 至 啧北
,

擒叶护

(九姓首领 ) 兄弟三人而还
。 “

九姓 自此衰弱
,

不复更为边患
” 。

(《旧唐书》卷 83
,

薛仁贵传 )

军中作歌称赞仁贵
: “

将军三箭定天山
,

壮士长歌入汉关
” 。

薛仁贵从此威震漠北
。

此外
,

仁贵曾西抗吐蕃
,

东御突厥
、

契丹
,

为唐朝立下了许多汗马 功劳
。

诚 如 高 宗所

言
: “

卿北伐九姓
,

东击高丽
,

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
,

并卿之力也
。 ”

(《旧唐书》卷 83
,

薛仁贵传 )

能 3年 (高宗永淳二年 )
,

年已七十的薛仁贵又率兵击突厥元珍等于云州 (山 西 大同 )
,

突

厥
“

素惮其名
,

皆奔散不敢当之
” 。

(《旧唐书》卷 83
,

薛仁贵传 ) 同年
,

仁贵病卒
。

其子呐
,

宫

至左羽林大将军
,

封平阳郡公
。

史称他
“

性沈勇寡言
,

其用兵临大敌益壮
” 。

((( 新唐书》卷 1 1 1 ,

薛呐传 ) 呐弟楚玉
,

官至范阳节度使
。

呐子畅
,

楚玉子篙亦为唐朝名将
。

薛仁贵一生的主要事迹
,

可考者仅如上述
。

他曾经追随唐统治者东征西讨
,

由一个普通

百姓成长为一代名将
。

在巩固唐的国防
,

保障边境安宁
,

开拓祖国边疆
,

促进各民族的友好往

来等方面都有过一定贡献
。

加之
,

他武艺高强
,

英勇善战
, “

勇冠三军
” ,

所以一直受到人

们的爱戴和赞扬
,

这就是有关薛仁贵的故事能传诵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

薛仁贵的故事很多
,

其中以旧小说 《薛仁贵征东》 及有关薛家将的戏曲流传最广
。

《征

东》 一书原名 《说唐后传》 或 《说唐薛家将传》 ,

全书共二卷凡四十二回
,

自仁贵出生起
,

叙至仁贵平辽封王
,

家庭团圆为止
。

作者已不可考
。

不过
,

无论小说也罢
,

戏曲也罢
,

其题

材虽多以唐代初年太宗
、

高宗两朝对高丽的战争为背景
,

但许多情节是作者的虚构或夸张
,

并非历史
。 `

比如把定天山说成是征辽东
,

实际上天山在西
,

焉能在东? 又比如说仁贵子为丁

山
,

丁山子为薛刚等
,

以及
“

薛丁山征西
” , “

薛刚反唐
” ,

薛氏一门
“

三兴三败
”

等事
,

钧与史籍记载不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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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传
,

始于杨氏
,

谓之 日梨花枪
。

天 下盛 尚之
。 ”

②可知杨业及其后人武艺超群
,

致使杨家

成为世代名将
。

杨业初为五 代时北汉刘崇的部 将
,

因屡 立 战功
,

被赐姓刘
,

官至建雄军节

度使
。

当时以刘崇为头子的北汉割据政权
,

实际上是北方契丹族 (契丹贵族耶律 氏建辽国 )

的傀儡
。

杨业对刘氏巨服契丹 引以为耻
,

早有归顺中原之意
。

宋初几次征北汉
,

皆因契丹声

援而未成
。

公元 97 9 年 (大平兴国四年 ) 五 月赵光义领兵亲征北汉
,

契丹之援未至
,

杨业便

以
“

保 生聚
”

为由
,

劝北汉国王刘继元降了宋
。

杨业降宋后
,

赵光义复其姓
,

官授领军卫 大

将军
,

八月任郑州刺史
。

当宋王 回师时
,

因杨业有对北方少数族作战的经验
,

而把他留守代

州 (今山西代县 )
,

镇守雁门关一带
。

杨业果不负所望
,

于降宋后的第二年就败契丹于雁门

关之北
,

遂以功升任云州观察使
。 “

自是契丹望见业放旗即 引去
” 。

杨业 治军有一套办法
。

《 宋史》 本传记
: “

业不知书
,

忠烈武勇有智谋
,

练习攻战
,

与

士卒同甘苦
” 。

在茫茫荒原的塞 外
,

他不畏寒冷
,

露天 治事
,

深为将士敬佩
。

又加上他
“

为

政简易
” ,

较能体恤士卒丁所 以他率领的队伍战斗力较强
。

因其晓勇善战
,

当时人称
“

杨无

敌
” 。

公元 9 86 年 (雍熙三 年 ) 正月
,

宋军为了收复失地
,

兵分三路对辽发动进攻
。

东路由曹

彬等指挥
,

出雄州 (河北雄县 ) ;
中路由田重进指挥

,

出飞狐 (河北沫源 ) ; 西路由潘美指

挥
,

杨业为副
,

另派蔚州刺史王仇及刘文裕为监军
,

出雁门
。

潘
、

杨部一路英勇作战
,

于同

年 三月连克云 (今大同)
、

应 (今应县 )
、

寰 (今朔县马邑 )
、

朔 (今朔县 ) 四州
。

但 当杨

业前军进至 桑千河时
,

东路却大败于岐沟关
。

为不使孤 军深入
,

宋王令潘
、

杨部停止前进
,

保护雁门关以北的人民向关内撤退
。

正 当此时
,

契丹主耶律 隆绪的太后肖氏统十万大军进入

寰州
,

逼近雁门
,

形势十分危急
。

杨业凭着多年对 契丹作战的经 验
,

提 出了一个稳妥的作战

方案
:

避敌锐锋
,

出兵应州
,

用主动进攻之策挽回被动局面
。

可是王铣等却提 出了一个直扑

寰州
,

与敌硬拚的主张
。

杨业力争不成
,

只得打此无把握之仗
。

他在出兵前向王
、

潘表示了
“

业当先死于敌
”

的决心
。

为了力求胜利
,

他又提出在朔县陈家谷 口设援兵用 以夹击敌人的

建议
。

战斗开始
,

王桃嚓望杨业初战得手
,

为了争功
,

上前接阵
。

后见杨业失利
,

王仇和潘

美都撤 了兵
。

杨业率残部
“

且战且行
,

自午至暮
,

果至谷 口 ,

望见无人
,

抚膺大愉
。

再率磨

下力战
,

身被数十创
,

士卒殆尽
,

犹手刃数十百人
。

马重伤不能进
,

藏匿林中
。

耶律奚底望

见袍影
,

射之
,

业堕马被擒
,

其子延玉死焉
。 ”

③杨业被擒后
,

坚贞不屈
,

竟至
“
三 日不食

而死
” 。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

他仍关心 自己的部下
,

对他们说
: “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
,

与

我俱死
,

无 益也
” 。

但其部下
“

皆战死
,

无 一生还者
” 。

多年跟随他的老将
、

淄川刺史王贵

最后也在杀死数十个敌人后
, “

矢尽
,

张空拳
,

又 击杀数十人
,

遂遇害
” 。

杨业之死
,

与其说死在辽军之手
,

不如说死于监军王优及主帅潘美 (戏曲作潘仁美 ) 之

手
。

所以事后宋王将王桃等除名
,

也将潘美降了三级
。

对杨业则下诏表彰
,

赐其 家 布 帛 千

匹
,

粟千石
,

封其子为供奉官等
。

代杨业传》 中记他有七个儿子
:

延朗
、

延浦
、

延训
、

延环
、

延贵
、

延彬
,

还有一个在陈

家谷 口 和他一起战死的幼子延玉
。

但其传后却只附了延 朗一人的略传
。

杨延朗即杨延昭
,

为杨业长子
。

自幼沉默寡言
,

在其父教育下
,

喜战阵
,

杨业曾对人说
“

此儿类我
” 。

长大后
,

其父每征必从
。

在随其父攻应
、

朔州充先锋时
,

曾在朔州城下臂上

中箭
,

仍坚持战斗
,

打退敌人
。

公元 99 9 年 (咸平二年 ) 冬
,

曾用城上波水使辽兵不得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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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固守遂城
,

以此升莫州刺史
。

不久又在羊山大败辽兵
,

升为本州团练使
,

后又任保州

防御使
。

在宋真宗赴遭州抗击契丹时
,

延昭上书言战
,

但未被采纳
,

结果北宋与契丹订了屈

辱的
“

遭渊之盟
” 。

杨延朗二十余年镇守北边
, “

智勇善战
” ,

号令严明
,

战斗时身先士卒
,

论功时推给部

下
, “

故人乐为用
” 。

他所率部战斗力也较强
,

致
“

契丹惮之
,

目为杨六郎
” 。

后 以功升任

高阳关副都部署
,

在其五十七岁时
,

死天任上
。

杨延朗有三个儿子
,

传 中只记有杨 文广一人
。

文广
,

字仲容
,

初 曾在范仲淹治下为将
,

也 曾随狄青南征
。

在北宋与辽及西夏的战争中
,

曾屡立战功
,

先后被授为成州团练使
、

典州

防御使等
。

后因反击西夏有功
,
又升任定州路副都总管等职

。

后来宋
、

辽在代州 一 带 争 战

时
,

文广曾献阵图
,

并提出收复幽
、

燕之策
,

但却在北宋王朝 内主和派的阻挠下
,

其志未竟
,

抑郁而死
。

宋
、

元以来
,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

大约到了明朝后期
,

有人根据 民间口 头传

说的杨家将故事整理编成 《杨家将演义》
。

从宋太祖
、

太宗征北汉
、

杨业降宋起
,

到其孙征

西夏得胜回朝止
,

共五十回
。

多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
,

并成为各种杨家将戏曲的蓝本
。

元 曲中已有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戏 曲
,

其 内容和历史记 载有同有异
。

《 宋史》 记杨业的七

个儿子中
,

除长子延朗袭爵继续为将
,

幼子延 玉随其父战死外
,

其他均
“

供奉朝廷
” 。

有的

为
“

供奉官
” ,

有的为
“
殿直

” 。

元 曲中却记杨令公 (杨业 ) 的七个儿子是延平
、

延定
、

延

光
、

延辉
、

延朗
、

延景
、

延嗣
。

④ 明曲中记其七子中有延昭 无延景
,

其余与元 曲同
。

⑤ 后世

流传的《杨家将演义》 除将延平改为渊平外
,

又加上八郎延顺和两个女儿
:

八姐
、

九妹
。

晚近

戏曲即采此说
。

尤其是杨延昭
,

说法更不一
。

《宋史》 记其
“

本名延 朗
” ,

为大郎
,

但同篇

中却又记其
“

为杨六郎
” 。 “

大
”

和
“

六
”

字形相似
。

古籍中的刻本
、

钞本中
,

两字往往相
「

混
。

此处
“

六
”

字当系
“

大
”

字之误
。

在他二十多岁时
,

曾随其父守备宁武关附近的
“

六郎

寨
” 。

至清时
,

直隶安肃县仍有
“

六郎堤
” ,

传说即杨延昭守益津关时所筑
。

⑥ 由延朗改延昭

系为了避道士赵立 朗的讳 (赵 曾被 宋真宗尊为圣祖 )
。

从元曲 《 昊天塔》 到解放后的山东梆

子 《两狼山》
,

都说他名杨延景
,

但后世京剧中从来名杨延昭
。

同是一个杨延昭
, 《 宋史》

中是大郎
,

元曲中是四郎
,

明曲中是五 郎
,

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
。

这种情况在

小说史上是常见的
,

这也正是后世人 民对杨家将转相传颂的结果
。

演义及戏曲中更具体地说

他镇守三关 (梁州遂成关
、

霸州益津关
、

雄州瓦桥关 )
,

在抗辽斗争 中功勋卓著
。

此类传颂

正表达 出后世人 民对抗敌有功的将才的敬意
。

史书中只杨延昭有传
,

、

其他无传
。

说 明杨业的另几个儿子都不如杨延昭出名
。

但他们的

下落如何宁却又有各种说法
。

京剧 中有个戏叫 《金沙滩》 ,

写辽国在金沙滩设双龙会
,

骗赵

光义赴会议和
,

暗伏人马
,

要将宋室君 臣杀尽
。

杨继业令大郎延平假扮宋王
,

众 子 随 行 保

护
。

宴会上延平先发制人
,

用袖箭射死辽主
。

辽 国伏兵 四起
,

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

结果大
、

二
、

三 郎战死
,

四
、

八郎被擒
,
五

、

六
、

七郎突出重围
。

有的戏又 写 四郎延辉被擒后
,

投降

辽 国
,

将
“

杨
”

字拆为
“

木
、

易
” ,

被肖太后招为验马
。

五郎延德因权奸用事
,

兄弟凋零
,

忿然出家为僧
,

但到了关键时刻却也参加了抗辽斗争
。

⑦ 七郎因曾在天齐庙擂台 上 打 死 潘

豹
,

与潘美结下了仇
,

后来在激战求援的紧急关头
,

被潘美射死在芭蕉 树 下
。

京 剧 《李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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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杨令公的一段唱词 中更对他们的下 落一一作了交待
。

由此可见
,

后世对天波府
“

七郎八

虎
”

的传颂都是因为他们在抗敌御侮中或多或少地出过力
。

历史上虽记杨延昭有三个儿子
,

但却只给出名的杨文广一人立 了传
。

可是到了演义中却

说杨延昭有两个儿子
:

宗保和文广
。

但所述宗保的事迹却又和 《宋史》 中文广的事迹略同
,

可知系由一人演化而来
。

按文广字仲容
,

依过 去 的 习 惯
,

仲 (老 二 ) 之 上 必 有
“

伯
”

或
`
“

宗
” ,

杨延昭又任过保州防御使
,

也许是从杨家世代保卫边疆 的 意 思 出 发
,

而 引 申 出
“

宗保
”
二 字

。

但是到了戏 曲中
,

却又 把杨宗保说作杨延昭的独子
,

杨文广又成 了杨宗保的

独子
。

通过对他们三代单传的艺术创造
,

歌颂了世代为将的杨门中前赴后继的 英 勇 斗争精

神
。

《宋史》 中未 记杨业的妻子
,

但在演义和戏 曲中却出现 了一位有声有色的人物— 佘大

君 (余赛花 )
。

清人毕源在 《关中金石记》 中考证佘太君即折太君
。

有的书上 更 直 接 地记
“

业娶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底之女
” 。

⑧按折 氏之 曾祖嗣伦
、

祖父从远
、

父德庆在五代末

及北宋初皆为北方名将
,

折德康及其两个儿子 (御勋
、

御卿 ) 在抗辽 中也很有名
。

其传 中虽

无其女嫁杨业事 (旧史为名人立传时
,
一般只记儿子

,

不记女儿 )
,

但折德尿将女嫁给杨业

还是有可能的
。

今山西保德折窝村有折太君墓
。

墓前有公元 1 0 1。年 (大中祥 符 三 年 ) 的 碑

文
。

西北人读
“

折
”

音如
“

蛇
” ,

所 以后世稗官称作
“

佘太君
”

(也有的作
“

蛇太君
”

)
,

当地还把折窝村呼作社家村
。

后世演义及戏 曲中的佘太君由《佘塘关》到 《 百岁挂帅》 ,

杨家

将的历次主要活动几乎都有她参加
,

并且一直是一位坚毅果敢
、

赤胆忠心地保国卫 民的英雄

人物
。

在后世人 民心 目中她是古代妇女 中有勇气
、

有智谋
、

有主见的杰出代表
。

杨延昭的妻子柴郡主 (柴媚春 ) 不见于史书
。

当年赵匡流
“

黄袍加身
”

取代 了柴家的王

位
,

所 以北宋时柴家的地位一直很高
。

演义及戏 曲中令杨延昭的妻子姓柴
,

自然也是推崇杨

家将的意思
。

至 于穆桂英
,

史书中更不见记载
。

演义 中说是杨文广之妻
,

戏曲中则说是杨宗保之妻
,

杨文广之母
。

她诚然是个艺术化了的人物
,

但却也不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

有人考证穆桂 英即

慕容氏
,

穆慕两字不但音同
,

还 可找到差不 多的旁证
。

宋人欧阳修的 《杨琪墓志铭》 中记
:

“

琪初娶慕容 氏
。 ”

据考证杨琪与杨文广是堂兄弟
,

他能娶慕容 氏之女
,

杨文广也可能娶慕

容氏之女
。

当时在长城内外
,

汉族及北方各少数族杂居
,

两族通婚很有 可 能
。

京 剧 《穆 柯

寨》 中记穆桂英系穆天王 (穆洪举 ) 的女儿
。

穆天王是个处于宋
、

辽 斗争中结寨自保的番邦

头 目
。

他既不 臣服于辽
,

也不臣服于宋
。

后来穆桂英与杨宗保成亲后才倒 向宋朝一边
,

大破

了辽国肖天佐的天 门阵
。

这支居住在北方非汉 非辽的力量
,

这个善骑射
,

精武功
,

有胆略的

女子
,

如果以 当时北方鲜卑族人之后慕容氏来解释的话
,

当是讲得通的
。

杨业的主要部将
, 《 宋史》 中只记在陈家谷 口 随其殉国的七十三 岁老将王贵

,

王 死后
,

宋王
“

录其二 子
” 。

但后世 演义和戏 曲中则发展为多年跟随杨延昭
、

屡立 战功的两员大将
:

焦赞
、

孟良
。

按 《元史》 中有焦赞之名
,

山东加祥有孟 良山
,

河北新城有孟 良营
,

雄县有焦

赞墓
。

足见杨家将的故事对后世影响之大
。

戏曲中焦
、

孟二将 ( 《洪羊洞》 ) 相继殉国后
,

其子焦廷贵
、

孟怀元继续随少帅杨宗保为将 ( 《杨门女将》 中的焦
,

孟二将即此二人 )
。

除此之外
,

后世演义
、

戏曲中还把杨业的八个儿媳
、

两个女儿
、

一个孙女 (杨金定 )
,

甚至余太君跟前烧火做饭的 丫环杨排风都作为抗敌御侮的将才出现
,

用各种形式予以歌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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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在描绘杨家将这组
“

百花
”

时
,

还植了一些
“

绿叶
” 。

如用种种方式支持杨家将的八

贤王
、

寇垂相 (寇准 ) 等人
。

还有想方设法 陷害杨家将的反面人物潘美
、

王钦若
、

王辉
,

以

及以肖太后 (名绰
,

小字燕燕
,

晋剧及山东梆子都作肖银宗 ) 为首的辽 国君 臣
、

西 夏 王 文

等
。

这些人物的出现和活 动
,

都在一定程度上 突出了杨家将的功绩
,

使人们心 目中杨家将的

形象更加高大
。

几 百年来
,

杨家将故事和戏 曲的流传
,

当然不是偶然的
。

杨业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契丹等

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争夺对北方统治权的动乱时代
。

当时中原的北宋王朝在社会经济
、

文

化各方面 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

而契丹
、

党项族却大都正处在奴隶制 向封建制的转

变时期
。

作为宋将的杨业等人
,

虽然是站到宋王朝的立场上抗击契丹贵族
,

但在客观上却保

卫 了当时中原一带比较进步的生产力
,

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
。

因而他们所进行的是正义的

战争
。

历史上的契丹族也是我们中华 民族大家庭 中的一个成员
,

该族所建立的辽 国也是我国

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地方政权
。

但其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如中原的汉族政权
`

,

他们向南侵扰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人 口 ,

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
。

杨家将所从事的抗辽
、

抗西

夏的斗争
,

实质上是代表了汉族人 民的利益反对契丹和党项族的统治者的战争
,

对这些少数

族的人民也有好处
,

因此是符合人 民利益的
,

得到人民拥护的
。

如果把这类斗争笼统地称作
“

爱国主义
” ,

也是有道理的
。

正 因为这种战争得人心
,

对人 民有好处
,

人 民喜欢从事这种

战争的英雄
,

所 以后世才把杨家将 当作反侵扰
,

抗强暴
,

保卫 民族生存
,

维护人 民利益的英

雄来讴歌颂扬
。

元朝是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原
,

对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统治的时期
,

这时的阶级

压迫与 民族压迫达到空前的程度
,

所以广大人 民的反抗性也就更大
,

各族被压迫人 民有着强

烈的反抗 民族压迫的意愿
,

这就必然在杨家将的戏 曲中有所反映
。

明初瓦刺族严重威
尹

胁明王

朝的北部边境
,

其后女真族更兴起于东北
,

与明政府连年交战
,

广大人 民希望有个安定的环

境进行生产
,

所以对于前朝抗敌御侮的英雄也乐于歌颂
,

于是便有了 《杨家将演义》 及更多

杨家将戏的出现
。

尤其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古老 中国的大门
,

对中国大肆侵略的

近代
,

广大人 民更希望 自强御侮
。

人 民通过杨家将悲壮的遭遇
,

发泄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
;

通过对杨家将英勇顽强
,

壮烈牺牲的精神的描绘
,

表达 出自己反 压迫
、

抗强暴的心愿
。

当然
,

还要看到另一 方面
,

杨家将故事在流传过程 中无疑受到过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严

重影响
,

比如在杨家将故事中渗入封建迷信和宿命论等等
。

解放后
,

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

本着
“
百 花齐放

” 、

丫推陈 出新
”

的方针
,

对一 些旧的传统剧 目进行了整理和修改
。

京剧和

其他地方戏陆续演出了 《杨 门女将》
、

《雏凤凌空》
、

《穆桂英挂帅》
、 ’

《档马》
、

《 三岔

口 》 等杨家将戏
,

无不体现 出中国人 民对历史上爱国主义精神的赞扬
。

可是
,

在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
,

这些好戏却全部被禁演
。

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
,

杨家将戏重放光华
,

受到人民群

众的热烈欢迎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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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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