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O一心 --O --O --O
一

卜
一

少呀

备

独 出一方
,

威名既著
,

敌所畏服
”
③

。

可见北宋

的土豪
,

实际上是长期以武力统治一方的地方势

力首领
。

杨信正是这样的
“
土豪

” ,

所 以欧 阳修

又说
“
杨氏世 以武力雄其一方

”
④

。

这里 的
“
一

方
,, ,

即指麟州
。

杨信既然是麟州人
,

那么
,

他的 大 儿 子 杨

业
,

其籍贯应该是麟州无疑了
。

然 而
,

为 什 么

《宋史 》 等史书中
,

都说杨业是太原人呢 ?

原来
,

杨业
“
弱冠事刘崇 ” ⑤

。

刘崇原是后

汉的河东节度使
,

公元 9 51 年自立称帝
,

史 称北

汉
。

杨业青年时离开麟州
,

投奔刘 崇 到 太 原
,

在太原生活了几 十年
,

并且被赐姓为刘
,

成了北

汉刘家的养子
。

后来的史学家
,

大概由此而把杨

业当成太原人 了
。

我认为
,

一个人是哪里人
,

通

常指的是他的籍贯
,

即其祖居的地方
。

仅仅因为

杨业青年时期投奔刘家被收为养子
,

就 改 变 他

的籍贯
,

说他是太原人
,

显然是不对的
。

杨业祖

居麟州
,

从小就在麟州生活
,

其籍贯当然应该是

麟州
。

至于改姓为刘
,

不能作为改变 籍 贯 的 依

据
。

公元 97 9年宋太宗灭北汉
,

杨业归顺宋朝时
,

宋太宗特别为他
“
复姓杨氏

,

止名业 ” ⑥
。

杨业

之名由此而起
。

这便证明了杨业的被改姓
,

与其

籍贯无关
。

杨业殉 国前曾对潘美说过
: “

业太原降将
,

分当死
”
⑦

。

这句话曾被一些人作为杨业是太原

人的证据
。

其实
, “

太原降将
”
者

,

即北汉降将

的同义语
,

并非杨业自称是太原人
。

1 9了9年出版的 《辞海》
“
杨业 ” 词 目条

,

准

确地指出杨家世为麟州地方势力首领
,

但又说杨

业
“
青年时到太原

,

为后汉河东节度 使 刘 崇 部

将
,

遂为太原人
。 ”

如果按此逻辑
,

杨业后来又

当了代州刺史
,

在那里生活了多年
,

那他岂不是

又成了代州人 吗? 显然
,

上述说法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二
、

为证明杨业是山西人
,

一些史学家把问

题的考证更引深了一步
。

如卫聚 贤 的 《 (
杨 家

将
>
考证》

,

曾说
“
杨氏之先居西河

,

于唐开元

九年移居新秦之党项
”
⑧

。
1 9 4 8年

,

剪伯赞同志

在 《杨家将故事与杨业 父子 》 一文中
,

提到
“
杨

氏先世系山西人
” ,

杨业
“
为山西 人

,

实 可 无

疑
”
⑨

。

近年来
,

仍然有一些人坚持
“
杨信的原

籍
,

就是山西或者河东
”
L

, “
杨业祖籍山西

”

。0..0百.0万.0不.0..内丁.n百̀O百.六万

顾全芳

尔、 一-o -o
-

-o
-

一、
一

、
一

。 。 站

北宋杭辽名

将杨业
,
`

在雍熙

三年 (公 元9 86

年 ) 兵败被俘
,

英勇不屈
,

绝食

三 日而死
,

成为

历史上著名的民

族英雄
。

研究杨

业这 个 历 史 人

物
,

首先碰到的

便是杨业的籍贯

间题
。

直到 目前
,

在一 些书刊文献

方志辞书中
,

都

把杨业作为山西

太原人
。

这是值

得商榷的
。

我们

认为
,

杨业并非

-0..白1.Q百

杨业籍贯考

尹占
·

乙
.

小中-O
.

-O
.

-O
.

-O
.

今-O
.

--O令-O
。
-O
-

-O
-

-O
,

占
。
-O
.

-O
-

-O
.

-O:

山 西人
,

而是古麟州即今陕西神 木人
。

下面作一

点考证研究
。

一
、

最早认为杨业是山西太原人的
,

是北宋

的王称
,

他在其 《东都事略
·

杨业传》 中
,

说杨业

是并州太原人 , 杨业的父亲杨信
,

是麟州刺史
。

此后
,

元代徐大悼的 《烬余录》 (甲编 )
,

脱脱

等的 《宋史
·

杨业传 》
,

明代宋镰 的 《杨 氏 家

传 》 ,

清代吴任臣的 《十 国春秋》
,

康基 田 的

《晋乘搜略 》
,

以及一些 山西的地方志①
,

皆因

袭此说
。

1 9 8 0年新 出版的 《辞源 》 和 1 9 8 1年羽 白

的 《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 》 ②
,

亦持此说
。

甚至

山西流传的一些家谱族谱
,

也说杨业是山西人
,

杨业的墓还在山西
。

那么
,

是不是可 以据此得出杨业是山西 太原

人的定论呢 ? 我们认为是不能的
。

考察杨业的籍贯
,

自然要涉及其父杨信是哪

里人的间题
。

史书 上一 致记 载
,

杨信长期任麟州

刺史
。

但
“

刺史
”
系官职

,

似乎还不足 以证明杨

信是麟州人
。

好在 《资治通鉴 》 (卷 2 9 1 ) 有 一

段记载
: “

初
,

麟州 土豪杨信自为刺史
,

受命于

周
。

信卒
,

子重训嗣
。 ”

在这里
,

除了说明杨信

曾 自封为刺史
,

后来归顺后周之外
,

还说明了他

是当地的
“
土豪

” 。

欧阳修曾经上奏
,

将麟州委

托土豪管理
。

他说
: “

所谓土豪者
,

乃其材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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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
,

以上诸说很难站得住脚
。

说杨业祖籍在山西的根据之一
,

是宋 太宗在

杨业死后的诏书中
,

曾说
: “

故云州观察使杨业

诚坚金石
,

气激风云
。

挺陇上 之雄才
,

本山西 之

茂族
。 ”

L这不是明白地说杨业的祖 籍 是 山 西

吗 ? 其实不然
。

按北宋的行政建制
,

路
、

府
、

州
、

军 中
,

只有河东路
,

并无
“
山西

”
的建称

。

实际

置山西地方行政建制是从元代开始的
。

元划今山

西省为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
,

明置 山 西 行 中 书

省
,

清沿明置为 山西省
` ,

今日的山西省
,

北宋时

属河东路 , 河东路除了管辖山西部分地区 外
,

还

管辖今陕西省的一少部分地区
,

其中包括当时的

麟州 即今之神木
。

这一点
,

顾祖禹是 注意到的
。

他在 《读史方舆纪要 》 (卷七 )中
,

准确地指 出
:

“
唐 日麟州

,

宋因 之
,

亦 日建宁军
,

端拱初
,

曰

镇西军
,

领新秦县一
,

今茵州神木县是也
。 ”

这

麟州
,

北宋时属河东路
。

不但麟州属河东路
,

而

且邻近 的府州与丰州
,

也属河东路
。

既然如此
,

宋太宗又为什么不说杨业世居河东
,

而说
“
本 山

西 之茂族
”
呢 ? 原来

,

这不仅是为了 行 文 的 对

称
、

统一
,

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
“
山西

”
之名虽

早见于 《 史记》
、 《 汉书》 L

,

但都不是指具体

的行政 区划
,

而是 一个广泛的地理概念
,

或指华

山以西的地方
,

或指太行山以西的地区
。

宋太宗

在这里所称的 山西
,

显然不是指 山西省
,

而是泛

指太行山 以西的广大地区
,

其中包括当时的河东

路在内
。

至于唐开元九年杨家移居麟州之说
,

查

无实据
;
即使有所依据

,

是不是一定要用早于杨

业时期二百 多年的老祖宗的籍贯
,

来确定杨业的

籍贯呢? 也是值得商榷的
。

考证杨业祖籍是山西的根据之二
,

是杨信曾

当过火山军 (今山西河曲县 ) 节度使
。

说杨信当

过火山军节度使的
,

宋元以来的史书都不见
,

唯

一的史料来源
,

是乾隆 《保德州志 》 : “
杨业

,

旧 志谓即本州人
” 。

至于乾隆以前的 旧 保 德 州

志
,

已失传
。

而杨信当过火山军节度使之说
,

实

出于杨信当过所谓
“
火山王

”
的传说

。

州志的作

者误将传说作正史
,

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
。

翻阅

《保德州志 》 ,

这类谬误 比比皆是
。

杨信根本不

可 能当过什 么火山军节度使
。

因为火 山军是北宋

太平兴国七年的建制
,

那时候
,

杨信早就死了
,

他怎能去任火山军节度使呢 ? 退一万步讲
,

就算

杨信到过 河曲县
,

我们 也不能由此而说杨信是山

西人或杨业的祖籍是 山西
。

因此
,

以此来
“
证明

杨氏故里 即今河曲地区
”
L

,

是牵强的
。

如果一

定要用地方志来考证杨信的籍贯
,

那 么
,

道 光

《神木县志》 (卷三 ) 上说
“
麟州城建于唐

,

历

五代至宋
, 以州刺史杨弘信 (即杨 信 ) 世 守 麟

州
,

俗又称杨家城
” ,

倒是比较可靠而可信的
。

认为杨业的祖籍是 山西的第三条根据
,

则纯

属传说与小说
、

戏曲中的片言只语
,

说什么杨业

是 河东 人
、

太原人与山后人等
。

然而艺术不等于

史 实
,

更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
。

在山 西 的 中 北

部
,

有一些杨家村
、

寨
、

城
、

墓
、

庙等
,

都说是

杨业及其子孙生活过的地方
,

成为杨 家 将 的 遗

迹
。

在一些姓杨的村里
,

有人还拿出家谱族谱
,

证明杨业是他们的祖先
,

自己是杨业的第几代子

孙
,

并且指出杨业墓在何处
,

佘太君葬在那里等

等
。

然而
,

这 些是十分不可靠的
。

所谓村
、

寨
、

城
、

墓
,

甚或家谱
,

有些与杨业有关
,

有些则纯

属 由传说而来
,

不 能作为史实
。

例 如 杨 家 寨
、

村
、

城
、

墓
、

庙
,

不仅山西有
,

而且河北
、

北京

地 区也有
,

都说杨业在那里生活过
,

都说他们是

杨业的后代
。

北京郊区就有一个令公村 (杨业死

后追赠为中书令
,

尊称令公 )
,

然而北京当时是

辽国的疆域
,

杨业根本不可能在那里 生 活 或 战

斗
。

至于 杨氏家谱
,

事隔千年
,

传误在所难免
;

有的家谱把杨业的父亲说成是小说
、

戏曲中的杨

衰
,

错误就显而易见
。

即使山西一 些地方确有杨

业后代的遗存
,

也不能证明杨业的籍贯或祖籍就

是 山西
。

因为杨业的青壮年时期生 活在山西
,

他

的七个儿子
,

在 太原
、

代县等地生活 与战斗过
,

其子孙也可能在 山西扎根
。

但籍贯不能依生活过

的地方而改变
,

更不能以子孙的籍贯来考定杨业

的籍贯
。

三
、

有没有确切的史料
,

可 以证明杨业是 陕

西神木人呢 ? 有
。

杨业牺牲于 公元 9 86 年
。

与杨业差不多 同 时

代的杨亿 ( 9 7 4

—
2 0 2 0 )

、

欧阳修 ( 10 0 7
-

一一

10 7 2 )
、

司马光 ( 10 1 9
-

—
10 8 6 )

、

曾巩 ( 2 0 1 ,

—
1 0 8 3 ) 等著名文史家

,

都曾记载 了杨业 的有

关事迹
,

从中完全可 以确证杨业是神木人
。

杨亿说
: “

杨业
,

麟州人
,

少调悦任侠
,

以

射猎为事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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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说
: “

杨邺 或日继邺
,

麟州人
” , “

弱

冠
,

事太原刘崇
”
L

。

欧 阳修在一篇墓 志铭中
,

说杨琪是
“
麟州新

秦人 也
。

新秦近胡
,

以战射为俗
,

而杨 氏世以武

力雄其一方
。

其曾祖讳弘信 (即杨信 )
,

为州刺

史
,
祖讳重勋 (即杨业 之弟 ) ” ,

又说
: “

君之

伯祖继业 (即杨业 )
,

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
,

与

契丹战段
,

赠太师中书令
”
L

。

欧 阳 修 写 史 作

文
,

向来十分严谨
,

更何况是给人作墓志铭
,

根

本不可能将人的籍贯搞错
。

司马光除了在 《 资治通鉴 》 中
,

肯定杨信是

麟州土豪及刺史外
,

还在 《谏水 纪闻》 (卷 1 7)

中
,

说
“
杨败

,

继业之族人 也
” 。

杨 政 是 哪 里

人 ? 苏辙说他
“
本河东人

,

家世将家
”
L

。

这河

东
,

当为河东路之称
,

包括麟州在内
。

当时人 既

有把河东作为黄河之东
,

更有人把麟州等地包括

在河东之内
。

例如欧阳修曾作过 《河 东 奉 使 奏

草 》
,

讲的全是麟州的地理与政治 , 宋人范圭写

过 《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 ,

其

中所称的河东
,

是指与麟州相邻的府州
。

所 以
,

《陕西通志 》 (卷 20) 上说杨败是 神 木 县 人
。

这
,

可以旁证杨业属麟州人
。

总之
,

北宋时期的文史著作
,

大多记载杨业

及其父亲是麟州人
,

而元明 以来的史著
,

则多说

扬业是 太原人
。

依我之见
,

应 以宋人记录为准
。

注
:

①见光绪 《山西通志》
,

嘉靖 《 太原县 志》

等
。

②见 《 文史知识 》 1 9 8 1年第 2 期
。

③ 《欧阳文忠公集
·

河东奉使奏草 》 。

④L 《欧阳文忠公集 》 卷 29 《供备库副使杨

君墓 志铭 》 。

⑤⑦ 《宋史 》 卷 272 《杨业传 》 。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 》 卷 2 00

⑧ 1 9 4 4年说文出版社 《 小说考证集 》 。

⑨ 1 9 4 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 《 中国史论集 》 第

2 辑
。

L郝树侯
: 《杨业传 》 ,

1 9 6 2年山西人民出

版社
。

@ 杨芷华
: 《杨家将的历史真实》

,
1 9 7 8年

第 2 期 《 山西大学学报 》 。

L 《宋太宗诏令集 》 载 《赠杨业太尉
、

云 州

观察使制 》
。

L 《史记
·

太史公 自序》 、 《汉书
·

赵光国

传赞》 。

@ 常征
: 《 杨家将史事考 》 ,

1 9 8。年天津人

民出版社
。

L 《 宋朝事实类苑》 卷 55 《杨无敌》
。

L 《隆平集 》 卷 17 《 杨邺》 传 , 邺系业字之

误
。

L 《栗城集
·

杨乐道哀词 》
。

碱爹
二

今
二

用卜叫委
比
毛卜阅卜喊卜 州奋

.

李
二

令司乡
二二
每

二城卜咬卜 州李州李
留

委喊卜嘴卜峭冲电冲勺 . 伽
吕范卜喊卜喊卜州李

.

必
二州李魂

二 州容二喊委招容韶参 4 卜城梦
留

参
叫醉

(上接 69 页 ) 吃完后
,

果然疼痛消失
,

胳膊 活动 自如 了
。

以后
,

主席有病就请李鼎铭来

诊治
。

有一次
,

主席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
,

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

给主席治疗
。

李鼎铭说
,

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
。

毛主席欣然同意他在院落阳光下按摩
。

起初一天一次
,

后来隔一天一次
,

每次看病免不了要谈些中药的性能
,

治病的道理
,

战胜疾病的方法
,

有时还要讨论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
。

有一次
,

毛主席对李鼎铭说
,

现

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
,

你看边区的医学应如何发展
。

李鼎铭说
,

中西医各有长处
,

只

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
。

主席说
,

你这个想法好
,

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

经过一段

时间的治疗
,

毛主席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

同时也学到 了许多中医保健 知识
。

毛主席不仅 自己相信中医
,

还介绍李鼎铭给周副主席
、

朱总司令
、

林 伯 渠
、

谢 觉

哉
、

王稼祥等 中央领导同志看病
,

他还经常谈到中医的好处
,

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
。

要求

人们尊重中医
、

爱护中医
、

扶持中医
,

西医要 向中医学习
。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
,

陕甘宁

边区成立 了中医研究会
、

中西医协会
、

中医保健药社
。

李鼎铭先生曾兼任中医训练班主

任
。

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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