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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

嗣主乱伦 

却说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自行伍，恃勇轻暴，尝语部下道：

“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府署立

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自诩道：“我射中竿上龙首，必得天

命。”说着，即将一箭射去，正中龙首。投弓大笑，侈然自负。嗣是

召集亡命，採买战马，意欲独霸一方，每有奏请，辄多逾制，朝廷稍

稍批驳，他便反唇相讥。（镇帅多跋扈不臣，都是当日的主子教导出

来。） 

晋主惩前毖后，尝有戒心，义武军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为儿女

亲家，晋主恐他就近联络，特徙遇为昭义军节度使，并命刘知远为北

京留守，隐防重荣。重荣不愿事晋，尤不屑事辽，每见辽使，必箕踞

嫚骂，有时且将辽使杀毙境上，辽主尝贻书诮让，晋主只好卑辞谢

罪。重荣越加气愤，适遇辽使拽刺（一作伊哷。）过境，便派兵捕

归。再遣轻骑出掠幽州人民，置诸博野。又上表晋廷，略言吐谷浑、

突厥、契苾、沙陀等，各率部众归附，党项等亦纳辽牒，愿备十万众

击辽。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去辽节度使刘山，求归中国，此外旧

臣沦没虏廷，亦皆延颈企踵，专待王师，天道人心，不便违拒，兴华

扫虏，正在此时。陛下臣事北虏，甘心为子，竭中国脂膏，供外夷欲

壑，薄海臣民，无不惭愤。何勿勃然变计，誓师北讨，上洗国耻，下

慰人望，臣愿为陛下前驱云云。晋主览奏，却也有些心动，屡召群臣

会议。北京留守刘知远，尚未出发，劝晋主毋信重荣，桑维翰正调镇

泰宁军，闻知消息，亦即密疏谏阻，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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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善兵者待机乃发，不善战者彼己不量。陛下得免晋阳之难，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负也。今安重荣恃勇轻敌，吐谷浑假手

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

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

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马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

国初定，士气雕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若和亲既

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

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

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兵民疲敝，静而守之，犹惧

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

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为岁输

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

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

郡，得以骄矜，屈辱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

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近闻邺都留守，尚

未赴镇，军府乏人。以邺都之富强，为国家之藩屏，臣窃思慢藏诲盗

之言，勇夫重闭之戒。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是所至盼。冒昧

上言，伏乞裁夺。 

晋主看到此疏，方欣然道：“朕今日心绪未宁，烦懑不决，得桑

卿奏，似醉初醒了。”遂促刘知远速赴邺都，并兼河东节度使，且诏

谕安重荣道： 

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

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

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毋取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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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荣得诏，反加骄慢，指挥使贾章，一再劝谏，反诬以他罪，推

出斩首。章家中只遗一女，年仅垂髫，因此得释。女慨然道：“我家

三十口，俱罹兵燹，独我与父尚存。今父无罪见杀，我何忍独生！愿

随父俱死。”重荣也将女处斩。镇州人民，称为烈女，已料重荣不能

善终。（不没烈女。）饶阳令刘岩，献五色水鸟，重荣妄指为凤，畜

诸水潭。又使人制大铁鞭，置诸牙门，谓铁鞭有神，指人辄死，自号

铁鞭郎君，每出必令军士抬鞭，作为前导。镇州城门，有抱关铁像，

状似胡人，像头无故自落。重荣小字铁胡，虽知引为忌讳，但反意总

未肯消融。（取死之兆。）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与重荣同姓，恃江为险，隐蓄异谋，重

荣遂阴相结托，互为表里。晋主既虑重荣，复防从进，乃遣人语从进

道：“青州节度使王建立来朝，愿归乡里，朕已允准。特虚青州待

卿，卿若乐行，朕即降敕。”（要徙就徙，必先使人探问，主权已旁

落了。）从进答道：“移青州至汉江南，臣即赴任。”晋主闻他出言

不逊，颇有怒意，但恐两难并发，权且含容。从进子弘超，为宫苑副

使，留居京师，从进请遣子归省，晋主也依言遣归。弘超既至襄州，

从进遂决计造反。 

天福六年冬季，晋主忆桑维翰言，北巡邺都。学士和凝已升任同

平章事，独入朝面请道：“陛下北行，从进必反，理应预先布置。”

晋主道：“朕已留郑王重贵，居守大梁，卿意还有何说？”凝又奏

道：“兵法有言，先人乃能夺人，陛下此行，京中事恐难兼顾，愿留

空名宣敕三十通，密付留守郑王，一旦闻变，便可书诸将名遣往讨逆

了。”晋主称善，依议而行，遂留重贵居守，自向邺都进发。及驾入

邺都，留守刘知远，已遣亲将郭威，招诱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徙入内

地，翦去安重荣羽翼，专待晋主命令，听候发兵。晋主因重荣虽有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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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尚无反迹，但遣杜重威为天平节度使，马全节为安国节度使，密

令调军储械，控制重荣。 

重荣致书从进，教他即日起事，趁着大梁空虚，掩击过去。从进

遂举兵造反，进攻邓州。郑王重贵闻报，立派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

面行营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为监

军，就从空敕填名，颁发出去，令讨从进。邓州节度使安审晖，方闭

城拒守，飞促高行周赴援。行周亟命武德使焦继勳，先锋都指挥使郭

金海，右厢都监陈思让等，带着精兵万人，往援邓州。从进得侦卒探

报，谓邓州援师将至，不禁惊诧道：“晋主未归，何人调兵派将，来

得这般迅速呢？”乃退至唐州，驻扎花山，列营待战。陈思让跃马前

来，挺枪突入，焦、郭二将，挥兵后应，一哄儿冲入从进阵内。从进

不防他这般勇猛，吓得步步倒退。主将一动，士卒自乱，被思让等一

阵扫击，万余人统行溃散。襄州指挥使安弘义，马蹶被擒，从进单骑

走脱，连山南东道的印信，都致失去。（如此不耐战，也想造反，真

是自不量力。）既返襄州，慌忙集众守御。高行周、宋彦筠、张从恩

等，陆续至襄州，四面围住。从进很是危急，重荣尚未闻知，竟集境

内饥民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将入朝行在。晋主知他诈谋，即命杜重

威、马全节进讨，添派前贝州节度使王周，为马步都虞侯。重威率师

西趋，至宗城西南，正与重荣相值。重荣列阵自固，由重威一再挑

战，均被强弩射退。重威颇有惧色，便欲退兵。指挥使王重胤道：

“兵家有进无退，镇州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卒为二队，击他左

右两翼。重胤等愿直冲中坚，彼势难兼顾，必败无疑。”重威依议，

分军并进，重胤身先士卒，闯入中坚。镇军少却，重威、全节，见前

军已经得势，也麾众齐进，杀死镇军无数。镇州将赵彦之，卷旗倒

戈，奔降晋军。晋军见他铠甲鞍辔，俱用银饰，不由的起了贪心，也



5 

 

无暇问及来由，即把他乱刀分尸，掷首与敌，所有铠甲鞍辔等，当即

分散。（此等军士，实不中用，奈安重荣更属不济，所以败死。）重

荣见全军失利，已是惊心，更闻彦之降晋被杀，益觉战栗不安。遂退

匿辎重中，飞奔而去。部下二万余人马，一半被杀，一半逃散。是年

冬季大冷，逃兵饥寒交迫，至无孑遗，重荣仅率十余骑，奔还镇州。

驱州民守城，用牛马皮为甲，闹得全城不宁。重威兵至城下，镇州牙

将自西郭水碾门，引官军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城中大乱。重荣入

守牙城，又被晋军攻破，没处奔逃，束手就戮，枭首送邺。晋主御楼

受馘，命漆重荣首级，赍献辽主，改镇州成德军为恒州顺国军，即用

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令镇恒州。 

先是辽主耶律德光，闻重荣擅执辽使，即遣人驰责晋廷。晋主恐

他犯塞，亟遣邢州（即安国军。）节度使杨彦珣为使，至辽谢罪。辽

主盛怒相见，彦珣却从容说道：“譬如家出逆子，父母不能制伏，奈

何？”辽主怒乃少解，但尚拘留彦珣，不肯放归。至重荣已反，始信

罪在重荣，与晋无涉，乃释彦珣归晋。既而重荣首级，已至西楼，晋

廷以为可告无罪，那知辽使复来诘责，问晋何故招纳吐谷浑？晋主以

吐谷浑酋长，阴附重荣，不得已徙入内地。偏辽使索白承福头颅，致

晋主无从应命，为此忧郁盈胸，渐渐的生起重病来了。（谁叫你向虏

称臣，事虏为父？） 

是时已是天福七年，高行周攻克襄州，安从进自焚死，执住从进

子弘超，及将佐四十三人，送往大梁。晋主尚在邺都，病已不起，但

闻捷报，不能还京受俘，徒落得唏嘘叹息，一命呜呼。统计在位七

年，寿五十一岁，后来庙号高祖，安葬显陵。 

晋主生有七子，四子被杀，散见上文，二子早殁，只剩幼子重

睿，尚在冲龄。晋主卧疾，宰相冯道入见，由晋主呼出重睿，向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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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且令内侍抱置道怀，意欲托孤寄命，使道辅立幼主。及晋主病

终，道与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商议，延广谓国家多难，应立长君。

道本是个模棱人物，依了延广，竟与议定拥立重贵，飞使奉迎。 

重贵已晋封齐王，接得来使，星夜赴邺，哭临保昌殿，就在柩前

即位，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官吏，进爵有差。会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

周，都监张从恩等，自大梁献俘至邺。由嗣主重贵，御乾明门受俘，

命将安弘超等四十余人，斩首市曹。随即就崇德殿宴集将校，行饮至

受赏礼，命高行周为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改调宋州节度使安彦

威为西京留守，兼河南尹，张从恩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加检校太

尉。降襄州为防御使，升邓州为威胜军，即授宋彦筠为邓州节度使，

此外立功将校，并皆进阶。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

使。延广恃定策功，乘势擅权，禁人不得偶语，官吏相率侧目。从前

高祖弥留，曾有遗言，命刘知远辅政。延广密劝重贵，抹煞遗旨，加

知远检校太师，调任河东节度使。知远由是怏怏，失望而去。（暗映

下文。） 

冯道、景延广等，拟向辽告哀，草表时互有争议，延广谓称孙已

足，不必称臣。（既已称孙，何妨称臣。）道不置一词。（长乐老惯

作此态。）学士李崧，新任为左仆射，独从旁力诤道：“屈身事辽，

无非为社稷计，今日若不称臣，他日战衅一开，贻忧宵旰，恐已无及

了！”延广犹辩驳不休。重贵正倚重延广，便依他计议，缮表告哀。

晋使至辽，辽主览表大怒，遣使至邺，问何故称孙不称臣？且责重贵

不先禀命，遽即帝位，亦属非是。景延广怒目道：“先帝为北朝所

立，所以奉表称臣。今上乃中国所立，不过为先帝盟约，卑躬称孙，

这已是格外逊顺，有什么称臣的道理！况国不可一日无君，若先帝晏

驾，必须禀命北朝，然后立主，恐国中已启乱端，试问北朝能负此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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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么？”（强词非不足夺理，奈将士乏材何？）辽使倔强不服，怀忿

北归，详报辽主。辽主已怒上加怒，再经政事令兼卢龙节度使赵延

寿，从旁挑拨，好似火上添油。那时辽主德光，自然愤不能平，便欲

兴兵问罪，入捣中原了。（后来战祸，实始于此。） 

晋主重贵，毫不在意，反日去勾搭一位嫠居娇娘，竟得称心如

愿，一淘儿行起乐来。看官道嫠妇为谁？原来是重贵叔母冯氏。冯氏

为邺都副留守冯濛女，很有美色，晋高祖素与濛善，遂替季弟重胤，

娶濛女为妇，得封吴国夫人。不幸红颜薄命，竟失所天，冯氏寂居寡

欢，免不得双眉锁恨，两泪倾珠。重贵早已生心，只因叔侄相关，尊

卑须辨，更兼晋高祖素严阃范，不敢胡行，蓝桥无路，徒唤奈何！及

为汴京留守，正值元配魏国夫人张氏，得病身亡，他便想勾引这位冯

叔母，要她来做继室。转思高祖出幸，总有归期，倘被闻知，必遭谴

责。况且高祖膝下，单剩一个幼子重睿，自己虽是高祖侄儿，受宠不

殊皇子，他日皇位继承，十成中可希望七八成，若使乱伦得罪，岂非

这个现成帝座，恰为了一时淫乐，把他抛弃吗？于是捺下情肠，专心

筹画军事，得平定安从进，成了大功。 

到了赴邺嗣位，大权在手，正好任所欲为，求偿宿愿。可巧这位

冯叔母，也与高祖后李氏，重贵母安氏等，同来奔丧，彼此在梓宫

前，素服举哀。由重贵瞧将过去，但见冯氏缟衣素袂，越觉苗条。青

溜溜的一簇乌云，碧澄澄的一双凤目，红隐隐的一张桃靥，娇怯怯的

一搦柳肢，真是无形不俏，无态不妍，再加那一腔娇喉，啼哭起来，

仿佛莺歌百啭，饶有余音。此时的重贵呆立一旁，几不知如何才好。

那冯氏却已偷眼觑着，把水汪汪的眼波，与重贵打个照面，更把那重

贵的神魂，摄了过去。及举哀已毕，重贵方按定了神，即命左右导入

行宫，拣了一所幽雅房间，使冯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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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间，重贵先至李后、安妃处，请过了安，顺便路行至冯氏

房间。冯氏起身相迎，重贵便说道：“我的婶娘，可辛苦了么？我特

来问安！”冯氏道：“不敢不敢！陛下既承大统，妾正当拜贺，那里

当得起问安二字！”（开口已心许了。）说至此，即向重贵裣衽，重

贵忙欲搀扶，冯氏偏停住不拜，却故意说道：“妾弄错了！朝贺须在

正殿哩。”重贵笑道：“正是，此处只可行家人礼，且坐下叙谈。”

冯氏乃与重贵对坐。重贵令侍女回避，便对冯氏道：“我特来与婶娘

密商，我已正位，万事俱备，可惜没有皇后！”冯氏答道：“元妃虽

薨，难道没有嫔御？”重贵道：“后房虽多，都不配为后，奈何？”

冯氏嫣然道：“陛下身为天子，要如何才貌佳人，尽可采选，中原甚

大，宁无一人中意么？”重贵道：“意中却有一人，但不知她乐允

否？”冯氏道：“天威咫尺，怎敢不依！”（满口应承。）重贵欣然

起立，凑近冯氏身旁，附耳说出一语，乃是看中了婶娘。冯氏又惊又

喜，偏低声答道：“这却使不得，妾是残花败柳，怎堪过侍陛下！”

重贵道：“我的娘！你已说过依我，今日是就要依我了。”说着，即

用双手去搂冯氏。冯氏假意推开，起身趋入卧房，欲将寝门掩住。重

贵抢步赶入，关住了门，凭着一副膂力，轻轻将冯氏举起，掖入罗

帷。冯氏半推半就，遂与重贵成了好事。这一夜的海誓山盟，笔难尽

述。 

好容易欢恋数宵，大众俱已闻知。重贵竟不避嫌疑，意欲册冯氏

为后，先尊高祖后李氏为皇太后，生母安氏为皇太妃，然后备着六宫

仗卫，太常鼓吹，与冯氏同至西御庄，就高祖像前，行庙见礼。宰臣

冯道以下，统皆入贺。重贵怡然道：“奉皇太后命，卿等不必庆

贺！”道等乃退。重贵挈冯氏回宫，张乐设饮，金樽檀板，展开西子

之颦，绿酒红灯，煊出南威之色。重贵固乐不可支，冯氏亦喜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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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待至酒酣兴至，醉态横生，那冯氏凭着一身艳妆，起座歌舞，曼

声度曲，宛转动人，彩袖生姿，蹁跹入画。重贵越瞧越爱，越爱越

怜，蓦然间忆及梓宫，竟移酒过奠，且拜祷道：“皇太后有命，先帝

不预大庆！”（真是昏语。）一语说出，左右都以为奇闻，忍不住掩

口胡卢。重贵亦自觉说错，也不禁大笑绝倒，且顾语左右道：“我今

日又做新女婿了！”冯氏闻言，嗤然一笑，左右不暇避忌，索性一笑

哄堂。重贵趁势揽冯氏手，竟入寝宫，再演龙凤配去了。小子有诗咏

道： 

叔母何堪作继妻，雄狐牝雉太痴迷！ 

北廷暴恶移文日，曾否疚心悔噬脐？ 

转瞬间又阅一年，晋主重贵，已将高祖安葬，奉了太后、太妃，

及宠后冯氏，一同还都。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安从进与安重荣，材具平庸，且无功绩之足言，徒以攀龙附

凤，得为镇帅，富贵已达极点，而犹不知足，敢生异志者，无非欲为

石敬瑭第二，妄冀非分之尊荣耳。迨晋军分道出兵，而二憾即归殄

灭，不度德，不量力，害必至此，何足怪乎！重贵以兄子继统，甫经

莅事，即听景延广言，开罪契丹。外衅已开，自速其祸，而又纳叔母

冯氏，渎伦伤化，败德乱常，名为人主，而行同禽兽，亦安能不危且

亡也！若冯氏以叔母之尊，甘与犹子为偶，淫妇无耻，殊不足责，厥

后与重贵同毙沙漠，正天道恶淫之报。此淫之所以为万恶首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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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

弑主大乱闽都 

却说晋主重贵，由邺都启行还汴，暂不改元，仍称天福八年。自

幸内外无事，但与冯皇后日夕纵乐，消遣光阴。冯氏得专内宠，所有

宫内女官，得邀冯氏欢心，无不封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为皇后

都押衙，正是特开创例，破格用人。重贵已为色所迷，也不管甚么男

女嫌疑，但教后意所欲，统皆从命。（独不怕为元绪公么？）后兄冯

玉，本不知书，因是椒房懿戚，擢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同僚殷鹏，

颇有才思，一切制诰，常替玉捉刀，玉得敷衍过去。寻且升为端明殿

学士，又未几升任枢密使，真个是皇亲国戚，比众不同。（可惜是块

碔砄。） 

小子因专叙晋事，把别国别镇的状况，未免失记。此处乘晋室少

暇，不得不将别国情形，略行叙述。南汉主刘，自遣何词入唐后，

已知唐不足惧，并因击败楚军，越加强横。（事见第二十回。）生

十九子，俱封为王。长子耀枢，次子龟图，已皆早世。三子弘度，受

封秦王。四子弘熙，受封晋王，两人素性骄恣。惟五子弘昌封越王，

颇能孝谨，且有智识。欲使为储贰，惟越次册立，心殊未安，因此

蹉跎过去。且自僭位后，岭南无恙，全国太平，他却安安稳稳过了

二十多年。年龄虽越五十，尚属体强力壮，没甚病痛，总道是寿命延

长，不妨将立储问题，宽延时日。那知六气偶侵，二竖为祟。当后晋

天福七年，即南汉大有十五年，竟染了一场重症，医药罔效。当下召

入左仆射王翻，密与语道：“弘度、弘熙，寿算虽长，但终不能任大

事，弘昌类我，我早欲立为太子，苦不能决，我子孙不肖，恐将来骨

肉纷争，好似鼠入牛角，越斗越小呢。”说至此，泣下唏嘘。翻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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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陛下既属意越王，须赶紧筹备，臣意拟将秦、晋二王，调守他

州，方可无虞。” 

点首称是，乃拟徙弘度守邕州，弘熙守容州。 

计议已定，适崇文使萧益入问起居，又述明己意。益力谏道：

“废长立少，必启争端，此事还求三思！”被他一说，又害得没有

主意，蹉跎了好几日，竟尔毕命。弘度依次当立，遂即南汉皇帝位，

更名为玢，改大有十五年为光天元年。命弟晋王弘熙辅政，尊为天

皇大帝，庙号高祖。僭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四岁，生平最喜杀

人，创设汤镬铁床等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诸

刑，或就水中捕集毒蛇，即将罪人投入，俾蛇吮噬，号为水狱。每决

罪囚，必亲往监视，往往垂涎呀呷，不觉朵颐。（想是豺狼转生。）

又性好奢侈，尽聚南海珍宝，作为玉堂璇宫。晚年更筑起一座南薰

殿，柱皆镂金饰玉，础石间暗置香炉，朝夕燃香，有气无形，真个是

穷奢极丽，不惜工资。 

到了弘度即位，比乃父更觉骄奢，更添一种好色的奇癖，专喜观

男女裸逐，混作一淘，外面作乐，里面饮酒，镇日间嬉戏淫媟，不亲

政事。或夜间穿着墨缞，与娼女微行，出入民家，毫无顾忌。左右稍

稍谏阻，立被杀死。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吴怀恩，屡次进谏，虽然言

不见从，还算是顾全脸面，不加杀戮。 

晋王弘熙，日进声伎，诱他荒淫。昏迷了好几月，度过残冬，已

是光天二年，弘熙阴图篡位，知乃兄素好手搏，特嘱指挥使陈道庠，

引力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聚习晋

府，习角抵戏。技艺有成，献入汉宫。弘度大悦，亲加验视，果然拳

法精通，不同凡汉，遂留五人为侍卫，有暇辄命他角逐，评量优劣，

核定赏罚。未几已届暮春，召集诸王至长春宫，宴饮为欢。侑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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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即令五力士演角抵戏，且饮且观。五力士抖擞精神，卖弄拳技，

引得弘度心花大开，尽管把黄汤灌将下去，顿时酩酊大醉，不省人

事。弘熙发出暗号，那陈道庠即指示刘思潮等，掖着弘度，就势用

力，竟将弘度干骨拉断。但听得一声狂叫，遽尔暴亡。可怜这位少年

昏君，只活得二十四岁，便被害死。（速死为幸。） 

后来谥为殇帝。所有宫内侍从，都杀得一个不留，诸王乘势逸

出，不敢入视。待至翌晨，始由越王弘昌，带着诸弟，哭临寝殿。因

即迎弘熙嗣位，易名为晟，改光天二年为应乾元年。命弟弘昌为太

尉，兼诸道兵马都元帅，少弟循王弘杲为副，并预政事。陈道庠及刘

思潮等，皆赏赍有差。南汉吏民，虽不敢公然讨逆，但宫中篡弑情

形，已是无人不晓，免不得街谈巷议，传作新闻。循王弘杲，请斩刘

思潮等以谢中外。（不能仗义讨逆，徒欲归咎从犯，安得不自取死

亡！）看官试想，这弑君杀兄的刘弘熙，岂肯把佐命功臣，付诸典刑

么？思潮等闻弘杲言，反诬称弘杲谋反，弘熙遂嘱思潮暗伺行踪。会

弘杲宴客，思潮即纠集谭令禋等，带同卫兵，持械突入。弘杲不及趋

避，立被刺死。弘熙闻报，很是欣慰，且大出金帛，厚赏思潮、令禋

等人。一面严刑峻法，威吓臣下，并且猜忌骨肉，比前益甚。南汉高

祖十九子，除长次二子早死外，三子五子被害，第九子万王弘操，先

在交州阵亡，此时尚剩十四子。弘熙欲将十三人尽行加害，陆续设

法，杀一个，少一个，结果是同归于尽，这便是南汉主好杀的惨报

呢。（大声疾呼。） 

小子因隔年太远，不应并叙下去，只好将汉事暂搁，另述唐事。

唐主徐知诰，已复姓李氏，改名为昪。（见二十九回。）自命为江南

强国，与晋廷不相聘问，独向辽通使，彼此互有往来。每当辽使至

唐，辄给厚贿。及送至淮北，已入晋境，暗使人刺杀辽使，竟欲嫁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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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廷，令他南北失和，自己可收渔人厚利。晋天福五年，晋安远节度

使李金全，为亲吏胡汉筠所怂恿，擅杀朝使贾仁沼，为晋所讨，不得

已奉表降唐。唐主昪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等，率兵三千，往

迎金全。金全驰诣唐军，承裕遂入据安州。晋廷别简节度使马全节，

兴师规复，与李承裕交战安州城南，承裕败走。晋副使安审晖领兵追

击，复破唐兵，斩段处恭，擒李承裕，自唐监军杜光邺以下，尽被捕

获。全节杀死承裕及浮卒千五百人，械送光邺等归大梁。 

时晋主石敬瑭尚存，闻光邺等被械入都，不禁叹息道：“此曹何

罪！”遂各赐马匹及器服，令还江南。唐主昪严拒不纳，送还淮北，

且遗晋主书，内有边校贪功，乘便据垒，军法朝章，彼此不可四语。

晋主仍遣令南归，偏唐主昪派了战船，力拒光邺，光邺只好仍入大

梁。晋主授光邺官，编光邺部兵为显义都，命旧将刘康统领，追赠贾

仁沼官阶，算是了案。李金全到了金陵，唐主昪待他甚薄，只命为宣

威统军，金全已不能归晋，没奈何昪颜受命，（此段文字，补前文所

未详。）嗣是昪无心窥晋，惟知保守吴疆。 

既而吴越大火，焚去宫室府库，所储财帛兵甲，俱付一炬。吴越

王钱元瓘，骇极成狂，竟致病殁。将吏奉元瓘子弘佐为嗣，弘佐年仅

十三，主少国疑，更因火灾以后，元气萧条。（吴越事就便带过。）

南唐大臣，多劝昪进击吴越，昪摇首道：“奈何利人灾殃！”（这是

李昪仁心，不得谓其迂腐。）遂遣使厚赍金粟，吊灾唁丧，此后通好

不绝。昪客冯延己好大言，尝私讥昪道：“田舍翁怎能成大事？”昪

虽有所闻，也并不加罪。但保境安民，韬甲敛戈，吴人赖以休息。 

好容易做了七年的江南皇帝，年已五十六岁，未免精力衰颓。方

士史守冲，献入丹方，照方合药，服将下去，起初似觉一振，后来渐

致躁急。近臣谓不宜再服，昪却不从。忽然间背中奇痛，突发一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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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尚不令人知，密召医官诊治，每晨仍强起视朝。无如疽患愈剧，医

治无功，乃召长子齐王璟入侍，未几已近弥留，执璟手与语道：“德

昌宫积储兵器金帛，约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应善交邻国，保全社

稷。我试服金石，欲求延年，不意反自速死，汝宜视此为戒！”说至

此，牵璟手入口，啮指出血，才行放下，涕泣嘱咐道：“他日北方当

有事，勿忘我言！”（为后文伏笔。） 

璟唯唯听命。是夕昪殂，璟秘不发丧，先下制命齐王监国，大赦

中外。越数日不闻异议，方宣遗诏，即皇帝位，改元保大。太常卿韩

熙载上书，谓越年改元，乃是古制，事不师古，勿可以训。璟优旨褒

答，但制书已行，不便收回，就将错便错的混了过去。 

璟初名景通，有四弟景迁、景遂、景达、景逷。景迁蚤卒，由璟

追封为楚王。景遂由寿王进封燕王，景达由宣城王进封鄂王，景逷为

昪妃种氏所出。昪既受禅，方得此子，颇加宠爱。种氏以乐妓得幸，

至此亦加封郡夫人。蛾眉擅宠，便思夺嫡，尝乘间进言，谓景逷才过

诸兄。昪不禁发怒，责他刁狡，竟出种氏为尼，且不加景逷封爵。及

昪殁璟继，种氏恐璟报怨，且泣且语道：“人彘骨醉，将复见今日

了！”（以小人心，度君子腹。）幸璟笃爱同胞，晋封景逷为保宁

王，并许种氏入宫就养。璟母宋氏，尊为皇太后，种氏亦受册为皇太

妃。议定父昪庙号，称为烈祖。 

寻改封景遂为齐王，兼诸道兵马元帅，燕王景达为副。璟与诸弟

立盟柩前，誓兄弟世世继立，景遂等一再谦让，璟终不许。给事中萧

俨疏谏，亦不见报，但封长子弘冀为南昌王，兼江都尹。虔州妖贼张

遇贤作乱，派将荡平。中书令太保宋齐邱，自恃勋旧，树党擅权，由

璟徙宋为镇海军节度使。宋齐邱暗生忿怼，自请归老九华，一表即

允，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齐邱去后，引用冯延己、常梦锡为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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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

这六人中除梦锡外，半系齐邱旧党，且专喜倾轧，贻误国家，吴人目

为五鬼。梦锡屡言五人不宜重用，璟皆不纳。 

既而璟欲传位景遂，令他裁决庶政。冯延己、陈觉等，乘机设

法，令中外不得擅奏，大臣非经召对，不得进见。给事中萧俨，复上

疏极谏，俱留中不发。连宋齐邱在外闻知，亦上表谏阻。侍卫都虞侯

贾崇，排闼入诤道：“臣事先帝三十年，看他延纳忠言，孜孜不倦，

尚虑下情不能上达，陛下新即位，所恃何人，遽与群臣谢绝。臣年已

衰老，死期将至，恐从此不能再见天颜了！”言毕，泣下呜咽。璟亦

不觉动容，引坐赐食，乃将前令撤销。（表扬谏臣。） 

忽由闽将朱文进，弑主称王，遣使入告，唐主璟斥他不道，拘住

来使，拟发兵声讨。群臣谓闽乱首祸，为王延政，应先讨伪殷，方足

代除乱本。（延政不过叛兄，未尝弑主，唐臣所言不免偏见。）因将

闽使遣归，特派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令觇建州虚实，再行进兵。看

官道闽中大乱，从何而起？小子在前文三十回中，已叙闽主曦酗乱情

形，早见他不能久享。唐主璟即位，曾贻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他

兄弟寻戈，有乖友爱。曦复书辩驳，引周公诛管蔡，及唐太宗杀建

成、元吉事，作为比附，自护所短。延政且驳斥唐主篡吴，负杨氏

恩。唐主怒起，便与两国绝好，尤恨延政无礼，意图报怨。（释闽攻

殷，伏机于此。）可巧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突然发难，再弑闽

主，激成祸乱，于是全闽大扰，利归南唐。 

先是文进与连重遇，分统两都，重遇弑昶立曦，入任閤门使，控

鹤都归魏从朗统带，从朗亦朱、连党羽，统军未久，为曦所杀。文

进、重遇，未免兔死狐悲，阴生疑贰。曦又召二人侍宴，酒兴方酣，

遽吟唐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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