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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亮先生的《杨家将研究》专著付梓出版，这是杨家将文化研
究丛书推出的又一部精品力作， 值得庆贺。

杨先生是太原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研究员， 早年毕业于山西
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杨家将的研究， 成
果显著。 尤其在杨家将的研究中， 独树一帜， 凭借自己多年的努
力和学识， 成为国内知名的杨家将研究专家， 受到了各地杨氏和
杨家将学术团体的尊重。 先后受聘于山西代县杨忠武祠理事总会
为名誉会长、 河南开封天波杨府联谊会名誉会长、 陕西神木杨家
将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中华杨家将研究会学术顾问等。 同时，
先生在山西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
职教授， 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山西省古都学会学术顾问等。
多次应邀参加国际、 国内和省市学术研讨会及课题研究。

2007年 8月， 在杨家将故里陕西神木县举行的“首届全国杨
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 上， 有幸结识先生。 先生坦诚直率、 平易
近人的风格，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应聘担任杨家将文化
研究会学术顾问和《杨家将文化》 会刊学术指导后， 与先生交往
日深， 仰慕愈增。 同为杨家将后裔， 我对先生敬重以外又倍感亲
切， 先生不仅是我尊敬的师长， 也是我可交可信的兄长。

先生在杨家将的研究中， 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 主要表
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对杨家将英雄家族群体， 有着深厚的感情，
把弘扬杨家将的英雄品格、 名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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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损于杨家将英雄形象的论著， 不管是名人还是什么人， 都给
予有理有据的评说和驳斥， 维护杨家将的声誉。 二是学术研究中始
终抱着谦诚的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仅对前沿大师在杨家
将研究中的成果予以吸收， 而且像我们神木地方学者的观点， 也予
以重视， 融入自己的思考和论述中。 三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争夺历
史名人的现象， 不随波逐流。 先生虽是山西人， 仍坚持杨家将的故
里是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 的观点。 上面提到的三点， 在先生
发表的论著中， 都能体现出来。

先生的《杨家将研究》， 分四个部分， 十六篇文章， 基本上代
表了先生近年来杨家将研究的成果。 第一部分《杨业与杨家将》，
其中第一篇《杨家将述略》， 从整体上对杨家将主要人物和抗辽御
夏事迹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并对杨家将故事的源流， 作了具体阐
述。 其他几篇， 主要论述了杨家将故里， 杨业抗辽的业绩和被奸
臣所陷害事实。 第二部分《杨家将评论》， 主要针对有损杨家将英
雄形象的论著， 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说。 第三部分《杨家将文
化》， 主要对杨家将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论述， 并对杨家将文化
遗址遗迹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第四部分《附论》， 对杨姓的
肇姓始祖和杨氏家族史上的两大亮点， 进行了论述。 上面的说明，
算作是简短的导读吧。
《杨家将研究》 一书， 内容丰富， 观点明确， 体现了先生对杨

家将研究的执着精神和治学态度。 本书的出版发行， 既是杨家将
学术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 也是杨家将子孙献给先祖的一份厚礼。

勉为序

杨家将文化研究会会长 杨国伟
2013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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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述略

千余年来， 杨家将的故事传颂不息， 脍炙人口， 闻名国内， 声播海

外。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 像杨信、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祖孙四代，

英勇奋战， 前仆后继， 为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 文化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的安全， 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极为罕见的。 这就是杨家将为什么

千余年来深入人心、 世代相传的根本原因。

“杨家将” 一名， 就目前所见到的历史文献而言， 最早见于宋末元

初人徐大焯的《烬馀录》。 其曰： 杨业战殁， “长子渊平随殉， 次子延

浦、 三子延训官供奉， 四子延环、 五子延贵并官殿直， 六子延昭以从征

朔州功， 加保州刺史， 七子延彬屡有功， 并授团练使。 ……延昭子宗

保， 官同州观察使， 世称杨家将。” ①

杨家将的历史记载并不多， 但其传说故事却非常丰富， 形成了巨大

的反差。 过去人说杨家将的故事三分真实， 七分虚构， 也是不无道理

的。 但是， 北宋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中说： “君（墓主

人杨琪） 之伯祖继业， 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 与契丹战殁， 赠太师

中书令。 继业有子延昭， 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 父子皆名将， 其智

勇号称无敌。 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 皆能道之。” ② 就是说，

杨业、 杨延昭父子的英雄事绩， 在他们死后的当时就已经以口碑形

式普遍流传开了。 口碑传说的始作俑者， 无疑是那些从前线回来的

与杨业、 杨延昭一起作过战的将士们。 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战事，

① 徐大焯《烬馀录》 甲编。
② 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欧阳文忠公集》 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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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和基本事实是可信的。 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

新课题， 即如何对杨家将的传说故事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证， 从中确认

其真实部分， 从而丰富杨家将的史实， 为杨家将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一、 唐末五代起烽烟

唐朝末年， 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全国性农民起义。 各地藩镇在镇压

农民起义的过程中， 壮大自己的势力， 形成了新的藩镇割据局面。 这些藩

镇势力在黄河中下游先后建立了梁、 唐、 晋、 汉、 周五个独立的小王朝，

史称“五代”； 同时， 在淮水以南先后还有吴、 南唐、 吴越、 楚、 南汉、

闽、 前蜀、 后蜀、 南平九个小国， 加上太原的北汉政权， 史称“十国”。

五代与十国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的频繁更替， 十国的连年征战， 使中

原地区的经济、 文化受到了严重破坏， 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五代十国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混战中， 平民百姓不是被征为士兵

和役夫死于战场， 就是作为平民死于乱兵之手。 如后梁乾化元年（911

年） 的梁、 唐之战中， 梁军数万被唐军歼灭， 自野王（今河南沁阳） 至

柏乡（今河北柏乡） 千里间横尸遍野。 后唐又一次攻梁， 南出晋南、 豫

北， 所过之处路断行人， 十年之内“田无麦禾， 邑无烟火”。 又如乾化三

年（913年）， 梁军十万纵掠洛阳。 周攻汉， 郭威令士兵入城大掠十天。

除战火之外， 苛捐杂税、 水患旱灾， 使百姓田园荡尽， 人畜漂没， 陷于

深重的灾难之中。 唐末五代之际的诗人杜荀鹤作的《山中寡妇》， 就是当

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诗曰：

夫因兵死守蓬蒿， 麻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 田园荒尽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 旋吹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生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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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原地区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 居住在东北辽河流域的契丹族

强盛起来。 契丹， 与库莫奚同属鲜卑族宇文氏别部， 史载“契丹国， 在

库莫奚东， 异种同类， 俱窜于松漠之间。 登国中， 国军大破之， 遂逃迸，

与库莫奚分背。” ①长期的游牧生活， 契丹人从小就在马背上作业， 成为

身体健壮、 勤劳勇敢的优秀骑兵。 隋唐时期， 契丹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

切的联系， 其首领接受朝廷封赏的官职。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唐

太宗设立松漠都督府， 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南， 册封契丹首领窟哥为

都督， 赐姓李氏。 唐中叶以后， 松漠都督府的建置虽然被取消了， 但契

丹首领与朝廷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

那个时候的契丹族， 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 共分为八个部落， 部

落的首领称“大人”。 各部落的首领结成联盟， 共推一人做部落联盟的

“大人”， 称“可汗”， 即部落联盟的首领。 可汗任期三年， 用旗和鼓作为

权力的标志。 唐天 四年（907年）， 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被八

部大人推为可汗。 耶律阿保机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他连任三届可

汗并不满足， 而要效法中原君主， 建立统一的王朝。 后梁贞明二年（91

6年）， 耶律阿保机用计杀死了其他七个部落的“大人”， 把八个分散的

部落统一起来， 建国称帝， 国号契丹， 都临潢（上京， 今辽宁巴林左旗

南）。 这时， 中原正是唐末五代的战乱时期， 因避乱逃入契丹境内的中原

人， 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带到契丹。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任

用汉人韩延徽等人参政， 大力发展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 奖励种植桑麻，

学习纺织、 冶铁业等先进技术。 同时， 设官府、 分州县、 筑城邑、 营宫

室， 并仿汉字创制契丹文字。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契丹社会产生了飞

跃的发展， 国力迅速强大。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 契丹改国号为

辽。 其境东起海上， 西至天山附近， 北抵克鲁伦河流域， 南达白沟河、

雁门关北。

契丹社会的加速发展， 为它向南扩张提供了物质条件。 而中原地区

①《魏书·契丹列传》 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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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五代更替、 十国混战的时期。 在这种局面下， 一些军阀投靠契丹，

借用契丹的势力， 达到和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后唐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 他为了夺取后唐的帝位， 以割让卢龙道为条件， 向

契丹求援， 甘作“儿皇帝”。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 辽太宗耶律德光

率五万骑南下， 旌旗不绝五十余里。 在太原城下大败后唐晋州刺史张敬

达。 石敬瑭在耶律德光的支持下， 在太原做了皇帝， 国号晋， 改元天福，

史称后晋。 接着契丹又护送石敬瑭经潞州（今山西长治） 进入洛阳， 夺

取了后唐政权。

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卢龙道， 地属幽州、 雁门关一带， 又称燕云十

六州。 包括： 幽（今北京市区）、 檀（今北京密云）、 顺（今北京顺义）、

儒（今北京延庆）、 蓟（今天津蓟县）、 瀛（今河北河涧）、 莫（今河北任

丘）、 涿（今河北涿县）、 新（今河北涿鹿）、 蔚（今河北蔚县）、 妫（今

河北怀来）、 武（今河北宣化）、 云（今山西大同）、 应（今山西应县）、

寰（今山西朔州东北）、 朔（今山西朔州）。

由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致使契丹骑兵长驱南下攻扰，

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 中原百姓的生命财产受

到严重的威胁。 人民群众不甘受契丹的压迫， 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保卫家乡。 杨业的父亲杨信在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折从远在府州（今

陕西府谷县） 聚众抗击契丹南攻， 是当时著名的两支地方武装。

杨信， 原名宏信， 麟州新秦人。 五代时， 为麟州一带土豪， 自立为

州刺史， 先后被后汉、 后周认可， 相继任命为麟州刺史， 为保障边城屡

著功绩。 距今神木县城东北 15公里的麟州故城遗址， 就是当年杨信镇守

御敌的杨家城。 后东渡黄河来到河曲， 结堡筑城， 进行自卫。 因河曲有

死火山， 杨信自立为“火山大王”、 “火山刺史” 等。 今陕西神木和山西

河曲境内有“杨家城”、 “杨家寨”、 “杨家湾” 等多处遗址， 就是当年

杨信屯兵或作战的地方。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 杨信与府州地方武装

首领折从远结盟， 联合抗辽， 保卫家乡。

折从远世居府州。 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后， 折从远、 折德 父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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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兵奋起反抗， 收复府州附近十余寨， 并一度过河进攻朔州。 因战功， 折

从远出任武胜军节度使， 折德 官至节度使、 领永安军。 后晋开远四年

（947年） 正月， 契丹入主东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联合麟州杨信、 府州折

从远、 夏州（今内蒙乌审旗南白城子） 李彝殷等， 不附契丹， 自立为帝，

国号汉， 史称后汉， 杨折两家在联合抗辽的斗争中，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 杨业威镇雁门关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 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 即

皇帝位， 灭后周， 建国号曰宋， 改元建隆， 以汴梁（今河南开封） 为都，

史称北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宋灭北汉， 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封

建割据的局面。 这时， 强盛起来的北方契丹， 不断南下侵扰， 成为宋王

朝最严重的隐患。 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 以杨业、 杨延昭为代

表的杨家将走上了抗辽前线。

杨业， 原名重贵， 又名继业， 麟州土豪杨信之子。 杨业生长在山川

纵横、 丛林茂密、 蕃汉杂居、 以战射为俗的环境和“以武力雄其一方”

的土豪家庭中， 从小受着父辈的熏陶， 练就了一身骑射武艺， 学得了行

兵作战的韬略。 《宋史·杨业传》 说他“幼， 倜傥任侠， 善骑射， 好畋

猎， 所获倍于人， 尝谓其徒曰： 我他日为将用兵， 亦犹鹰犬逐雉兔尔。”

杨业“弱冠事刘崇， 为保卫指挥使， 以骁勇闻， 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

屡立战功， 所向克捷， 国人号为‘无敌’”。 ①被北汉主赐姓刘， 名继业。

北汉是一个仅有并、 汾、 忻、 代、 岚、 宪、 隆、 蔚、 沁、 辽、 麟、 石十

二州之地的小朝廷。 但凭借晋阳特殊的战略地位， 在契丹的支持下， 与

后周、 北宋抗衡 29年之久。 杨业在北汉期间， 虽然参加了与宋的几次大

的战斗， 但对北汉政权依附契丹是不满意的。 宋开宝二年（969年）， 宋

太祖亲征北汉， “时， 契丹遣其南大王来援， 屯于太原城下。 刘继业

（杨业） 言于北汉主曰： 契丹贪利弃信， 他日必破吾国。 今救兵骄而无

备， 愿袭取之， 获马数万， 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 使晋人免于涂炭，

①《宋史·杨业传》 卷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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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长享贵宠， 不亦可乎!” ①这一建议， 未被北汉主采纳， 但他仍受命

遥领建雄军（治代州） 节度使， 以备防御契丹。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宋太宗亲征北汉。 在激烈的攻城战斗中，

“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 甚骁勇。 及继元降， 继业犹据城苦战。 上（宋

太宗） 素知其勇， 欲生致之， 令中使谕继元， 俾招继业。 继元遣所亲信

往， 继业乃北面再拜， 大恸， 释甲未见。 上喜， 抚慰之甚厚， 复姓杨氏，

止名业。 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 ②充分表现了杨业的大局意识和“忠于

职守” 的品格。 不久， 太宗“以业老于边事， 洞晓敌情”， 复迁代州， 兼

三交驻泊兵马部署， “密封囊装， 赐予甚厚”。 杨业遂驻代州前线， 担负

起在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 杨业不负太宗厚望，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

在代州一线辽军出入的要道口， 修建了六个兵寨， 即阳武寨、 崞寨、 西

陉寨、 茹越寨、 胡谷寨、 大石寨。 随后几年内， 又建有楼板寨、 土 寨、

石 寨、 雁门寨， 还有代州境内的瓶形寨、 梅回寨、 麻谷寨、 义兴寨。

这十几个堡寨堵住了通往契丹蔚、 应、 寰、 朔等州的大小通道 45处， 形

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 ③仁宗朝名臣包拯曾说： “先朝以骁将杨

业守代州， 创筑州垒， 至今赖之。” ④就在杨业赴代建寨后不久， 就发生

了“雁门关大捷” 的战事。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三月， 契丹皇帝耶律贤亲率辽军十万骑围

攻雁门。 杨业命部将董思愿等堵断峡谷南口， 自己率领数百骑自西陉绕

道雁门关峡谷北口， 南向猛攻， 杀死辽节度使、 驸马侍中萧咄李， 生擒

其马前军都指挥使李重诲， 获铠甲革马甚众， 大败辽军。 创造了中国历

史上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兵“以少胜多” 的辉煌战例。 自此， 杨业声威大

振， “契丹畏之， 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不久， 杨业因战功升云州观察

使， 仍知代州， 判郑州。 七年（982年） 四月， 契丹主耶律贤自率兵三

万骑分三路攻宋。 西路攻府州， 被折御卿打败； 东路攻高阳关， 被崔彦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0。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20。
③ 李裕民《杨家将史实新考》， 《宋史新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月。
④《包拯集》 卷 1《天帝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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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打败； 中路攻雁门， 被杨业打得大败， 损兵三千， 万余被俘， 丧失牛

马五万计， 被攻破堡垒三十六个， 杨业战果最为显著。 在雁门连败契丹

大军， 引起了以主将潘美为首的忌恨， “有潜上谤书， 斥言其短。 帝览

之皆不问， 封其奏以付业。” ①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九月， 辽景宗耶律贤卒于焦山（今山西左

云）， 子隆绪继位， 是为圣宗。 时年隆绪方十二， 其母萧太后摄政。

由此， 大臣不附， 部族多叛。 宋将贺怀浦、 贺令图、 刘文裕等认为这

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好机会， 相继上书， 请求宋太宗北伐。 雍熙三年

（986年） 正月， 宋太宗下诏分三路北伐。 东路由曹彬、 崔彦进率主力

从雄州（今河北雄县） 出发北攻幽州； 中路由田重进、 谭延美领兵长

驱飞狐（今河北涞源）； 西路由潘美、 杨业出雁门， 收复山后诸州。

出师初， 三路全线顺利。 尤其是西路军杨业所部在雁门北口首战告

捷， 乘胜攻占寰、 朔二州， 随后又攻克云、 应二州。 北伐的节节胜

利， 受到了代北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父老迎着杨业的部队， 感慨地

说： “久陷边陲， 有粟不得食， 有子不得养， 不意余年， 重睹日月!” ②

他们自动组织起来， 或充向导、 供军资， 或夜袭辽营斩首来献， 或持

兵杖随军攻战。 宋太宗得报， 令可征募壮士， 一时间应征者千百成

群。 这时， 辽太后见宋大军逼进， 决定倾国相争， 派重兵十余万骑南

下， 致使宋主力东路军曹彬部在岐沟被辽兵打得连连败退。 辽军在解

除正面威胁后， 集中兵力压向西路军潘、 杨所部。 宋太宗得知宋军主

力战败的情报， 下令撤兵， 召曹彬、 崔彦进等回朝； 又命潘、 杨所部

护送云、 应、 朔、 寰四州之民撤回关内。

杨业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经过周密思考， 提出了一个声东击西、

佯攻作战的方案： 使关内部队从大石路 （今山西繁峙城东） 直奔应

州； 派人密告云、 朔守将， 候我军离代州时令民众先出城， 由轻骑接

应； 派伏兵于石碣谷口， 准备迎战。 这样可以使四州之民安全内迁。

①《宋史·杨业传》 卷 272。
② 李攸《宋朝事实》 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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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杨业传》 卷 27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27。

监军王 在潘美的默许下， 首先反对杨业的方案， 他坚持使杨业率兵

直奔雁门北川， 进攻马邑。 另一监军刘文裕也赞同王 的主张。 杨业

表示： 照此， 一定会失败。 王 居然挑衅地说： “你号称无敌， 今日

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 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逼杨业出战。 杨业非

常气愤， 说： “我不是怕死， 是考虑如何安全撤退。 既然你们这样指

责我， 只好出战， 但是这样必败。 我是太原降将， 蒙皇上恩德授以兵

柄， 我愿以死报国。” 杨业临行前， 指着陈家谷对潘美说： “你们务

必在两翼布置步兵强弩， 待我转战到这里， 你们就出兵夹击。 不然，

将全军覆没。” ①

七月八日夜， 杨业率所部出石碣路， 第二天清晨到达朔州东部， 与

辽将耶律斜轸激战被围。 杨业突围后于黄昏时， 来到陈家谷口。 潘美、

王 也曾布兵陈家谷北口， 并使人登西侧托逻台北望。 望兵误传辽兵败

退， 先是王 欲抢劫， 撤兵。 不久， 潘美得知杨业战败的消息， 他也慌

忙撤兵逃走。 当杨业见到陈家谷无一伏兵， “即扶膺大恸， 再率账下士

兵力战”， 身受伤几十处， 仍奋力杀死辽兵百十人， 终因寡不敌众， 重伤

被俘， 绝食三日而逝。 在杨业最后被围时， 部下尚有百余人。 杨业不忍

这些将士与自己同归于尽， 对他们说：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 与我俱死，

亡（无） 益也， 傥敌人散去， 尚可还报天子者。” ②部下无一人肯离去，

一齐战死。 与杨业同时战殁的还有杨业之子杨延玉、 部将淄州刺史王

贵、 皇亲岳州刺史贺怀浦。

宋太宗得到杨业殉难的消息， 非常痛惜。 乃下诏曰： “执干戈而卫

社稷， 闻鼓鼙而思将帅， 尽力死敌， 立节迈伦， 不有追崇， 曷彰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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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委戎乘， 式资战功。 方提貔虎之师， 以效边陲之用， 而群帅败约，

援兵不前， 独以孤军， 陷于沙漠， 劲果 厉， 有死不回， 求之古人， 何

以如此。 是用特举徽典， 以旌遗忠， 魂而有灵， 知我深意。 可赠太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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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杨业传》 卷 272。
② 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论学杂著》， 中华书局 1963年。
③ 邓广铭 张希清《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 《文汇报》 1981年 4月 6日。
④ 李裕民《杨家将新考三题》， 《晋阳学刊》 2000年第 6期。
⑤ 李裕民《杨业死因之再探索》， 李裕民主编《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

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

同军节度使， 赐其家布帛千匹， 粟千石。 大将军潘美降三官， 监军王

除名隶金州， 刘文裕除名监登州。” ①

杨业是被奸臣潘美陷害而死， 这在当时和后世多有评论。 杨业自己

就说： “上遇我厚， 期讨贼捍边以报， 而反为奸臣所迫， 致王师败绩。”

这里所说的奸臣是谁呢？ 就是潘美。 早在宋哲宗元 年间， 苏辙出使契

丹， 作《过杨无敌庙》 诗， 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 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 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 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 诛彤聊足慰忠魂!

苏辙在末两句点明， 以晋代周处死事比杨业， 以梁王彤隐指潘美，

主张杀潘美以谢忠魂。 著名学者余嘉锡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中指明：

“业言为奸臣所嫉， 逼令致死， 奸臣二字， 实指潘美……美以忌功妒名，

遂置国事于不顾， 奸臣之曰， 非美而谁!” ②著名史学大师、 北京大学邓

广铭教授和张希清教授， 在《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 中指出： “这里所

说的‘奸臣’ 无疑也是指潘美……业知美所不容， 故为奸臣所嫉。” ③著

名宋史专家、 陕西师大李裕民教授， 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加以研究， 他

说： “现在面纱已经揭开， 戏剧、 小说里描绘的潘美陷害杨业的故事，

尽管有许多夸大的虚构， 但潘害杨的基调并没有错。” ④李教授在《杨业

死因之再探索》 中进一步指出： “第一责任人应该是潘美……如果说王

是客观上将杨业送上绝路， 潘美则是有意将杨业送到绝路上去， 他是

陷害杨业的主犯。”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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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拯集·论边将》 卷 9。
②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论学杂著》， 中华书局 1963年。

杨业战殁后， 雁门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守云应诸州者， 闻

继业死， 皆弃城遁逃”。 “契丹因获杨业之胜， 乃遣耶律逊宁号于越者，

以数万骑取瀛州”。 致使契丹乘势大军压境， 曾一度攻至代州城下。 时驻

守代州神卫都指挥使马正、 副都部署卢汉斌贝畏懦无能， 不敢与辽兵交

战。 太宗遂派给事中知代州张齐贤奔赴前线。 张齐贤约潘美从太原出兵

增援代州， 当潘美率部行至柏井（今太原阳曲县北） 时， 闻前方失利，

借口得到“密诏”， 率部撤回太原。 张齐贤无奈， 只好另选各州地方武

装， 从土 寨出兵奇袭辽营， 才把契丹击退。 为此， 仁宗时监察御使包

拯在《论边将》 中说： “河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 特请精选， 其代州尤不

宜轻授。 缘代州与云、 应等州相去甚近， 路又平坦， 古来最为难扼之区。

太宗朝以骁将杨业守之， 继以给事中张齐贤守之， 其慎重用人如此。” ①

余嘉锡更认为： “曾 作《隆平集》， 元人修《宋史》， 皆以业之生死定

辽、 宋之盛衰。” ②由于杨业的战殁， 虽不致立即导致宋廷灭亡， 但“杨

业死， 长城毁”， 给宋王朝在军事上带来严重后果。

杨业与契丹角胜三十余年， 尤其是在他归宋后的七年抗辽， 为保卫

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 文化和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英雄业绩， 在当时就普遍传播开了， “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 皆能

道之”。 杨业的英雄品格也受到契丹人的尊重， 在杨业殉难后不久， 就在

契丹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 建起杨无敌庙， “尝享能令异域

尊”。 今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有杨忠武祠， 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杨

成武将军曾于 1998年题写“杨忠武祠” 匾额。 现杨忠武祠已经成为海内

外杨氏寻根祭祖和旅游的胜地， 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三、 杨延昭镇守边关

杨延昭， 原名延朗， 杨业之子。 因避圣祖讳， 改名延昭； 又因“契丹

惮之， 目为六郎”， 所以， 小说、 戏剧和民间传说中又称作“杨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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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业 与 杨 家 将

杨延昭从小就练就一身好武艺， 喜欢布阵练兵， 做军事游戏。 从青

年时代起， 就走上了抗辽的战场。 杨业常说： “这孩子最像我”， 每次出

征打仗， 总要带上他。 在战斗中， 延昭很快成为一员“骁勇善战” 的战

将。 雍熙三年（986年） 北伐， 延昭任西路军先锋， 在朔州城下激战时，

乱箭伤了他的手臂， 仍然忍痛与敌兵交战。 淳化四年（993年）， 宋太宗

“以江淮浙陕连年凶歉， 民多流亡”， 于八月间分派八使出巡灾区。 杨延

昭出任“淮南都巡检使”， 镇抚淮南东西两路诸州。 后改知定远军（亦称

永静军）， 控扼河北入山东的要道。

咸平二年（999年） 七月， 真宗闻报契丹圣宗及萧太后屯兵幽州，

准备大举南下。 于是命忠武军节度使傅潜为镇、 定和高阳关三路行营都

部署， 屯定州。 杨延昭改调保州沿边都巡检使， 警备保州、 广信、 安肃

三州军事。 又以副使杨嗣屯保州， 同巡检魏能屯安肃军， 自领所部屯广

信军（治今河北徐水西）。 当时， 宋太宗为了加强北境防御设施， 接受了

沧州刺史何承矩的建议， 利用河北平原湖泊、 水系多的条件， 建造水田，

形成了一道自保州沉辽泺至沧州泥沽海口， 绵亘七州军， 屈曲九百里的

湖泊、 河道和水田构成的“水长城”。 这样， 既可以减少大量筑城劳役和

迁徙居民的费用， 兴造水田， 养殖水产， 增加居民和屯军的收入， 又可

以列置砦栅， 限制契丹戎马之兵， 拣重养锐， 挫彼强敌。 由于水路防护

的成功， 而杨延昭所部驻守的保州、 静戎、 威虏三州军， 就成了契丹陆

路南下的咽喉之地。 杨延昭到任后， 以同巡检魏能屯兵梁门， 副使杨嗣

屯兵保州， 自领所部屯遂城， 正面当契丹之锋。 九月初， 契丹萧太后及

圣宗率诸军越易水， 破狼山， 直奔遂城。 萧太后亲临遂城下， 自执桴鼓

督战， 矢飞如雨， 攻势迅猛。 城中宋军不满三千， 但众志成城， 在杨延

昭的带领下， 披甲执械， 日夜守护， 辽兵急攻不下。 时正值冬初， 寒潮

袭来， 气温骤降。 杨延昭抓住时机， 命军民夜间汲水泼浇城墙外皮， 第

二天早上都冻成了冰， 好似冰城一座， 坚滑难登。 于是， 萧太后又分兵

攻梁门， 守将魏能亦坚守不可克。 契丹主力不得不舍弃遂城、 梁门南向

攻泰州。 杨延昭、 魏能与杨嗣开城率兵出击， 契丹大败， 弃军械、 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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