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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公元 951 年，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北汉，或称东汉。它占有今

山西中部和陕北一角，东至今娘子关，西至陕西神木县，北抵内长城，南及沁县，

历时 29 年。它是五代十国时期最特殊的一国。在十国中，北汉建国最晚，也最为

强悍，曾先后与中原三朝皇帝统率的大军决战，又是十国中唯一由沙陀人为主，

联合汉族、吐浑族共同执政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任命僧人、道士为宰

相的政权，更是十国中唯一与中原王朝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北汉与后汉王朝的关

系，犹如南明永历政权与明王朝的关系，是中原政权在更小范围内的延续。要了

解它的历史，还须从后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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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汉王朝的兴亡 

 
1.刘知远创建后汉王朝 
 

从公元 907 年到 960 年，短短 53 年中，连换了五个王朝，各路军阀为了争夺

中原这块肥肉，连年发生战争，闹得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锦绣河山变成一

片破败景象。此时的山西突显了它的重要性。它有太行山、黄河作天然屏障，环

境相对比较安宁；它是番汉杂居地区，素有尚武之风。谁拥有山西，谁就可能入

主中原。 
朱温横扫北方各路军阀，建立后梁政权，唯独对占据山西的晋王李克用，即

使用尽全力，仍然无法拿下，双方对峙了 18 年。最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了梁

国，建立后唐。后唐在 13 年中换了四任皇帝，他们都专制腐败，外战内斗，状况

不亚于后梁。清泰三年（936），雄踞晋阳的突厥族大将石敬瑭（892-942），在契

丹的支持下，起兵灭唐，建立了后晋王朝。但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不仅称

小他 10 岁的契丹主为父，更把幽云十六州奉送给契丹，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屏障，

为日后辽、金频频闯入中原埋下了祸根。 
后汉是继后梁、后唐之后第三个王朝，开国君主是刘知远（895-948），沙陀

人。他世居太原，祖上是一介草民，父亲是个不知名的下级军官。刘知远家贫，

年轻时入赘太原李氏，当了招女婿。一说是他抢了李氏为妻。他为人沉默寡言，

不甘心于现有生活，于是参军，与石敬瑭同在李克用养子嗣源麾下为将。贞明五

年（919），与梁军在德胜交战时，石敬瑭所骑的马革突然断裂，梁军眼看追袭到

跟前，知远急忙把自己的好马换给他，并为石断后，使石安全而返。从此，两人

成为亲密战友。926 年，李嗣源即位，史称唐明宗。天成三年（928），石敬瑭被

封为驸马；长兴三年（932），石又升为北京（今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成为

最有实权的藩镇。石为了感谢刘知远的救命之功，特意将其留在自己麾下，任命

为都押衙（亦称衙内指挥使），帮他掌管军事。从此，刘知远成为石敬瑭最得力的

心腹。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眼看石敬瑭势力越来越大，难以控制，下令将

他调离太原，到郓州任职。石闻讯，与刘知远等人商议，拒绝调动，决定造反。

末帝即派大将张敬达率军 3 万平叛。石急忙派使者向契丹求救，答应称儿，而且

事成后割让幽云十六州。刘知远劝他：“称臣、送金帛就可以了，称儿、割地将来

必为中国大患。”石不听。8 月，张敬达军将太原团团围住。石任命知远为都巡检

使，负责守城。正当太原仅剩下 5 日粮的危急之际，契丹国王耶律德光（902-947）
亲率 5 万大军打败唐军，包围了唐军驻地晋安寨。11 月，拥立石敬瑭为帝，建立

后晋政权，知远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闰 11 月，唐军杨光远斩张敬达降契丹，

石敬瑭即按耶律德光旨意，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队最高统帅），

而任知远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仅次于军队最高统帅）。随即与契丹联军南下攻入

后唐都城洛阳，末帝自焚而死。由知远抚定都城，秩序井然。天福三年（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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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后晋最高军事长官。六年（941），出任河东节度

使、北京留守，全面掌控山西地区。 
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出帝石崇贵（914—？）继位。按照惯例，石崇

贵得向耶律德光称孙，但他实在不甘心受这样的屈辱，终于下决心与契丹断交。

然而，他既不善于用人，又缺乏治国的才能，悲剧无法避免地来临了。耶律德光

毫不客气地用武力教训他。开运元年（944），契丹分两路南下，东路攻占贝州，

西路进攻代州、秀容，晋出帝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招讨使，刘在秀容与契丹伟王

大战，取得了胜利，被加封为太原王。三年（946）11 月，契丹再次南下，晋统

兵主帅杜重威率 10 万大军隔滹沱河与之对阵，私下却派亲信与敌秘密谈判，耶律

德光许诺他当中原皇帝，重威信以为真，即在帐内布置伏兵，召诸将开会，宣布

投降。诸将不得已，在降表上签字。事后，辽主派降将赵延寿给他披上唐代天子

穿的赭袍，重威不知道只是一个骗局，竟得意洋洋，派张彦泽为先锋，12 月直取

开封，将出帝俘获，纵兵大掠两天，都城被洗劫一空。 
天福十二年（947）正月，耶律德光来到开封，为收揽民心，处死了已没有用

的走狗张彦泽。2 月 1 日，他穿上汉法服，登崇元殿受朝贺，下令改晋国为大辽

国，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会同十年。并委派契丹人进驻重要节镇。显然，他想长

期入主中原了。刘知远派牙将王峻奉表于契丹主，其实是探听虚实。耶律德光以

为刘知远已经臣服，赐诏褒美，称知远为儿。又按契丹优待贵重大臣的习惯，赐

给一根木拐。王峻手持木拐而归时，契丹人见了都主动让路。12 日，河东行军司

马张彦威等人认为，现在中原无主，而各路节镇中，唯有知远的地位和威望最高，

群情所属，建号称帝，时机已到。刘知远没有当下答应。随后，百官、将吏纷纷

上表劝进，于是，刘知远在军人的拥戴下，于 15 日在太原称帝，国号不变，唯改

晋开运四年（947）为天福十二年。五代时，军队最热衷于改朝换代，因为他们可

以得到大笔赏赐，而且他们随便抢劫，从而大发横财。知远登上了宝座，但太原

的府库并不充裕，他想强征老百姓的钱财，去满足军人的胃口。甚有远见的夫人

李氏，出面制止，说道：“现在起事，本是义举，民心至重，切不可损伤百姓利益。”

当即把后宫的积蓄全部捐出来，解决燃眉之急。3 月 1 日，下诏“河东管内，自

前税外，杂色征配一切除放”。这几手，使刘知远赢得了民心、军心，后院完全巩

固了，遂立李氏为皇后。以苏逢吉、苏禹珪为相，主管行政；杨邠为枢密使，郭

威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王章为权三司使，主管财政。他手下的班底升格为中

央官员。 
辽主下令削夺刘知远官爵，任命耿崇美为潞州节度使、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

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控制要害之地。23 日，刘知远派大将史弘肇率兵征讨代

州，杀死投降契丹的代州刺史王晖。24 日、25 日，晋州、陕州、潞州纷纷赶走契

丹所任之官，归附知远。3 月 6 日、7 日，延州（今延安）、丹州归附刘知远。 
3 月 17 日，耶律德光看到中原难以控制，决定回归本国。21 日，河北豪杰梁

晖杀死契丹数十人，夺取器甲数万，占据相州（今安阳），拦断契丹归路。4 月 4
日，辽军攻下相州，耶律德光下令屠城，死者十几万，全城只剩下 700 人。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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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德光死于镇州之栾城。 
5 月 10 日，刘知远看到进入开封的时机已经成熟，任命判太原府事刘崇为北

京留守。12 日，刘知远率军及百官从太原南下，过阴地关至绛州（今新绛），迫

使契丹所任命的刺史李从朗投降。又过黄河到洛阳，于 6 月 11 日，顺利抵达东京。

15 日，大赦天下，“诸州去年残税并放。东、西京一百里外，放今年夏税；一百

里内及京城，今年屋税并放一半”。契丹所授职任，不予改更。正式改国号为大汉，

年号依旧称“天福”，并给文武百官加官晋爵。同时，对降辽的邺都留守杜重威采

取特殊措施，调任为宋州节度使，而将宋州节度使高行周升任邺都留守。杜不服

调动而发动叛乱，刘知远即命高行周率部平定。10 月，刘知远亲自出征。11 月，

杜重威素服出降。刘知远特下诏免罪，给予太傅、楚国公的虚衔。又任命大将史

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从弟刘信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12 月 13 日，刘知远回到开封。第二天，最宠爱的皇子开封尹承训突然去世，

年仅 26 岁。刘知远号啕大哭，他经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病倒了。 
第二年元旦，刘知远不受朝贺。5 日，下令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948）

为乾祐元年。9 日，改名为暠。这一切，并不能扭转病情。14 日，病情加剧。27
日，驾崩，享年 54 岁。临终前，他召苏逢吉、杨邠、史弘肇入受顾命，说：“承

祐幼弱，后事托在卿辈。”又说：“善防杜重威。”苏逢吉等遵命，秘不发丧。30
日，以汉高祖的名义下诏处死杜重威及其三个儿子，陈尸街头。市民恨之入骨，

争食其肉，顷刻之间，成了骷髅。 
 
2.亡国之君刘承祐 
 

刘承祐（931-950），汉高祖第二子，乾祐元年（948）2 月即位，年仅 18 岁。

他的即位，事出意外，刘知远死前还来不及封他为王，因而缺乏管理天下的常识，

只能听从顾命大臣的摆布。而顾命大臣又分文武两派，武臣相当强势，宰相很难

左右局势。汉隐帝即位的第二个月，双方开始冲突。宰相李涛上奏，要求将枢密

使杨邠、枢密副使郭威调到外地做节度使，枢密院事由宰相兼管。汉隐帝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才好，向皇太后李氏请示，太后召见杨邠、郭威。杨、郭哭诉长期跟

随先帝创业，现在强藩蠢蠢欲动，正需要我们出力，如果实在觉得我们不能胜任，

也该等先帝丧事完了。太后一想，平定叛乱，是离不开他们的。太后当下表态，

否决李涛提议，李涛随即被免职。4 月，任命杨邠为宰相兼枢密使，郭威升为枢

密使。从此，3 位专职宰相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成了摆设，杨邠完全掌控朝

政。 
就在李涛免职的同一天，最大的藩镇河中（今永济）李守贞公然造反，自称

秦王，发兵占领潼关。永兴（今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起兵响应。隐帝派大

将白文珂、尚弘迁领兵镇压。尚弘迁与赵思绾作战失利，伤重而死。白文珂也久

战无功。8 月，朝廷改派郭威为统帅，郭看到城高而厚，强攻难以奏效，于是沿

着河中府城挖掘数十里壕堑，建筑长连城，将李守贞死死围困起来。二年（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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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李守贞的副手周光逊面临粮尽援绝的局面，决定放弃河西寨，率领 1100
多将士投降。赵思绾在永兴被汉军围困后，粮食吃尽，便杀人充饥。汉将郭从义

派人劝降，许诺授以华州留后，赵思绾信以为真，于 22 日宣布投降。郭从义进城

后，骗赵赴宴，乘机将赵斩于市。赵思绾刚占有永兴时，城内有十多万人，至投

降时，只剩下 1 万，其他都活活饿死了。7 月 15 日，郭威部攻进河中府罗城（外

城），李守贞退保子城（城中的小城）。23 日，李守贞放火自焚。郭威将李守贞的

子女、党羽一概处死，唯见其儿媳符氏长得漂亮，便留给义子柴荣当了媳妇。5
年后，柴荣即位，符氏成了皇后。12 月 24 日，赵晖收复凤翔，王景崇举族自焚

而死。李、赵、王叛乱历经 1 年 8 个月，终于平息。 
刘承祐即位一两年后，渐渐觉得自己业已成熟，该树皇帝的权威了，而已经

掌握实权的大臣们却不容许他插手。 
最有权势的宰相杨邠重武轻文，认为强国必须靠武将，文章礼乐没有什么用

处。他重视完善武器装备，安定边境。对文臣的升迁，一切从严，杜绝后门，不

给情面。李太后幼弟李业想破格晋升宣徽使，隐帝和太后私下与他打招呼，杨邠

就是不买账。隐帝所爱耿夫人，想立为皇后，杨邠说太早了，往后放一放。不久，

耿夫人去世，隐帝要求以皇后之礼埋葬，他又反对。有一次在议事时，竟然跟隐

帝说：有臣等在，陛下最好不要说话。宰相公然要皇帝闭嘴，这可是中国古代史

上少有之事，无疑极大地刺伤了隐帝的自尊心。 
郭威自平定李守贞叛乱后，名声大振，隐帝命他为邺都留守兼枢密使，以预

防契丹南下。宰相苏逢吉反对兼任，不能开这个先例，而史弘肇认为防备契丹，

任务极重，若不兼任，无法便宜行事。隐帝听从史的建议，下诏河北各州听从郭

威节度。这一举措，使郭威成了最大的藩镇，其权势不亚于唐代的安禄山，为隐

帝自取灭亡铺平了道路。 
史弘肇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纪严酷，部下稍不从命，当场打死，其优点是

士兵所至，秋毫无犯。但他听信谗言，滥杀无辜，民愤极大。 
王章理财有方，连年战争，军费开支庞大，他都能应付而有余。但苛捐杂税

增多，盐酒之禁甚严，百姓愁怨。 
汉隐帝再也不愿当傀儡皇帝了，他要从权臣手里夺回实权，一些升官被阻的

文臣李业、聂文昌、后匡赞、郭允明等，纷纷聚集到他身旁。他们商定，立即处

死所有掌实权的大臣。汉隐帝此时完全昏了头脑，没有高明的智囊，缺乏军队的

支持，光靠着皇帝这张牌子，竟敢贸然下手，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当他们把决定

通报太后时，太后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动手，应当与 3 位文臣出身

的宰相商量才是。”李业说：“先帝说了，大事不可与书生商量。”太后仍不同意。

隐帝发火了：“国家大事，非闺门所知。”拂袖而去。 
11 月 13 日，乘杨邠、史弘肇、王章上朝之机，布置伏兵，将 3 人乱刀杀死，

又搜捕家属，全部处死。同时，隐帝派心腹送密诏到澶州和邺都，命太后弟李洪

义杀死史弘肇的密友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命大将郭崇威杀死郭威。让级别低的军

官去杀害高级首长，谁敢冒这个险呢？李洪义尽管是太后的亲弟，也不敢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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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把密诏告诉了王殷，王殷立即转告郭威。局势至此，完全逆转。郭威召

集诸将商议，一致同意，带兵进京，以清君侧。19 日，到达封丘。21 日，只有刘

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兖州将领慕容彦超赶来帮助隐帝，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

出击郭军，但一触即败，彦超逃回兖州。22 日，郭军很轻松地开进开封城，此时

郭威纵容军人抢劫，烟火四起。第二天，王殷等跟郭威说，再不制止，今晚就只

剩一座空城了。郭威下令停止，否则斩首，到下午四时抢劫才彻底停止。苏逢吉、

郭允明等自杀，李业奔陕州，其兄洪信不敢收留，又奔太原，途中被盗所杀。后

匡赞逃往兖州，慕容彦超不敢再得罪郭威，把他抓起来送给郭威，使他命丧黄泉。

隐帝为乱军所杀。隐帝的轻率决定，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后汉王朝。 
 
3.钻进郭威圈套的刘承赟 
 
此时，郭威的威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无人可与匹敌，有称帝的实力了，但他

很有政治头脑，深知这次出兵，打的旗号是清君侧，所以拥护者众多，如果变成

改朝换代，是否都拥护呢？他拿不准。李太后还有政治影响力。太后之弟李洪义、

洪信都掌握一定的兵权，现在站在郭威一边，如果称帝，他们就可能转而反对。

此外，还有四大阻力。首先，河东的刘崇是刘知远的同父异母兄弟，一向与郭威

不合，从不向中央上缴赋税，不断扩军备战，其实力高于其他藩镇。其次，徐州

刘崇之子承赟被刘知远认作己子，有合法的继承权，且握有一定的兵力。再次，

许州（今许昌）节度使刘信是刘知远从弟。最后，兖州有慕容彦超。如果上述势

力联合行动，他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他必须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尽

可能减少和分化敌对势力。 
郭威意识到，李太后虽已无力回天，但她仍然是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于是

率领百官要求太后临朝称制，又上奏章表示“愿事后为慈母”，太后下诰，表示十

分感动，以致“涕泗横流”。接着，郭威打着太后旗号，发表文诰，宣布李业、聂

文昌、郭允明等为逆党，是他们弑隐帝、杀杨邠等人。现在逆党已除，“宜令文武

百官，商议选择皇位继承人”。 
起初，郭威选刘知远之子开封尹承勋，太后说他有病，长年卧床。于是大家

一致同意刘承赟为接班人。26 日，又以太后名义下诰：令有司选吉日迎接刘承赟

即皇帝位。用这一招，使刘崇、刘承赟信以为真，刘崇不作反抗之举，承赟则高

高兴兴地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前往开封。 
紧接着，郭威使出另一手。28 日，指使其属下河北诸州报告：契丹入侵。于

是，郭威于 12 月 1 日，统率大军北征。19 日，到达澶州，迫使刘知远从弟刘信

自杀。20 日，在将士拥戴下，回师京城。此时，刘承赟已来到宋州（今商丘），

王殷等派郭崇威带兵 700 去阻拦他进京。郭见到刘承赟说：“是奉郭威之命来作警

卫的。”承赟本有大将张令超作警卫，为什么还用他来警卫呢？等郭崇威走后，刘

承赟的心腹董裔觉得不妙，对刘承赟说：“请紧急召见张令超，命他连夜夺郭崇威

兵，然后投奔太原。”可惜，刘承赟犹豫不决。当晚，郭崇威抢先做通张令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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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归顺。随即将董裔杀死，软禁了承赟。26 日，郭威以太后名义发布文诰：废

刘承赟为湘阴公。29 日，又发一诰：命郭威监国，国家大事，一切听从郭威处理。

第二年（951）正月 4 日，发布汉太后诰：授郭威符宝，即皇帝位。郭威正式宣布

改国号为周，改元广顺。次日，太后迁居西宫。13 日，将刘承赟杀死。至此，刘

承赟的皇帝梦完全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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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武皇帝刘崇 

 
1.北汉建国 
 

乾祐四年（951）正月 17 日，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北汉，一称

东汉。仍用乾祐年号。 
起初，刘崇听说隐帝被害，准备出兵，接着得悉迎立承赟，就放了心，说：

“吾儿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骧提醒他：“观郭威之心，是想自己当皇帝。

你不如赶快出兵，逾太行，据孟津，等承赟正式即位，然后回太原，则郭威不敢

妄动。不然，就会上当。”刘崇不听，反而怒骂他：“你竟敢离间我父子。”下令把

他斩了。李骧气得大喊：“吾空负经济之才，而为愚人谋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

愿和她同死。”刘崇竟然连他的妻子也杀了，并上奏朝廷，表示没有二心。直到郭

威称帝、儿子被杀，才知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他哭着说：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便为李骧立祠，年年祭祀。 
北汉国拥有 10 州、47 县，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和陕北一角，面积约 7 万多平

方公里，在五代十国中，位居第九位，仅比荆南稍大而已。 
十州中最大的是并州（今太原），下辖 13 县：太原、晋阳（今太原市区）、阳

曲、清源（今清徐）、祁县、榆次、太谷、文水、寿阳、盂县、交城、乐平（今昔

阳）、广阳（今平定）。 
其次，管辖 5 个县的有 3 个州，即汾州（今汾阳市），下辖西河、平遥、介休、

孝义、灵石。 
代州（今代县），下辖雁门（今代县）、五台、崞县（今原平北）、繁畤、唐林

（在今原平南）。 
石州（今吕梁市），下辖离石、临泉（今临县西）、平夷（今中阳）、方山、定

胡（今离石西孟门关）。 
管辖 4 县的有岚州（今岚县）和辽州（今左权县）。 
管辖 3 县的有宪州（今静乐县）、沁州（今沁县）和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管辖 2 县的有忻州。 
此外，在今祁县东南的团柏镇新设了隆州，以此控制通向晋东南的战略要地。 
北汉国大约有 9 万多户，50 来万人。 
当时的生态环境比今天好，太原地区是主要的产粮区，楼烦一带产良马，山

区有白麃、虎、豹、麝等珍稀动物，地下有金、铁、矾石、黄石矿等，土产有煎

梨、葡萄、柏子仁、人参、甘草、蜜蜡烛、松木、扇、龙须席、胡女布等。 
向中央进奉的特色贡品有并州的煎梨、葡萄、马鞍，忻州的麝香、豹尾，代

州的雕翎、青碌等。 
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中央政府，只是原来地方政府的翻版，除了名称上升了

一格，其他几乎没有变化。刘崇以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以观察判官赵华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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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职，以次子刘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

尹，以节度副使李存环为代州防御使，以裨将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陈光

裕为宣徽使。不修新宫殿，不建宗庙，一切照旧，实在不像个朝廷，刘崇很坦率

地对李存环、张元徽说：“我今天即位，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算什么天子，你们算

什么节度使呀！”这虽只是一个小型朝廷，但却养着一支三四万人的庞大军队。 
以北汉的资源养活北汉居民，并不困难，但刘崇建国的目的，不只是当割据

一方的诸侯，更想和比自己面积大几十倍的后周较量，夺回已丢失的中央政权。

这就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军队中的精华，早在三年前就被刘知远带去创

建后汉政权了，留在太原的军队，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要弱小，这必然是一场旷日

持久的战争，需要数额非常可观的军费。在收支难于平衡的情况下，只能节约开

支，官员名义上大大升迁了，但俸禄并无大幅度提高，宰相的月俸只有 100 缗，

比后梁宰相的 200 缗，整整少了一半，节度使月俸更少，才 30 缗。 
 
2.晋州之战 
 

刘崇建国的第二个月，即派刘承钧率 1 万多兵马分 5 路攻打晋州（今临汾），

后周守将王晏闭城不出，全力防守，北汉拼命攻城，死伤无数，毫无进展。又移

兵打较小的隰州城，后周守将许迁突然出兵猛打一番，杀死牙将程筠后即撤回城

去，北汉攻了几天，无功而返。 
北汉与后周的地方部队打仗，占不上便宜，如何与其中央军较量呢？刘崇不

得已，派使者向辽求援，要援助得付代价，辽世宗要求与石敬瑭一样，确定为父

子关系。这一年，刘崇已 56 岁，却要称小他 22 岁的辽帝为父，这在讲究面子的

时代实在太难堪了。于是派宰相郑珙送去厚礼，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

觉得称叔侄稍为体面些。辽世宗正需要一个附属国，借机向内地发展，没有再作

计较，很爽快地遣燕王和枢密使高勋到太原，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并设盛

大酒宴款待郑珙，将他灌得不省人事，抬回住所就死了。 
刘崇接受册封，更名为旻，再派翰林学士卫融等赴辽表示感谢，并恳请出兵。

9 月，北汉大将李存环从团柏镇出发，矛头直指后周潞州（今长治），在虒亭与后

周潞州守将陈思让交战，败归。辽世宗召集大臣，布置出师南下，与北汉会师，

不料遭到将领们反对，世宗强迫部下执行命令。在行军路上，燕王等发动兵变，

将皇帝刺死，诸部杀死燕王，立述律为帝，是为辽穆宗。北汉派使者贺新主即位，

并请求派兵协同北汉打晋州（今临汾）。晋州是晋南重镇，占领它，可以南下渡黄

河，威胁后周首都开封。 
10 月，刘崇亲率两万大军从阴地关出发，7 日到达晋州，辽穆宗派节度使萧

禹厥率 5000 骑与之会合，指挥所设在城北，并在城的三面置寨，昼夜攻城。晋州

城非常坚固，巡检使王万敢与史彦超、何徽等又善于守卫。刘崇猛攻了一个多月，

不见成效。 
刘崇是政治上头脑简单，军事上缺乏谋略的人，本来有一位亲戚慕容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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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联合反后周政权的。彦超在兖州（在今山东）当节度使，吐谷浑族人，是刘

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兖州离开封很近，又是一马平川，如果事先联络，东西夹

攻，后周就很难招架。但刘崇连想都没有想过。晋州之南有天险蒙坑，只要派兵

驻守，后周援兵就无法进来，刘崇也没有派一兵一卒去防堵。 
11 月，后周太祖派足智多谋的王峻率兵救援，王峻走到陕州（今三门峡市），

停留了十来天。周太祖沉不住气了，12 月 1 日下诏亲自率兵出征。使者来到陕州

见王峻，王峻托使者火速转告太祖：“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

力争，我在这里驻兵，是等他气衰。陛下新即位，不宜轻动，一旦离开，在兖州

准备造反的慕容彦超必定会引兵入汴，大势去矣。”3 日，太祖一听，直揪自己的

耳朵，马上下令，取消亲征。 
到了 12 月，下开了大雪，汉、辽联军无粮可吃，饥寒交迫。而王峻大军轻松

地越过无人防守的蒙坑，高兴地说：“吾事济矣！”联军得知后周援兵即到，连夜

烧营而归。第二天，王峻派骑兵追击，联军坠入崖谷而死者甚众，辽军回到晋阳，

萧禹厥清点一下，士马少了十分之三四，气得他把一个大酋长钉于市上，10 天后

斩首。 
慕容彦超的兵比北汉少，人却比刘崇有心计。他本想乘着后周出动全军与辽

汉联军作战之机，自己乘虚而入，占领开封，登上帝位，不料被王峻识破，没有

得逞。又想着周与汉、辽一场恶战，两败俱伤，自己与南唐联合夹攻后周，可以

坐收渔翁之利。所以正当晋州之战难分难解之时，慕容彦超于 21 日宣布造反，但

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辽汉联军不战而遁，王峻军毫发无损，士气大振。第二

年（952）正月，太祖派曹英平定兖州。慕容彦超向南唐求援，南唐军才到沭阳，

即被徐州的周军击败，死 1000 余人，狼狈而回。5 月 5 日，郭威下诏亲征。13
日，王峻陪同太祖至兖州城下，仅用 7 天时间，即攻克兖州，彦超和他的家族被

斩尽杀绝，自以为聪明的慕容彦超结局比刘崇更惨。彦超一死，郭威权力得到巩

固，刘崇前景更加渺茫。 
 
3.高平之战 
 

乾祐四年（954）正月 17 日，郭威驾崩，其养子柴荣继位。刘崇得知消息大

喜，以为大好时机到了。看五代的历史，总是第一代建国，第二代亡国，四十多

年间，换了五个朝代。现在又到夺取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刘崇遣使请兵于契丹。 
2 月，契丹派武定节度使杨衮率万余骑兵到晋阳。北汉主亲自率兵 3 万，以

大将张元徽领 3 千骑为前锋，与辽军经团柏南下。12 日，北汉兵到达梁侯驿（今

良侯店），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遣穆令均率军 2 千迎战，张元徽与令均战，假装不

胜而退，引令均来追，伏发，杀令均，俘斩士卒千余人。随即挥兵南下，绕过潞

州，向泽州（今晋城）进发。3 月 3 日，周世宗命向训、樊爱能等领兵先行。11
日，世宗从开封出发亲征，兼程前进。18 日到达泽州。 

19 日，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高平之战开始了。北汉与辽联军到高平北巴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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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阵，联军队伍颇严整，刘崇率主力居中，东边是骁将张元徽军，西边是辽国的

杨衮军。后周世宗不等刘词的后军赶到，前往迎战。后周军则是世宗居中，张永

德以殿前禁兵保卫，阵前摆列向训、史彦超的精骑，白重赞与李重进将左军居西，

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刘崇乘着契丹所赠黄骝马，站在高处一看，周军人数

不多，后悔搬来辽军，对部下说：“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一定要打

败周军，亦好让契丹心服。”杨衮策马到阵前看了看周军，回来跟刘崇说：“这是

劲敌，不可轻进。”北汉主一摸长胡须，斩钉截铁地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

试观我战。”衮默然不悦。刘崇下令东军先进，张元徽将千骑直闯周右军，与樊爱

能的骑兵打了几个回合，生擒监军使一人，周军招架不住，策马逃跑，把列在骑

兵后的何徽步军冲得乱了阵脚，没命地溃退，来不及跑的 1000 多步兵干脆解甲，

高呼万岁，声振川谷，乖乖地投降北汉。刘崇当场褒赏张元徽，命他乘胜直冲世

宗中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赵匡胤对张永德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张

永德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此时，老天帮了后周的忙，

刮起了南风，而且越刮越猛。北汉逆风而战，突然，张元徽坐骑被绊倒，为周师

所擒杀，其麾下十余骑，毕力血战，夺其尸而出。骁将被杀，北军夺气，形势急

转直下，周兵争奋，北汉主举起赤帜收兵，局面已不能控制，北汉兵大败。杨衮

怒刘崇骄横，只在一旁观战，看着刘崇由胜转败，按兵不救，带着全军缓缓而退，

当了一名特殊的观众，周军也不敢贸然追赶。 
日暮，刘崇收罗残兵 1 万多人，阻涧而止。此时，周之后军刘词赶到，又乘

胜追击一番，刘崇丢下辎重、器甲等物，乘黄骝，与亲骑 10 多人从雕窠岭间道逃

走，劫了一村民作乡导，把他们往晋州方向引去，走了 100 余里，才知错了。一

气之下，把乡导杀了。好不容易辗转到了沁州，又冻又饿，亏得刺史李廷诲送来

热饭、裘衣，才缓过神来。其子承钧带兵百人迎他回到了太原城。收散卒，缮甲

兵，完城堑以备周。杨衮带兵屯驻代州。北汉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于契丹，

契丹主遣得中还报，许发兵救晋阳。 
周世宗在潞州作了休整，大力整顿军纪，将逃跑的高级将领樊爱能、何徽及

其部下斩首，立功者给予重奖，赵匡胤得到破格提拔，从此青云直上，开始了他

的锦绣前程。 
高平一战，周世宗彻底把北汉看扁了，以为乘胜追击，可以一举拿下太原。

28 日，以符彦卿、郭崇率步骑 2 万从潞州进攻太原，又命晋州东出之王彦超、韩

通部自阴地关出发，北攻汾并，与彦卿会合。 
4 月，周军将太原城团团围住，符彦卿、史彦超又进军忻口，以断契丹援路。

此后，周军捷报频传。 
3 日，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投降。 
13 日，北汉辽州刺史张汉超投降。 
18 日，北汉岚、宪二州归顺。 
19 日，王彦超军攻下石州，活捉刺史安彦进。 
20 日，北汉沁州刺史李廷诲在抵抗多日后，被迫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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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几天时间，10 个州就已拿下了 6 个，周世宗有些飘飘然了，他想一举

灭掉北汉。遣使与诸将商议，诸将都反映刍粮不足，要求班师。世宗不听。周军

吃不饱，就抢劫居民粮食，北汉居民大失所望，纷纷保聚山谷，与周军为敌。世

宗得悉后，紧急命令禁止剽掠，安抚农民，只征收今年租税，发动周边地区诸州

居民运粮馈军。27 日，周世宗见太原久攻不下，决定从潞州出发，亲征刘崇。5
月 3 日，周世宗到达太原城下。同一天，辽将杨衮怀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欲

降周，请他议事，借机谋杀。处谦得悉后，杀死守城门的胡人，拒杨衮于门外，

杨衮被迫奔回国内，辽廷怪他处事不力，将他打入大牢。郑处谦得罪了辽廷，已

别无选择，举城降周。此前几天，北汉忻州监军李勍杀死刺史赵皋及契丹大将杨

耨姑，以城归顺后周。此时太原已成为孤城。 
5 日，周世宗把俘虏的北汉石州刺史安彦进拉到太原城下斩首，以警告死守

太原城的北汉将领，又征发数以万计的民夫参与围攻，发誓要拿下晋阳城。然而

老天连降大雨，军士已疲劳不堪，战斗力在迅速下降。 
正当北汉危在旦夕之际，辽国南院大王挞烈数万援兵到忻、代之间。24 日，

挞烈部与周将符彦卿万余军在忻口激战，周师损失惨重，符彦卿的副手大将史彦

超阵亡。世宗听见这一噩耗，几天吃不下饭。6 月 3 日，他感到这一仗不能再打

下去了，下令班师回朝。此时军心已乱，谣言四起，数十万刍粮，烧的烧，扔的

扔，军需亡失不可胜计。在原北汉州县新任命的官员悉数弃城而走，北汉丢失的

地盘又重新回到刘崇手里。北汉虽然存在下来，但元气大伤，推翻后周政权的希

望已成泡影，刘崇经过这一次沉重打击，忧愤成疾，国事统统委托给儿子侍卫都

指挥使承钧。至 11 月，刘崇离世而去，享年 60 岁。次子承钧继位。乾祐九年（956）
4 月 25 日，北汉葬神武帝于交城北山，庙号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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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和皇帝刘承钧 

 
1.上台后的新政 
 

刘承钧（926-968）继位后，建立自己的一套领导班子，以卫融为相，段常为

枢密使，蔚进掌亲军，又以子继恩为太原尹。刘承钧与父亲不同，比较现实，放

弃推翻后周政权、重建后汉王朝的念头，只求维持北汉国的现状。他一方面维护

与辽的友好关系，上表时自称男。辽册封其为孝和皇帝，改为单名钧。尽管辽每

次给他下诏书时称之为“儿皇帝”。但他不再像其父那样事事都向辽请示。 
此时，后周的君臣在商议如何完成统一大业，是先解决近在咫尺的北汉，还

是先解决南方诸国。宰相王朴提出，北汉与周是世仇，不可能和平投诚，必须用

强兵，它自高平之败后，已力竭气沮，不足为患，但它有辽国做后盾，一时难于

攻克，应暂时放下，先平定南方诸国，到时候刘钧一举可擒。这一先南后北的高

明策略，为柴荣所采纳。 
南方诸国中实力较强的是南唐和后蜀，他们看到后周咄咄逼人的气势，颇有

危机感，而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与后周抗衡，于是唐、蜀、汉三国开始频繁来

往，互通声气，共同抵抗后周。然而他们不像当年战国时的六国，或三国时的吴

蜀那样比较紧密的合作，最大的缺陷是国土互不相接，无法直接沟通，因而没有

出现连横的局面，更没有吴蜀联军赤壁之战那样的协作场面。 
由于上述原因，北汉暂时获得了几年和平环境，此时刘钧开始按独立的小国

模式打造汉国，957 年正月，改年号为天会。7 月在刘崇的故宅修建宗庙，号显圣

宫。《资治通鉴》说刘钧天性孝谨，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这样的平静

仅仅持续了 3 年。 
就在 957 年 10 月，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投降后周。11 月，契丹遣侍中崔勋

率兵要求与北汉联合伐周，刘钧不敢得罪后台，派大将李存环率兵会师，南下潞

州，但仅至其城下而还。刘钧在送崔勋时，特意赠予一笔厚礼。 
此后，北汉与后周的地方部队互相开战。天会二年（958）2 月，北汉兵打隰

州，被击败。6 月，后周潞州守将李筠攻击北汉石会关，破 6 寨。晋州守将李谦

溥占领北汉孝义。三年（959）5 月，后周大将李重进攻百井，杀死北汉兵 2000
余。6 月，李筠攻占北汉辽州，虏其刺史张丕。 

 
2.联合李筠反宋 
 

960 年正月，政治形势发生突变，后周殿前司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

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改元建隆。各方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与殿前司并列的

另一支大军侍卫司，兵力比殿前司还多，其统帅李重进正驻兵扬州，他是后周太

祖的外甥，坚决反赵匡胤，而镇守潞州的宿将李筠，也是反赵的，他们在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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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资历一向比赵匡胤高，如果他们起兵，并和北汉联合，在开封的原侍卫司

军一旦响应，局面将不可收拾。 
刘钧看到机会来了，派使者带蜡丸赴潞州联络。4 月 24 日，镇守潞州八年的

李筠决定造反。李筠，太原人，是后周的一员大将，多次参加抗击辽、北汉军的

战斗，现在要反宋，不得不和昔日的仇敌联合，寻求北汉帮助，但他反辽国的心

理难以排除，表示不愿投靠辽。于是把监军周光逊、李廷玉等抓起来，派牙将刘

继冲押送至北汉，向北汉称臣，求刘钧出兵援助攻宋。周光逊是后唐名将周德威

之子，朔州人；廷玉是李嗣昭之子，太谷人，都是能打仗的大将。他们在太原有

第宅，祖上又与刘家关系不错，刘钧一见，当下放他们回到太原的住宅。刘钧欲

与辽商量，继冲说李筠不愿联合契丹兵，刘钧即率其汉兵出团柏谷，宰相赵华劝

道：“李筠举事轻率，前途堪忧。”刘钧不听，亲自南下，到达太平驿，封李筠为

西平王，赐马 300 匹及服玩珍异，李筠亦献上大致相当的礼物。李筠看到刘钧仪

仗队不整齐，不像王者气魄，后悔向他称臣。刘钧请他商谈，李筠说：“我受周的

大恩，不能忘在脑后，所以要造反。”刘钧与周是世仇，听了很不舒服，于是留下

汉兵数千，命宣徽使卢赞带领，并命卢任李筠的监军，自己回太原了。李筠心中

更不平，与卢赞议事经常不合，刘钧赶紧派宰相卫融做调解。 
在扬州的李重进派亲信翟守珣到潞州联络李筠，不料，守珣与赵匡胤私交颇

深，到开封将李重进的计划全盘托出，赵匡胤决定先下手，收拾近在眼前的李筠，

又让翟守珣回复李重进，把预定起兵反宋的时间往后移，使他们不能互相策应。4
月，赵匡胤命结义兄弟石守信等率大军征讨李筠，随后，又命全军分数路围攻。 

此时的李筠，既无李重进的配合，又仅有少量北汉兵的援助，更远离强大的

辽军，派人去联络晋州的节度使杨庭璋，以为杨之姐是周太祖的贵妃，会站到他

这一边，不料，杨把他的使者抓起来送给朝廷，这一切，都表明其失败的命运已

经注定。有勇无谋的李筠完全看不清客观形势，决心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发兵袭

击泽州，杀死刺史张福，占据其城。由此南下，几天就可打到开封。其参谋闾丘

仲卿说：“公孤军深入很危险，北汉援兵，力量有限，而开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

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阳，东向而争天下，才是上策。”李筠听

不进去，盲目乐观地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禁卫都是熟人，必将

倒戈来归，况且我有善用枪的名将儋珪，我骑的是著名的泼汗马，还用发愁吗？” 
5 月 29 日，李筠率 3 万军及北汉的范守图部数千人与石守信大军在泽州南决

战，李筠军惨败，监军卢赞阵亡，范守图被俘，他的枪手没有起什么作用，倒是

泼汗马帮助李筠逃入泽州城中。6 月 1 日，赵匡胤亲临城下指挥，3 日攻占泽州，

李筠赴火而死，北汉宰相卫融被俘，数千北汉军投降，赵匡胤将降兵全部处死。

17 日宋兵攻潞州，19 日李筠之子李守节宣布投降。 
刘钧听到李筠被灭的消息，对赵华说：“还是你的预见正确，李筠确实无能，

幸亏我没有将军队全部投入，损失不大，只可惜失去了卫融和卢赞。”从此，开始

重用文学之士。 
卫融被俘后，赵匡胤责问他：“你为什么教刘钧举兵助李筠造反？”卫融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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