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⑥ 诸葛计银玉珍编著

M IN GUQ SHI SHI BIAN NIAN 福建人民出版社



要 |编



N A N 
年
血

组
m

•• 

阳

史

田

国

m
w

圃

m
G N M 

请葛叶银玉输篇著

搞建人民幽版性出版发行

《帽州到民来'‘"号 ~.自""附OD
福州'自费印刷包貌有限公司印麟

<，因州火车销售山路 tω号邮编 "ω'"

开拿""‘'快 XH臼毫米 ν3210.375 印张'"千宇
1997 年 8 月~，锺

1997 军 8 月'鹏 ".印刷

印'宣，1-1ω。

换调厂印示

斗
←
昕
时

回
-
8
豆

"
-
M呻溃

。

-1
υ

二
价
理

川
一
定
榈

」
-
e
p

--o '12' mm7· 
"
。-
K
同

.. • 

惆槌句'
调

"' 



前言

现在王肚给读者的 《闽国 史事踊年 ) . Æ我们合作

描写的"十国史事属-'!-"丛书中的第一本 . 由于种种原

因，在出版的踊Jt主却排在 了第 二的位直 . 在其后 属现

的 《 吴越史事崎年 》 已于 1 989 午 II 月 克期在监了 。

关于搞革这击丛书的掉起 ，在 《 吴越史事 I/l，年 》 的

前宫中巳且作了主待.当 时由于笔者重病，所叫那丰前

吉只 由银玉珍一人写视。尽管如此.却也比桂准确地反

映了我们共同的想埠，盐有必要在此节最其中的一段

编写 t十 囡史事编年 B 的想法萌且得比较早 ，

那是 1 980年左右 ， 在诸葛先生 的思想上，或许还要

更早一些.当时 . 我们刚完成 了关 于唐束五代的两

部著作 t唐束束民战争战略初探》和《南唐先

主 李异年谱儿 在那两部著作的撰写 当中 ， 我 们深

感王代尤其是十国史料的军散残缺 B 专记当时史事

的两 4五代史 》且 4 骨地通鉴 》 等 正史的作者们 ，

由 于 为封建 正统观念所回.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中 w

五个小 王朝 的更替上，而持十 回视为偏闰霸 固 ， 于

其史事往往疏略放失 . 有关私家著述虽代不王有 .

但或因年代久远 ， 快而^存;或因作者的局 ~而仅

记一 国一地之事. ~人难窥十 国之全豹 . i骨懦具任

臣博*'诸史，铸成《十国春秋》 一书， 用力主勤 ，



其功甚伟，人所公认。然限于其书之纪传体例，又

以七八百年之后人而非H撰先世之史，终难经纬兼

顾，难免收桑而失东。我们在日常翻检现存的类

书、野史、笔记、文集、地患、金石文之中，往往

时有所得，觉得有可析十国史事之缺者，于是便产

生了将走些零散的材料集辑起来，为史界提供 些

较为方便使用的资料的强烈愿望。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

这样一个计划的形成并敢于看于实品，是与福建人

民出监杜，龙其是该杜分管立史蝙辑室的李坞良和视闽

影同志的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样说没有半点在击

和基雄主意，而是地地道道的宾情 。 因为虽有了上述那

种强烈的忠望.但这种设想主是否可行，来用何种体载

形式为好.我们都还故主自信，尚处就提之中。

1982 年 7 月，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却成功研究学术讨

论会土，笔者有幸冉识了李文电良和祝闽影同志。在证谈

之中.他们不但叶我们的一些想法大和支持，而且当即

在示他们出版杜乐于承担闽国在的出版，给于了我们极

大的鼓痒 。 就是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大 !J 支持下，我们

才有勇气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计划 ， 并当即着手了闽国在

的蝙写工件。工件开展之后，他们还就体制和具体写注

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如 1983 年夏，我们肯特先行

蜗祀的一年以"切样"的形式，送呈他们审阅。他们在

该年 5 月 21 日的来信中，不但从书4、体式、又宇辛

方面提出了垂且，而且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证可否把

背景搞得宽阔一点，即从当时整个华夏#带着眼.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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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原或部国的大事#要选扭，革于各年史事之末

尾。"现在书中各午之本的"本年时事附录就是根据

他们的意见而添设的，并已成为整套丛书统一的体式 E

巴之，没有他们具体而执情的帮助，本书及丛书中的其

他各册的写成，都是难叫想象的。

在本书的蝙写过程中，笔者曾带着刑目和柯楠，两

次歪'1 福圳、泉州辛地采吁史籍，得到了福建届许声部门

和有关同志的;t~ }J 帮助，使我在得了许多在他处无元去看

到的背料。其中特别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未雄种、唐丈

基、，王 tE 鲁、范传肾、林金水，喝社科院的文'1'学沛，有

图书馆耐高熔，有博物馆的陈存吨，福州市文化局的曾

主汁，市立物管理委员会的却国非，泉州海上主通博物

馆的黄王柱、李玉昆，在川市史学会的王束枫，厦门大

学历史革的傅幸立等先生，给川的教诲和帮助龙声，在

此谨向他们在示由在的感谢。

福建自丘代以后，随著社会组济的发展，逐渐成为

我国革南的主化之区，人丈之盛，远胜他址，有着海滨

邹鲁之美誉。近千午来历久不衷，且越至'1 近现代越主

出。笔者在两止赴闽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在现了不少尚

丰桂研完者们，至意到的材料，有的为地万较小的山水

息、庙手'1 志中所存留，有的零散在民间的军采、族培和

私人的著述之中，有的别是新出土的金石又物。由此我

们深深地感到，要搞闽国的历史，福建的明在们有许多

优于我们的条件。由我们埠样两个卅地人来撰写福建地

万的这段历史，真不啻是班门弄弄，危险异常。过种情

况，不但这本闽因~如此，就是往后的任何一在也都莫



不如此。因此，它们分在出版之后，各地的寺草、读者

们，定会在现许多的故漏和错误之处，我们 1衷心地期望

师在们随时于叫指茬，时使我们不断地克实和修改，把

它变成为一仿真正能对五代十国历史研究有所梓益的青

抖。相信师友们是不合使我们失望的。

诸葛ìf
1995 年 5 月 31 日于北京皂君庙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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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可国史事编年卷一

王i朝篇

(885~897 年)

王潮，字信巨，光州固始人。唐末为县佐。中

和元年 (881 年) .入王绪军，绪署之为军政。

中和五年 (885 年)正月，随绪入闽。八月，囚

杀绪，自为军巾主。景福二年 (893 年) .尽有

闽岭五州之地。卡月，唐以为福建观察使。乾

宁三年 (896 年)九月，为威武军节度使。四年

士二月卒，赠司空。后唐长兴四年 (933 年)

王悲钩称帝，追封秦国公，溢广武王。

唐僵宗中和五年二JJ改光启兀年〈乙巳. 885 年)

正月，王潮昆仲随王绪入闽，克漳浦。

王潮，宇信臣。清郑杰《闽中录·主潮别传>> (见《注韩居初
编))谓.依《王氏家谱》作"信宗"按该家谱乃王氏后人摄辑诸

史而成 践中之《主潮传>> J7 aJj代王氏裔孙国祯所撰.监查诸史，未

见有潮字作"信宗"者@于国祯作"信宗飞米~何据.今依欧阳

修、宋祁《新唐书·王潮传队路振《九国址、》及何乔远《闯书》

等.唐武宗会昌六年，生于光州固始县。清嘉庆一十年
(1 815年)重修王潮摹《墓志铭》谓 2 湖"生 F会昌同寅(六年，

846年)三月十 日申时飞父fZ ，世为农民。(闲书》垂42木
传， )胃其"世以货显清黄任寨《鼓山志》卷9所载徐钱《肩慧↑哥大

禅师塔馆))，称王氏为"那豪"谓"末叶淫旺，从居l司始 o )i:.从郡豪

王氏南裙闽中清重修王潮墓《摹志铭》云 "大父惩公.字自成，



2 

以门荫李宁L部郎。后以子贵，赠太尉、光州和l 史J 今从薛居正《旧

1é1t史 1，阳祖禹《读史方冉吧要》卷87 <<建于府·政和县)) "1冶隶废

县"条i同=疑此为"阳隶主潮冲、刘朽，伪阳为l习"。附忐子此，

以备考王潮出身立-住llf:局 F 军民主先世. <<王氏家谱》迫之甚

匙，以为出自东周灵 f太子晋及奈将浪邪王剪 子兢《王市知德政

碑》谓=于氏浪邪部人也。其昨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济其类，

史不绝书 后以太祖就禄光州，国家 F是那属 曾沮友名，赠光禄

师， j巨父箱运，赠秘书少监。定E，赠光州刺史，继赠木:尉"。钱垦

《重修理、董事王庙碑》谓 王审知"本琅邪人，秦将剪二才四代孙，高

祖哗，唐贞兀中为克州也城宰，有善政及民，因迁家于是郁，遂世为

固始人矣.牌祖友.赠光禄卿，王父蕴二丘，赠如书少监s 咒埠，累赠

至.t尉 光州刺史"闽中录·王潮别传》谓 "五世恒略为固始

令，有惠政，民留之，因家属。畔生友，赠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

仆射。友生遭玉，赠秘书少监 司空 g 蕴毛'ι埠，赠太师、光州刺

史。"翁承赞《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铭 Î) 1白:审知，

"其先琅邪人也。缎1I1远裔，谁水长源e 自秦汉以穹崇，所晋宋而忠

烈.辉华闹闹.~赫祖宗@曾植1和友，则汉垂相安国君陵=十阳代

孙，赠尚书左仆射 z 曾祖她段氏，赵国本;夫人，追纣F国太犬人。仆

射.贞z中守定城宰，善政及物，去1tZ 日，遗爱jl!;道，田家子光

州.放世为同始人。祖讳玉，累赠口j空，惆慌奇哀，信义宏材。祖批

~J~ 燕国崇麓太夫人，追封昭德本;夫人 显考i书嚣，票赠太师。皇

批陇西董氏，赠晋国内明大大人，迫封庄太夫人，恭第恍淑，光于阔

阔气陈致雍《丘威卫太将军琅邪太尉侍中王府君(继勋)王志志铭并

序 1. 谓潮祖立蕴玉尝为佳州阳嗣县令@又 z立别宗困地，始纣闽

王，讳审知，族人尊立，是为太祖e 凹 1叶之亲，因之监赠 E 故桂州阳

朔县令 赠司徒讳蕴玉，告之高机也E 司'î赠太师、中书令讳佳，曾

祖也..潮昆仲三人，仲弟H审封<<闽巾录·王潮别传》
谓三人之序为"民审封，次潮，次审知民国《福建通志》采其

说副其实，三者排行及"审去「作"审封皆误.路振《儿国志》

卷 10渭 z 潮"与第审圣币、审知，以才气知名飞攸名氏《五国故事》

谓快兄潮，次兄圭及审知，军中号为三龙。， <<王审知德政碑》



谓=南1.2i61王绪后，众遂推审细而1 立之。.. Ä' f;ii ~-惟谦，事 K 庄、顺

虽舆情之有屑。在公论以不芯，乃1"1:‘予早事 兄常若严训，旦

有弟为大将，兄Iðit~ 者乎。，遂李长兄潮U帅其众<<阎王基志

铭 h 亦以潮为孟龙，审封为w龙，审知为号在龙。《开闽忠魏王胶谱·

王审土H专点谓 审如太尉惩公之次「也" 均足证其序当为 1 孟

湘、仲审如、季审知字次都;有以 "f言"..作时悍者.~

误。季弟审知，字信通，又宇详卿。两《在代史》、《新唐
i~ "、《九国志》反《倒王墓志铭》均谓市知子"信通" 而《阜鳝王

恼碑、 <<Jf闽忠童慧玉族谱N 载宋治平进士郑使横《重修莲花"兴禅寺

t鸳王祠堂记》及梁克家《三山志异则谓审知字"详师盖其贵后

所改软。《琅邪家乘》谓 "公讳审知，字信通，又字详卿当有所

木，今从之。又 王钦若等《伽府无龟》盎220 <<偌{川和·形貌》谓

"闽王审 7日1.身长七尺六寸，紫色 .h 口，隆准。.. <<闽王墓志铭》

谓..干二禀性殊异，非 IL不言。少事孟、仲，如展夕之敬;于乡党俐

俐然。周、 fL之书，无不该览韬铃之术，尤所精窒。与昆仲游处，

未尝不U立武之道诫圄黯 e 先太师特钟爱，抚 f膝下归有善相者闯三

龙之名，诣先太师之门 r 1: ‘富贵皆当一体也，季龙当f吃饭人阻. fl' 
乡与民可拘，其责佳.然而龙德虎变，真王者之行藏;燕领虫L须，乃将

军之气貌兄弟皆以"材勇"称，邑人号为王氏三

龙。<<阎王墓志铭》军太师嗣子三人，皆卓异不裤，时号王家

二龙，手其季也。"潮扣]为固始县佐。<<新唐剧本传及欧阳
修《新五代史·闽世家 P 俱作"县史" <<资治通鉴》卷254作"县

佐"。胡三省注云 "llt率U县展为县佐唐树，诸县主、簿、尉之下

有口J功佐、司仓佐、司尸佐 可兵佐、口;11;去佐 司士佐，皆县佐也.

路振《九同志))，‘王潮少为县佐史。'或者传与r逸 6史'字钦俨此说

甚是，今从之。

先是唐信宗广明元年(庚子，朋0年)十月，黄巢率农

民起义军自岭南返师，渡准西攻长安。江淮间诸种

势力乘时蜂起。有寿州屠者王绪<<册府元龟》誓223
《懵伪部·伐勋》谓 "有鹏帅王绪者，自称将军<<新庸书·王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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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谓 "寿春亡命王绪"里fH2 <<十国春秋·李相传》云 "王绪

未起兵时.从也赞槽，数负责，又醉毁酒舍，相苦欲殴之园"绪之身

1吐为人. '1此庶可窥其概袋。与妹婿刘行全亦聚众起事，

据霍丘县自为镇使。<<新五代史·闰tlt家》及""五代史·
王审知传》等皆不及王绪偌霍丘事 仅谓"陷固始县此乃后〉挺立

事也.霍丘时隶寿州，如l史颜璋失士心。中和元年

(辛丑，回1年)八月，绪等i?'J 众怒而杀璋，遂有寿

州。 11温鉴》闻信宗中和元年八月"下谓寿州屠者王绪，与妹k
:01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 <<新居将·王潮传》谓 "寿春亡命王

绪 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均未及绪为霍丘镇使及杀颜鲸事。然

《新唐书·倍宗卒纪 b 中和兀年来书 "是岁，霍丘镇使王绪陷寿、

光之州<<忠第王庙碑》亦云..属王绪者， 盗霍丘之土字，淫

言得志，遂起无厌..是知王绪我寿州前，己为霍丘镇使矣。叉. <<桂

苑笔耕集》卷12载崔致远代高骄《报光州王绪书》云 "知绪昨因颜

璋久藏祸吐，果致众嚣。璋既诛戮，绪乃奔逃"知绪因众怒而杀颜

璋，始据寿州。诸书于王绪获寿州事，年月俱失载。唯《通鉴》系作

八月，今从之。旋，有众万余，自称将军，向囚外扩展

势力。九月，克光州。王绪 F光州之时日，诸书亦失载. <<通
鉴》渭2 八月，王绪"盗据寿州。 J! 余，复陷光州"。又高耕《报光

州王绪书》末有"秋冷，切好将息"之语，定于九月当不致大误.

唐诸道行营都统、扬州大部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

大使知节度事高骄致书责让，复慰谕之。其《报光州
王绪书》云 "天不容奸，人唯勋顺。苟违主礼，必乱常刑知绪昨

因颜豫久藏祸心，果致众在.璋既诛戳，绪乃奔逃.何不束手戎场，

役身义域。而敢更谋啸聚，尚态喧张，自招相鼠立讥 s 真i只牵羊之

争L 。未知尔章，终欲案为?此乃先惠后诛，式经所重a 好生恶杀，王

化斯行.豁开诱善之门. I牢摄归仁之路回遂加诲愉，试问端倪.速仰

割捐本惰，指陈他望，待详来状，即与指...忖L>>云:‘志不可满

《传》日 ‘恶不可长绪之今日，其摩着M? 勿驱齐氓，枉入罪

二←~二一→→一一……



问 n 秋冷，切刑刊。节级各与慰问，~之。'绪获光州后， )一

境内召土民以广部伍。闻潮名<<五申知德政碑b 词: J: 

潮"志尚嫌恭，誉蔼乡曲，茜 J 和众， 1 多川之"。乃召楝署为
军正，使典货粮、|用士卒，颇信用之。并其二弟亦

召置军中。 I 氏昆仲入王绪军之时.诸书术明白。绪既 j 是年儿
月据光、寿二州，固始 J;光州属县 且位于二卅间 传请情理，绪获

光 寿后急 f扩展势力，立走脚恨，子王氏兄弟此等之实!J人物，白

不主久置习、 fnL 故潮等之入绪军，电子是年之秋冬无疑。《阀王墓志

铭〉不及王氏且仲入绪军事，且谓 "乾符末，天下厅扰，人民奔

竟q 气龙以孝思垣略，决为端陆，蛋会11也。(审知〉尝ι司昆季曰:‘曾

参不 徊于外， ，兄趋兵之 t~乎 l' 虽海内骚然，不萌他远。时秦宗仪

据有准雨，以利峻四境，而固陵不从.宗权势不可遏叼席卷瓦陵，

龙于是李版舆而南 f ， "盖为墓主讳主耳 时值秦宗权据黎

州，恃势侵凌四境，秦宗权，蔡州上蔡人，先为许州牙将。
「明巾，逐刺史而据许州，唐以为奉国军节度使 E 旋，自懵帝号，补

署官吏， <<新瓦代史·阅世家》谓是时，蔡州秦2权力募士以益

兵。"绪不获己，乃提二州籍附之。宗权表绪为光州

刺史。
接 王绪、王潮等提籍附于秦宗权自I之运动性质，诸书所

言均欠明晰。马令《南唐书》卷28 <<灭圈传·闽国》谓

"唐末群盗起，审知与兄潮但起草葬。" <<旧五代史·王审

知传》谓"黄巢犯阙，江、谁阳群盗蜂起，有贼帅王绪者

自称将军。" <<新唐书·二五潮传》谓 "信宗入蜀，盗兴江、

准，寿春亡命 t绪、刘行全合群盗据耳州。"黄巢等率领武

在民反唐起义，固为封建史家诬为盗酣无疑 然乘时而

起，据地自雄之地主武装及各地土团，凡非壶命于唐廷

者，而飞当被视作监酣之列。绪之起事，究属前者，抑或后

茜，珠难明确 B 宋元名氏之《五国故事》卷下云 绪、潮

字号"皆以唐3忆起兵也黄巢部伍。巢败，乃领其众入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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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径断其与黄巢起义事同一性质，且为其部属。此说尚

有可议者。黄草率军于广明元年〈制0年)秋己搜淮而雨。

王绪之起fJ'明年八月，潮等之入绪军亘在其后。主主非

黄巢部伍甚明。如谓长绪之下寿州前尝为黄巢部伍日、多

杆隔难通之处。如所周知，黄巢立军白岭南而湖湘，而江

谁，而关东，均未署任何今处之官，未置任何一地之守。

王绪之 j.J霍丘镇使.断非黄巢所置。且巢军入关之后，岭

南、湖湘、江准、关东均随而弃置，诚如请人王夫之于

《读通鉴论》中所云 "若黄巢，则陷广州，旋弃之臭 s 蹂

糊湘，旋弃之失;渡江淮，旋弃之臭。申、票、汗、末，

无尺地为主主土，无一民为其人，无粒粟为其馈挥。"果王绪

旱黄巢部伍，贝1J 巢军入关时，绪等不当仍圄瞿丘而不随之

入关固义，中相三年(葵卵， 883年〉六月，巢军自关中东

出，先败秦宗权，而后与之 度联营，于河南境内活动经

年.亦未见有与绪等联络之事。故王绪非与黄巢起义军无

组织上之联系，可定无疑。《重修忠穗王庙碑》丈云 "有

王绪者，凭巢寇之戈矛，盗霍丘之土宇"如绪之起事，巧

单军于江淮间活动之吉普响下所发生.极大之可能为组织上

无联系，而政治思想上属同一性质之运动。非作如是现，

于下述数事则颇为费解 (一〉翁承赞撰王审知J墓志铭时，

于入五绪军一事只字未及a 于此一段史事讳莫如深，当是

视其为"盗贼"之举也。(二) ((重修忠鹉王庙碑》谓玉绪

"祖蒲骚者，终至败亡 3 好草窃者，焉能长丸"? <<新五代

史》及《十国纪年》更谓，秦宗权"召王绪兵会击黄巢，

绪迟留不行"如此之言，自非空穴之风。(三〉闽人周

朴，于黄巢义军入闽时，尝被搜获，问其能从立军否。朴

答去 "我尚不事天于，直能且贼。"遂被诛录。于唐可谓

难得之忠臣，故义军离去后，遂有人于福州鸟石山立祠祀

之。王氏有闽时，尝大封境内i者祀，唯于周件不于议封。



致末人张世叹曰"吐士死节，王百年未有庙额可激励当

世。"由王氏不封抗拒巢军、为屑死古之用朴寺，足见其不

甚以周朴为是、黄巢为非。似亦口J部分说明在氏在河南起

事时立性质也a

它日，秦宗权召王绪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

权发兵攻绪，绪窘<<重修忠德王脑碑 t :i:: "战秦宗根窃弄
王兵，遍侵四境 E 绪内三婴城之计，外无善邻之胁，遂率众以作窟，

欲辟地而偷安。"乃率光、寿兵五干人，并携吏民南
'严

拜。<<新唐书 烹湖(专》云它日，赋不如期，且权切责.绪

惧，与行金钱众南走。" <<通鉴>> "光 frj元年正月"下云 "秦2丧权责和

赋 F光州刺史至绪，绪不能给s 宗权怒，发兵宙之。绪惧，(，f;举光

寿兵在 F人，驱吏民渡江。"今从《新五代史扎实协Ií足堵等商奔者，

宁þ会只t于黄巢、租赋难快，工，'j.或兼阳升白立，术必仅其中主→因也明

以刘行全为前锋，历江、洪、陶岳《五代史补》谓王潮
尝假I草寻出州 时钟传为民州节度使。 U王潮若得恼建境士相楼，

必为己息，阴欲除立。有僧上兰者，通于水数，动皆先知，大为钟传

所重，因入喝，察传词气，惊曰 ‘令公何故起思主句是欲杀五湖

存"钟不敢隐，尽U告主@上兰曰 ‘老僧观主潮与桶建有缘，必变

彼时作 好世界，令公直为日礼厚待 若必杀之，令击之桶去矣 F

是传加以援迭。"按，此说且证主绪军之商行，尝经洪州。至上~谓

王湖与福建有缘云苔，时潮 T绪军中尚未大知名，此说亨、未且信。盖

后时附会之辞，或王氏兄弟入阐后臼造舆与王闽主舆论乎。虔《九
国志·谭金播传》谓南康人谭全播聚兵，立卢光稠为主所向多

链，兵势渐噩，遂磁王湖之众.人据虔州"团是知绪 湖等旦辑部南

下，不仅历虔州，且 度据之也。后为卢光树、谭全揭所逐走。诸

州，路无重阻。经临汀，趋漳浦。

按王绪率师搜江南下，尝历江、洪、虔诸州，各书所载

均无异词，然其最初入闽之地，则说法颇异。钱垦《重幢

E蘸王店碑》谓 "自潮阳抵漳浦，百姓畏其涂提，五马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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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锋刃。" <<新五代史·卢光稠谭圭播传》亦谓王潮等先获

虔、韶二州 "屉时，王潮玉立陷峙商。全播攻潮，取其虔、

韶二州"本乎是，贝tl王绪等Jj先在虔、韶，为虔州南安人

谭全播辈所置，方南下潮阳。庸之潮阳，即今粤东之潮安

县也，己演南诲。其企自此趋漳浦，当无需折经临汀。《闽

书》卷59 <<钟圭事传》请全慕，唐昭宗时汀州刺史。王

潮据福州为威武军节度使后，全事方与建州刺9è锥归范俱

归附于王潮，似亦谓王潮南下时未尝先入汀州。如荣是

说，则其南下所经路线当为 先历江‘洪、吉、虔、韶、

循、潮诸州，后自潮阳而趋漳浦。然《新唐书》芷《闽

书》王潮传，俱谓王绪"与行全拔众南走，略得阳、赣

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次南

安飞《新唐书·健宗纪》谓 z 光启元年正月..王绪陷汀、

津二州.. <<新五代史·问世家》谓王绪"率企南奔，所直

到掠，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企数万飞 <<1日五代史·

王审知传》谓"绪草企攫江，所在剩掠，自南康转至闺

中，入临汀，自称刺史..请书所载，虽详略及地名稍异，

然途经路线悉同，皆谓王绪等入闽后先下l自汀，后下漳

浦。 1981年福建省博物馆与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福

州北郊莲花峰南麓斗顶山出土之王审知墓志铭，亦载王氏

昆f中举版舆而南下"抵于临汀飞其人闽尝先经临河而趋

漳浦，当属可信，今从之。

至是，克漳浦焉。

按 王氏入闽克漳浦之时，诸书说法亦有异. <<新唐书·昭

宗纪》及《通鉴》俱云，光启元茸正月王绪获漳浦。《开闽

且越王氏族懵》载八世裔孙继先撰《重闽祀祖记》亦云，

"光启元年，统兵来闽，抚绥列郡而居之二'今果真说。

《闺中录·王潮别传》作"光启元茸正月，宗权责租税于



绪，绪不能继，宗权欲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二州

兵以;<1)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入 l面汀，陷漳

浦"。将宗权之诛求，绪之不能备办，宗权之以武力相责

胁，绪等之南奔及转掠诸州，军攻陷临汀、漳脯，皆作一

月内之事。如此表述，实大不睛，前人已有道及。先以光

州距闽几三干里，更有重关叠幢，天险难遍:且临汀、海

浦，凤称岩邑。绪等纵得公输般攻城之具，卫岂有费投房

缩地之法.其用兵焉能若是之神速也。丑， <<三山志》谓:

光启二年丙午入闽，有神僧黄涅磐，人就问之，僧云"骑

马来，骑马去"。灭国之明年，岁次闵午，盖六十年。《五

国故事》事云..忠越王尝问越山僧国样幢短。情日 ‘大

王骑马来，骑马去J 忠越以丙午得闰，至开运丙午而国

亡，其言验壳。"此谓其据有间地之时，而非其初入闽封之

时也。《闽王墓志铭》谓。"光启三年，抵于临汀，为百姓

壶辈塞路。"此说赌难与诸书及以后行事告，除疑三年之

"三"乃"元"之i1t外，尚无他法可以统一起来，国待识

者再作考证而已。

八月，王潮囚杀其帅王绪，自为军中主。

绪率部至漳浦，有众数万。以道险粮少，乃下令军

中曰 "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

其母董氏崎岖从军。元卢袭警《广武王传》作"唯王兄弟扶母
徐民以从..清重修王潮基《墓志铭》谓..大母徐氏，封河南郡夫

人，享年六十三，葬固始县西岭之阴又谓率众南奔，扶母徐民

入闽"自相抵牺甚明白且谓潮母徐氏，与正史多不合，亦与王审知

墓志铭不合，待考，绪召潮等责之目..军皆有法.未有

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于目 2

"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

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新唐书》及《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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