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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家将历史和传说》是顾全芳的遗作，他生前交神木县杨家将研究会，嘱整理出版。
杨家将文化研究会请我审阅把关，并要求写序。
我与他是三十年前的故交，在杨家将研究方面都下过一些工夫，自然义不容辞，答应下来。
最近花了好几天时间，稿子通看了几遍，作了一些小的改动，主要是引用的资料，发现文字有误者，
查原书后改正，官名、人名、古今地名有误者，标点有误者，亦予改正，观点则一仍其旧。
这一切都是为作者，也是为读者负责，现在基本做完，可以松一口气，谈点感想了。
    杨家将离我们已千年之久，他们的事迹脍炙人口，他们的故事流传天下，他们的精神已成为我们民
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近百年来，学者对杨家将的历史、传说、小说、戏剧等作了多方面研究，成绩斐然。
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如杨业的籍贯是麟州（今神木）等，有的还在继续探索。
从历史角度写杨家将，已出版多本小册子，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今更需要一部新的著作，把已经取得的共识，和正在探讨的问题，全面反映出来，顾全芳这部遗作
的推出，正好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全书十几万字，看起来分量不太重，但比起以往二三万字的小册子来说，已是很可观的进步。
虽然偏重知识性，却时时发表独到的见解，如杨业究竟生于哪一年，在北汉灭亡前，是否劝北汉皇帝
投降宋朝，杨业是否救过驾，潘美与杨业的关系，潘美在杨业之死上应负什么责任，历史和传说、小
说、戏剧、家谱的关系如何，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加工的⋯⋯他的这些见解，我们可以认同，也
可以再商榷，无论如何，对进一步研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至于他所谈到的，历史和传说、小说、戏剧、家谱的区别，已分析得非常透彻，可以作为定论了；希
望潘、杨两姓的后人认真读一下这本书，让受传说、戏剧影响而出现的恩怨和悲剧，宣告结束，永远
成为历史。
    任何作品都要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本书也一样，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完美的答案
。
现在杨畋等墓志的发现，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但杨业、延昭、文广祖孙三代的墓志至今没有发现，杨
业父亲杨弘信的墓也没有找到，杨业的妻子是否折氏尚是个谜，需要加强考古工作，发掘更多的材料
。
对现有的材料，还需要作更细致的推敲和研究。
    顾全芳为人低调，很少参加学术会议，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为人，甚至是男是女都
闹不清。
在这里，有必要谈点我与他接触的印象。
    他是江苏人，与我邻省，相距不过二百来里路。
年龄比我大4岁，他上的是历史系，我也是历史系，他偏重宋史，而我上的正是宋史研究生。
  “文革”后，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重建，随后改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创办《晋阳学刊》，他一
直在编辑部工作，而我在山西大学教书；两个单位离得很近，不过二里路，我常供稿，彼此有共同语
言，自然见面就熟。
他的思想很活跃，他只认真理，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发表与专家权威不同意见的论文，如针对当时抬
王安石、贬司马光的潮流，提出相反的意见，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社会反响很大。
但同时被个别专家权威高调反驳，或抓点小毛病，扣顶大帽子，有的人受不了气死了，他不在乎，该
写什么继续写下去。
为人仗义，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有的人政治风云有点变化就想躲，他则不然，只要自己觉得对的就
坚持，不怕承担责任，甚至不顾风险，全揽到自己头上。
朋友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力。
记得1986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委托我筹备纪念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觉得有点势单
力薄，请他帮忙，他二话不说，马上和我一起到司马光的家乡夏县，和当地政府商议办会事宜。
他不图名，不图利，不当官，不兼职，不喜欢在名片上印一大堆虚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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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这位不爱当官的人偏偏被选上了太原市某区人大副主任，他也就认认真真地去参加会，有时
碰到难题，大家觉得政府所提某人选不合适，但多碍于面子，不说，他就站出来说话，为主任们解了
围。
事后跟我说：我不怕丢官，只要做的对，有啥不敢说的。
与人相交不势利，贵贱贫富一个样，谈得拢就谈，谈不拢拉倒。
跟朋友借钱，都要连本带利地还，不愿欠情。
不讲吃穿，不修边幅，略像王安石；酷爱史学，坚持己见，颇似司马光。
做学问，完全是兴之所至，有点名士风度，并没有做长篇大著的计划，临走前能留下《杨家将历史和
传说》这部书稿，真有点出人意料。
但仔细想来也非偶然，他总想为振兴祖国做点事，与杨家将的爱国情怀是一致的，他追求真理，不怕
一切艰难险阻，与杨家将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这大概是他刻意要写这部书稿的原因吧！
    我在1996年调到西安工作，他不久就退休回了妻子的老家北京，此后就很少联系。
直到2007年，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邀请我筹备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我特意请他参加
，这才又一次见面，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相见。
我和他的学术观点有同有异，他若在世，我们还可以讨论。
他这个人历来向理不向人，你说的有道理，他就听从，你说的理不充分，他会坚持下去。
可惜，现在一切都晚了。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
谨以此文留作对我这位友人永久的纪念。
    2012年4月30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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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家将历史与传说》内容简介：杨家将是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英雄群体，在他们身上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正义、忠贞不渝、忍辱负重的优良品质。
《杨家将历史与传说》根据有关历史记录全面叙述了以麟州杨业为首的杨家将几代人前赴后继、忠勇
为国的奋斗史。

同时廓清了历史和传说的区别，澄清了对杨家将历史的误读和歪曲，是杨家将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也
是一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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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全芳(1936—2010)，江苏省武进县人。
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编审。
一直坚持宋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在研究杨家将方面颇有建树。
生前发表宋史研究论文、50余篇，约100余万字。
其中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的10余篇，如《杨家将研究质疑》、《谈北宋杨家将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业籍贯考》、《杨业遗迹考论》、《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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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火纷飞中的河东    一、似是而非的久合必分    《三国演义》中开明宗义第一句，便是“话说
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
这里所说的天下，还不是指全世界，而是中国。
其实，依中国而论，久分必合是历史规律，而久合必分，则未必正确。
如果从公元前221年作为起点，以1840年暂作终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的分裂仅有三次。
第一次是魏、蜀、吴的三国时期，第二次是南北朝，第三次就是五代十国。
这三期加在一起，还不到三百年，仅仅是两千多年的七分之一以下。
即使加上两宋时期的宋、辽、金、夏时期，也不超过三分之一。
    从时间跨度上讲，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四百多年，才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两晋，迅速地分裂为南北朝。
幸运的是，之后又出现中国历史的辉煌期，历时四百多年的隋唐。
五代十国的纷乱，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历时仅仅六十来年。
从五代战乱以后，中国保持了长期的基本统一，直到今天。
    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不仅使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平时期，大大多于分裂、战乱年代，而且保证了
中国从来不曾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吞并甚或消灭。
这强大的凝聚力，既来自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更来自辛勤创造的物质财富。
龙的传人如果不是如此勤奋的创造财富，将在地球上无立足之地。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大只能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同步。
生产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繁荣，要求中华民族有自己统一而强大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不再分裂。
    五代的战争，十国的割据，是炎黄子孙的又一幕悲剧，这幕悲剧的导演，可以追溯到唐代末期藩镇
节度使，甚至可以认为是重用藩将的唐明皇。
然而，读者尽可不必过多地责备这班或精明强悍，或懦弱无能的导演。
他们匆匆忙忙地、有时甚而是穷凶极恶地导演历史，却始终要受历史的制约。
当唐明皇无可奈何地同意安禄山以32藩将代替汉将，出现安史之乱时，当李克用、朱全忠割据称霸河
北、山西时，读者可曾体察到，在这班军阀的背后，有多少民族的贵族和平民，在为他们撑腰、助威
、呐喊甚而卖命。
    契丹、沙陀、突厥等少数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我们不能也不应以民族的偏见，去审视他们的生活和历史。
他们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的祖国，同样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些游牧民族，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具有特别强烈的占有欲。
他们追求着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当这种向往和追求转化为行动时，他们便会以熟练的骑术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刀枪，东向南侵，横
冲直撞。
当他们进人中原的乡村尤其是城市之时，他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如此富丽的世界。
他们要占领这个世界。
他们决不想调转马头，回到荒凉的北方草原，去过寂寞而乏味的生活。
中原地区的战火和分裂，也就无法避免。
朱温的废唐，契丹的南下，西夏的扩张，金邦的侵宋，以至蒙古族的称雄，其源盖出于此。
    二、黄河大地帝王梦    朱温这个乡村教员的儿子，尽管当过沙陀人刘崇的佣工，却毫无佣工的本色
，而是个流氓无产者。
凶悍狡猾、反复无常是朱温的为人，他于877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
当朱温被封为梁王，得到黄河两岸2l镇后，实际具备了废唐自立为王的条件。
经过与李克用的长期混战，朱温终于在907年在开封自立为王，国号梁。
朱温的称帝，不仅实际上结束唐朝290年的统治，并且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分裂时期——五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杨家将历史与传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
残忍好杀、贪恋女色的朱温，仅仅当了六年后梁皇帝，便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硅杀死在皇宫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朱友琏杀死父亲，想当皇帝，却被弟弟朱友贞杀死了。
然而，朱友贞的皇帝梦也做不长。
公元923年，李存勖兵临开封，朱友贞自杀。
五代中的第一个朝代后梁，仅仅存在了17年。
    李存勖是李克用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好战与残酷。
他训练的以沙陀人为主的骑兵，使后梁的朱家军闻风丧胆。
甚至只要说是李存勖的晋军来了，梁军便落荒而逃。
李存勖占领黄河以北后，在黄河沿岸展开了拉锯战，终于消灭后梁，建立后唐。
这个后唐的开国皇帝，其实是位有勇无谋的蠢材。
他对唐朝的历史一无所知，却视唐朝后期的腐败如珍宝。
在他看来，打天下及治天下都是做游戏。
他信用宦官、伶官，自己也喜欢演戏，自称“李天下”。
在演戏中，他挨了另一角色一巴掌，还很高兴。
他手下的将士们终于看透了这位只会刀枪不会治国的昏君，实在想另找新主。
当他的部下李嗣源割据开封，拥兵自重时，李存勖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李嗣源也是沙陀人，他虽然同样以刀枪起家，却比李存勖明智得多。
李嗣源不想另立国家，即使是926年李存勖死后，李嗣源也称自己为唐明宗。
他不重用宦官而用冯道这样的文官，也还算是个关心农民和农业，比较开明的帝王。
可惜他死得早，而他的儿子又被李从珂所杀。
李从珂当后唐末代皇帝的时间也不长，便在936年在石敬瑭的兵马打到洛阳时，放火自焚了。
后唐比后梁存在时间还短三年，仅14年。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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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石敬瑭原来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他拜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为父，求契丹骑兵援助自己，打败后唐，
并且答应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
所谓燕云十六州包括现在的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北的全部雁北地区，河北北部、北京市以及天津市的一
部分。
这大片土地，原来都是汉族人居住，由汉族人统治。
从战略上讲，河北的三关（淤口关、益津关、瓦桥    本书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编审顾全芳先生
（1936～2010年）的遗稿。
2007年冬顾全芳先生将此稿寄我会，来信说“此稿是应两家出版单位之约，写的介绍杨家将历史和传
说的普及性读物，集中了我自己和近年来杨家将研究成果”，愿意与我会合作出版。
顾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担任山西省社科院《晋阳学刊》编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即致力于宋史研究，尤其在杨家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写过10余篇较有分量的研究文章。
曾参加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在2007年举办的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并写了学术论文《
杨业遗迹考论》。
    我们在拜读顾先生的稿件后，认为全书立论公允、资料丰富，充分吸收了新时期以来杨家将历史文
化研究成果，是不可多得的杨家将历史普及性读物，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在正式出版之时，我们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裕民先生审阅了全书。
李裕民先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近年来写了不少有关杨家将的专论。
他认为这是近年来介绍杨家将事迹较好的一本普及性读物，尊重史实，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并写了序言，给本书增色不少，我们深表谢意。
    谨以此书出版对顾先生表示深切怀念，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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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全芳所著的《杨家将历史与传说》杨业是否救过驾，潘美与杨业的关系，潘美在杨业之死上应负什
么责任，历史和传说、小说、戏剧、家谱的关系如何，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加工的⋯⋯希望潘、
杨两姓的后人认真读一下这本书，让受传说、戏剧影响而出现的恩怨和悲剧，宣告结束，永远成为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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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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