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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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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南宋时, 陕西籍武将大量涌现, 在抗击金蒙进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着

重要角色。陕西籍武将具有骁勇善战与家族性强两大特征, 陕西籍将士的南迁 、 尚武民风的熏陶 、 边陲战争生活的洗

礼等是陕西籍武将涌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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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初年的富平之败, 致陕西丧失, 从此陕西之地不

属南宋所有, 然而陕西籍武将却大量涌现, 这是南宋军事

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陕西籍武将在抗击金蒙进攻中发挥

了极大作用, 在南宋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考察武装力量的地域来源, 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一项重

要内容。对南宋陕西籍武将涌现这一现象, 学术界除对吴

家将等进行研究外①, 尚无专门 、 系统的讨论。笔者不揣谫

陋, 试从历史军事地理的角度出发, 就南宋陕西籍武将群

体的活动 、 特征及产生原因作一探讨, 不妥之处, 请方家

指正。

一 、 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人物概况

宋代的陕西, 其地理范围较大, 包括现在的陕西和甘

肃的部分地区, 分为永兴军路 、 秦凤路 、 环庆路 、 鄜延路 、

泾原路 、 熙河路。本文所言陕西, 即指以上地区。 对南宋

武将的来源, 时人李心传总结为 “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 ,

再进一步, 又区分为西人与北人, 其中 “韩世忠, 绥德军

人。曲端, 镇戎军人。吴玠 、 吴璘 、 郭浩, 德顺军人。 张

俊 、 刘锜 、 王◆, 秦州人 。杨惟忠 、 李显忠 , 环州人。 王

渊, 阶州人 。马广, 熙州人。杨政, 泾州人。皆西人也” ②。

在李心传笔下, “西人” 是指陕西地区之人。对 “西人” 还

有不同的解释, 如张戒曾曰:“臣本贯河东绛州, 赵鼎本贯

陕西解州, 乡里相近, 士大夫通号曰西人。” ③但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 南宋人笔下的 “西人” 、 “西兵” 、 “西将” 专指陕

西一带之人。如南宋人在记载吴挺事迹时称, “朝廷乃使之

世为西将, 西人又以二父故, 莫不畏服。” ④在南宋政治舞台

上, 陕西籍武将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陕西地区产生

了大批抗金 、 抗蒙将领, 涌现出一个陕西籍武将群体, 成

为南宋武将的主要来源地。上述李心传 “渡江后名将皆西

北人” 中, 只是列举了南宋陕西籍武将的几例。 事实上,

在南宋各地抗金 、 抗蒙战线上活跃着一大批陕西籍武将。

现以 《宋史》 列传为主, 将南宋陕西籍武将的活动情况整

理如下。

韩世忠, 字良臣, 延安 (治今陕西延安 ) 人, 南宋四

大将之一。建炎四年 ( 1130) 在黄天荡挫败金兀术, 后大

败金兵于大仪镇, 时论以此为中兴武功第一。后任京东淮

东路宣抚处置使, 屡败金兵, 死后追封为蕲王⑤。

刘锜, 字信叔, 德顺军 (治今甘肃静宁 ) 人, 南宋四

大将之一。建炎中, 为陇右都护, 为西夏所畏, 曾任泾原

经略使。绍兴初, 领宿卫亲军。顺昌大捷, 大败金兵, 声

名远扬, 累加太尉, 后为江淮浙西制置使⑥。

张俊, 字伯英, 凤翔府成纪 (今甘肃天水) 人, 南宋

四大将之一。好骑射, 负才气, 抗击金兵, 屡立战功。 曾

任江淮招讨使 、 淮西宣抚使。绍兴初年拜枢密使, 封清河

郡王, 拜太师⑦。

刘光世, 字平叔, 刘延庆次子, 世为将家, 保安军

(治今陕西志丹 ) 人⑧。高宗即位, 任行在都巡检使, 参加

平定苗刘之变, 迁太尉御营副使。曾任江东宣抚使 、 江东

淮西宣抚使, 后拜少师, 封杨国公⑨。

吴玠, 字晋卿, 德顺军陇干 (今甘肃静宁) 人。精通

兵法, 擅骑射, 抗金御边, 屡立战功。建炎四年 ( 1130)

大败金兵于彭原店。富平之败后, 坚守和尚原 、 仙人关等

地, 屡获大捷, 战功卓著。曾任川陕宣抚副使 、 四川宣抚

使 10。

吴璘, 字唐卿, 吴玠之弟。善骑射, 与吴玠在和尚原 、

仙人关大败金兵。吴玠卒, 节制陕西诸军。 绍兴末, 担任

四川宣抚使, 一度收复秦凤 、 熙河 、 永兴三路十六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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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名远扬。守蜀二十余年, 封新安郡王 11。

吴挺, 字仲烈, 吴璘之子。绍兴末, 为中军统制, 与

吴璘一起参加秦州之战, 坚守德顺。乾道末, 为鄂州都统

制。淳熙初年, 为兴州都统制。后为利州西路安抚使, 备

边有方, 为朝野所重 12。

吴拱, 吴玠之子, 曾任利州西路驻札御前中军都统制,

后为鄂州都统制。吴璘卒, 知兴元府, 利州路安抚使 、 兴

元府都统制 13。

吴曦, 吴挺之子, 开禧北伐, 被委以重任, 为兴州都

统制 、 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 后据兴州叛变,

为杨巨源 、 安丙等平定 14。

曲端, 字正甫, 镇戎军 (治今宁夏固原) 人。善治兵,

军纪严明。抗击西夏有功, 擢知镇戎军。金兵进攻, 知延

安府, 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张浚出使川陕, 为宣抚处置司

都统制, 尝谏慎重用兵。富平之败后, 为张浚所杀 15。

慕容洧, 环州 (今甘肃环县) 人 16。南宋初年, 参加抗

金斗争。之后在南宋 、 金朝 、 西夏之间动摇不定。“洧在熙

河十余年, 骁勇得众, 屡为边患, 及金人归陕西地, 弃熙

河去, 居西夏 、 青唐两界之间, 有众数千”  17。

张中孚, 字信甫, 其先自安定徙居张义堡 (今甘肃宁

县) 。屡从吴玠 、 张浚抗金 。建炎四年 ( 1130) 降金, 任泾

原路经略安抚使。绍兴八年 ( 1138) 金人归陕西等地, 遂

入宋。之后金兵再占陕西, 又归金朝, 官至行台兵部尚书 、

参知政事 18。

张中彦, 字才甫, 张中孚之弟, 曾任泾原副将, 知德

顺军事, 参加抗金。后降金, 为秦凤经略使。绍兴八年

( 1138) 宋金和议成, 至临安。金兵再次占领陕西, 又北归

金朝, 官至吏部尚书 19。

关师古, 德顺军陇干 (今甘肃静宁) 人。张浚出使川

陕, 关师古为秦凤第十将, 率众抗金 20。绍兴四年 ( 1134)

叛降刘豫。关师古叛降后, 其部曲中涌现出李永祺 、 段杰

等抗金将领 21。绍兴八年 ( 1138) 宋金和议成, 任雄武军承

宣使, 知延安府。

杨政, 字直夫, 原州临泾 (今甘肃镇原) 人。靖康初,

因抗西夏知名。建炎 、 绍兴年间, 从吴玠抗击金兵, 在和

尚原 、 仙人关等战中, 屡立战功, 累迁至川陕宣抚副司都

统制。后为兴元府都统制, 拜太尉 22。

郭浩, 字充道, 德顺军陇干 (今甘肃静宁) 人。勇猛

善战, 建炎 、 绍兴年间, 参加和尚原 、 杀金坪 、 仙人关之

战, 屡败金兵。后为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 枢

密院都统制 23。

杨从仪, 字子和, 凤翔天兴 (今陕西凤翔) 人。靖康

年间参加抗金, 建炎初败金兵于青溪岭, 后参加和尚原 、

饶风关等战。屯兵仙人关, “镇守其地垂二十年, 保固无

虞” , 赐爵安康郡开国侯 24。

彭杲, 字德明, 德顺军 (今甘肃静宁) 水洛城人。 绍

兴十年 ( 1140) 应募为行营右护军效用。后随吴璘抗金,

屡立战功, 在绍兴末年的德顺之战中, 大败金兵。 后任兴

元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 守边累年 25。

王渊, 字几道, 熙州 (治今甘肃临洮) 人, 后徙环州。

抗击西夏, 屡有战功, 累迁熙河兰湟路第三将部将。建炎

元年 ( 1127) 任御营司都统制, 为高宗扈从长官, 授龙神

卫四厢都指挥使, 后拜签书枢密院事, 仍兼都统制 26。

解元, 字善长, 保安军德清寨 (今陕西志丹西南) 人。

参加平定苗刘之变, 战功卓著。绍兴四年 ( 1134) 伏击金

兵, 大捷。后为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 侍卫亲军马

步军都虞候, 授信保军节度使 27。

刘惟辅, 泾州 (今甘肃泾川 ) 人。金兵入侵关中, 为

熙河马步军副总管, 后战死。

高子孺, 狄道 (今甘肃临洮 ) 人。知兰州龛谷寨, 与

刘惟辅协同抗金, 为金兵所擒而死 28。

张宗颜, 字希贤, 延安 (治今陕西延安 ) 人。其父张

吉, 为泾原将, 抗金战死。张宗颜以父恩补三班借职, 积

官至泾原副将 、 御前中军统制, 随张俊抗击金兵。 后擢龙

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 武信军承宣使 29。

王德, 字子华, 通远军熟羊寨 (今甘肃渭源东南) 人。

以武勇著称, 勇敢善战, 号 “王夜叉” 。绍兴十年 ( 1140)

率军占领宿州 、 亳州, 所向披靡。十一年 ( 1141) 大败金

兵于柘皋。后为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 30。

吴革, 字义夫, 华州华阳 (今陕西华县 ) 人。少从泾

原军, 金兵南侵, 率兵解辽州之围, 为武功大夫 、 ◆门宣

赞舍人, 持节谕陕西。金兵进攻东京, 乞幸秦川。 后谋诛

杀范琼, 失败而死 31。

张子盖, 字德高, 张俊从子, 凤翔府成纪 (今甘肃天

水) 人。其父张宏, 从张俊抗金, 后战死。 张子盖初随韩

世忠平定苗刘之变。柘皋之战中大败金兵, 后为建康府都

统制。绍兴三十二年 ( 1162) 围击金兵于海州, 大捷, 赠

太尉 32。

李显忠, 绥德军青涧 (今陕西清涧 ) 人, 初名世辅。

金兵攻陷陕西, 被迫任金职, 后南归宋朝, 赐名显忠。 抗

击完颜亮入侵有功。 隆兴元年 ( 1163) 任御前都统制兼淮

西招抚使, 收复宿州等地, 授殿前都指挥使 33。

张诏, 字君卿, 成州 (治今甘肃成县) 人 。少隶张俊

帐下, 积功守和州。绍熙五年 ( 1194) , 除兴州都统制兼知

兴州。庆元二年 ( 1196) , 任利州西路安抚司公事。张诏在

兴州, 甚得士心 34。

李好义, 华州下邽 (今陕西蒲城南 ) 人。弱冠从军,

善骑射。开禧北伐, 为兴州正将。吴曦叛变, 与安丙 、 杨

巨源等阴结勇士, 诛杀吴曦, 收复关外四州。 后为吴曦部

将王喜所杀 35。

张威, 字德远, 成州 (治今甘肃成县) 人。开禧用兵,

与金兵战屡胜, 以功补本军将领 。吴曦既诛, 收复西和,

威名大振, 擢充利州副都统制。后调荆 、 鄂都统制, 襄阳

府驻札, 改沔州都统制 36。

以上主要是从 《宋史》 列传中钩稽出来的南宋与金对

峙时期有代表性的陕西籍武将的事迹。蒙元势力崛起, 在

南宋抗击蒙元进攻的战役中, 同样有陕西籍将领。如马墍,

宕昌 (今甘肃宕昌) 人, “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为名将” 。

咸淳年间知钦州, 徙知邕州, 镇抚诸蛮, 边陲晏然。宋亡,

留静江, 总屯戍诸军, 城破而亡 37。再如张珏, 字君玉 , 陇

西凤州 (治今陕西凤县东北) 人 。年十八, 从军钓鱼山,

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宝祐末, 元兵攻蜀, 与王坚守合

州, 协力战守。后升四川制置副使 、 知重庆府, 战死 38。

南宋究竟涌现出多少陕西籍武将, 我们在此无法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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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统计。不过仅从以上三十多个事例就不难看出, 南宋

时期陕西籍武将数量多, 担任职务高, 战功卓著, 成为保

卫南宋安全的重要力量。当然还有不少散见于其他史籍中

的陕西籍武将的事例。除此之外, 时人的一些分析和评论,

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陕西籍武将数量之多 、 影响力之大。

南宋初年朝臣就指出, “将士之中, 西人居半”  39;还有朝臣

称, “将士多陕西人”  40。史载, 张俊 、 韩世忠 、 刘锜 、 岳飞

“并为名将, 世称张 、 韩 、 岳 、 刘”  41。在南宋四大将中, 除

岳飞外, 均出自陕西。陕西籍武将数量大, 发挥的作用突

出, 为南宋朝野高度赞誉, 时人称 “关陕大将系国安危”  42。

叶适曾对陕西籍将士评价道:“渡江以后, 扈卫艰难, 诛剪

盗贼, 大抵西兵西将之余也 。”  43清人赵翼总结南宋的武将

曰:“统计诸名将, 无一非出自山陕, 是南宋之偏安, 犹是

北宋之余力也。”  44也看重陕西籍武将在南宋的作用和影响。

陕西籍武将对巩固南宋边防, 平定内乱, 稳定政局, 发挥

了重要作用, 成为保护南宋半壁河山的坚固屏障。

二 、 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的特征

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人物中, 无不体现出骁勇善战这

一特点来。如韩世忠, “风骨伟岸, 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

人, 能骑生马驹……挽强驰射, 勇冠三军”  45。张俊, “好骑

射, 负才气。起于诸盗, 年十六, 为三阳弓箭手”  46。刘锜,

“美仪状, 善射, 声如洪钟”  47。王渊, “善骑射” , 应募抗击

西夏, 屡立战功 48。解元, “疏眉俊目, 猿臂, 善骑射。 起

行伍”  49。王德, “以武勇应募”  50。曲端, “长于兵略”  51。 吴

玠, “少沉毅有志节, 知兵善骑射, 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

良家子隶泾原军”  52。吴玠与曲端的勇武与谋略, 从南宋民

谚即可看出, 所谓 “有文有武是曲大, 有谋有勇是吴大”  53。

吴璘, “少好骑射”  54。杨政, 宣和末年应募为弓箭手。靖康

初, 因抗击西夏知名, 后从吴玠抗金。史载, “杨政在绍兴

间, 为秦中名将, 威声与二吴埒”  55。二吴即吴玠与吴璘兄

弟。吴革, “少好学, 喜谈兵”  56。又如杨从仪, “幼慷慨,

尝以功名自许”, 屡败金兵, “善射, 发无不中。尝偕王人

刘参赞子羽, 行饶凤岭, 有虎突出丛薄间, 人皆辟易, 公

跃马而出, 以一矢毙之, 故射虎之名, 喧达都下”  57。彭杲,

“善骑射, 勇鸷过人” , “人材武勇, 种种绝人”  58。诸如此类

的记载, 将陕西籍武将勇猛善战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陕西籍武将治军严格, 在战斗中往往能身先士卒。 如

曲端统兵, “其纪律极严” , 为泾原都统时, 其叔任偏将,

战败后被其诛杀, “一军畏服” 。曲端点集军队, “五军顷刻

而集, 戈甲焕灿, 旗帜精明”  59。史载, 吴璘统兵之时, “戍

守之兵余七万, 父子西人, 久练可用, 国家以之而守则固,

以之而进取则可以必其成功, 非他军比也”  60。吴挺同样善

于治军, “纪律精明, 号令严肃, 士有固志, 人无怨心, 足

以宣国威灵, 申守备御者, 必言其师”  61。 再如张威, 御军

纪律严整, 以勇见称, “每战辄克, 金人闻其名畏惮之。 临

阵战酣, 则精采愈奋, 两眼皆赤, 时号 `张红眼' , 又号

`张鹘眼' , 威立 `浄天鹘旗' 以自表, 每战不操它兵, 有

木棓号 `紫大虫' , 圜而不刃, 长不六尺, 挥之掠阵, 敌皆

靡。” 其创立的 “撒星阵” , 分合不常, 倐忽之间, 分合数

变, 使金兵失措, 然后纵击, 以此辄胜 62。又如张珏, 在蒙

元大举进攻四川时, 坚守合州, 亲领兵众同蒙军作战, 直

到战死。陕西籍武将善于治军, 武艺精湛, 勇敢善战, 于

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 “将门” 现象, 北宋时将门现象突

出, 多出现世代为将的情况 63。在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中,

世代为将同样较多, 家族性突出是另一个重要特点。如刘

锜之父刘仲武, 曾为泾原将, 率军队抗击西夏, 威震西

北 64。刘锜兄刘锡, 建炎四年 ( 1130) 为都统制参加富平之

战。刘锜兄刘镗, 自北宋末年始以其父刘仲武边帅身份荫

补武官閤职。刘锜之弟刘钊, 曾在刘锜军中任职, 顺昌之

战中立有战功 65。刘锜胞弟刘锐, 是宋初文武双全 、 年轻有

为的将领, 绍兴末任权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刘锜

侄刘汜, 长期在刘锜帐下抗金作战, 立有战功。 可见, 刘

锜家族世代为将。再如张宗颜, “父吉, 为泾原将, 解宣威

城围, 死之。” 张宗颜以父恩补三班借职, 积官至泾原副

将 、 权殿前司统辖 66, 也是父子为将。其他如, 刘光世 , 刘

延庆次子, “世为将家, 雄豪有勇, 数从西伐, 立战功”  67。

曲端, “父涣, 任左班殿直, 战死”  68。杨政, 北宋末年 , 西

夏入侵, “父忠战殁”  69。王德, “二子琪 、 顺 , 亦以骁勇

闻”  70 , 均是父子为将。又如, 兴元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

彭杲, 其子彭轸曾任金州驻札御前军统领, 彭辂曾任兴元

府驻札御前中军义胜军正将, 同样是父子为将 71。张子盖乃

张俊从子, 其父张宏, 随从张俊抗金, 后战死 72, 也属世代

为将。马墍, “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为名将, 而塈与其兄

坤特显”  73。史称, 慕容洧 “其族甚大”  74。 《金张中伟碑》

载, 张中伟, “其先安定人, 徙居五原之张义者, 最号望

姓, 君张义族也”  75。其兄张中孚 、 张中彦尤为知名, 屡从

吴玠 、 张浚抗金, 后降金。俗话称,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

子兵” , 以此来形容南宋陕西籍武将的家族性特征, 诚不为

过。

南宋陕西籍武将世代为将的特点突出体现在杨从仪祖

孙三代为将 、 郭氏武将集团与吴氏武将集团中。

杨从仪乃抗金名将, 在南宋初年随从吴玠 、 吴璘等,

抗击金兵, 保卫蜀边安全。 杨从仪有八子, 其中杨大勋,

曾任御前右军统领权统制;杨大享, 曾任御前中军同统制

本管军马;杨大节, 曾任御前前军第三将副将;杨大昌,

曾任御前右军第一将队将;杨大林, 曾任御前前军第一将

队将。杨从仪孙十一人, 其中杨祖庆, 曾任成都府路第二

将队将;杨祖廉, 曾任御前前军第三将队将 76。杨氏祖孙三

代, 多为武将, 家族性特点非常明显。

郭浩之父郭成, 从军泾原, 战功卓著, 屡败西夏军队,

“名镇西鄙”  77。郭浩在南宋初年和尚原 、 仙人关等战中 , 与

吴玠通力合作, 大败金兵, 后任枢密院都统制。郭浩有三

子:郭棣 、 郭杲 、 郭果。郭棣曾任镇江都统 、 殿前副都指

挥使;郭杲先后出任镇江武锋军都统 、 鄂州江陵府都统制 、

兴州都统制;郭果曾任兴元都统 。郭浩之孙郭倪 、 郭倬 、

郭僎等先后执掌兵柄。郭倪曾任殿前都虞候 、 殿前都指挥

使 、 镇江府都统制等;郭倬开禧年间曾任建康都统 、 池州

都统;郭僎开禧北伐时任镇江前军同统制。对此, 时人称

郭倪等 “兄弟各三衙, 父子步武随”  78。郭氏武将家族权势

显赫, 起于建炎, 迄于开禧, 历南宋高 、 孝 、 光 、 宁四朝。

学者统计, 从孝宗淳熙到宁宗开禧的三十余年间, 郭浩子

孙任殿帅者共四人次, 时间累计近三十年;任镇江都统者

四人次, 时间累计约十余年;任建康都统者一, 任池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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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者一, 任兴元都统者一, 任兴州都统者一, 任鄂州 、 江

陵都统者二。郭浩子孙几乎任遍了南宋各路都统, 形成一

个庞大的郭氏军事集团 79。

吴氏武将集团中, 先后涌现出吴玠 、 吴璘 、 吴拱 、 吴

挺 、 吴曦等将领。据李心传统计, 南宋中兴诸将中生享封

王者四人, 吴璘为其中之一;追封真王者五人, 吴璘与吴

玠占据二席 80。父子建节十三家, 吴玠与其子拱 、 吴璘与其

子挺 、 吴挺与其子曦名列其中。 兄弟建节七家, 吴玠与吴

璘 、 吴挺与吴拱名列其中。三世节度使只有一家, 即吴璘 、

吴挺与吴曦 81。将相四十岁以下建节者九人, 吴璘 、 吴玠 、

吴曦就占三席 82。吴氏武将世代掌管川陕兵权, 位高权重,

在发挥抗金固边作用的同时, 形成强大的家族性势力集团,

时人称 “吴氏父子兄弟并为名将, 有大功于西州”  83 , “吴氏

三世为将, 其族甚大”  84, “一方之人, 皆习熟其姓字;吴氏

子孙, 亦自视关外诸军若其家旧物”  85。从南宋初年至开禧

三年 ( 1207) 八十年间, 吴氏世代统领川陕军队, 形成强

大的家族势力集团, 最终导致吴曦叛变。 吴氏世代为将,

是南宋陕西籍武将家族性特征的典型反映。

三 、 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涌现及其骁勇善战的原因

从上可见, 南宋涌现出以韩世忠 、 刘光世 、 吴玠等为

代表的陕西籍武将, 成为各地抗击金蒙的重要将领, 是保

卫南宋边疆的中流砥柱。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的涌现以及

骁勇善战等特点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富平之败后, 陕西失陷, 陕西籍将士纷纷南下, 成为

保卫南宋边防特别是川陕边防的中坚力量, 南宋政府也不

断招募南下的陕西籍将士, 这是陕西籍武将群体得以涌现

的重要原因。史载, 富平败后, 大批陕西将士 “无所归” ,

刘子羽在兴州召集流散, 各引所部来会, 军势大振 86。王庶

在兴元府, “河东 、 陕西溃师多旧部曲” , 往往来归 87。 当

然, 在此期间南宋政府的着意培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

道八年 ( 1172)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僚上言:

　　自渡江以来, 西北之士流落蜀汉者, 往往无力以

进, 而又限以保奏之官, 寒微何由可得? 故每举就试,

不过数十人, 其取人不广如此。 欲望颁武举之法于四

川, 令四路帅臣 、 宪 、 漕 、 知州 、 军监 、 钤辖路分及

寄居侍从以上, 每举各保一员, 兴元府 、 利 、 阆 、 金 、

洋 、 阶 、 成 、 西和 、 凤州各保三员。较其艺能, 命之

一官, 而使任之, 他日诸将中未必无郭子仪辈出也。

臣僚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设置武举, 增加官员保举的人数,

使得南下的陕西籍民众等有机会加入军队。 对上述臣僚奏

请的深层用意, 史载 “盖为西北流寓素习武艺之人” 多寄

居于利州路, 所以许兴元府等处所保人数比他路名额要

多 88。畅通选拔制度, 使南迁入川的陕西民众等进入军队;

陕西等地民众本身 “素习武艺” , 再加之 “较其艺能, 命之

一官” 的专门培养, 为武将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武

将的涌现也就是自然之事。“他日诸将中未必无郭子仪辈出

也” , 即是时人的期望所在。陕西籍武将的大量涌现, 也证

明了这一点。王之奇在川陕边防培养和选拔武将, 就是一

个典型事例。史载:

　　是时, 疆场多事, 往者死事之家, 其子若弟多流

落边州, 虽抱负材略, 无以自展, 白丁者不免饥寒,

有官者或未得禄。公乃广募良家子弟, 朘浮费以廪之,

岁余, 愿从者几二百人。 齐之纪律, 给之器仗, 使之

各习其所能, 而训其未至, 知书者则授之 《百将传》,

以导其智识。又拔其尤者二人, 为长贰以总之。 89

王子奇在川陕边防地带, 筹集费用, 招募兵将, 严明纪律,

因材施教;还以 《百将传》 相授 , 拔擢优异等。诸如此类

措施, 无疑加快了武将的成长。

据吴松弟先生研究, 南宋关陕移民主要分布在利州路,

特别是利州路北部位于今陕南的汉水谷地和西北部位于今

陇南的西汉水与白龙江流域, “在南宋后期几乎成了移民的

天下”  90。陕西移民最多的区域, 正是川陕边防军队的重点

屯驻区, 也是陕西籍武将大量涌现和大展身手的舞台。 史

载, 川陕交界驻军 “多关中之人”  91;“正兵皆西人”  92。 时

至绍兴末年, 仍然是 “西人多而川军少”  93。 南宋川陕交界

地带屯驻的士兵多来自陕西, 武将多是原来陕西各地抗金

的将领, 如吴玠 、 吴璘 、 杨政 、 郭浩等抗金名将均属此类

情况。除川陕之地外, 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自南渡以来,

兵势单弱, 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 率众归附, 以数

万计……后之良将精兵, 往往当时归正人也” 。正是南归陕

西等 “良将精兵” 的捍御力战, 南宋得以偏安东南, “国势

以安”  94。南宋招募和有意培养南迁陕西籍将士, 为陕西籍

武将的涌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强劲尚武民风的熏陶, 是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涌现以

及骁勇善战特点出现的另一原因。时人对自然环境不同而

导致各地民风差异有深刻的认识。李覯称, “地势西北高,

东南下。地高而寒, 其民体厚而力强, 气刚而志果。地下

而温, 其民体薄而力弱, 气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

有成功, 而东南之士少所立。”  95由于自然环境不同, 各地民

风差别很大, 体现在民众的职业上, 所谓 “东南多文士,

西北饶武夫, 风声气俗, 从古则然”  96;“秦凉则西北之隅,

凡此皆负险之国, 负险则人之生也武, 此又其土风之必然

者”  97。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的涌现, 从自然地理因素看,

同样是陕西地区强劲尚武民风的典型反映。 《宋史》 在记载

陕西民风时特别指出, “ (其民) 大抵夸尚气势, 多游侠轻

薄之风, 甚者好斗轻死。”  98在南宋人看来, “言劲气直, 乃

关 、 陕果锐气习之常”  99。还有人称, “秦 、 陇之俗, 以知兵

善战闻天下。”  100对此, 高宗曾直言:“陕西五路, 劲兵良将

所出。”  101各地民众在体质等方面的差异, 是征召士兵时的一

个重要考虑因素, 所谓 “自昔论衣冠礼乐, 必归之东南;

而选将募兵, 必取之西北者”  102。“晋魏秦雍, 自古干戈百战

之地, 山川气势, 刚劲猛健, 土风豪勇, 有舍生取义之俗。

武卒锐士, 著称前世”  103。南宋人认为, “本朝驻跸吴会 , 而

用关西 、 河北 、 山东之人。” 其原因就在于 “北人之长技,

以鞍马素闲, 而便于驰突, 吾之马弗如也。 风俗劲悍, 而

勇于格斗, 吾之卒弗及也”  104。陕西籍武将强悍勇武, 骁勇

善战, 正是源于强劲民风的熏陶。

边陲战争生活的锤炼, 也是陕西籍武将涌现以及骁勇

善战特点出现的重要原因。 《宋史》 记载:陕西 “被边之

地, 以鞍马 、 射猎为事, 其人劲悍而质木”  105。边陲地带战

事频繁, 边民无不受其影响。史载, 南宋陕西籍人士王庶

反对和议, 上言曰:“臣生于陕西, 其风渐气染, 耳目所闻

见者, 莫非兵事。祸乱以来, 尝欲以气吞强敌, 则所谓讲

和者, 非臣之所能也。”  106陕西地区地处边陲地带, 中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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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民族之间因政治 、 经济等原因, 纵横捭阖, 相互争斗

就是应有之事。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边陲生产生活, 熏陶和

造就了边民的性格, 所谓 “秦渭百二之地, 士勇马健, 人

乐战斗”  107。北宋之时, 宋夏在陕西一带长期对峙, 战事不

断, 频繁的战争孕育和锻炼出一批能征惯战的将士 108。在上

述陕西籍武将中, 许多人参加过与西夏的战斗。如韩世忠,

十八岁时, 以敢勇应募乡州。崇宁四年 ( 1105) 西夏入侵,

韩世忠率众 “斩关杀敌将, 掷首陴外” , 夏人大败 109。张俊,

宣和初, “从攻夏人仁多泉, 始授承信郎”  110。刘光世, 靖康

元年 ( 1126) 西夏寇杏子堡, 据险作战, 大败夏人, 擢侍

卫马军都虞候 111。王渊, “应募击夏国, 屡有功” , 累迁熙河

兰湟路第三将部将 112。曲端, 西夏进攻泾原, “端力战败之,

整军还”  113。杨政 , “靖康初, 因拒夏人, 稍知名”  114。郭浩,

徽宗时抗击西夏, 勇敢善战, “由是知名”  115。刘锜, 宣和间

差知岷州, 为陇右都护, “与夏人战屡胜, 夏人儿啼, 辄怖

之曰 `刘都护来!' ”  116吴玠, 政和中, 西夏犯边, 以功补进

义副尉, 后擢队将。 靖康初, 在怀德军抗击西夏, 以功擢

第二副将 117。吴璘也随从吴玠抗击西夏, 不断积累战功。 可

见, 南宋众多陕西籍武将正是在宋夏战争中逐步成长起来。

时势造英雄。南宋川陕边防地区战略地位重要, 是抵御金 、

蒙进攻的重要阵地, 战争频繁, 发生过著名的和尚原 、 仙

人关 、 饶凤岭等战役, 故此地涌现出的陕西籍武将最多,

如刘锜 、 曲端 、 关师古 、 吴玠 、 吴璘 、 吴挺 、 郭浩 、 杨政

等均是在川陕抗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将。 之后宋蒙战事

再起, 一批武将再次成长起来, 马墍 、 张珏等人就是其中

的代表。在战争的洗礼与锤炼中, 陕西籍武将得以脱颖而

出, 其强悍善战的特性也再次得到强化。

四 、 结语

综上所述, 南宋时期, 陕西之地失陷, 但却涌现出一

大批身经百战的陕西籍武将。不属于南宋的陕西成为南宋

武将的 “摇篮” , 这是陕西地区对南宋军事与政治的一大贡

献。史载, 张浚出使川陕, 请求高宗西幸汉中, 认为此地

“前控六路之师, 后据两川之粟, 左通荆 、 襄之财, 右出

秦 、 陇之马”  118。“前控六路之师” 一语, 正是对陕西籍将士

数量大 、 战斗力强这一区位优势的最好概括。陕西籍武将

是南宋抗击金蒙进攻的中流砥柱, 在南宋政治与军事舞台

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宋陕西籍武将问题, 关系到南宋

军事地理的总体格局等问题, 其中许多内容, 还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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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haanxi General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HE Yu-hong
( Colleg e o f Litera tur e, Nor thwest Normal Unive rsity , L anzhou, Gansu, 730070, PRC)

[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 Song Dynasty, the Shaanx i generals w ere emerging in large numbers, w hich

w as an obvious phenomenon of the military histo ry.The Shaanxi generals played an impo rtant ro le in

resisting the invading of the Jin and M ongolia army , and w ere an impo rtant political and mili tary pow er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 r tw o characterist ics :bravery and st rong familial

relation .There w ere some reasons fo r the emergence of the gene rals, i.e. the generals moving f rom

S haanxi to Sichuan, the forceful custom and frontier w ar, and etc.
[ Key words] the South Song Dynasty ;the Shaanxi Gene rals;bravery;familial relation;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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