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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延昭抗辽战功卓越 1

杨延昭的一生，主要生活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

宋太宗时期，随父杨业出征，期间累积了大量抗辽的经

验。多次参与军事活动，有效地锻炼了他的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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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时期，杨延昭的军事才能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抗

辽的重要将领。

（一）随父出征

太 平 兴 国 年 间（976— 983 年 ），“用 业 荫 补 供 奉

官”[1]。当时的北宋供奉官仅仅是照顾有功之臣后代的

虚职，没有任何职权。在早年的时候，其父杨业出征的

时候，经常带着杨延昭同行。杨业在进攻应、朔两州时，

任命杨延昭为军队先锋。杨延昭作战非常勇猛，“流矢贯

臂，斗益急。”[2]《宋史》本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朝廷

任命杨延昭以崇仪副使职，担任景州知州。由于守选和

待阙的时间很长，许多中小官员因为俸禄微薄，待阙的

时候经常借高利贷，做官以后，为了还债，贪赃枉法。

长江、淮河一带受灾严重，粮食颗粒无收，民怨四起。

于是，朝廷任命杨延昭为江、淮南都巡检使，整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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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赃枉法。早年的随父从征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打下了

坚实基础，使其不断被朝廷重用，才华得以施展。

（二）戍守三关

遂城之战。北宋咸平三年（999 年），辽国入侵北

宋，直达遂城，杨延昭当时正驻守遂城。隋开皇十八年

（59 年 7），遂城县作为县府驻地。北宋时期，遂城作为

兵家必争之地，抗辽战略要地。四周开阔，杨延昭下令

建造用以瞭望和攻守的高台，用于军事瞭望，时时观察

辽军动态。杨延昭召集了遂城里众多的青壮年，与宋军

一起坚守遂城。当时正值冬季，杨延昭下令在城墙上浇

水。“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

去，获其铠仗甚众。”[3] 杨延昭镇守遂城有功，升任莫

州刺史。通过遂城之战显示出杨延昭杰出的军事才能，

遂城因而被称为“铁遂城”，杨延昭的部下被称为“铁

遂军”。

羊山之战。咸平三年（1000 年）冬，辽军入侵北宋

边境。由于长途跋涉，辽军人困马乏，杨延昭在羊山重

兵埋伏，趁辽军人困马乏，从北面袭击辽军。然后，宋

军战略性后撤，撤退到西山。等到辽军到达西山时，在

此地设下埋伏的宋军，瞬间冲出来包围了辽军。“及伏

发，虏众败绩，获其名王，函首以献，进团练使。”[4]

古城之战。景德元年（1004 年），辽圣祖即位后，

辽军又开始大规模入侵北宋。由于辽圣祖年幼，萧太后

控制国家政权，辽国贵族于是发生反叛，境内受契丹压

迫的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辽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

且通过南征，收复后周占据的部分幽云地区。萧太后亲

自率领了二十万大军，首先发动了对北宋的南征。针对

辽军孤军深入河北，作战多日，人困马乏，杨延昭向宋

真宗进言：“契丹屯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

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

众可歼焉。奏入不报，乃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敌甚

众”[5]。由于杨延昭为人忠勇，没有私心，宋真宗未追究

他私自攻辽。

二、史书与小说中杨延昭形象的差异

有关杨延昭的民间艺术形象，明人熊大木所著的

《杨家将演义》流传的最为广泛。然小说中的杨延昭与

正史所记载出入较大，有数点仍需辨明。

首先，杨延昭没有参与救驾。《杨家将演义·太宗驾

幸五台山》中，宋太宗实现了宋太祖收复北汉的遗愿，

前往五台山还愿，顺便拜访昊天寺，不幸被辽军包围，

杨业父子前往救驾。杨渊平对宋太宗说：“陛下快脱下御

袍，臣父与六郎延昭、七郎延嗣保车驾出东门。小臣与

弟二郎延宗、三郎延辉、四郎延朗、五郎延德出东门诈

降”[6]。《隆平集校证》中记载：“业及延玉俱死，太宗闵

之，擢延昭崇仪副使”[7]，崇仪副使位卑权轻，不可能参

与救驾这种重要的活动。

其次，杨延昭不是杨业的第六子。《杨家将演义·胡

原谷六使遇救》中，杨延昭前往五台山，询问杨五郎：

“自与哥哥幽州散失，一向存亡未审，今日如何在此 ?”[8]

小说中杨延昭称杨五郎为哥。《宋史》中记“业既没，朝

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义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

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李裕民先生认

为：《宋史》授官是按年龄大小排列的，延昭称‘其子’，

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延昭应比延浦等五人年长。

最后，杨延昭没有被判过罪。关于杨延昭被判罪，

宋史中仅仅记载：“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颇为正所罔，因

缘为奸”。《隆平集校证》也有类似的记载：“军中诉谍，

皆决与小校周正”。杨延昭荒于政务，用人不当，史书中

都有明确的记载，若有犯罪，肯定会被记录下来。

三、伊朗英雄人物鲁斯塔姆

杨延昭的事迹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伊朗也有类似

于杨延昭的英雄人物，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成就鲁斯塔姆。

鲁斯塔姆的事迹被收录在《列王纪》之中，全书一共

六万联，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神话故事部分、勇士

故事部分和历史故事部分。勇士故事部分作为本书的重点

内容，而本书对勇士鲁斯塔姆的故事进行了重点阐述。

（一）勇闯七关

在鲁斯塔姆英勇的美名闻名之际，受父亲扎尔召唤

前去解救困于马赞德兰的国王。鲁斯塔姆毅然选择拥有

七道关卡的危险之路，沉睡中的鲁斯塔姆浑然不知危险

袭来，鲁斯塔姆的爱马发现凶猛的狮子袭来，用牙齿和

马蹄杀死了狮子。在途径一片沙漠之时，因口渴难耐深

感窒息，濒死之际，在一头骆驼的指引下得以找到泉水。

待鲁斯塔姆再次整装前行，偶经被施了魔法之地，面前

有美酒佳肴并有美女在旁，当以造物主的名义举杯畅饮

时，才发现美女竟是恶魔所变，鲁斯塔姆拔剑将其劈成

两半。挥刀怒砍火龙头，大战群魔，智取白鬼大脑和鲜

血，最终顺利营救出国王。这便是《列王纪》中鲁斯塔

姆历经七险英勇救驾的故事，“勇”源于“忠”，“忠”见

于“勇”，菲尔多西以“忠”“勇”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成功塑造了鲁斯塔姆不畏艰险解救国王的光辉形象。

（二）误杀其子苏赫拉布

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之战是《列王纪》中四大悲剧

故事之一。鲁斯塔姆寻找爱马的途中偶遇美丽的萨玛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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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塔赫米娜，由此心生爱意。在鲁斯塔姆离开萨玛岗

之后塔赫米娜诞下一男婴，取名为苏赫拉布。当伊朗同

图兰交战之时，苏赫拉布和鲁斯塔姆还素未谋面，彼此

并不认识。战场上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年迈的鲁斯塔

姆被打倒在地，苏赫拉布并未杀鲁斯塔姆，而是约其改

日再战。二日，两人交锋中鲁斯塔姆趁其不备将苏赫拉

布打倒在地，用尖刀刺死苏赫拉布，在看到苏赫拉布手

臂上玉符后，发现正是自己送给妻子的信物，才恍然大

悟同自己交锋的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失声痛哭。《列

王纪》中鲁斯塔姆在杀死苏赫拉布后说道：“我深深痛恨

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遭到报应惩罚我的大罪。人到暮

年杀死爱子自己的亲人，亲手断了自己之后斩草除根。

我一刀刺破年轻孩子的心肝，苍天也为之垂泪他死的好

惨。”鲁斯塔姆戎马一身，战绩无数，菲尔多西笔下的他

却有一定的悲情色彩，成功地将神话故事中“神”描写

的如普通人无异。

（三）纳克歇鲁斯塔姆

纳克歇鲁斯塔姆（Nash-eRostam），位于伊朗南部城

市设拉子附近，距离宫殿遗址群波斯波利斯约 12 公里。

此遗址是阿契美尼德诸王的陵墓，包括大流士一世、二

世，薛西斯等四王墓穴以及萨珊时期的浮雕。岩壁凿出

的陵墓十分立体，每座陵墓高约 30 公尺，宽约 15 公尺，

饰有著名的波斯石柱和牛身柱头。陵墓下方还有萨珊时

期时期诸王的英雄史迹，刻有大量的楔形文字记录着帝

王的生平，君王们欲借用这些文字使自己能够流芳百世，

可惜由于语言失传和自然界风化腐蚀等原因，解读这些

文字存在一定难度。鲁斯塔姆是传说中的波斯英雄，波

斯语中的 Nagsh 原意为“画像”，而 Nagsh-eRostam 这里

并非指“鲁斯塔姆的雕像”，取“英雄画像”之意，可见

鲁斯塔姆在伊朗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四、结语

两个人物形象虽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历史背景，但

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形象特点确有相似之处。首先，杨延

昭是名将之后，受到良好的家庭氛围的熏陶，戎马生涯，

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使辽人畏惧，边关安宁，国家

稳定。而伊朗英雄鲁斯塔姆亦为波斯名将之孙，也属于

名门之后；其次，杨延昭的英雄主义情怀极大地丰富和

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受到后人的推崇，鲁斯塔姆也因

保家卫国而深受后人推崇，在近代波斯人民面对异族侵

略和爱国主义高涨之时，成为大家尊崇的民族英雄。最

后，他们身上均有着勇谋双兼军事才干，甘为国家抛头

颅洒热血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在各自国家的民族史诗上

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光辉篇章。我们也需秉承文化多元的

原则，吸收借鉴他国文化，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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