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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 智 高 是 镜 犹 州 人

农收岗

侬智高
,

中国壮族奉之为英雄 越南侬人
、

老挝佬人
、

泰国泰人
,

也都有关于他的传说
,

称颂他的英

雄业绩
。

侬智高到底是哪国人
,

长期给人迷惑
,

产生 了许多误解
。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
,

以当时人的记载为

依据
,

论证了侬智高为中国广西靖西县东部人
,

能自圆其说
,

不失为一家之言
。

宋代的侬智高
,

是广西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

也是壮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

壮族人

民
,

素来对侬智高怀有祟敬之情
,

把他当作英雄崇拜
。

广西 民族出版社 年出版了一本

由肖德浩
、

吕孟禧
、

吴中编撰的 《千古南疆 》
。

书中有
“
侬智高祸起广源州

,

狄汉臣夜度昆

仑关
”

一章
,

声言
“
侬智高是越南高平人 ,’ 其中没有说明理由

,

不知其依据何在
。

这种说

法
,

信 口 雌黄
,

不仅歪曲历史
,

而且严重地挫伤了壮族人民特别是壮族农姓群众的感情
。

一
、

侬智高是侬存福的儿子

古来的史家大都异 口 同声说
,

侬存福被交趾掳杀后
,

他的妻子阿侬转嫁商人
,

生下个儿

子
。

这商人姓甚名谁
,

没见说明
。

商人的儿子 岁 了
,

杀死生父
,

冒姓侬氏
。

这个杀父易

姓的人
,

就是侬智高
。

这些史家这样写
,

体现了他们传统的
“

春秋笔法
”

侬智高不是侬家

之种
,

自小杀父易姓
,

禽兽不如
。

他犯上作乱
,

是本性使然
,

不足为怪
。

关于侬智高不是侬存福的儿子
,

而是阿侬改嫁商人后所生的记载
,

最早当推 《宋会要辑

稿
·

蕃夷五之六一 》
。

该文说
“

初
,

知搅犹州侬全福并三州之地
,

而卒为交趾所虏
,

其妻阿

侬遂嫁商人
。

生智高
,

年十三即杀其父
。

阿侬更嫁特磨道侬夏卿
,

而智高冒姓侬氏
。 ”

继后

有关阿侬在其夫侬存福死后改嫁商人而生智高的还有南宋人李熹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及元至正五年 年 成书的脱脱 《宋史 》卷 《广源州蛮传 》
。 今移录于下

初
,

有侬存福者知悦犹州
,

其弟全禄知万 涯州
,

全福妻弟侬 当道知武勒州
。

一 日
,

全福杀全禄
、

当道
,

并有其地
。

交趾怒
,

举兵掳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
。

其妻阿侬
,

本左

江武勒族也
,

转至倪犹州
,

全福纳之
。

全福见掳
,

阿侬遂嫁商人
,

生子名智高
。

智高生

十三年
,

杀其父商人
,

日 “

天下岂有二父耶 ’’ 因冒姓侬
,

与其母奔雷
、

火洞
。

脱脱的 《宋史 》完全是祖述李熹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 》
。

李煮是 四川人
,

生于政和五年

巧 年
,

成年识事时
,

侬智高事件已经过去 多年
,

他对侬智高的所知唯靠记载与传闻
。

从其行文的内容和格式看
,

均是据 《宋会要辑稿 》的文字而略有生发和补缀
。

如 《会要 》说

全福为交趾所虏
,

李蠢则添上
“

其子智聪
”

《会要 》道及全福的妻子阿侬
,

李熹进一步交代

了阿侬的出身为 “
左江武勒族

”
和在什么情况下与全福结合 《会要 》说智高杀其生父商人

,



李煮更用 了小说家的手法
,

让他再说一句显示性格特征的话
“
天下岂有二父耶

”

这些生发

和补缀
,

《会要 》内容具体了
,

人物活 了
,

但未见于记载
,

李熹根据什么作这些添补
,

不能

不怀疑其真实性
。 “

靖康之变
” ,

李煮 已经 岁
,

南宋流徙临安
,

北方沦于金人
,

他 自己也

饱尝战乱之苦
,

这使他不能不痛恨一切反宋的举动
。 “

智高年十三
,

杀其父商人
,

日 天下

岂有二父耶 ” 明显是李煮这种感情的流露
。

此情可原
,

因情而横生枝节
,

却不是信史
。

关于侬智高与侬存福是否是父子的问题
,

可信的当为与侬智高同个时候的人的记载
。

这

些人中
,

狄青有 《论御南蛮奏 》
,

没有涉及其事
。

孙河没有遗留文字
,

滕甫有颂其功的 孙

威敏南征录 》
。

该书说
“

智高父常寇交趾
,

获焉
。

智高释父怨
,

因结欢好
。 ” “

常寇交趾
” 而

被交趾俘获的 自然是侬存福不是商人
。 “

智高释父怨
” ,

这是肯定侬存福与侬智高的父子关

系
,

不存在侬智高杀生父而 冒侬姓的事
。

镇压侬智高的第三员大将是余靖
。

在他留到现在的

《武溪集 》中有很多文章说及侬智高的事
,

其中有些还大骂侬智高
,

比如什么
“

彼侬智高者
,

蠢尔溪蛮
,

生 自凶族
” 《进平蛮记表 等

,

可没有什么侬智高
“

杀父冒姓
”

的事
。

镇压侬智高

并布署
、

指挥捉拿侬智高母亲阿侬的知岂州萧注
,

《谏水纪 闻 》卷 载有他的一段话
“
广

源州地产黄金
,

一两值一嫌
。

智高父 由是富强
,

招诱中国及诸洞 民
,

其徒甚盛
。

交趾恶之
,

遣兵袭虏之
。

智高时年十四
,

与其母逃窜得免
。 ”

这肯定了侬智高之父为侬存福
。

侬存福被

交趾掳杀时
,

侬智高 已经是 岁 的少年 了
。

侬智高 的第五个对头冤家为岂州人石鉴
。

他
“ 晓蛮语

”

壮语
, “

尝举进士不第
” ,

与智高结有怨仇
,

是个忠于宋王室的人
。

他原无官称
,

因在镇压侬智高中被余靖赏识
,

从此步步高升
,

在熙宁年间曾先后两次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

略使
。

《谏水纪闻 》卷 与 《宋朝事实类苑 》卷 记载他奉余靖和萧注之命派人离 间结炯

首领黄守陵说
“

侬智高败在朝夕
。

汝世受国恩
,

何为无事随之
,

自取族灭 且智高父存福
,

本居悦犹州
,

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
,

存福袭杀存禄而夺其地
。

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
,

因省其

女
,

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
。

此皆汝耳 目亲见也
。

智高父子贪诈无恩
,

譬如虎狼
,

不可亲也
。

今汝乃欲延之洞中
,

吾见汝且为虏矣
,

不可不为之备
”

其中没一语道及侬智高
“ 杀父 冒姓

”

的事
,

却认为侬智高是侬存福的儿子
。

说客 的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

设若侬智高

果真有
“
杀父 冒姓

”

一事
,

岂不蹈其所愿
,

紧紧抓住不放
,

尽情发挥 石鉴离间的对象是左

右江结洞首领黄守陵
,

深知他熟悉侬智高其人其事
,

是骗不得的
,

所 以说了侬存福
“
屠弟杀

婿
”

之后特别强调 了一句
“

此皆汝耳 目亲见也
”

《宋会要辑稿 》所说的侬智高
“
杀父 冒姓

”

既不是左右江结洞首领黄守陵亲见
,

当是摇笔杆的人凭空演义出来的
。

后来李熹补上
“

天下

岂有二父耶
”

一句
,

固然使侬智高性格化了
,

但却是杜撰的
。

《梦溪笔谈 》卷 载
“

广源州者
,

本琶州羁糜
。

天圣七年 年 首领侬存福归附
,

补存福岂州卫职
。

转运使章频罢遣之
,

不受其地
。

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
,

有之七源
。 ”

《梦溪笔谈 》的作者沈括
,

是我 国驰 名 中外 的史学家和 自然科学家
,

生于天圣九年

年
,

侬智高起兵时 已经 岁
,

成年了
。

他进人政界后
,

熙 宁元年 肠 年 任昭文馆校

勘 熙宁九年 年 后又奉命用 年的时间编写 《天下郡县图 》
,

有机会和充分的时间

披阅历朝典籍和来往文书
,

所传述的 自然不是无根之谈
,

比如诸书对侬智高攻下琶州 以前所

行诸事都是笼统待之
,

无纪年可言
,

沈括却能以年纪事
,

说的脉络清楚
,

就是如此
。

他在文

中对侬智高为侬存福之子无一异词
,

更不存在阿侬转嫁商人生智高及智高杀父 冒姓的事
。

科

学家 自有其定盘星
,

不会 因情感所偏而渗假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 四 》载 皇佑五年

年 十二月
, “

广南西路安抚司言
” ,

黄汾
、

黄献硅
、

石鉴等人人特磨道掳得
“

智高母

并其子弟四人
” ,

并说第三年即至 和二年 年 六月
“

戮智高母于都市
” 。

此事
,

司马



光 《谏水纪闻 》卷 有记载
,

说那时候
“

智高母年六十余
,

隆准方 口 弟 智光年二十

人
’ “

继封年十四
,

智高长子
,

智高潜立为太子 继明年八岁
” 。

阿侬子孙 人被押在京

城
,

要审要杀
,

各人的年龄与实际相差不会太大
。

司马光当时为官京城
,

所言当为亲闻 目

见
。

由他说的阿侬
“

隆准方 口 ”

一语
,

可知他是据实而言
。

如此
,

则侬智高之弟侬智光生于

天圣六年 年 以前
。

沈括 《梦溪笔谈 》卷 载
,

天圣七年 年 广源州首领侬

存福还任
“

琶州卫职
” 即左右千牛卫将军等环 卫官职

。

他受到广西转运使章频
“

罢遣
”

当是在于

圣八年 年 或九年 年
,

因为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载
,

其时章频正在

广西转运使任上
。

这样
,

作为侬智光兄长的侬智高
,

就不会是侬存福死后阿侬改嫁商人后始

生
。

而且据 《越史略 》载
,

交趾李朝掳杀侬存福是在宝元二年 年
。

此时距皇佑四年

年 仅仅 年
,

也就是皇拓四年 年 侬智高起兵反宋时还是个
、

岁的小

孩
,

谁能相信呢 所以
,

事实明摆着 阿侬未作商人妇
,

智高本为存福子

二
、

侬智高是今广西靖西县人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载
“

初侬存福知镜犹州
” 。

交趾李朝掳杀侬存揭后
,

侬智

高
“

奔雷
、

火洞
,

复据悦犹州
” 。

知 岂州萧注说
“

侬智高父本山僚
,

袭杀广源州酋豪而据

之
。 ” 《谏水纪 间 》卷 这些记载说明

,

侬智高父侬存福本来是山僚
,

住在悦犹州
,

是悦犹州

的首领
。

侬智高在后来反对交趾李朝侵略
、

为父复仇中
,

也曾以悦犹州为根据地
。 “

山僚
” ,

在宋
、

元时代是壮族先民中比较后进的部分
,

也就是说其时他们的居地尚未得到王朝的恩准

设置州洞
,

如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

志蛮 》所说的
“
山僚在右江溪洞之外

” , “

依山林而居
,

无酋长版籍
,

蛮之荒忽无常者也
” 。 “无酋长版籍

” ,

言过其实
。 “

山僚
”

既是一个社会群体
,

其内部就必然有
“

酋长版籍
” ,

只不过是他们尚未向王朝
“

求内附
” 、 “

贡纳
” 、 “

注册
”

而已
。

这里
,

侬存福既属
“ 山僚

” ,

其居地在
“

右江溪洞之外
” ,

也就是在右江 已
“

内附
” “

注册
”

的羁糜州洞之外
,

因此侬存福所长的 “
镜犹州

” ,

在宋人的记载中除了 《宋会要辑稿 》说及

侬存福
、

侬智高时见及外
,

其它均无所见
。

司马光 谏水纪间 》卷 与江少虞 《宋朝事实

类苑 》卷 记载
“

石鉴使人说 结洞首领 黄守陵曰 智高父存易 存福之讹
,

本居广源

州
。

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
,

存易袭杀存禄而夺其地
。

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
,

因省其女
,

遂引

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
。

此皆汝耳 目亲见也
。 ”

其中的智高父存福本居
“

广源州
” ,

明显

是错的
,

因为其下文紧接着就是侬存福引兵杀广源州刺史才夺得广源州
。

知 岂州萧注也说
“

侬智高父本山僚
,

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
。 ”

他怎会
“

本居广源州
”

呢 北宋末江少虞在 《宋

朝事实类苑 》卷 引用 《谏水纪闻 》此段文字时
,

看 出了其中的矛盾
,

省去 了
“

广源
”

二

字
,

但
“
本居州

”
又说明什么 问题 这说明宋时人对

“

悦犹州甚为生疏
,

原 因就是它没有
“
注册在案

” ,

查不到
。

由此可知
,

石鉴使人对黄守陵所说的侬存福
“

本居悦犹州
” ,

因司马

光弄不明
,

于是误成了
“

本居广源州
” 。

司马光在 《沫水纪闻 》卷 中还说
“

侬智高世为广

源州酋长
” ,

致使有些人据此称侬智高是广源州人
。

但是
,

司马光这种说法是错的
。

他显然

是将
“

悦犹州
”

的 “
侬

”

存福与
“

广源州
”

的
“

侬
”

民富视作一家了
。

镜犹州在哪里 前引石鉴使人说结洞首领黄守陵说
,

侬存福杀存禄并武勒州
,

杀广源州

酋豪而并广源州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说侬智高为反对交趾侵略
,

雪杀父之耻
“

奔

雷
、

火洞
,

复据悦犹州
” ,

说明悦犹州与雷
、

火洞及广源
、

武勒二州为邻近州洞
。

雷洞在今

广西大新县西北下雷 火洞在今广西靖西县东南化炯 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渊 武勒州



为太平兴国二年 年 广源州首领侬 民富率领归附宋朝的 州洞之一
,

由于当时侬民

富曾受到思琅州首领的阻拦
,

可知侬民富所率的 州洞当在思琅州 治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下琅

以西地区
,

武勒州当在今越南高平省境内
。

如此
,

雷
、

火二洞在广源
、

武勒二州之北
。

交趾

李朝攻占广源州
,

掳获侬存福
,

智高
“

奔雷
、

火洞
,

复据悦犹州
” ,

说明优州在雷
、

火二洞

之北或左近地区
。

《读史方舆纪要 》卷 载
“

悦犹
、

安德
,

旧俱与广源接界也 ,’ 雷
、

火

二洞
“

盖在广源
、

悦犹二州 间 ” 。

安德州属黄氏势力
,

李 曾伯 《可斋杂稿续稿后 》卷 《奏

为边事 》
一

曾提到安德州知州黄周南
。 “

悦犹
、

安德
,

旧俱与广源接界
” ,

说明悦犹州在广源州

之北
、

安德州之东 雷
、

火二洞 “
盖在广源

、

倪犹二州间
” ,

则坐实了悦犹州在今大新西北

下雷和靖西县化桐镇之北
。

当时诚洞 今靖西县诚良
、

计洞 今靖西县县城
,

宋朝初年与雷
、

火

洞
,

是侬民富所领的 州洞 中的温州
。

如此
,

镜犹州其地当在今靖西县东部武平
、

同德等

地
。

吕思勉先生在 《中国民族史 》中认为镜犹州在今扶绥
、

崇左一带
,

离之太远
。

黄增庆的

《壮族通史 》 页说悦犹州在
“

今靖西县东部
”

是对的
,

可在同一页的另一处说该州
“

在

今扶绥
、

祟左县一带
” ,

显然又拿不准
,

再次重复了 吕思勉先生的谬误
。

侬存福
、

侬智高的

老家镜犹州在今靖西县东部
,

无论古代还是今 日
,

他们都是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
。

宋史 》卷

卯 《狄青传 》载狄青在驳斥余靖等主张借交趾之兵来镇压侬智高时
,

明确地说这是一种
“
假兵于外以除内寇

”
的作法

, “ 非我利也
” 。

既是
“

内
” ,

就是宋朝权辖范围内的事情
,

无需

交趾李朝插足其间
。

狄青此话
,

对侬智高的国籍问题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

三
、

侬智高时代
,

广源州是宋朝领土

侬智高是悦犹州人
,

不是广源州人
。

侬智高为广源州首领
,

是继承其父侬存福之职
。

侬

存福夺取广源州成为广源州首领
,

其时 间或在天圣七年 年 以前不久
。

据 《梦溪笔

谈 》卷 载
,

侬存福成为广 源州首领后
,

于 天圣七年 年 归 附宋朝
,

宋朝 因授其
“

琶州卫职
” 。

天圣九年 年
,

奸位卖 国的丁谓其徒章频 出任广西转运使
, “

罢遣
”

侬

存福
, “

不受其地
” ,

侬存福为求存在
,

方才与其子侬智高
“

东掠笼州
,

有之七源
” 。

广源州
,

唐
、

五代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

开宝元年 肠 年
,

交趾丁部领之子丁琏 自称
“

交州帅
” ,

号
“

大胜王
” ,

七年 年 遣使进贡
,

据 《宋会要辑稿
·

蕃夷 四之二 峥 载
,

宋朝
“

特进
”

丁琏为
“

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内观察处置使
、

安南都护
” 。

而据 《太平寰宇记 》

卷 载
,

广源州首领坦绰侬民富则是于太平兴国二年 年 始率其所属的广源
、

武勒
、

南源
、

西农
、

万涯
、

覆和
、

温州
、

弄州及古拂
、

八耽等 州洞 内附
,

上交
“

岭南 日 南汉政

权 伪命诏软 委任状 十道
”

的
。

广源州等 州洞 内附后
,

宋太宗
“
诏授坦绰侬民富金紫光

禄大夫
、

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
、

上柱 国
” ,

将广源等 州洞
“

隶人琶州
” , “

为建武军节度
” 。

当时
,

丁琏所领为
“

静海军节度
” ,

广源等 州洞则为岂州
“

建武军节度
” ,

二者互不相属
。

因此
,

元丰三年 年 及其前成书的王存 《元丰九域志 》卷 及 曾公亮的 《武经总要

前集 》卷 均将广源等 州洞列作琶州左江道所属羁糜州
。

宋仁宗天圣 一 以后
,

交趾李朝积极向北扩张
。

据 《越史略 》载
,

天顺十八

年 宋天圣五年
,

年
,

李朝以其太子李德政兵侵宋朝七源州
,

占领文州
,

并 以平阳公

主
“

嫁与甲酮首领甲绍泰
” ,

以甲绍泰为
“

谅州牧
” ,

用他作马前卒
,

蚕食侵吞宋朝 的领土
。

侬存福 自被广西转运使章频
“
罢遣

” , “
不受其地

”

以后
,

无所依托
,

宝元二年 年

在广源州建立
“

长其国
” , “

称昭圣皇帝
,

封其长子智聪为南衙王
” 。

交趾李朝于是乘此机会



率大兵人侵广源州
,

俘掳侬存福及其长子侬智聪
,

迫使侬智高归附
。

鉴于父囚于李朝
,

当年

五月侬智高曾献重达 两的生金一块给交趾李朝
。

可李朝却将侬存福父子杀了
,

侬智高气

愤不过
,

为报父仇
,

将交趾李朝势力赶出广源州
,

先后于庆历元年 以 年
、

八年 以

年 起兵反抗交趾李朝
。

庆历八年 年 此趟起兵
,

侬智高坚持了 年之久
。

当他看

到单力难以取胜
,

迫切要求归附宋朝
,

以使背有靠山面对强敌
。

谁知宋朝北方吃紧于辽与西

夏
,

害怕南方得罪于交趾李朝
,

拒绝侬智高的一再求附① 。

迫于无奈
,

侬智高在广州进士黄

师毖
、

黄炜等人的策划下于皇枯四年 年 四月
,

率其 《 兵沿右江东下 琶州
。

据曾

巩 《与孙司封书 》载
,

侬智高攻下 琶州横山寨时
, “

略其寨人
,

因其仓库而大娠之
” 。 “

娠
”

是救济
, “

之
”

指寨人
。

既然打开仓库粮米救济横山寨的人
,

怎么会是
“

略
”

显然这是曾巩

站在宋朝统治者的立场所行之语
,

实际是取得横山寨人的拥护
。

进人岂州以后
,

侬智高建立

南天 国
,

自称
“

仁惠皇帝
” 。

既号
“

仁惠
” ,

自有
“

仁惠
”

之政
,

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拥护
,

队伍由 《 人迅速发展到 以 幻 多人
。

侬智高反宋求什么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载
,

他是想通过起兵反宋求得
“ 岂

、

桂七州节度使
” ,

以抗击交趾李朝
,

收复失地
。

侬

智高与交趾李朝势不两立
,

反宋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
。

宋朝为了苟安却装聋作哑
,

不认广源

州为宋朝的边州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载
,

皇佑三年 年 三月
, “

广南西路

转运司言 侬智高奉表献驯象及金银
。 ”

宋仁宗说
“

广源州本隶交趾
,

若以其国同贡奉
,

即

许之
。 ”

可又不敢负责任
, “

诏广西转运司
、

铃辖司
,

止作本司意答
”

复侬智高
,

将卖国的责

任往下属身上推卸
。

交趾李朝不仅吃准了宋王朝对李朝割地求取苟安的实质
,

而且摸透了宋

仁宗困于北方
, “

恐失交趾之心
’, ② ,

取寸让尺以息事的苟安心态
,

以及宋朝广西地方官员 因

循苟且
、

平安望迁的心理欲求 ③ ,

于是老实不客气
,

不 只趁机于天圣五年 年 抢七

源
,

占文州
,

而且于宝元二年 年 征广源
、

皇佑二年 年 夺西平 ④ 。

这些地方

连同甲洞
、

苏茂州等在内
,

本来是宋朝 的疆封
。

对于它们的沦丧
,

有血气的中国人无不痛心

疾首
,

感慨系之
“

大率 自端拱 一 迄嘉佑 一 肠 以来
,

两江州洞数为蛮

指交趾 所侵轶
,

潜举 以外 向
。

苏茂
、

广源
、

甲酮等处
,

人交趾者六十二村
,

故至今 交

趾 长雄诸蛮 ,,
。 “

交趾外表朝贡之诚
,

内藏夺地野心
,

常以蚕食王土为事
。

天圣

中
,

郑天益为转运使
,

尝责交州不当擅赋云河洞
,

今云河洞乃人蛮檄数百里
。

盖岁月

侵削
,

以致于此
” ⑥宋广西经略使范成大

、

琶州知州萧注表露的此类感慨
,

顺州知州陶弼的
“ 南极诸蛮傲典型

,

斗间时复见飞星
。

君王仁恕将军老
,

五十溪州六万丁
’, ⑦诗句

,

抒发的仍

然是此种感慨
。

所谓
“

仁恕
” ,

就是懦弱
、

忍让
、

苟且
。

由于宋朝皇帝
“

仁恕
” ,

千方百计讨

好交趾
,

唯恐开罪于交趾 ⑧ ,

致使多少怀着报国之心的将军老死林泉
,

致使琶州左右江精壮

的六万洞丁有力使不上
,

眼巴 巴地望着交趾随意侵夺蹂瞒乡土 这是何等令人悲愤 的情景

你退一尺
,

他进一丈
,

退让助长 了贪婪者之心
。

熙宁九年 价 年 年底
,

交趾李朝 以

万兵分水
、

陆两路人侵宋朝
,

占钦州
,

夺廉州
,

陷岂州
,

残杀 了
、

万军 民
。

这激起 了全

国人民的义愤
,

当年对交趾李朝进行了严正的 自卫还击
。

当宋兵从交趾李朝手中夺回广源州

时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 四之三六 》说是
“

遂收复广源
” 。 “

收复
”

二字
,

道明了广源州仍为宋

朝的领土
。

熙宁十年 年
,

宋朝 以广源州为顺州
,

以陶弼为知州 ⑨ 设置顺州安抚都

监司
, “

分画岂
、

顺两州溪洞
,

隶两安抚都监司
’, ⑩ ,

以杨元卿为顺州安抚都监。 ,

加强对广

源
、

思琅
、

谅
、

门
、

苏茂 州 的主权治理
。

但是
,

交趾李朝重踞广源等州之心未泯
,

不时
“

袭击桃榔县
” , “

扬言欲图广源州
” 。

元丰元年 年 十一月
,

顺州知州陶弼病死于任

所 过后
,

顺州都监杨元卿
、

权发遣广南西路都监张吉
、

权管勾广南西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刘



子民等
“

皆以职事段于顺州
’, 。 ,

于是 由当时的广南西路转运副使苗时中倡首
,

提出
“

不如

弃之
”

的奏章
。

这暗合了宋神宗的心理趋 向
,

元丰二年 价 年 十月十三 日
,

他下令将

广源州等 州之地扔给交趾了。 ,

声言
“

顺州荒远
,

瘴病之地
,

朝廷得之未为利
,

交趾失之

未为害
”。元丰七年 年 十月

,

宋方首席代表成卓与交趾李朝首席代表黎文盛举行谈

判
,

划分边界
,

议定以 “ 上雷
、

下雷
、

温润
、

英遥
、

勿阳
、

勿恶
、

计
、

诚
、

贡
、

禄
、

频
、

任

炯
、

景
、

思
、

苛
、

纪县十八处
,

从南划界
,

以为省地 ,,
。

这样
,

自开宝七年 盯 年 列人

宋朝广南西路琶管羁糜州的广源侬氏 州洞
,

除温州 在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及靖西县南 和古拂洞

在今广西那坡县 外
,

其它 州洞都归属于交趾李朝了
。

五代时期
,

广源州 州洞为南汉刘 氏政权所辖
,

这有宋太平兴国二年 年 侬民

富归附时所交缴的
“
岭南 日伪命十道诏救

” 可 以为证 宋朝统一岭南后
,

广源 州洞归隶

琶管羁廉
,

属建武军节度
,

时达 年之久 天圣九年 年 广西转运使章频
“

罢遣
”

琶州卫职侬存福
,

把他扔 出宋朝 国门之外后
,

侬存福 自求发展 年 宝元二年 年

交趾李朝趁机以武力掳杀侬存福迫使侬智高臣服迄于皇佑三年 年 侬智高奉表求附

宋朝不过 年
,

而这 年中广源州首领侬智高一再反抗交趾李朝人侵的斗争
。

此时宋仁宗

声言
“

广源州本隶交趾
”

是毫无理由的
,

荒谬的
。

侬智高起兵失败 了
,

拔掉了交趾李朝占领

广源的钉子
,

交趾李朝侵夺了广源侬氏领地的大部分地方
。

熙宁十年 年
,

宋朝 自卫

还击
,

收复了广源
、

思琅
、

苏茂
、

门
、

谅 州
,

建立 了顺州都监司治理其地
。

可没过几年
,

宋仁宗又声言
“

今顺州荒远
,

瘴病之地
,

朝廷得之未为利
,

交趾失之未为害
,

岂可以 自驱

戍兵投之瘴土
”

元丰二年 价 年 十月十三 日宋又废顺州
,

将广源等州的
“

二万户
”

居

民迁人内地
,

把广源等 州又扔给了交趾李朝
。 “

朝廷得之未为利
,

交趾失之未为害
” ,

这

是宋神宗懦弱卖国而 自慰式的一厢情愿
,

安南官方所撰的 《大越史记全书
·

李纪 》引宋人的

诗句
“

因贪交趾象
,

却失广源金
”
进行嘲讽

,

可谓人木三分
。

“
广源州者

,

本岂州羁糜
”

这是与侬智高同一时代的沈括在 《梦溪笔谈 》卷 中所说

的一句话
。

此中的
“
本

”

字
,

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

道出了沈括的深深的哀怨
,

也道出了当时

人的共识
,

所以无论是 《宋会要辑稿
·

蕃夷四之三九 》还是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均说
“

广源州 旧隶岂州羁糜
,

本非交趾有也
”

因此
,

侬智高时代广源州为宋朝领土
,

即使撇开侬

智高为镜犹州人不谈
,

就他后来为
“

广 源州首领
”

而论
,

他也是宋朝人不是交趾李朝人
。

年 月 日
,

国内有家传媒
,

说
“

一 五二年
,

越南封建军阀侬智高曾建
‘

大南国
’ ,

侵略中国广西
、

广东的一些地区
,

不到一年就失败了
。 ”

但是
,

仅过两个多月
,

该传媒即承

认其
“

说法是错误
”

了
。

把侬智高称作外国人者
,

其见识可谓是 比不上近千年前的狄青的
。

注释 ①滕甫 《孙威敏征南录 》载 侬智高
“

始乞本朝补 田州刺史 不得
,

又乞教练使 又乞特踢袍汾 又乞每南

郊时贡黄金千两
,

愿常于 琶管互 市
。

皆不 许
,

至令入寇
” 。

②《谏水纪 闻 》卷
。

③魏泰 《东轩笔录 》卷 载
“

皇枯

末
,

诸司使陈洪知琶州
。

有司言 任 内无边事
,

与除合门使
。 ”

陈洪赴职后
, “

虑事起而失合门使
” ,

有边李
, “

皆寝而不

报
,

亦不为备
”。

④安南无名氏 越史略 》
。

⑤《文献通考 》卷 引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

⑥萧注 《稼奏 》
,

《续资治通

鉴长编 》卷 卯
。

⑦祝穆 《方舆胜览 》卷 《琶州》引
。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载 大中祥符七年 年 八月

己已
, “

交州李公蕴又遣使来贡
,

学士院草踢公蕴诏有
‘

善抚黎民
’

之语
。

上 日
‘

公蕴始不利于黎民
,

蛮臾不晓
,

或疑

朝廷讽 己
,

可令改易赐之
’ 。 ”

可见宋帝小心 忍让到什么程度了
。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邓
。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卜 卷 以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宋会要辑稿
·

蕃爽四之 三 八 》
。

《续

资治通鉴长编 》卷 明
。

⑩《宋史 》卷 《孙固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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