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侬智高研究

侬智高是今广西靖西县人

—关于侬智高国籍研究之一

白耀天

提 要 依智高是北宋时期一个重要人物
。

他是哪国人
,

不 管是在国 内还是在国外
,

论者各持有故
,

迄今未有定论
。

本文从依智高的籍贯
、

官地
、

自我体认以及当时人的识见
,

驻谬匡正
,

论述依智高是中国人

而非越南人
。

文中引史以 当时人的记载为主
,

据实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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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
,

, 左

侬智高
,

是侬氏族人活跃在宋代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

他的命运代表了宋代侬氏族人的命运
,

在壮

族人中甚至整个岭南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宋代
,

侬智高敢以 “

蛮僚
”

而
“

犯上作甜
, ,

在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代
,

封建的史家极力责难和丑化
,

自在情理之中
。

那个时候
,

侬智高死了
,

留下骂名
,

成了遣臭千年的人物
。

在当今新时代里
,

本来是非标准
、

思维

方式都已更新
,

可由于国内史学界的一些论者
,

一认为
“

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
” ,

广源州州治在今越南高平省广

渊
,

故而认定侬智高是越南人 二认为侬智高建国膺号
,

意在分裂 三认为侬智高旨在建立一个奴隶制的政权
,

是

历史的倒退
,

从而全盘否定侬智高这个历史人物
。

在民间
,

由于一部通俗历史小说《五虎平南 》起了意识上的发

酵作用
,

在壮族中除了桂西部分壮族和滇东南的壮族将侬智高奉为 自己的英雄先祖外
,

还有许多人认为侬智高

是
“

叛乱的蛮王
” 。

与此相反
,

在越南的侬族及老挝
、

泰国的民间传说中
,

却将侬智高神化
,

当作英雄祟拜
。

其中

有一些政客则意欲借侬智高之名达到 自己的目的
。

比如在本世纪前期
,

在越南高平省会附近的邱岭山上
,

耸立

着一座纪念侬智高的庙宇
,

其庙联赫然为
“

影着仙袍
,

一剑军中杀宋将 荣升李爵
,

千秋殿上振南朝
。 ”“

李爵
” ,

就

是交陡李朝的官爵
“

南朝
” ,

指交 阻李朝
。

此联文旨在称颂侬智高英勇博击宋朝军队
,

为振兴李朝作出了贡献
,

于是很荣耀地底得了越南李朝册封的官爵
。

而我们国内
,

卯 年 月 日《云南 日报 》也刊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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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果
,

在对待侬智高的问题上
,

形成了不正

常的反差 国内骂名依旧
,

国外奉之为英雄
。

应该说
,

我国史学界一些论者在对待侬智高这个历史人物上
,

被纷纭的现象所迷惑
,

以偏概全
,

没有认真地

分析有关侬智高的具体历史材料便逮下结论
,

因而是不真实
、

欠公正的
。

关于侬智高的国籍问题
,

贵州民族研究 年第 期发表了韩笨明的 论宋代侬智高是广西壮人 一文
。

以后周维衍
、

黄振南二先生又先后在《印支研究 》和 广西民族研究 上发表 广源州和侬智高 》
、

也谈广源州和侬

智高 》
、

《再谈广源州和侬智高 》
、

《又谈广源州和侬智高 》等文
,

对依智高及其籍属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此后
,

《有

关侬智高考实三题 》和 侬智高是倪犹州人 》二文又见刊于 望趁 年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和 侧巡〕年的 广西民族研

究 》上
,

也讨论了侬智高的国籍问题
。

总观这些文章
,

正反双方关注的问题都是侬智高的籍贯在哪里 他的原籍

优犹州是否隶属广源州 广源州当时是否是宋朝的辖地 笔者认为
,

由于考证方面的阂略
,

韩文和黄文沿承了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 》的观点
,

认为悦犹州在今广西扶绥县
。

事实上
,

今广西扶绥县与广源州 治今越南高

平省广渊 之间
,

中隔左州
、

潭州
、

员州 三州在今崇左县境
、

安平
、

思城 二州在今大新县境
、

龙州 今龙州县
、

思琅 在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境 等州
,

侬智高欲起兵反交阻
,

怎能如《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所载的由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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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

奔雷
、

火洞
” ,

便可
“

复据倪犹州
”

呢 而且在今扶绥县与宋广源州之间
,

宋设有古万
、

太平二寨
,

驻兵防守
,

侬

智高由广源州
“

奔雷
、

火洞
” ,

跨州越县
,

复据
“

位于今扶绥县
”

的镜犹州
,

能不有所惊动
,

能不警报交 陡 《续资治

通鉴长编 》卷 载 皇佑二年 年 二月初七 日
, “
广南西路铃辖司请于岂州罗徊洞置一寨

,

以扼广源州蛮

贼
” 。

罗徊洞在今广西龙州县西罗 回 此
“

广源州蛮贼
” ,

即指侬智高及其所部
。

显然
,

无论是广源州与雷
、

火二

洞
,

还是悦犹州
,

都是在今龙州县以西的地方
,

与今扶绥县相距甚远
。

沈括 梦溪笔谈 》卷 载
,

天圣七年 位 年
,

广源州
“

首领侬存福归附
,

补存福岂州卫职
” 。

周先生因不知
“

卫职
”

是什么
,

认为宋地方行政无
“

卫
”

的建置
,

从而否定沈括记载的真实性
。

而韩文则直认
“

琶州卫
” ,

主观地剔

去
“

职
”

字
,

又使沈括的记载失去了其应有的真实性
,

因为中国历史上在地方设
“

卫
”

肇于明代
,

宋朝并无
“

琶州卫
”

之设
。 “

卫职
”

是宋朝的一种官称
,

正名为
“

环卫官
” 。

《宋史 》卷 肠《职官志 》有说明
“

诸卫上将军
、

大将军
、

将军
,

并为环卫官
,

无定员
,

皆命宗室为之
,

亦为武臣之赠典
。

大将军以下
,

又为武臣责降散官
” 。 “

政和中
,

改武臣官

制
,

而环卫如故
” , “

皆空官无实
” 。

对于输诚降附的异国异族首领
,

宋也常赠以环卫官称表示安抚
,

如对归诚的南

唐李后主及内附的侬民富
、

侬宗旦
、

侬智会等赠以
“

右千牛卫大将军
”

或
“

右千牛卫将军
”

等都是如此
。

由于周先

生又不知环卫官只是一种虚衔
,

所以他在《再谈广源州和侬智高 》中便发问道 景佑三年 年
,

依附于越南李

朝的甲炯等州炯首领寇掠琶州思陵州
、

西平州及诸炯时
, “

宋仁宗却致书交趾王李德政
‘

责问之
,

且令捕酋首正其

罪而闻
’ 。

此时的广源州
‘

酋首
’

正是侬存福
,

离他 自称
‘

绍圣皇帝
’

不到三年
,

若是侬存福任
‘

琶州卫职
’ ,

为什么

琶州的地方官攀事
,

却要交趾王李德政去查办 北宋皇帝岂不是荒唐可笑
”

这不仅仅是对
“

琶州卫职
”

的误解
,

而且是不知羁糜州首领权限即
“

左江之视右江
,

田州之视冻州
,

无以异于秦人之视越人
,

尔为尔
,

我为我也
”

王安

石 论琶州事宜 》
,

王临川集 卷 的误解
。

难道治平二年 肠 年 宋以“

知顺安州忠武将军侬宗旦为右千牛卫

将军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五
,

成为
“

琶州卫职
” ,

他可以越过顺安州去照管琶州辖下的其它州洞的事情

吗

鉴于侬智高为
“

蛮僚
”

首领
, “

犯上作乱
” ,

已为宋朝的官员们所摒弃
,

后来的演义家们为了使他丑上加丑
,

又

杜撰了种种谎言放诸侬智高身上
,

让他的事益不堪与闻
,

这就使记载中的侬智高距离真实的侬智高更加远了
。

比如
,

宝元二年 年 侬存福被交趾李朝俘掠
,

至庆历八年 以 年 侬智高第二次起兵反交趾
,

中距不过

年
,

说明侬智高本是侬存福之子
,

可《宋会要 》却让侬存福死后其妻阿侬改嫁
“

商人
”

生智高
。

以后这个
“

商人
” ,

在

元人黎则的《安南志略 》里又成了
“

交趾商人
” ,

这样就坐实了侬智高为交趾人的说法
。

所以论述侬智高
,

后人的

记载仅可参考
,

所应重者为当时人的记载
。

依据当时人的记载
,

去其浮存其实
,

还其一个真实
。

司马光《谏水纪闻》卷 载
“

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
。 ”

与此同时
,

滕甫《孙威敏征南录 》也记载
“

侬氏世为广

源州大酋
,

智高父常寇交趾
” ,

似亦说明侬智高籍属广源州
。

但是
,

侬智高的对头冤家琶州知州萧注和琶州落第

进士石鉴却另有说法
。

萧注说
“

侬智高父本山僚
,

袭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
。 ”

石鉴在离间结洞首领黄守陵与侬智

高的关系时说 侬存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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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见于《辣水纪闻 》卷
。

这道明了侬智高之父侬存福并非广源州人
,

而是自外而来
,

袭杀原广源州首领而夺其权领其地
,

反客为主成

为广源州首领的
。

其时间
,

沈括 梦溪笔谈 卷 载
, “

天圣七年 舰 年
,

广源州 首领侬存福归附
,

补存福琶州

卫职
” ,

或者正是在天圣七年 优 年 之前不久
。

因为自太平兴国二年 盯 年 广源州首领侬民富率所属的八州

二洞归附以后
,

此十州洞即
“

隶人琶州
”

曾公亮 武经总要 前集卷
,

已无需重新归附
,

唯有外人侬存福夺了其

权
,

发生了变动
,

方才需要重新归附
,

重新授职
。

既然侬存福不是广源州人
,

那他又是从何而来 萧注说
“

侬智高父本山僚
” , “

山僚
”

又在何处 范成大《桂海

虞衡志
·

志蛮 》载
“

僚
,

在右江溪洞之外
,

俗谓之山僚
,

依山林而居
,

无酋长版籍
,

蛮之荒忽无常者也
。

以射生食动

而活
,

虫穿能蠕动者皆取食
。

无年甲姓名
,

一村中唯有事力者 曰郎火
,

余但称火
。 ”

另外
,

文献通考 卷 《四裔

五 》引《桂海虞衡志 》又说
“

诸蕃岁卖马于官
,

道其境
,

必取货及盐
、

牛
,

否则梗马路
。

官亦以盐绦和谢之
。

其稍稍

渐有名称曰上下者
,

则人蛮类
。

⋯⋯今右江西南一带甚多
。 ”

这说明
“

山僚
”

是宋代
“

蛮僚
”

中比较后进的部分
,

其

地多集中在右江西南一带
。

又石鉴离间结洞首领黄守陵与侬智高的关系时说
“

智高父存助
,

本居广源州
。

弟存

禄为武勒州刺史
,

存助袭杀存禄而夺其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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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存助
”

疑为
“

存福
”

之误
。

侬存福
“

本居广源州
” ,

似欠妥当
,

因为下文明说广源州是侬存福

后来以计夺得的
,

他并不是
“

本居广源州
” 。

由于不当
,

所以南宋江少虞的 宋朝事实类苑 卷 转引 谏水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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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时删去
“

广源
”

二字
,

写作
“

本居口口州
” 。

此
“ 口口州

”

是什么州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载
“

初
,

知悦犹州侬存福并三州之地
,

而卒为交趾所虏
。 ”

所谓
“

三州之地
” ,

即是广源
、

万涯
、

武勒三州
,

说明侬存福原
“

本

居悦犹州
” 。

因此
,

南宋人李煮在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中即据 宋会要 之文演释成
“
初

,

有侬全福者知镜犹

州
,

其弟全禄知万涯州
,

全福妻侬当道知武勒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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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庆历元年 以 年
,

侬智高准备起兵反交趾李朝
,

自广源州
“

奔雷
、

火洞
,

复据倪犹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

六一
。

然后以倪犹州为根据地
,

称
“
云南道

” ,

起兵反交趾李朝 余靖 平蛮碑
,

《粤西文载 卷
。

这印证了侬

智高之父侬存福原知倪犹州本居优犹州的说法
。

由于依存福原属宋
“

蛮僚
”

中比较后进的
“ 山僚

” ,

他所居的地方悦犹州被列为在
“

右江溪洞之外
” ,

尚未呈报

奏明
,

成为宋朝的琶管羁魔州
,

因此当时人觉得陌生
,

也无法查证
。

司马光的《谏水纪闻 》在记载石鉴对结洞首领

黄守陵的谈话忘了其州
,

姑以
“

广源州
”

挡之
,

致使该谈话前后矛盾
,

不能 自圆
。

江少虞知其不当
,

转录时删去
“

广

源
” ,

却因不知悦犹州
,

遂留下了
“

口口州
”

的空白
。

此中唯一知道侬存福原
“
知镜犹州

”

的只有《宋会要 》的作者
。

所以翻检与侬智高同时或稍后的人的著作
,

只有 宋会要 》一书记有
“

倪犹州
” ,

其他都是目固地以“

广源州酋首
”

或
“

世居广源州
”

一语闪过
,

不求其细
,

不溯其源
,

不辩广源州之
“

侬
”

与侬存福之
“

侬
”

的区别
,

直将
“

山僚
”

侬存福

之
“

侬
”

等同于早在 多年前的宋初即已归附于宋朝的侬民富之
“

侬
”

了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关于
“

知倪犹州侬存福
”

及侬智高与其母阿侬欲反交趾李朝
,

从广源州
“

直奔

雷
、

火洞
,

复据倪犹
”

的记载
,

其中一个
“

知
” 、

一个
“
复

” ,

道出了侬存福
、

侬智高父子的老家确系悦犹州
。

因此
,

镜

犹州是侬智高的籍系
,

当是无可置疑的
。

司马光《谏水纪闻 》将石鉴话中的倪犹州误成了广源州
,

倪犹州在《宋会要辑稿 》中仅只两见
。

以后南宋人李

森《续资治通鉴长编 》虽有侬智高知悦犹州之说
,

但那是因袭《宋会要 》而来的
。

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
、

黎则

安南志略
、

脱脱 宋史 以及越南无名氏 越史略 等则又是沿袭《续资治通鉴长编 而来
。

可以说
,

倪犹州作为

州名
,

仅见于宋人的两部书
,

即《宋会要辑稿 及 续资治通鉴长编
。

该州因侬智高父子的登台而出现
,

随着他们

的死亡而消失
,

究竟在今 日的哪一个地方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 》里未作任何考证就认为倪犹州在今广西扶绥县
,

似是以意断之
,

离事实太远
。

宋代
,

今扶绥县北部有思同一州及永康
、

随陵
、

罗阳三县
,

中部有武黎县
,

南部有忠州
,

另插人一个倪犹州似不大

可能
。

何况
,

侬智高父本山僚
,

其地在右江之外
,

他所知的倪犹州怎会在琶州附近的左江地区 可以肯定
,

作为

山僚的侬存福所知的倪犹州是在右江溪洞地区
。

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先生在《越南历代疆域 》中说
“

倪犹州
、

平

州
、

婆州
”“

都属于在高平之地
” 。 “

雷火州
”

在
“

高平西北
,

今属中国广西省辖地 ,’河内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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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

平州
” 、“

婆州
” 、“

雷火州
” ,

就是庆历元年 以 年 侬智高以镜犹州称云南道反交趾李朝失败后
,

李

朝为了收买侬智高
,

除了让他重任广源州知州外
, “
又以雷

、

火
、

频
、

婆四洞及思琅州属之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

之六一 的雷
、

火
、

频
、

婆四洞
。

陶维英先生所据以成文的元末明初的越南无名氏 越史略 》也是如同中国的古书

记载
,

只是将侬智高 自广源州
“

奔雷
、

火洞
,

复据镜犹
”

改为
“
自雷

、

火洞
,

复据镜犹州
,

改其州日大历国
”

而已
,

不知

他根据什么以
“
四洞

”

为
“

三州
” 。

雷洞在宋熙宁年间已经分为上
、

下二雷洞
。

熙宁九年 年 五月甲子
,

广西

经略司曾经奏称下雷洞首领侬盛德率领丁壮抵抗交趾李朝人侵
,

保卫下雷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

元丰七

年 年
,

宋方代表成卓与交趾李朝代表黎文盛进行边界谈判
,

亦议定以“
上雷

、

下雷
”

等地
“

从南划界
” ,

以北

地方属于宋朝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叭
。

按 原文
“

上雷
”

误成
“

上笔 ,’
。

至元十五年 年
, “

上
、

下雷洞
”

降

附元朝 招捕总录 》
。

到明朝天启 一 年间
,

刘文征 滇志
·

旅途志 却说归顺州 今靖西县
“

有河出交

趾达左江
,

湍泻石中
,

不可以舟
。

遁河行
,

有上雷州在河之右
,

下雷州在河之左
” 。

这条河就是今源于广西靖西县

的龙河
,

流人越南后复于今广西大新县硕龙乡德天屯流人大新县
,

形成著名的德天爆布
。

该河流至硕龙乡念底

屯时
,

与东南流的下雷河汇合成为流人左江的黑水河
。

由此可以清楚
,

上雷就是今龙河以西的越南高平省重庆

县的北部
,

下雷则为今广西大新县西部的下雷乡及硕龙乡的一部分
。

从侬智高母子 自广源州
“

奔雷
、

火洞
”

及交趾
“
以雷

、

火
、

频
、

婆四洞和思琅州属之
”

二语
,

可知雷
、

火
、

频
、

婆四

洞及思琅州为近邻州洞
。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五 》载嘉佑七年 伪 年 十月
,

广西经略安抚司言
“

知火洞

忠武将军侬宗旦
、

知温闷洞三班奉职侬 日新愿以所领雷
、

火
、

计
、

诚诸洞内属
,

却给省地归乐州
,

永为良民
。 ”

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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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洞的侬 日新
,

就是侬宗旦之子
。

温闷洞
,

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 》卷 安南国》称为
“

温润寨
” ,

至明代称为
“

湖

润寨
”

《明实录
·

永乐实录 卷 麟
,

其地即今广西靖西县的湖润镇
。

计洞
,

自宋迄今其称不改
,

在今靖西县县城

所在地 诚洞
,

即今靖西县新靖镇诚良村
。

频洞为今靖西县岳墟乡
,

清代尚以频洞相称
,

民国以后始改为岳墟
。

婆洞
,

疑即光绪颜嗣徽《直隶归顺州志 》中的
“
马洞

” 。

马古读为姥
,

早为语音学家判定
,

比如《诗经
·

邺风
·

击鼓 》
“

爱居爱处
,

爱丧其马
”

句
,

马读姥
,

全诗才协韵
。

《庄子 》的
“

马生人
”

句
,

不能解释为
“

马生出人
” ,

此
“

马
”

不是牛马

的马
,

而是读作姥的马
,

也就是后来的
“
妈

”。

古书上的
“
马子

” ,

就是
“

母子
” “

瘦马
” ,

就是未成年的妓女
“

马子
” ,

即是女人的便溺器
,

今人仍称的
“

马桶
”

即由此而来
。

古代
,

马为明母
,

婆为并母
,

都是双唇音
,

读相近
。

所以
,

婆

洞可能即马洞
,

其地在今靖西县岳墟乡的北部
,

化桐镇的西边
。

如此
,

则火洞无疑在今靖西县的化炯镇
。

化炯
,

清光绪颜嗣徽 直隶归顺州志 又称为华炯
。

火古音毁
,

化古音回
,

化
、

华二字读音又相近
,

因此火桐既称为化炯
,

后来又衍为华炯
。

其实
,

火桐的
“

火
” ,

可能是壮语
“血 户

”

即“
水俱

”

的近音译写字
。

化炯为岩溶峰林谷地
,

龙河由

西北流人桐中
。

沿河两岸
,

地势略为开阔
,

是个丰于鱼米的峡谷平地
。

河流两岸稻 田
,

主要靠拦河筑坝以资灌

溉
。

水坝的作用在其处典型突出
,

因此名其地为
“

砂 户 ,’依靠水埃灌溉的炯场
,

音译则为
“

桐火
”

后人以汉

语构词模式规范
,

则又成了
“

火洞
”

或
“

火炯
” 。

而思琅州
,

明代分为上思琅
、

下思琅二州
,

见于《明实录 》的《英宗实

录 卷 及 宪宗实录 卷 以
,

其地在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
。

如此
,

雷
、

火
、

频
、

婆
、

计
、

诚
、

温闷诸桐及思琅州
,

其地

相连一片
,

在今中国广西靖西县东南
、

大新县西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等地
,

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

越南陶维英先

生《越南历代通域 》之误
,

一是将雷
、

火
、

频
、

婆四洞误成平州
、

婆州
、

雷火州 二是误将频
、

婆二洞框于越南高平省

范围内 三固然雷
、

火二洞
“

今属中国广西省辖地
” ,

却误定它们在越南
“

高平省西北
” ,

实际上宋雷
、

火二洞是在今

越南高平省的
“

东北
” ,

有少部分地方还在高平省东北重庆县的北部
。

雷
、

火
、

频
、

婆及思琅州今之所在既已明白
,

按《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一 》关于侬智高及其母阿侬 自广源州
“

奔雷
、

火洞
,

复据倪犹
”

的文意
,

倪犹州当又在雷
、

火二洞之北深人于右江地区
,

不当如陶维英先生所说的
“

属于

高平之地
”
了

。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 《安南 》谅山府
“

广源州城
”

条载
“

优犹
、

安德
,

旧俱与广源接界
。 ”

又
“

邱蟠山
”

条载 雷
、

火
“
洞

,

盖在广源
、

镜犹二州间
” 。

顾氏以悦犹州的地望言之
,

不失其理
。

此处两个
“

广源
” ,

前

指
“

大
”

广源州
,

即开宝九年 年 广源州首领侬民富求附所率的包括雷
、

火二洞在内的温州及广源
、

武勒
、

南

源
、

西农
、

万涯
、

筱和
、

弄州和古拂
、

八耽二洞等十州洞的广源州 《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七三
,

即
“

广源道
”

后

指
“

小
”

广源州
,

即指治于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广源州 自身
。

安德州
,

治今广西靖西县安德镇
,

在今靖西县的西

部
。

镜犹
、

安德二州既与广源州 广源道 接界
,

自然二州一居东一居西
,

分据于今靖西县的两侧
。

同时
,

雷
、

火二

洞又在广源与倪犹二州之间
,

则倪犹州舍今靖西县东部武平乡莫属
。

据光绪颜嗣徽《直隶归顺州志 》舆图所标
,

清代武平仍
“

盎鹤
”

一地名
,

疑其地可能为宋镜犹州治所在
, “
盎鹤

”

为
“

悦犹
”

的近音转写
。

不管
“

盎鹤
”

是否是
“

悦

犹
”

的近音异写
,

宋镜犹州在今靖西县东部武平乡
,

则是可以肯定的
。

它不仅符合于《宋会要辑稿
·

蕃夷五之六

一 》记载昭示的方向及顾祖禹说明的地望
,

而且符合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关于
“
山僚

”

地在
“

今右江西南一

带为多
”

的分布格局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

原为
“

山僚
”

先知倪犹州后知广源州的侬存福
,

其籍在今中国广西靖西县东部的武平乡
。

那时
,

虽然倪犹州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为宋朝的羁糜州
,

但是其西的计洞与其南的火洞
、

温闷洞
、

雷洞
,

宋初为侬

民富广源道所属的温州
,

嘉佑七年 肠 年 以后则为顺安州之地
。

越计洞往西
,

又为安德州
。

安德州在唐朝贞

元十二年 凭 年 已经设置
,

当时属安南都护府羁糜州
,

宋后改属琶管右江道
,

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在《可斋杂

稿续稿后 》卷 《奏为边事 》中曾提到其首领黄周南为宋朝打探边地军情
。

镜犹州之东是冻州 《宋会要辑稿
·

蕃夷

五之六七
,

北则田州
。

这些情况说明
,

虽然倪犹州还没向宋王朝报名注册
,

为琶属羁糜州
,

但其周围州洞都是

宋朝的羁廉地方
,

是宋朝的王土
,

不能将倪犹州单挑出来
,

不承认其为宋朝的王土
,

从而否认籍系悦犹州的侬存

福
、

侬智高是宋朝的王民
。

侬智高起兵失败了
,

他的部众可能四散逃亡
,

分落各处
。

同时
,

宋时广源道有十州洞之多
,

侬姓族人也不少
,

他们或存或散
,

于是遍布于南亚诸国
。

后来越南的侬人
、

老挝的佬人
、

泰国的泰人都传颂侬智高为其英雄的先

人
,

这是慕英雄仰英雄而世代相传
,

谣塑成型的
。

它可以抚慰民族的心灵
,

可以凝聚群体
,

成为群体凭托的灵气
,

无可非议
,

但如果将他塑成
“

荣升李爵
,

千秋殿上振南朝
”

的偶像
,

就显得浅薄可笑了
,

因为侬智高终生为之奋斗

的就是摆脱交趾李朝的羁绊
,

走求宋一官以统一诸部之路
,

不能认为他是为振兴越南李朝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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