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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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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 犯

摘 要 】南宋初年
,

游寇猖撅
,

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
。

但是
,

只经过 了短短的数年时间
,

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
,

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
。

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
、

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

的巨大危害性 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
、

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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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游寇问题的严重性

游寇
,

作为一种土匪式的流动武装集团
,

大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
。

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环境

下
,

游寇的数量很多
,

成分复杂
,

为害又特别巨大
,

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南宋初年的游寇
,

大都由武装流民转化而来
。

武装流民的来源
,

基本上 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

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
。

当时
,

由于 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执行

对金投降的政策
, “

自敌围京城
,

忠义之士愤想争奋
,

广之东西
、

湖之南北
、

福建
、

江
、

淮
,

越数千里
,

争

先勤王
。

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
,

不能抚而用之
,

使之饥饿困穷
,

弱者填沟壑
,

强者为盗贼
”〔‘

,

从而造

成了一批又一批武装流民
。

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
。

如靖康元年

闰十一月
,

金军攻占汁京
,

数万守城的士兵逃 出城外
, “

有得脱者
,

悉走京西
,

聚为盗贼
”〔幻

。

建炎三

年 冬
,

金兵分三路人侵江南
, “

江
、

浙兵皆散而为盗
” 。

此外
,

当然也有受土匪
、

豪强胁迫而被迫成为游寇的普通百姓和因遭受战乱破坏
,

背井离乡
、

无

家可归的流民
。

上述这些流民武装如果不被朝廷收编
,

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 一条是参加农民起义
,

其首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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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成为起义军中的骨干力量
,

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因为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
,

一旦参加了农民起义以

后
,

虽然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
,

却增加了烧杀
、

抢劫等破坏性
,

并容易产生动摇
,

接受招安
,

从而给农

民起义造成危害 另一条就是在个别野心分子的裹挟下
,

成为游寇
,

这当是他们最主要的出路
。

所

以
,

在南宋政府的眼中
,

往往将农民起义军与游寇混为一谈
。

据不完全统计
,

自建炎初年到绍兴五年
,

在南宋境内
,

规模较大的游寇集 团有近二十个

之多
,

其中主要有 李成
、

张用
、

曹成
、

李宏
、

马友
、

张遇
、

王善
、

桑仲
、

张琪
、

邵青
、

孔彦舟
、

刘忠
、

雷进
、

韩京
、

吴锡等集团
。

这些游寇集团人数多的达十数万
,

少的也在万人以上
。

江淮和荆湖地区则是游

寇活动最为猖撅的两个地区
。

他们
“

跨据州县
,

递相屠掠
,

自余盗贼
,

千百为群
,

不可胜计
”

’
。

游寇集团中的首领
,

多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歹徒
,

他们每 日以攻城掠地
、

抢劫掳掠为能事
,

对社

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 了极为严重的摧残
。

如外号
“

一窝蜂
”

的张遇
,

原是真定府马军
,

北方沦陷后
,

他便聚众为游寇
,

自淮西渡江南下
,

建炎元年 十一月
,

攻陷池州 安徽贵池
。

张

遇人城后
,

除纵兵掳掠以外
,

还强迫当地的强壮百姓为兵
,

百姓声言 自己不会战斗
,

哀求放免
。

张遇

说让我来教你们吧
。

于是他就让两人各 自拿起刀枪
,

互相击杀
,

直到其中一人被杀死后
,

张遇便对

其余的人说
“

此战胜法也
,

能杀彼则汝可活耳
” ’再如建炎 四年八月

,

游寇桑仲集团占据襄 湖北

襄阳
、

邓 河南邓县 地区 以后
,

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之众
, “

其军食绝
,

乃 以人为粮
” ,

种种暴行
,

令

人发指
。

在南宋统治者看来
,

金人是外患
,

游寇和农 民起义军则都是 内患
,

但在大多数场合下
,

对两者还

是有所区别的
,

如绍兴元年 二月
,

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就说
“
方今兵患有三 日 金人

,

曰土

贼
,

曰游寇
。

金人 自冬涉春
,

不闻南渡 所谓游寇者
,

皆江北剧贼
,

自去秋 以来
,

聚于东南 所谓土贼

者
,

二年 以来
,

为害 日大
,

原其实情
,

而似有可矜
。 ”

在这里
,

朱胜非虽把金人
、

游寇和农民起义军并

列为威胁南宋统治的三大兵患
,

但又认为
“
土贼

”

尚有
“

可矜
”

之处
,

这就是承认农民起义军与游寇是

有区别的
。

游寇的存在
,

既不利于抗金事业
,

对南宋统治也造成了严重威胁
。

首先
,

游寇所到之处
,

使得大

片州县残破
,

社会经济凋零
,

民不聊生
,

从而加剧 了阶级矛盾 其次
,

某些游寇集团并不以烧杀掳掠

为满足
,

他们还企图建立割据政权
,

以实现其称王称霸的野心
,

这当然更为宋廷所不允 再次
,

游寇

集团在开始时
,

虽然大都游离于南宋与金人之间
,

从中渔利
,

但一旦被政府军击溃后
,

有些人往往便

投奔金人或伪齐
,

为虎作怅
,

这是南宋政府最为担心的事情
。

在当时的形势下
,

对南宋统治者来说
,

金人和伪齐是最主要的敌人
,

但本着
“

先平内寇
,

然后可

以御外侮
” ① 的方针

,

无论对
“
土贼

”

农民起义军 或游寇
,

都是首先必须将其剿灭的对象
。

再从朝

野舆论来看
,

对农民起义军似乎尚抱有一点同情
,

对于游寇
,

那最为深恶痛疾
,

更是宋廷打击的重

点
。

可是
,

面对金兵的屡屡南下
,

南宋政府无法用全力对付游寇
,

何况游寇集团背靠金人和伪齐
,

无

力则降
,

有力则叛
,

常使朝廷无可奈何
,

因此
,

对于他们也只好采取
“

招安
”

与围剿相结合的政策
。

如

游寇张琪
、

邵青
,

每次被官兵打败后就接受招安
,

官兵一退旋即又成为盗贼
,

从而经常演出官兵招安
“

官兵
”

的闹剧
。

高宗对此非常恼火
,

曾于绍兴元年 九月下诏
, “

命诸将毋得招安
” 。

可是知平

江府胡松年立即上疏反对
,

认为
“

贼未可脾脱
” ,

还是以招安为上策
。

右司谏韩瑛以为
, “

邵 青拥舟

数千艘
,

而朝廷未有舟师制御
,

恐转人海道
,

惊动浙东
” ,

也力主招安
。

高宗无可奈何
,

只得改变主

意
, “

趣 刘 光世招降之
”〔“〕。

① 引 自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丙辰条引吕颐浩奏疏中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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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南宋政府平定游寇的斗争

一 与李成集团的斗争

李成
,

本是雄州 河北雄县 信县 弓手
,

能两手运用双刀
,

每刀各重七斤
,

以勇闻河朔
。

北宋末

年
,

积功为本县县令
。

靖康元年
,

金兵攻陷雄州
,

妻子为乱兵所杀
,

李成率数万民兵南下
。

此

时
,

宋廷要他渡河北上
,

以解两河之围
,

但李成拒不执行命令
。

南宋建立之初
,

任命李成为右武大夫
、

忠州防御使
、

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
。

朝廷为了分散李

成的兵力
,

要他分兵二千赴南京
、

一千赴宿州 安徽宿县 就粮
,

余下的人
,

由他本人押赴行在
。

此时

的李成已迷信上一个相面人的话
,

滋长了称孤道寡的野心
,

他到达宿州后
,

拒绝继续开赴扬州
,

把军

队分成两部 一部由别将带领攻打洒州 在江苏吁胎西北
,

又 自率一军攻打宿州
。

建炎二年

八月
,

李成人楚州 江苏淮安
, “

纵火焚掠
,

尽驱强壮为军
” ,

继而转掠淮西诸郡
,

公开走上 了叛乱

的道路
。

是年十月
,

宋廷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将所部进讨李成
,

败李成于新息县 河南息县
,

李成遁走
,

转寇淄州 在山东淄博西南
,

但久攻不下
。

建炎三年 五月
,

李成 自山东至洒上
,

接受南宋政

府招安
,

被任命为知泅州
, “
羁糜而 已 ”〔‘ 。

但是
,

李成在淮东仍然柴鹜不驯
,

他一方面不断地 向宋

廷索取大量的军晌和银绢
,

另一方面却在做着割据称王的准备
。

九月
,

李成复叛
,

掠洒州
,

转而攻取

滁州 今属安徽
。

宋廷派神武前军统制王馒率所部赴滁州增援
,

李成以五万骑兵偷袭宋军辅重
,

正

当官军非常危急的时刻
,

统制官岳飞率援军赶到
,

把李成的军 队打得大败
。

当年十一月
,

金兵 自马

家渡 在湖北江陵附近 渡江南下
,

李成便趁机攻人淮西
。

建炎四年春
,

李成先后攻破六安军 安徽

六安 水寨
,

进而攻取舒州 安徽安庆
,

杀死权知州事郑严
。

南宋政府在金人的进攻下
,

已 自顾不

暇
,

只得任命他为舒
、

薪
、

光
、

黄镇抚使
,

兼知舒州
。

李成一方面接受宋廷招安
,

一方面则
“

称兵如

故
” 。

高宗派人持救书
、

战袍
、

金带等物
,

希望他防备金兵南下
,

李成依然我行我素
, “

欲据一方
,

以观

天下之变
’, ‘, 。

建炎四年 冬
,

李成在夺取了江淮六七州之地后
,

遣别将马进进犯江西
,

攻打江州 九江
。

三个月后
,

江州守军粮食皆尽
,

城被攻陷
。

马进人城
,

大肆杀掠
。

李成也随之渡江人城
,

杀死城中寓

客及州县官二百余人
,

并遣马进乘胜攻占箔州 江西瑞昌
,

大有席卷东南的意图
。

南宋政权腹背受

敌
,

处境十分艰难
。

绍兴元年 春
,

金兵已从江西
、

湖南退尽
,

宋廷重新组织兵力
,

再次对李成用兵
。

建康路安

抚大使吕颐浩提议派韩世忠的军队前去对付李成
,

高宗却以为金人尚在江北
,

韩军未可轻动
,

改命

张俊为江淮招讨使
,

率领全军随吕颐浩前往镇压
,

同时命令湖南马步军副总管孔彦舟配合作战
,

但

遭到孔彦舟的拒绝
。

张俊也夸大李成的势力
,

迟迟不敢进兵
,

宋廷只得调集神武中军统制杨沂 中
、

通泰镇抚使岳飞及神武前军统制王理的水军前去支援
。

三月
,

各路官军对盘踞在箔州的马进联合

发起进攻
,

俘敌八千人
,

张俊害怕俘虏叛乱
,

将他们全部杀死
。

马进逃往江州
,

与李成会合
,

官军追

至
,

收复江州
。

李成退还薪州 在湖北薪春南
,

仍有士兵十余万
,

战船千余只
,

不久便渡江北遁
。

同年五月
,

宋廷命张俊
“

疾速渡江前去
,

将李成贼党措置除灭
”〔‘

。

六月
,

张俊率军渡江至黄梅

县 今属湖北
,

与李成军展开激战
,

再次将其打得大败
。

是役
,

马进被杀
,

另一重要头 目李零被俘
,

部分游寇向南宋政府投降
。

李成走投无路
,

遂带领残兵
,

投奔伪齐而去
。

张俊的军队因为平定游寇

李成集团有功
,

获得 了
“

铁山
”

的美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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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张用
、

曹成
、

李宏
、

马友集团的斗争

张用
,

汤阴 今属河南 人
,

原是本乡射士 乡兵的一种
。

曹成
,

外黄 河南祀县 人
,

有普力
,

因

杀死人而去从军
。

马友
,

河北大名农民
,

是当地民兵组织巡社的一个头领
,

曾奉命守御黄河
。

李宏

则不详其履历
。

北宋末年
,

金兵包围开封
,

张用等四人作为民兵首领
,

率众赴开封勤王
,

并成了结义

兄弟
。

北宋灭亡后
,

他们在东京留守宗泽的领导下
,

积极参预 了对开封的防御
。

宗泽去世
,

杜充继

任东京留守
,

对忠义民兵采取排斥和杀戮的政策
,

尤其对张用
,

更害怕他兵强难制
,

遂于建炎三年

正月派出官军对其偷袭
,

企图将他消灭
。

张用勒兵拒战
,

在另一民兵首领
、

淮州人王善的支

持下
,

把官军打得大败
。

张用
、

曹成
、

李宏
、

马友
、

王善这些本来都是
“

河北百岁忠义之 民
,

勇捍敢战

之士
” 「‘ 的民兵首领

,

知道 自己不可能为南宋统治者所容纳
,

才各 自带领人马
,

离开开封南下
,

他们

视官兵虚实
,

时而接受招安
,

时而纵兵掳掠
,

被迫走上了游寇的道路
。

不久
,

王善投降金人 马友亦在河南南部分兵
,

率本部兵马数万人
,

继续南下
,

进人两淮地区 张

用则与曹成
、

李宏联兵
,

屯光州 河南演川 境内
,

并沿淮扎寨
,

以为久驻计
。

建炎四年 六月
,

京西路提点刑狱
、

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受张浚荐
,

知鄂州 湖北武昌
,

兼主管本路安抚使公事
,

他为

了扩大 自己 的势力
,

积极拉拢张用等人
。

于是张用等军队借 口 缺乏粮食
,

开始向豫西转移
,

断断续

续地屯驻于河南西部到湖北东部一带
,

并接受李允文的招安
。

南宋政府应李允文的奏请
,

先后任命

马友知汉 阳军
,

张用为鄂州路副总管
,

曹成知郑州
,

李宏知复州
。

这时
,

宋廷怀疑李允文玩寇 自重
,

下诏罢去了他的官职
,

要他返回川陕本司供职
,

李允文却借 口 张用等人马尚未交割
,

不肯前往
。

九

月
,

曹成
、

李宏在进犯潭州的浏 阳时
,

两人产生了矛盾
,

李宏被曹成打败后向潭州逃窜
。

这时
,

已被

任命为湖东副总管的马友
,

出兵支持李宏
,

他让李宏屯兵于湘阴 今属湖南
,

曹成亦移屯枚县 今属

湖南 与之对峙
。

宋廷害怕曹成的势力进人江西
,

下令将他的军队调往行在
。

但曹成拒不执行
,

而

是人湖西
,

攻沉州 湖南玩陵
,

继续与宋廷对抗
。

绍兴元年 五月
,

朝廷任命张用为舒薪镇抚使兼知薪州
,

要他 出兵讨伐割剧一方的李允

文
。

六月
,

张俊和岳飞的军队也相继开赴薪
、

黄一带
,

对李允文采取合围之势
。

在大兵压境的形势

下
,

李允文
、

张用先后 向张俊
、

岳飞投降
。

张俊将二人押解至行在
,

宋廷以李允文
“

拥兵跋息
,

擅权专

杀
”〔’ 〕的罪名将他处死

,

张用则被调往浙西等地的军队
,

完全割断了他与曹成等人的联系
。

这次战

斗
,

张俊奏岳飞战功第一
,

岳飞因此被摧为神武右军副统制
。

是年冬天
,

曹成返 回湘东
,

攻人安仁县 今属湖南
,

俘虏荆湖东路安抚使向子湮
,

接着又攻陷道

州 湖南道县
。

曹成素来钦佩原五马山义军首领马扩
,

故在马扩的调解下
,

释放了向子诬
,

并再次

接受招安
。

绍兴二年三月
,

朝廷以曹成虽受招安
,

但阴纵掳掠
,

并有向岭南发展之势
,

命参知政事孟

庚督韩世忠和岳飞的军队前往剿灭
,

曹成率残兵向广南西路的桂州 广西桂林 逃窜
,

岳飞在进兵途

中俘虏了杨再兴
,

看到他勇敢可用
,

便将他留在 自己帐中
。

曹成在岳飞的追击下
,

从连州 广东连

县 折返北上
,

经郴州 湖南郴县 再人邵州 湖南邵 阳
。

五月
,

韩世忠的军队也进人湖南境内
,

曹成

感到 自己已无路可逃
,

终于接受了韩世忠的招安
。

十一月
,

曹成奉命赴建康
,

从此结束了他的游寇

生涯
。

在岳飞与曹成的战斗过程中
,

马友
、

李宏两部
,

既不愿协助岳飞
,

也不敢支援曹成
,

而是采取 了

观望的态度
。

待曹成失败后
,

李宏知道大势已去
,

便带领军队进人潭州
,

抢先一步杀死马友
,

以此向

韩世忠邀功投诚
。

南宋政府在与张用
、

曹成
、

马友
、

李宏集团的斗争中
,

由于充分利用 了各部游寇之间的矛盾
,

采

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

终于取得了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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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孔彦舟集团的斗争

孔彦舟 一 ,

原名彦威
,

相州林虑 河南林县 人
。

北宋末年
,

为避罪而从军
。

建炎元

年 正月
,

投奔设在东平的大元帅府
,

被赵构摧为宣赞舍人
、

统制军马
,

受宗泽节制
,

后又 出任

东平府 山东东平 兵马铃辖
。

在那里
,

他因与帅臣权邦彦不和
,

害怕受到惩办
,

遂叛变而去
。

权邦

彦派兵追赶
,

孔彦威拒战
,

以箭射中权邦彦
,

从此两人结下深仇
。

后来彦威改名彦舟
,

聚众渐盛
,

并

引兵进人淮西
,

在搜罗了当地的大量溃兵 以后
,

形成了一支巨大的游寇队伍
。

建炎二年正月
,

孔彦

舟进犯黄州 湖北黄冈
,

继而把势力扩展到了荆湖地区
。

建炎四年 三月
,

面对孔彦舟部队的骚扰和洞庭湖四周农民起义的威胁
,

权湖北置使傅雾

采取了以游寇对付农民起义军的办法
,

以便授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
,

命其驻军鼎州 湖南常

德
,

镇压农 民起义
。

七月
,

孔彦舟以镇压钟相起义有功
,

被朝廷任命为权湖北路马步军副总管
,

又

升任利州观察使
,

充辰
、

沉
、

靖州镇抚使
,

兼知辰州
。

可是他仍赖在鼎州
,

不肯赴任
。

当得知程 昌寓

被任命为鼎
、

澄镇抚使兼知鼎州后
,

孔彦舟立即带兵渡江至益阳 今属湖南
,

打败当地官兵的阻拦
,

进据潭州
,

并在那里大肆搜捕州官
。

宋廷面对孔彦舟的嚣张气焰
,

一再忍气吞声
,

始则召回程昌寓
,

除孔彦舟为鼎
、

澄
、

辰
、

玩
、

靖州镇抚使
,

兼知鼎州
,

继则 又改任他为湖南路兵马副总管
,

同意他将所

部军队屯潭州
。

当年十二月
,

朝廷命令孔彦舟移兵援江州
,

攻打游寇李成
,

后又命他移屯鄂州
,

但都

遭到他的拒绝
。

南宋政府为防止孔彦舟的军队南下
,

命湖南安抚使向子湮镇衡州 湖南衡阳
,

时值马友 自江北

趋潭州
,

再次接受南宋政府的招降
,

从而形成了对孔彦舟的夹击之势
。

绍兴元年 三月
,

孔彦

舟焚潭州
,

大肆掠夺公私财物以后
,

进兵衡州
,

不利
,

又北上潭州
。

五月
,

孔彦舟被马友的水军在潭

州城外战败后继续北上
,

占据鄂州
。

南宋政府无法将他剿灭
,

只好任命他为荆湖东路副总管
,

屯兵

汉阳
。

张俊以孔彦舟舟多粮富
,

盘踞要地
,

不利国家
,

故奏请朝廷
,

改任他为薪
、

黄镇抚使
,

兼知黄

州
。

二年三月
,

游寇翟进犯汉阳军
,

杀知军及吏民百余人
,

大肆掳掠后
,

率军队投奔孔彦舟
。

孔彦舟在薪
、

黄一带势力虽盛
,

起初 尚无叛意
,

五月十三 日
,

还 向朝廷提出攻打刘豫
、

收复河南

之地的建议
。

但是
,

不久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

促使了他的叛变 一是刘豫访得他的母亲及妻子

后
,

竭力加以收买
,

并派其舅卢某前往招降
,

于是孔彦舟开始动摇
。

接着又获悉权邦彦被朝廷任命

为枢密副使
, “

彦舟与之有隙
,

心不 自安
” 。

加上一些游寇被消灭
, “

而韩世忠连破湖湘群盗
,

顺流东

归
,

彦舟疑其图己 ”〔’ 〕
,

遂于一个月后
,

率军渡过长江
,

叛降伪齐而去
。

三
、

余 论

绍兴二年 十一月
,

宰相 吕颐浩奏请北伐
,

其中说到一个有利条件是马友
、

李允文
、

邵青
、

张琪
、

张用
、

孔彦舟
。马友

、

曹成等游寇集团
, “

今悉已定
”〔’ 。

到绍兴五年年底
,

南宋境内其他游寇

集团也次第被肃清
。

游寇集团的存在
,

既严重地危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

又破坏了南宋抗金战争的

顺利进行
,

因此
,

不可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

其覆灭是必然的
。

但它所以能够较快地被平定
,

一方面
,

与南宋政府采取了以游寇制游寇
,

并加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有关 另一方面
,

也与在民族矛盾

制约下
,

部分义兵出身
、

本来就具有抗金倾向的游寇
,

易于接受宋廷招安的缘故有关
。

南宋政府平定游寇集团的意义重大 第一
,

在一定程度上使南宋政权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珍
,

巩固了后方
,

它有利于宋廷集中兵力抗击金人和伪齐的南犯 第二
,

大量游寇投降后被收编成政府

军
,

增强 了南宋政府的军事力量 第三
,

有利于南宋境内社会的安定
、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不仅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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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免除了游寇之害
,

也使南宋政权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

自绍兴五年 以后
,

南宋对伪齐和金人的战争所以不断取得胜利
,

与游寇集团被迅速消灭

有着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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