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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 *

田玉英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唐 末 五 代 军 阀 或 上 层 宦 官 收 养 假 子 浸 习 成

风， 这一奇特现象早已引起史家注意， 故欧阳修

《新五代史》已专门立《义儿传》，当代学者也对唐

五代假子的类型、根源、作用有过一定的探讨，但

对前蜀的假子收养及作用尚未有专文研究， 故本

文不嫌繁琐，对王建的假子的军事功绩做一爬梳，
聊补对前蜀历史的认识。

收养假子的习俗我国古已有之， 其主要目的

是延续子嗣。 但唐末五代盛行的假子收养风俗，却

因社会的巨变而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安史之乱后

唐朝由盛转衰，“皇纲不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

出闺闱”[1]卷 6，23，当时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而

自强。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梁祖朱温、前蜀王

建等，都有数目众多的假子；上层宦官也大量收养

假子以自固， 如杨复光有假子：“守亮， 兴元节度

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洋

州节度使； 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 皆为牧守将

帅，”[2]卷 184，4774 而王建本人及晋晖、张造等也是权宦

田令孜的假子。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

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 而蜀主尤多，惟

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宗裕、宗鐬、宗寿

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范姓张，其母

周氏为蜀主妾；自馀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

连名而不禁婚姻。 ”[3]卷 267，8727 囿于史料的限制，有些

假子的资料已经湮没无寻，《十国春秋》 录下其中

有显名的 40 余人， 这 40 余人中有的资料也相当

简略， 但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史料中我们还是大

致可以推测这些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
前蜀建立者王建（847－918）年轻时不务正业，

干过杀牛、盗驴、贩卖私盐、抢劫民户等勾当，正是

这些为人所不齿的职业锻炼了他凶悍好斗、桀骜不

训的性格，史书称其“机略权勇，出于流辈” [4]卷 220，
“御众有术，临事能断”，[1]卷 6，23 故能笼络大批文臣武

将为之效命，成为乱世中的枭雄。 从只身入伍到称

霸西蜀，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大批的同

乡、宗人、假子聚于他麾下，有晋晖、张造、李简等

杰出的军事将领； 更有数目众多的假子， 能征善

战，成为他夺权的中坚力量。 如假子王宗瑶（本名

姜郅）“以勇伉得隶左神策军， 能马上盘槊长丈八

尺，每临阵驰突，人望而畏之，”[1]卷 6，21 王宗鉥（本姓

李名武），“鉥少无赖，善骑射，建募义兵迎驾，得宗

鉥，以隶帐下，至岐山，屡有战功，署为队长，寻迁

为裨将，以勇过人，号为武子路。 建入蜀，赐姓名，
常置左右，遇敌必自挑战，挟人夺马而还，遂为军中

所推。 ”[1]卷 6，22 “宗裕，建之宗属，幼从建入为牙校，善

遁甲，绝甘分苦，得将士心。 大顺二年，与王宗祐克

邛州，迁青衣刺史。 建伐梓潼，为第二指挥使。 建亲

督诸军力战，宗裕必冒矢石而掖卫之。 ”[1]卷 6，19

从一偏裨军校到“以干戈定秦蜀”， [5]卷 36，527 王

建经历了（874－907）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大小战

[摘要]从投身军伍到称帝西蜀，王建收录了大批立功或纳降的精兵强将作为假子。 诸假子

效力行伍，浴血奋战，成为王建军事争夺的得力工具。众假子在夺取西川、吞并东川、兼并山南西

道、侵夺荆南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出生入死，攻城陷池，取得一次次重大的胜利，为前蜀版图的奠

定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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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无数， 其军事实力的扩张大体可分为这样关键

性的几步：（一）夺取西川；（二）吞噬东川；（三）兼

并山南；（四）侵夺荆南。 王建最终能力挫群雄，成

为三川霸主， 他所蓄养的众多假子为前蜀的建立

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夺取西川（时大致领益、彭、蜀、汉、
嘉、眉、邛、资、简、雅、黎、茂十二州）

在“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也！”[6]卷 98 ，3005

的五代十国时期， 无疑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等

于拥有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史料证明自王建 “隶军

于忠武，而节度使杜审权拔为列校”[7]卷 上 ，222，王宗佶

等人就与王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如 “宗弼，
本姓魏名宏夫， 以家籍隶忠武军，（王） 建讨王仙

芝、尚君长，皆在帐下。 ”[1]卷 6，22 “宗侃，许昌人。本姓

田，名师偘(侃)。 世为乡豪，隶名忠武军籍。 （ 王）建

为部将，奏署宗侃决云都兵马使。 ”[1]卷 6，21 “宗寿，建

宗人之子，幼从征伐，警悟有机变，” [1]卷 6，20 而此时

宗佶已被王建收为假子，“宗佶， 豫章人， 本姓甘

氏，幼颖异，建讨徐堂举于江西，获之，怜其慧黠，
是时诸子未生，遂收为养子，每给事帐下。 ”[1]卷 6，20

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杜审权任忠 武节度

使在僖宗乾符元年（874），王建已二十七、八，但尚

未有子，也许收养假子当时是出于无子的考虑，但当

也不排除笼络各路豪杰、培植亲信的目的。 这些养子

成为王建的亲从，受到王建擢拔，并成为后来王建夺

取西川乃至建立前蜀政权所倚重的重要力量。
（一）利、阆起兵

从军后的王建很快崭露头角， 虽然实力尚弱，
但已被时人看作“今之奸雄，狼顾久矣，必不为人

下。”[7]卷 上，223 加上手下又聚拢了一批骁果之士，当然

引起其他军阀的戒惕。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

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 建

惧，不往。”[3]卷 256，8346-8347 为了摆脱杨守亮的控制而自

全，他听从谋士周庠的建议，决定争取地奥民豪的

果州、阆州，于是 “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

陵江而下，袭阆州，逐其刺史杨茂实（五代史作杨

行迁，今据通鉴）而据之，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
军势益盛，守亮不能制。 ”[3]卷 256，8346-8347

阆州之战相当激烈，“伪蜀潼江起军， 攻取阆

州，兵火烧劫，闾里荡尽。 ”[8]卷 117 潼江军条其假子王

宗瑶等人无疑在阆州战役中起到了军事骨干的作

用，因攻占阆州后王建对他们大加封赏。
“（王宗佶）从建入阆中，随诸将征战有功，补

貔(pi)虎都指挥使。 ”[1]卷 6，20

“建入阆中，（宗瑶）为先锋十九都都头，左夙猛

都知兵马使，赐姓王氏。 ”[1]卷 6，21

“（ 王）建入蜀，以宗翰为拱宸军使，累迁眉、彭

二州刺史”。 [1]卷 6，20

“宗鐬，建从子也，以偏裨从征。 建入阆州，署

都知兵马使，征东川有功，迁广都镇遏使。 ”[1]卷 6，20

“建取阆中，(王宗弼)补义勇都十将，赐姓名。 ”[1]卷 6，22

“宗侃……光启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陈

仓，建率宗侃同扈跸，又从建起阆中，赐姓名。 ”[1]卷 6，21

袭取阆州之 后， 王建又转 过头攻取了 利州，
阆、利成为王建的崛起之地，自此开始大量蓄养精

兵武士供其驱策。
（二）扩编军队

夺取利、阆王建仅仅有了立足之地，羽翼未丰

的他谋求同东川顾彦朗的友好关系， 镇守西川的

田令孜、陈敬瑄 “恐其合兵图己，”[3]卷 257，8367 田令孜

以养父身份假意召王建归附， 这恰好给王建提供

了入据成都的绝好机会，王建闻命“大喜，诣梓州

见彦朗曰：‘十军阿父见召，当往省之。 因见陈太师

（即敬瑄），求一大州，若得之，私愿足矣！ ’乃留其家

于梓州，率麾精兵二千，与从子宗鐬、假子宗瑶、宗

弼、宗侃、宗弁俱西。 ”[3]卷 257，8367 但王建尚未到达，陈

敬瑄又顾忌到王建剽悍难制，改变了主意，派人阻

止他前进并严加守备，王建大怒，破关而进。 “敬瑄

遣汉州刺史张顼领万人迎战，宗侃击破之。 ”[1]卷 6，21

王建占领 了进据成 都的第一个 桥头堡———汉州，
从此与其养父田令孜正式决裂，开始了与田令孜、
陈敬瑄在西川的争夺。

为了在西川站稳脚跟，他抓紧收编土豪，补充

军队。 当时巴蜀多故，土豪崛起。 绵竹土豪何义阳、
安仁、费思懃等各自拥兵自保，多或万人，少者千

人。 唐代实行府兵制， 一个折冲府的上府才 1200
人 (有时 1500 人)，而一个土豪便拥有数千上万的

乡兵，可谓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建遣王宗瑶说

之，皆帅众附于建，给其资粮，建军复振。 ”[3]卷 257，8380

众多土豪的归顺， 对当时亟待扩充势力的王建来

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实力大增后的王建提议与东川顾彦朗联合，征

讨陈敬瑄的不庭之罪。 在新繁、广都之战中，王建

重创陈敬瑄的西川军，“大破山行章于新繁， 杀获

近万人，行章（陈的部将）仅以身免。 ”[3]卷258，8385 从此

田、陈部将开始大批离叛。
（三）邛州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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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元年(890)王建攻邛州（治今四川邛崃），取

邛州不但可直接威胁成都，而且邛州“城壁完，粟

支数岁”， [1]卷 6，23 能补给赡养日渐庞大的军队。 刺史

毛湘屡战不利， 陈敬瑄派大将杨儒领兵三千前去

助战，“杨儒登城，见建兵盛，叹曰：‘唐祚尽矣！ 王

公治众，严而不残，殆可以庇民乎！ ’遂帅所部出

降。 建养以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 ”[3]卷 258，8393 杨

儒投降，极大地影响了陈军的士气，接着资简都制

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简，举城来降，也

被王建收为假子。
（四）攻占成都

成都周围各州县纷纷投降，大顺二年（891）王

建已经把陈敬瑄压缩到成都城内， 被重围两年的

成都粮食严重匮乏，饿夫狼藉，满目疮痍。 但是成

都坚固的城池使王建久攻不下。 “建又遣其将京兆

郑渥诈降以觇之，敬瑄以为将，使乘城，既而复以

诈得归。 建由是悉知城中虚实。 以渥为亲从都指挥

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3]卷 258，8415－8416 王建又引诱将士

说：“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

汝曹所取，节度使与汝曹迭日为之耳！ ”[3]卷 258，8416 于

是将士愈益力战， 被围困二年的陈敬瑄成了瓮中

之鳖，自知势不能敌，开城投降。
（五）彭州之战

成都失陷后，西川巡属州县先后归附王建,唯剩

彭州一座孤城，陈敬瑄的部下杨晟向山南西道节度

使杨守亮求援，死守不下。 景福元年（892）“王建遣

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

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将兵五万攻彭州，杨晟逆战

而败，宗裕等围之。 ” [3]卷 258，8427 王建的主力部队悉数进

攻彭州，造成成都暂时守备空虚，此时杨守亮乘机派

将领符昭掩袭成都，王建急忙调华洪（后改名王宗滌）
星夜驰救成都，“建亟召华洪还。洪疾驱而至，后军尚

未集，（华洪）以数百人夜去（符）昭营数里，多击更

鼓；昭以为蜀军大至，引兵宵遁。 ”[3]卷 259，8428

为了减轻彭州的压力， 杨晟派部将吕荛率兵

二千会同杨守厚（杨守亮之弟）进攻梓州，杨守厚

暗中诱使梓州守将窦行实做内应， 事泄窦行实被

杀， 杨守厚无奈退走， 途中又遭到王建部将吉谏

（王宗黯）袭击。 杨守亮收集残众逃到阆州，也遭到

华 洪 的 迎 头 痛 击 ，“建 遣 华 洪 击 守 亮 于 阆 州 ，破

之。 ”[5]卷 35，490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也乘机出兵，攻拔

兴元，杨守亮势力从此被逐出山南西道。
从景福元年（891）到乾宁元年（894）彭州已被

围困三年，“初年米每斗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粮

尽，百姓递相啖食。 ”[9]卷 1，178“王建围彭州，久不下，
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俘掠，谓之“淘虏”，都将

先择其善者，馀则士卒分之，以是为常。 ”[3]卷 259，8431

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 后来有军士提出招安政策，
以收服彭州人心，“度诸将惟北寨王宗侃最贤，乃

往说之。 ”[3]卷 58，8431 王建采纳了王宗弼的建议，建立

招安寨以安抚百姓，“山中农民竞出， 赴招安寨如

归市，寨不能容，斥而广之；” [3]卷 259，8431 百姓的归附

进一步孤立了杨晟， 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难以

支持，率部投降。 王建兵登城，杨晟困兽犹斗，刁子

都虞侯王茂权斩杀了杨晟。 在旷日持久的彭州之

战中，王建收录了大批义子。 “更赵章姓名曰王宗

勉，王茂权名曰宗训，又更王钊名曰宗谨，李绾姓

曰王宗绾。 ”[3]卷 259，8455

攻占成都、据有富庶的西川对王建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从利、阆起兵（887）到完全据有西川（894），
经过七年鏖战，王建不但完全击败陈敬瑄，占有了

西川，成为三川的强藩，而且吸收了陈的大批降将，
“陈敬瑄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 ”[3]卷 258，8419 众

多立功或者纳降的将领被王建养以为子，以示恩赏，
假子数目大增。 明确记载在西川之战立功的有：

“王宗鐬，高祖从子也。 少有智勇，隶高祖戏下

为亲校。 当西川之乱，田令孜驰驿召高祖西上，宗

鐬与王宗瑶等实帅兵从焉。 已而敬瑄中悔，遂进兵

破 鹿 头 关，拔 汉 州，陷 德 阳，攻 成 都，宗 鐬 之 力 居

多。 ”[5]卷 38，567

“宗裕，亦高祖族子。 唐昭宗时从高祖镇西川，官

嘉州刺史。 已而与王宗侃等围杨晟于彭州，攻城略

地，为战功之最。 未几，领兵马使。 ”[5]卷 38，568

“王宗侃，本姓田，雅州人（《九国志》作许昌人），
高祖假子也。 高祖入西川时，宗侃从与俱西，先登

略阵。 已而救梓州，破杨守厚七寨，表迁雅州刺史。
从攻彭州，用军士王先成言，白行七事。 ”[5]卷 39，572

“王宗绾，本姓李，名绾，干宁元年与王钊等同

为高祖义儿，更今姓名。 累官知蜀州。 ”[5]卷 39，579

“王宗瑶，高祖义子也。 高祖围成都，时宗瑶与

王宗弼俱西上，破鹿头关，拔汉州，陷德阳，宗瑶之

功为多。 已高祖军屯新都，土豪安仁、费思懃、何义

阳等所在拥兵不服，高祖使宗瑶说以利害，仁等皆

率众来附，且馈以资粮，军为之大振。 景福初官茂

州刺史，将兵攻彭州，败杨晟于城下。 未几，徙简

州。 ”[5]卷 39，582

“王宗阮，本僰道土豪文武坚也。 善舞剑器，时

好为文大剑。高祖攻陈敬瑄 ，时文武坚执戎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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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承恩来降。 及成都降，更其姓名曰王宗阮，遂领

决胜都知兵马使。 ”[5]卷 39，577

“王宗黯，本姓吉，名谏，隶高祖帐下为牙将，景福

元年（892）破杨守厚有功，赐姓名曰王宗黯。 ”[5]卷 39，575

“王 宗 弁，本 姓 鹿，名 弁，高 祖 赐 今 姓 名 以 为

子。 初从高祖与宗瑶、宗弼、宗侃入西川，积功至蜀

州刺史。 ”[5]卷 39，576

“王宗本，本姓谢，名从本，事陈敬瑄为资、简

都制置应援使。 高祖攻成都，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

简，举城来降，高祖录其功。 及敬瑄平，养以为子，
改姓名曰王宗本。 ”[5]卷 39，576

“王宗播，本姓许，名存。 故荆南节度使成汭将

也。 汭与存泝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因以存为万

州刺史。 存不得志，乾宁中降于高祖。 ”[5]卷 39，577

“王宗俦，高祖养子也。 累有战功，起家为排阵

使。 ”[5]卷 39，578

“王宗谨本名 钊。 乾宁元年（894）攻彭州，有

功，高祖即军中录为子，更其姓名曰宗谨，与诸儿

列，遂授戎州刺史。 ”[5]卷 39，579

“王宗浩，高祖义子也。 有拳勇，善骑射。 从高

祖入西川，为军使。 ”[5]卷 39，580

“王宗范，不知何地人。 母张氏，故高祖之后宫

也。 宗范初随母归高祖，冒母姓为张，高祖蓄为子，
赐今姓名。 从高祖讨陈敬瑄，累立战功。 ”[5]卷 39，581

“王宗渥，本姓郑，名渥，京兆人也。 初事高祖

为牙校，高祖攻成都，令渥诈降以觇城中虚实。 陈

敬瑄戆而愚，遽纳其降，署渥大将，且使守陴以拒

我师。 已而乘间复以诈得脱归，悉得成都声息。 高

祖嘉赏之，列为义子，赐姓王氏，名宗渥。 ”[5]卷 39，581

“王宗训，本名茂权。 初为刁子都虞候，高祖攻

彭州，茂权斩杨晟于阵前，论功受上赏，赐名宗训，
与诸子比。 ”[5]卷 39，582

“王宗勉，本姓赵，名章，从杨晟为内外都指挥

使。 彭州之围，章率众出降，高祖与李绾等同录为

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勉。 ”[5]卷 39，582

“王宗锷，少饶技勇，从高祖入西川，录为假子。 ”
[5]卷 39，583

“王宗祐，事高祖为假子。 从入西川，授彭州刺

史。 已而将兵攻东川有功，改邛州刺史。 ”[5]卷 39，584

“王宗鲁，□□人也。 高祖养 以为子，从入 成

都，已而攻拔龙州，杀刺史田昉；久之，授利州团练

使。 ”[5]卷 39，585

二、吞并东川（时大致领梓、遂、绵、剑、
龙、阆、普、陵、泸、荣、渝、合十二州）

当王建与陈敬瑄在西川开战时，东川“顾彦朗

亦惧（王建）侵己”，[6]卷 135 ，4204 主动向王建示好，王建

也暂且与他结盟。 一旦他铲平了陈敬瑄，东川就成

为他猎取的目标。 “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既有

蜀土，复欲窥伺东川，又以彦朗婚姻之旧，未果行。
会彦朗卒，弟彦晖代为梓帅，交情稍殆。 ”[6]卷 135 ，4205

当王建围攻彭州时， 杨晟向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

亮求救，杨守亮也一直在觊觎东川，故而令绵州刺

史杨守厚进攻梓州，以分解彭州的压力，顾彦晖求

救于王建，王建名义上派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

弼帮助讨伐杨守厚，实际上想乘机夺取东川。 “自

彦朗死，建欲图并东川而未有以发，及洪等行，密

戒曰：‘兵已破守厚，彦晖必出犒师，汝曹于行营报

宴，挟与俱来，无烦吾再举也。 ……会宗弼以谋泄

之彦晖，彦晖辞疾不出；建计不得发，而图彦晖之

心愈益迫矣。 ”[5]卷 35，489 从此两川势同水火。
乾宁二年（895）李 茂贞、王行瑜、韩建三镇犯

阙，唐昭宗出奔石门。 王建以顾彦晖不发兵勤王为

借口进攻东川， 奏称：“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发兵

赴难，而掠夺（西川）辎重，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断峡

路，请兴兵讨之。 ”[3]卷 260，8480 王建自己虽然遣简州刺

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却“军于绵州。 胡三省云：
‘王建遣兵赴难而军于绵州，何日至长安邪！ ’”[3]卷

260，8476 这一切不过是王建挑起兵端、 讨伐东川的借

口而已。
凤翔李茂贞得知两川交恶，“欲抚之 （指顾彦

晖）使从己。 ”[3]卷 259，8438 共同遏制王建。 王建则先发

制人，派假子王宗侃从凤翔节度辖区内夺取利州，
“乾宁二年(895)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
执刺史李继颙，斩之。 ”[3]卷 259，8478 切断了东川与山南

的通路，隔绝了顾彦晖与李茂贞，使顾彦晖处于孤

立无援的境地。 接着，王建对东川大张挞伐。 “（乾

宁二年即 895）华洪大破东川兵于楸林，俘斩数万，
拔揪林寒。 ”[3]卷 260，8480 进围梓州。 “（乾宁）三年（896）
春正月，王宗夔攻拔龙州（此时龙州属于李茂贞），
杀其刺史田昉。 ” [3]卷 260，8482

乾宁四年（897）二月，王建对东川发起了大规

模的总攻。 “王建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

祐将兵五万攻东川， 以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

面行营先锋使， 败凤翔李继徽等于玄武 （时属梓

州）。 ” [3]卷 261，8501 又“以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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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开峡都指挥使，将兵八千趋渝州；决胜都知兵马

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将兵七千趋沪州。 辛

未，宗 侃 取 渝 州，降 刺 史 牟 崇 厚；癸 酉，宗 阮 拔 泸

州，斩刺史马敬儒，峡路始通。 （胡三省注：渝、泸，
皆东川巡属。 王建志在广地，假通峡路进奉以为名

耳。 ）凤翔将李继昭救梓州，留偏将守剑门，西川将

王宗播击擒之。 ”[3]卷 261，8502 在王建全面进攻下，东川

地盘急剧收缩。 五月王建又将兵五万亲征东川，同

时更华洪姓名为王宗滌。
王宗滌是王建假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宗滌膂

力骁果，轻财好施，为士卒所推”[1]卷 6，21 在攻取东西

两川中立下赫赫战功。 “王宗滌，本姓华，名洪，颍

川人也。 从高祖为威信都指挥使。 与李简等拒杨守

厚于梓州，功居多。 又攻彭州，破杨晟军，击杨守亮

于阆州，先登陷阵。 已又败顾彦晖于楸林，迁邛州

刺史，复将兵攻东川。 高祖嘉其功，更姓名曰王宗

滌。与诸子齿。”[5]卷 39，573“后从建攻梓州，宗滌以众五

万先趋东川， 与岐将李继徽遇于元武， 宗滌击败

之。 以功赐名，五十三指挥之首。 ”[1]卷 6，21

王 建 与 顾 经 历 了 大 小 五 十 余 战， 乾 宁 四 年

(897)九月，将顾彦晖围困在梓州，穷困已极的顾彦

晖聚宗族自杀，梓州城破，王建收编顾彦晖兵力七

万，命假子王宗绾分兵狥昌、普等州，又以王宗滌

为东川留后，于是并有两川之地。
不久，东川生变，天复元年（901）“道士杜从法

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王建遣行营兵马

使王宗黯将兵三万会东川、武信兵讨之。 宗黯，即

吉谏也。 ”[3]卷 262，8555 在王宗侃协助下，迅速平定了这

次叛乱。

三、蚕食鲸吞山南西道（时大致领梁、洋、
集、壁、文、通、巴、兴、凤、利、开、渠、蓬十三州）

在攻取东川的同时，王建还窥视山南，伺机入

侵。 杨守亮被逐出山南后，山南西道暂时为李茂贞

所有。 光化二年（ 899），王建“ 差发决云军使田师

偘，统押兵士三指挥，收获阆州，次克巴蓬壁三州”
[9]卷 1，179，掌握了巴蜀的东大门。

天复元年（901）宦官韩全诲勾结凤翔李茂贞，
劫持唐昭宗入凤翔，朱全忠求救于王建，为王建鲸

吞山南提供了机会。 “建外修好于全忠，罪状李茂

贞，而阴劝茂贞坚守，许之救援。 以武信节度使王

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滌等为扈驾指挥使，将兵

五万，声言迎军驾，其实袭茂贞山南诸州。”[3]卷 262P8565

王建大耍两面手腕， 造成攻取山南西道的最佳形

势，“比及梁祖解围，茂贞山南诸州皆为建所有，自

置守将。 ”[6]卷 135，4206

天复二年（902）“西川兵至利州，昭武节度使李

继忠弃镇奔凤翔。 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

制置使。 ”[3]卷 263，8568 王建重新占有了利州。 八月，“西

川兵请假道于兴元，”其实是借此夺取山南西道北

部诸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李茂贞假子）遣

兵戍三泉以拒西川兵。 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未

克，退保山寨。 宗播本名许存，因其勇略，绰号为

“许扫土”， 原为荆南成汭的部下，投奔王建后被收

为养子，成为王建帐下一员虎将，王建曾“执手曰：
‘北面开拓，公之力也。 ’[1]卷 6，22 三泉之战初战失利，
“宗播令其众曰：‘吾与汝曹决战取功名； 不尔，死

于此！ ’遂破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 ……王宗

播攻马盘寨，继密战败，奔还汉中。 西川军乘胜至

城下，王宗滌帅众先登，遂克之，继密请降，迁于成

都。 得兵三万，骑五千，宗滌入屯汉中。 “[3]263，8580－8581

唐廷继命宗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年十月西川

兵又攻拔兴州，以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 “天复

三年（903）茂贞山南诸州尽为王建所陷。 ”[6]卷 133，4129

至此，三川之地，尽入王建之手。

四、入 侵 荆 南（初 领 荆、沣、朗、峡、归、
夔、忠、万、涪等州，乾宁中沣、朗失于马殷，
天祐初荆、襄为淮南所取）

王建尽取三川之地后，与荆南比邻。 天复三年

（公元 903 年），淮南与荆南相攻，荆南一败涂地，
节度使成汭投水自尽， 乘其混乱之际，“前渝州刺

史王宗本言于王建，请出兵取荆南。 建从之，以宗

本为开道都指挥使，将兵下峡(三峡)。 ”[3]卷 264，8613 成

汭的部将侯矩此时守夔州，“初， 夔州刺史侯矩从

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还。 会王宗本兵至，甲戌，
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万（三州均为荆南巡

属）、施（黔州巡属）四州。 王建复以矩为夔州刺史，
更其姓名曰王宗矩。” [3]卷 264，8619 荆南疆土日益逼蹙，
王宗本因功封武泰留后。 天祐三年 （即天复六年

906 年）“西川将王宗阮攻归州 （今秭归， 时属荆

南），获其将韩从实。 ”[3]卷 265，8657 于是王建并有三峡

之 地， 控 制 了 东 部 江 峡 入 川 的 门 户 。 天 复 四 年

（904）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赵 匡凝“遣水军 上峡

攻王建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击败之。 ” [3]卷 265，8633

此时王建已成为三川独一无二的霸主，但扩张

的野心并未恹足，这时朱全忠强禅之势已明， 王建

以兴复唐室为辞， 派假子王宗贺将兵攻打昭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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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冯行袭 （时附朱全忠），“王宗贺等攻冯行袭，
所向皆捷。 丙子，行袭弃金州(今安康)，奔均州。 其

将全师朗以城降。 王建更师朗姓名曰王宗朗，补金

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之。 ”[3]卷 265，8647

五、结语

于是经历了二十年（887－907）的拼杀，三川之

地尽为王建所有，北据汉中之险，东守江峡之利，
有剑阁之雄、成都之饶，易守难攻而经济上又足以

自给，割据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 907 年，王建即位

成都，史称前蜀。 而王建能成王霸之业，实在不能

低 估 诸 假 子 的 作 用。 《新 五 代 史》 评 论 李 克 用：
“……所得晓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
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 [10]卷 14，150 这句话用于

前蜀王建也可谓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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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ilitary role of Wang Jian’s adopted s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Qianshu

TIAN Yu-y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stitute, Hohhot Vocation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From an ordinary soldier to the Emperor of Qianshu Kingdom, Wang Jian adop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warriors as his son-in-law. Those adopted sons became an effective tool in the military struggles. They took part in the wars of
Xichuan, Dongchuan, Shannanxidao, and Jingnan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Those victories of bloody battl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erritory of Qianshu Kingdom.
Keywords: Qianshu; Wang Jian; adopted son; Xichuan; Dongchuan; Shannanx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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