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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陈 峰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郭进是 宋初 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 于用兵，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郭进 长期 

镇守西山一带，有力地抗击丁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确保了防区的安全，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 

价。宋太宗即住后，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邦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代战场上屡 

立战功，但最终却被逼 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扬业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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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是北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以善于用兵．从 

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史称郭进：“屡有战功”[1](《太 

宗皇帝实录》卷41)，最终却被逼 自杀。就其生平功 

业及最后结局来看，郭进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 

似，但由于种种原因，郭进其人其事既未能为后世所 

传诵，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专文加以论述，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缺憾。笔者不揣浅陋，对郭进事迹予以梳 

理、并探究造成其悲鼬的原固所在。 

一

、郭进的主要功业及事迹 

郭进，深州博野(今河北博野)人，出身贫贱，早 

年曾为富家佣保。生活在武风烈烈的五代岁月，郭进 

便像历史上许多豪杰那样充满尚武志向，所谓：“有 

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郭进投奔河东 

节度使刘知远，“汉祖壮其材，留帐下”。契丹灭晋后， 

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当后汉高祖准备进军人汴时，郭 

进主动请命，率奇兵问道先趋沼州，“固定河北诸 

郡”。固这擞军事行动的成功，郭进迁任乾、坊二州刺 

史，再改磁州刺史[2](《宋史 ·郭进传》)。 

五代时期，藩镇称雄割据，作为其爪牙的地方长 

吏残害百姓，无所不为，所谓“剌史皆以军功拜⋯⋯ 

恃功纵下，为害不细”[3](《新五代史 ·郭延鲁传》)。 

但据记载．郭进在地方任职期间却能约束部属，注意 

保护百姓。如广顺初，郭进出任淄州刺史后，当地吏 

民曾要求其留任，此必与其善政有关。在登州剌史任 

内，他平定了为害一方的群盗，“民吏千余人诣阙请 

立《屏盗碑》”。显德初，郭进移卫州。当时“卫 赵、邢、 

沼问多亡命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投，伺间椎 

剽”。郭进遂发兵围剿，“数月问剪灭无余，郡民又请 

立碑记其事”。郭进在升任沼州团练使后，“有善政 

郡民复诣阙请立碑颂德”。他还在沼州城四周种植柳 

树，在城壕中种荷蒲，“后益繁茂，郡民见之有垂涕 

者，日：‘此郭公所种也。”’[2](《郭进传》)透过这些 

记载，可以看出郭进身上有着关爱百姓的良将品质， 

而这在五代是极为罕见的。难怪后世还有人追忆道： 

“(郭)进知人疾苦，所至人为立碑纪德政 ”[41(《续 

责治通鉴长编》卷 222)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在亲征李筠反叛时．任命郭 

进为西山巡检，并将其官衔迁为防御使，以负责太行 

山一线防御重任。在建隆、乾德年同，郭进以西山巡 

检的身份抗击北汉及契丹近十年时同。其中在乾德 

元年，郭进先与将官王全斌、曹彬率军攻取北汉乐平 

县，俘敌数千人 不久，北汉引契丹军攻乐平，郭进又 

与曹彬等将领带兵解围[43(卷 4)，“三战皆败之 遂 

建乐平为平晋军”[2](《曹彬传》)。次年，北汉再 l契 

丹 6万大军来犯，郭进奉命与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 

率军迎击．“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 [4](卷 

5)[2](《李继勋传》)。开宝二年，宋太祖亲征河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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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出任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参与此役[2](《郭 

进传》)。开宝九年．北宋再度对北汉用兵时，郭进任 

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率军进攻忻州和 

代州等地．先“俘北汉山后诸卅I民三万七千余口”[4] 

(卷 l7)。随之 ．再夺取寿阳县。 

从有关记载来看，郭进不仅勇于和善于用兵，而 

且治军敏严。《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4“乾德元年九月 

戊寅 条记载 ： 

“郭进御军严而好杀 ，部下整 肃．每八 北汉 

境．无不克捷 上时遣戍卒 ．必谕之曰：‘汝辈当 

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选御马直三 

十人．隶进麾 下押 阵，属与北汉人 战，往往退怯， 

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 阗武便殿．厉声曰：‘御 

马直．千百人中始得 一=人 ，少违节度 ，郭进遽 

杀之 诚如此 ．垄种健儿赤不足供矣。’乃潜遣 中 

使请进 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夸，戮之是 

也 ’连感注 ” 

上引《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述了这样 

一 件事例：曾有一名军校 自西山赴京诬告郭进，“太 

祖诰知其情状，谓左右日：‘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 

尔。’遣使送与进，令杀之”。当时正遇北汉军队来犯， 

郭进便对诬告者说：“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 

罪，能掩杀并寇 ，即荐汝于朝 ，如败，可 自投河东。”此 

人感奋听命．遂在战场上告捷。郭进即将其军功上奏 

朝廷，请求迁其官职，欧阳修也记述了这一史实，所 

不同的是：当郭进为其人请赏时 ，宋太祖日：“尔诬害 

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又命将此人交 

给郭进。郭进复又请日：“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 

这样．赵匡胤才赏其一官[5](《归田录》卷 1)。由此 

可见．郭进虽治军极严，“然能以权道任人”，故为部 

下所服。另 ，宋人还记载 ：“(郭)进听讼善 以钩距得其 

情．军政严肃，战无不克”E63(《名 臣碑传琬琰之集》 

下卷5《郭进》)。透过郭进的带兵、作战表现，不难发 

现其所具有的杰出将帅素质+其中通过诛杀君主胆 

怯亲兵达到严明军纪 的做法 ，可与先秦时吴起治楚 

军的范例相媲美 。 

朱太祖一朝，郭进一直驻守河北西部前线，在抗 

击北汉和契丹军队的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有 

力地支持 了宋中央的南下统一事业 。因此 ，宋太祖对 

郭进既欣赏．又颇为器重，所谓以(郭)进兼西山巡检 

二十年不易其任”[6] 开宝中，宋太祖下令在开封城 

中为郭进建造宅第 ．特许打破常规．“悉用莆瓦”。“有 

司言·旧制非亲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日 ‘进控扼 

西山斗余年 -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 

】 n 

往督役，无妄言。”’[2](《郭进传》)。 

事实上，宋太祖对当时的边将都颇为信任．给予 

很大的自主权，除郭进外．其余如李汉超守关南、马 

仁璃守瀛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守棣州、李谦溥 

守隰州、王彦升守原州、姚内斌守庆州及冯继业守灵 

州等等，也都无不如此 以后．宋人常常以宋太祖善 

用郭进等边将为范例，津津乐道：“筅榷之利，悉以与 

之，其贸易则免其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 

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JIl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 

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7](《东斋记事》卷 1)[8] 

《挥麈 券 ·奈话 》卷 1)元^也指 出：“宋之武功 ．于斯 

为盛焉。”[2](卷 273“论日”) 

二、郭进之死及其根源 

宋太宗即位初，对大批文臣、武将先后加官晋 

爵，郭进也迁为云州观察使．并改判邢州．仍兼西山 

巡检，继续在河北前线带兵 另外，宋太宗又赐给郭 

进京城坊第一区。表面上看似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正 

是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武将群体的命运逐渐出现了 

逆转，而郭进也因此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宋太宗是通过阴谋手段登上帝位的[9]，医此， 

以其阴暗的心理 ，加上狭小的气度和寻常的才质，遂 

对带兵武将极为猜忌。赵光义在晚年曾意味探长地 

道出了自己的心机 国家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外忧 

不过边事 ，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 ，探可惧 

也 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L4](卷 32)这里所说的 

“奸邪”自然不是 日益重用的儒臣．而是可能兵变夺 

权的武将。因此，宋太宗从即位伊始，就开始采取诸 

如任用亲信、压制武将等等的措施，来整治军事将 

领。如：下诏将各地节度使子弟百余人编为殿前承 

旨，调至开封，此举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 

方将领。不久，又罢免向拱、张永德、张美和刘庭让等 

四位宿将的节锇，将他们转为环卫上将军的虚衔；解 

除功臣石守信的军职，将其改为西京留守。睫之，又 

将前朝禁军大帅党进外放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 

军首脑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于是，宋太宗亲自提 

拔一批顺从但能力低下的亲信担任重要军职，以替 

自己掌管军队。如殿前副都指挥使的白进超，被评 

为：无明显战功．惟小心谨密，能抚恤士卒而已[4] 

(卷 19)。柴禹锡、王显、赵锫、张逊、杨守一等宋太宗 

藩邸属吏出身者，先后出入禁军、枢密院要职．元人 

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医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 

⋯ ⋯ 故莫逃于龌龊之讥。”[2](卷 268“论目”) 

与此同时，宋太宗对各地统军的将领+则通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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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监视、“阵图”约束之类的办法加以控制。所谓：“图 

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 

督视。”E1o](《武夷新集》卷 10~李继隆墓志钻》)宋 

太宗登基不久，还派人到各地察访将领的动向。如王 

俄到灵州、通远军巡查后反映：“主帅所用牙兵．率桀 

黠难制，虑岁久生变。请一切代之。”宋太宗对王恍的 

建议非常赏识 ，遂令其带兵取代边关老兵。不料“戍 

卒闻当代，多愿留”，于是王伉以强硬的手段斩杀了 

一 部分人，才算完成了使命E41<卷 19)。以后，王伉 

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汇报前方驻军的 

情况．并提出对策。宋太宗曾一次赐其百万钱。以示 

奖赏[z](《王佳传》)。当时．甚至可以不问事情真相， 

便诛杀被怀疑者。如“上即位。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官 

吏善恶密以闻。岭南使者言知封州李鹤不奉法，诬奏 

军吏谋反，诏诛之不问状”E4](卷 19)。 

太平兴国三年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便足以 

从侧面反映将领对宋太宗的恐惧 ：官宦之子李飞雄 

诈称 自己为巡边使臣．结果从关中抉乘官马，一路西 

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这样一位“使 

臣”，当地驻军将领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矫诏逮 

捕多名带兵将官，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以后，李 

飞雄因露出破绽，才被众人捉获[4](卷 19)。李飞雄 

事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只能说明当时武臣已完全 

屈从驯服。难怪颇有战功的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 

位，却授其谨小慎微 ，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 

也要主动做出让路的姿态[2](《曹彬传》)。 

在上述政治背景之下，郭进勇于专兵的特长及 

果敢好强的性格便不台时宜了。郭进改调邢州后，继 

续肩负着御北的重任。据泷括记载：“郭进有材略，累 

有战功。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 

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 ”[11](《梦溪 

笔谈》卷 9《人事一》)。可见郭进在新任所内仍十分 

注意军备建设，积极有为。太平兴国二年．他还招降 

了北汉的一些军人和民户[4](卷 18)。太平兴国四 

年一宋太宗亲征北汉时，郭进出任太原石岭关都部 

署·“分兵控石岭关”，担负起阻击契丹援军的重任。 

由此可见，郭进在此次北伐之役中是石岭关战区的 

主帅 但与此同时 。又依据惯例派来了一位监督者 ， 

即 I进使、浒州防锦使田钦祚，实际上就是郭进军中 

的监军 。正是此人以后逼死了郭进 。 

从有关经历来看 ，田钦祚也是一名武将，宋初为 

陶门通事舍人，曾参加过灭蜀、灭南唐之役。然而，田 

氏的品行却颇为低劣。所谓“钦柞性阴狡⋯⋯好狎侮 

同到-人多恶之。”“性刚戾负气 ，多所忤犯”[2](《田 

钦祚传 》)。在灭蜀之役期间 ，彭州刺史王继涛“素与 

通事舍人田钦祚有隙，会钦祚人朝，乃诬奏继涛以他 

事。太祖驿召继涛，将面质之，道病卒”[2](《王继涛 

传》)。田钦祚到石岭关赴任后，又不顾紧张的军情． 

竟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贩运牟利活动．从而引起了郭 

进及其他将校的不满。史称：“时田钦祚护石岭军，恣 

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虽力不能禁．亦屡形于言。” 

[2](《郭进传》)由此，田氏对郭进怀恨在心，“与都部 

署郭进不协 。贼兵奄至，钦祚闭壁 自守，既去，又不 

追”。以后，田钦柞被责授睦州团练使．但宋太宗却令 

其“仍护军”E4](卷20)。《宋史 ·田钦祚传》则称：宋 

太宗北上时，用田钦祚为幽州西路行营壕砦都监，可 

见。在宋太宗眼中，田钦祚虽非良将，但却具有牵制 

主帅的价值。 

不久，契丹援军果然前来进攻，“(郭)进大破之。 

又攻破西龙门砦，俘馘来献．自是并人丧气”Ez](《郭 

进传》)。然而，就在此时．田钦祚对郭进进行了恶毒 

的报复，直至将对方逼死。有关当时发生的情形 ．据 

北宋人钱若水《太宗皇帝宴录》卷 41记载如下： 

“钦祚之典石峙军也，大特郭进屡有战功． 

为镘祚所凌耳乐．进不能甘 ，遂 自缢死。事甚暧昧， 

时皆以为镘祚杀之。左右无敢言者”。 

以后宋人也称：“既而为田钦柞所诬，进刚忿不能辩， 

乃自缢而死 ”[12](《隆平集》卷16)“钦柞以他事侵 

之。心不能甘，自缢死”E4](卷 2O) 由此可见，田钦 

祚的报复手段极其简单，即以监军身份一方面凌辱 

郭进，另一方面则向宋太宗诬告郭氏。值得注意的 

是，其一，郭进官职比田钦祚高．当时郭氏为观察使． 

田氏原为防御使，后降为团练使，郭氏又为主帅，但 

郭进不仅不能约束田氏，反而遭到对方的凌辱．晟终 

还被逼 自杀；其二 ，郭进的悲剧发生后，虽然原委一 

目了然，但“左右无敢言者”。这一切只能说明：宋太 

宗赋予监军极大的权威，使其“口含天宪”，完全可以 

凌驾于主帅之上 ，正暴露出赵光义猜忌防范的态度 

产生了多么大的效果。由此也不难发现，郭进实际上 

是当时极端独裁和狭隘统治的牺牲品。 

郭进死时．年仅 58岁，正是战场经验丰富、可以 

施展军事才能之时，但死不得其所。据李焘记载：“钦 

柞以卒中风眩闻。上悼惜良久，优诏赠安国节度使。” 

E4](卷 20)以后，赵光义“颇闻其事”+却并未严惩田 

氏，不过是将其贬为房州团练使而已[2](《郭进 

传》)。又据《宋史 ·田钦祚传》记载可知：田钦祚在太 

平兴国“六年秋，改房州团练使”，此时PiE郭进含冤 

死去两年有余。以后，田氏虽一度改往柳州，但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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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得到了宋太宗的同情，所谓：“岭外多瘴气。因遘 中延昭还在抗辽前线屡建功勋-宋真宗曾说：“延昭 

疾，累表乞生还阙下。上怜之，迁郢州团练使 在郡 父业为前朝名将 廷昭治兵护塞 有父风，深可嘉 

二年，人觐．钦祚见上。涕泣不已 以为银、夏、绥、宥 也。”以后。杨延昭之子文广也颇有名声，曾参加了抵 

都巡检使，俄召还。”在雍熙年间第二次北伐时，宋太 御西夏、南征叛乱的战争，到宋英宗时官至禁军高级 

宗又一次起用田钦柞，命其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 将领之职[2](《杨业传附廷昭、文广》) 于是，杨门一 

排阵使。“时钦柞已被病，受诏不胜喜。一夕，卒。”田 家三代从军在宋代便成为佳话．以后又通过民间传 

氏死后．其诸子还得到加官的恩荫待遇。相比而言， 说及评话、小说和戏剧而广为流传．影响直至今 日。 

郭进的后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从有关史籍看，没有郭 郭进则没有这样幸运+当其不肖之子连宅第都保留 

进子弟得到恩荫加官的记载。郭进死后不久 ，甚至其 不下来时，其生前的事迹及功业便随着岁月的流逝 

宅第也为他人所有[u]。 而渐渐被尘封于故纸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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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d Commentary of Gno Jin W ho W as the Famous 

Genera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EN 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tNorth~atst University。Xi n 710069．China) 

Abstract：Guo Jin was the famous general in guarding the northern territor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he was faIIlOUS at directing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trict in administering the 

army Guo Jin enjoyed high reputation in a period of time．In the period of Song Tai Zu，Gao Jin had de 

fended t he region of the Xisan M ountain for a long time，who forcefully beat back the assauit of the armv 

of Bei Han and Qi Dan，and ensured the safety of the garrison area．Therefore he was highlv evaluated bv 

Song Tai Zu·After he ascended the throne，Song Tal Zong extremely adopted the jealous and suPPress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generals．s0 although Guo Jin gained lots of the military exploits in RuardinR the bor
—  

der area and the battlefield of mounting punitive expedition to Bei Han，he was forced t0 c。mmit su【cide fi
—  

nally．All his life and achievements and the final ending，is similar to that of Yang Ye
． 

Key words：Guo Jin；the famous general；guardin the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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