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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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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摘#要%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

的幼君孟昶$此 D 人均曾为后蜀的建国立过不世之功" 但孟昶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和旧臣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导致了

旧臣们政治命运的升降沉浮" 他们或被杀或被罢*当然也有的得以善终+$直至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孟昶则起用了一批毫

无政治远见的新贵$他们的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无疑加速了后蜀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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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CB$ ICDK"是继王建的前蜀后孟知祥在

四川建立的又一个割据政权* 后唐灭掉前蜀后$孟

知祥被委任为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 接

着中原生变$自顾不暇$便逐渐失去了对四川的统

御能力$孟知祥也渐生不臣之心* 他断绝职贡$扩

充军队$和东川董璋联合$击败后唐的讨伐军$后来

又吞并东川$最终建立了后蜀*

但是立国仅仅半年$孟知祥突然崩殂$留下了

一个立足未稳的政权和尚在冲龄!!D 岁$'蜀杌(

说 !$ 岁"的嗣君孟仁赞!后改名孟昶"* 临终之际$

他命太子监国$并让赵季良)李仁罕)赵廷隐)王处

回)张公铎)侯弘实六臣受遗诏辅政* 新君能否赢

得这些顾命大臣的真心拥护4 能否处理好和这些

功臣宿将的关系$围绕着皇权的加强$孟昶和这些

大臣之间展开了怎样的斗争4 这些顾命大臣的最

终的政治命运如何4 他们的政治命运又是如何影

响后蜀政局的4 考察这些人的升降沉浮$以及和后

蜀政权兴衰存亡的联系$或可有助于纠史之失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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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知祥的顾命大臣选择

CB$ 正月$孟知祥终于在他 D% 岁时登上皇位$

但是辛苦打下的江山他却未能享用多久$ -蜀主得

风疾?年$至是!六月"增剧#甲子$立子东川节度

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仁赞为太子$仍监

国* 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

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

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

政*.

+!,C!%B孟知祥选择这样一个辅政班子$应该是

颇费了一番脑筋* 下面我们分别看看此六人的

履历*

赵季良$字德彰$济阴人* 孟知祥能够建立后

蜀政权$赵季良功居第一* 赵季良和孟知祥属旧相

识$孟知祥是后唐庄宗的姻亲!娶庄宗叔父李克让

女"$而赵季良也早就因才华出众受到庄宗的赏识$

-幼涉史书$长于吏治$尤善骑射11后唐庄宗入

邺$召见与语$以季良有文武才略11军中谋议$多

以谘之*.

+%,BB&&

赵季良入川和前蜀韦庄经历相似* 庄宗遇弑

后明宗继位$为了笼络孟知祥$给孟知祥加官侍中$

以季良为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转运制置使$但是

季良入川后$知祥怒不奉诏$-会与季良有旧$遂留

之不遣* 因请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皆与参

决.*

+B,"KK从此赵季良成为孟知祥的重要谋臣$以至

于孟知祥一日不能稍离$-或入谒稍晚$知祥必顾左

右曰%0副使来何迟也4&及至$则
!

语竟日* 每有谋

议$无不见从*.

+%,BB&&

当时孟知祥镇西川$董璋镇东川$各据险要$拥

强兵$朝廷不甘心让刚刚到手的四川重新分裂出

去$派夏鲁奇)李仁矩据守阆)遂$又让武信节度使

夏鲁奇缮治遂州城隍$增兵戍守* 这时政治触角极

为敏感的赵季良就提醒孟知祥%-0朝廷增兵二镇

!指遂阆"$张犄角之势$将有不测之变也* 公处亲

贤之地$以忠信见疑$傥失先机$则祸不旋踵矣*&知

祥曰%0计将安出4&季良曰%0我甲兵虽众$然而势

孤易动$请与东川董璋兵合纵$先平遂)阆$则朝廷

兵至$我无内顾忧矣&*.

+%,BB&&赵季良认为凭借西川

一己之力$难以和后唐抗衡$与东川董璋联合乃是

上策* 但是当时两川为争盐利而交恶$势同水火*

这时董璋也惧怕朝廷讨伐$主动谋求和解$派使者

入西川求婚$-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许*.

+B,D'K赵季良

说服了孟知祥$和董璋结为婚姻$同时也成为盟友$

共抗后唐*

事实果如赵季良所料$长兴元年!CB& 年"$后

唐派石敬瑭讨伐两川$孟知祥和董璋早有准备$遂

一起举兵$进袭后唐驻军重镇遂)利)阆州* 后唐前

锋迂回奇袭$攻克了剑门$斩杀东川兵 B &&& 余人*

剑门乃蜀之北边门户$剑门失守$一时两川惊惧惶

骇$但赵季良却认为不足为虑$唐兵虽然声势浩大$

但不久必败* 史载%-二月$乙丑朔$石敬瑭以遂)阆

既陷$粮运不继$烧营北归$军前以告孟知祥$知祥

匿其书$谓赵季良曰%0北军渐近$奈何4&季良曰%

0不过绵州必遁*&知祥问其故$曰%0我逸彼劳$彼

悬军千里$粮尽$能无遁乎4& 知祥大笑$以书

示之*.

+!,C&KK

赵季良虽然首倡西川与董璋结盟$但也始终对

董璋保持着警惕* 两川结盟后$孟知祥派赵季良出

使东川$-及节副!指季良"诈陈衷素$董公!璋"尽

罄血诚$!季良"既而西归$备得其事*.

+%,K'"!赵季良

回来告诉孟知祥要防备东川* -董公为人$豺狼之

声$狗鼠之行* 11料其训练兵师$完葺城垒* 招

我将健$挫我使臣* 必行雷电之机$不顾山河之

势*.

+%,K'"!不久$董璋果然背盟$CB% 年兴兵大举进

攻西川$侵入汉州!今四川广汉"$兵锋直指成都*

东川向称-廪藏充实$部下多敢死之士* 其来也$众

皆畏之.*

+%,BB&%

-知祥忧之* 赵季良曰%0璋为人勇

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 今

不守巢穴$公之利也* 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易

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 璋

素有威名$今举兵暴至$人心危惧$公当自出御之$

以强众心*&.

+!,C&D'

#孟知祥采纳了赵季良的计策$

亲临汉州督战$又以赵廷隐率 B 万余人迎击董璋*

两军于弥牟镇!今四川广汉附近"展开激战$西川一

举击溃了董璋的主力* 而赵季良虽未参战$但代孟

知祥留守成都$-制置经度$军用无缺$.

+%,BB&!确保

了前线的供需*

当孟知祥奄有两川$割据自立的形势已经成熟

时$又是赵季良首先率文武百官劝进$ -季良曰%

0将士大夫尽节效忠于殿下$皆望攀鳞附翼$今不正

大统$无以副军民推戴之心*&.

+B,"&%孟知祥乃即皇

帝位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后蜀* 因佐命功高$赵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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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也遽然荣显$备位宰相* 以前述诸事观之$赵季

良智识宏远$每每料敌如神$确实为难得的辅弼之

才* 而一旦孟知祥病情不虞$选择赵季良为首位顾

命大臣也是必然的*

王处回$-彭城人也* 性宽厚爱士$颇有机略*

事高祖$起家中门副使*.

+B,"D"

CB% 年东西川交战正

酣$孟知祥突然得了重病$-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左

右$庖人进食$必空器而出$以安众心*.

+!,C&"!欧阳

修说$-中门之职$参管机要.*

+$,王处回作为中门

副使随侍左右$不仅仅参与机密$而且关键时候表

现出的机智和忠诚让孟知祥大为欣慰$所以后蜀立

国后$王处回一跃成为枢密使*

赵廷隐$开封人$-廷隐拳勇有智略$高祖戏下

无及者*.

+B,"K"击唐兵$平东川$他都立下了奇功*

后唐伐蜀$剑门失守$董璋急派使者至成都告急$孟

知祥闻听大惧* 为了夺回剑门关$孟知祥一面派牙

内都指挥使李肇率精兵K &&&倍道兼行急赴剑门#

另一方面抽调赵廷隐将兵 ! 万速赴剑门与李肇会

合* -时天寒$士卒恐惧$观望不进$廷隐流涕谕之

曰%0今北军势盛$汝曹不力战$则妻子皆为人有

矣*&众心乃奋*.

+!,C&K&双方大战于剑州$-敬瑭引步

兵进击廷隐$廷隐择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归路$按

甲待之$矛鞘欲相及$乃扬旗鼓噪击之$北军退走$

颠坠下山$伏斩百余人* 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李

肇以强弩射之$骑兵不能进* 薄暮$敬瑭引去$廷隐

引兵蹑之$ 与伏兵合击$ 败之* 敬瑭还屯剑

门*.

+!,C&KB赵廷隐两败石敬瑭$军心大振$ -初唐师

之入剑门也$内有坚壁$外有劲敌$远近骇震* 及廷

隐之捷$人心乃安*.

+%,BB&%剑州一捷$形势急转直

下$后唐不久即班师回朝$两川的威胁解除*

赵廷隐在弥牟镇之战中同样也显示出其多谋

善战的一面* 当时董璋是倾巢而出$西川兵连连受

挫* -知祥登高冢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

山指挥使李瑭守鸡踪桥$皆为东川兵所杀#赵廷隐

三战不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兵亦却$知祥惧$

以马瞂指后阵*.

+!,C&"&正面交锋难以取胜$-廷隐伪

遁$璋逐之* !孟"知祥与!张"公铎领兵继进$璋军

乱不成列$廷隐复整阵$与知祥)公铎合击之$璋军

大败$斩首千余级*.

+%,BB&%东川将领或被擒或投降$

狼狈逃回府第的董璋也被手下所杀*

平定东川$赵廷隐的出色表现使孟知祥大为叹

赏$-廷隐班师$知祥亲劳于郊外* 翌日$至其第$赐

赉甚厚$即授昭武军节度使留后$以镇遏葭萌!即利

州"* 知祥送于北郊$亲举觞以劝之*.

+%,BB&%作为孟

知祥的创业勋臣$赵廷隐也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李仁罕$也是孟知祥的创业 -五节度使.!指武

泰军节度使赵季良$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保宁军

节度使赵廷隐$昭武军节度使李肇$宁江军节度使

张业"之一* 李仁罕和外甥张业以勇战而出名* 与

赵廷隐剑州大捷相继$李仁罕攻陷了遂州$之后以

迅雷之势拔忠州$破万州$陷云安监$克夔州$大大

拓广了孟知祥的辖地* 东川之捷以赵廷隐为最$

-峡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

+B,"KC

张公铎$太原平乐人$-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

学* 知祥为北京!指太原"留守$录为亲从* 及出镇

成都$补为牙校* 从高敬柔迎公主!指孟知祥妻子

琼华公主及子仁赞$仁赞即孟昶"于晋阳$转义胜)

定远都知兵马使*.

+%,BB&"弥牟镇之战张公铎表现突

出 $-公铎麾兵而进$率众大呼$所部兵无不以一当

百11董璋之败$实以公铎一战决胜焉*.

+B,"D%张公

铎早就是孟知祥的亲从$后来又因迎奉公主$和后

主孟昶早有过从* 更为重要的是$张公铎时为捧圣

控鹤都指挥使* 捧圣控鹤军乃皇帝亲军$常年驻守

京师$宿卫宫禁!可参见穆静'五代控鹤军考("$这

么一个敏感的位置$对确保孟昶的安全及顺利即位

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侯弘!'十国春秋(作-宏."实$也是因战功而

受奖拔* 李肇)侯弘实原为叛将李绍琛的部下* 平

定李绍琛叛乱后$孟知祥爱惜二人材勇$遂让其为

自己效命$于是任命李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而

侯弘实为副使*

因此六大臣中$可能唯一让孟知祥不太放心的

就是李仁罕* 李仁罕好像一直心蓄异志$可以下例

为证%长兴元年!CB&"也即后唐征讨两川的前夕$

-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

尼告二将谋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诘之$无状$丁酉$

推始言者军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斩之* 戊戌$就

宴$尽去左右$独诣仁罕第#仁罕叩头流涕曰%0老兵

惟尽死以报德*&由是诸将皆亲附而服之*.

+!,C&BC孟

知祥以传布流言之罪杀死了二军卒$又单骑诣李$

使李仁罕感激涕零$声称要以死相报$事情平息下

去* 据当时的情景推测%孟知祥如此处理很可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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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后唐增兵两川$孟知祥面

临强大的压力* 而李仁罕和其外甥张业不但勇悍$

而且控制的兵力让孟知祥不敢小觑$如果贸然诛杀

李仁罕$很可能会激起内变* 大敌当前$为依赖这

些将领为他效命$孟知祥采取了如上处理$但在他

心里未必不会埋下疑虑的种子* 此后直到孟蜀立

国$战事未停$诛杀将领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孟知

祥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鉴于李仁罕的实力和功

勋$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不敢轻易削夺李仁罕的兵

柄* 所以后蜀建立后$李仁罕与其外甥张业依然掌

握着强大的兵力* 孟知祥没想到的是自己享国如

此短促$来不及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的继承

人如何驾驭这些手握重兵的宿将4 只有在选择顾

命大臣上作周密的防范* 也是天助孟蜀$李肇)张

业正好不在京师!四月山南)武定来降$李肇张业率

兵迎接"$这给孟知祥选择顾命大臣留了较大的余

地* 与李肇)张业相比$显然张公铎)侯弘实要可靠

得多$张公铎性格-刚勇而清严.$

+B,"DK不容易拉帮

结派$而且掌握着宫廷宿卫$等于给孟昶上了双保

险* 侯弘实虽是李肇的副手$但与李肇的倔强不屈

相比$-循谨而沉毅.*

+B,"DK而赵廷隐就是牵制李仁

罕的主要力量$因为孟知祥素知赵廷隐和李仁罕

有隙*

弥牟镇大捷赵廷隐一举荡平董璋势力$-李仁

罕自遂州来$赵廷隐迎于板桥!梓州东南"仁罕不称

东川之功$侵侮廷隐$廷隐大怒*.

+!,C&"!李仁罕公然

侮辱赵廷隐$可能是出于对副手赵廷隐!原来副李

仁罕围攻遂州"平定东川之功的嫉妒$以至于见面

非但未称赞其功$反而出言不逊$激怒了赵廷隐*

两将各不相让$以至于孟知祥深恐二人兵戎相见$

但是很显然孟知祥是袒护赵廷隐的%

-会仁罕自遂州至$求领东川$廷隐将让之* 知

祥以廷隐功多$且怒仁罕贪愎$遂自领两川节度使$

以廷隐为保宁军节度使$以阆)果)蓬)渠)开五州隶

之*.

+%,BB&%孟知祥云% -吾自领东川$以绝仁罕之

望.*

+!,C&"%但赵廷隐依然怒气未消$甚至要与李仁

罕决斗$胜者镇东川* -!李"昊深解之$!廷隐"乃

受命*.

+!,C&"%

综上所述$孟知祥的顾命大臣选择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有忠心的赵季良)王处回)张公铎等人保驾

护航$孟蜀政权不至于易姓#安排积怨很深的赵廷

隐)李仁罕两人同时成为顾命大臣也是让其彼此牵

制$皇权不至于旁落* 但是这些功勋卓著的元老们

能和幼主和谐共处吗4

##二#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与孟昶加强皇权的

斗争

##孟昶!即后主"虽然年幼$但绝不是一个平庸之

君$即位之后$就与那些元老大臣进行了激烈的权

力争夺* 从明德元年!CB$ 年"即位到广政十一年

!C$' 年"大权独揽$为了集权$孟昶和元老大臣展

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便以这些大臣

的升降沉浮体现出来$所以剖析这些顾命大臣的政

治命运$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去观看孟昶加强皇权的

斗争*

高祖孟知祥在安排好后事的当天便去世了$

-是夕殂$秘不发丧.$

+!,C!%B很可能是担心有人乘机

兴变*

-王处回夜启义兴门告赵季良!高祖已崩"$处

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0今强将握兵$专伺时变$宜

速立嗣君以绝觊觎$岂可但相泣邪6&处回收泪谢

之* 季良教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 处

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 丙寅$宣

遗志$命太子仁赞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C!%B

赵季良)王处回处心积虑要防备的显然是图谋政变

的李仁罕* 关键时刻$赵季良和王处回随机应变$

将计就计$尤其赵季良在孟知祥驾崩后临危不乱$

处乱不惊$瓦解了李仁罕的政变阴谋$保证了孟昶

的顺利继位$化解了一场皇位继承危机$赵季良和

王处回以自己的忠诚证明了他们确实不负孟知祥

的重托*

在赵季良和王处回的拥戴下$李仁罕失去了政

变的最佳时机* 孟昶嗣立$李仁罕)李肇等也不得

不承认新君* 但李仁罕并不甘心失败$接着他又对

孟昶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

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

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

侦草麻* 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

军事#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

中$为之副*.

+!,C!%$判六军又称判六军诸卫事$是军

队的最高首领$前蜀也曾有此职$但一般是太子)宗

室或者皇帝的亲信方能担任此职* 李仁罕不顾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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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及其他大臣早已对他有了戒惕$一意孤行$简直

是威逼皇帝交出军权* 可想而知$孟昶内心是非常

震怒的* 但为了稳住李仁罕$他一方面曲从李仁罕

之请$但是又让和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为副职

来牵制他* 同时为了防备万一$加强了皇宫的宿

卫$-帝!指孟昶"自置殿直四番$取将家及死事孤

子为之$乃命李仁罕子继宏)赵季良子元振)张业子

继昭)侯洪实子令钦)赵廷隐子崇韬分为都知领

焉*.

+B,"&D做好这些防备后孟昶决定出击$先发制

人$一举解决李仁罕及其党羽 * -蜀捧圣控鹤都指

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

酒库使安思谦等皆事后主于藩邸$素怨李仁罕$共

谮之$云仁罕有异志#蜀主!指孟昶"令继勋等与赵

季良)赵廷隐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 癸

未$下诏暴其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数人皆

伏诛*.

+!,C!%K

李仁罕的被杀$惩戒了那些有不轨之心的大

臣$宿将李肇就深受触动* 李肇是孟知祥时期的创

业五节度使之一$孟昶即位之后$按照惯例新君即

位$大臣要去参拜$但李肇却态度倨傲* -蜀奉銮肃

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治利州"兼侍中李肇闻蜀

主即位$顾望$不时入朝$至汉州$留与亲戚宴饮逾

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称足疾$扶杖入朝见$

见蜀主不拜*.

+!,C!%K在李仁罕被杀的当日$-李肇释

杖而拜*.

+!,C!%K但是李肇的前倨后恭并未让孟昶手

软* -后主既诛李仁罕$心颇不平于肇$左右以肇倨

慢$请加刑$后主竟罢其军务$改太子少傅$徙邛

州*.

+!,C!%D后来李肇老死邛州*

二李一死一罢表明了后主对功臣的强硬态度$

他们自恃有功$挑战皇权$其结果是自贻祸端* 孟

昶能在与悍将李仁罕较量中获胜$主要也依赖威望

极高的赵季良和赵廷隐)张公铎等元老大臣的支

持$虽然这场斗争中夹杂着赵廷隐)张公铎等人与

李仁罕的私怨$但是顾命大臣们更多的是出于维护

孟蜀政权的忠心*

在二赵等的尽心辅弼下$后蜀政权实现了平稳

过渡$不但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而且逐渐走向更稳

定的繁荣* -广政二年)三年$边陲无忧$百姓丰肥$

以辅相得人也*.

+%,D&$C但这些人显示出的巨大政治

能量也使孟昶始终心怀不安$即使对有拥立之功的

赵季良)王处回$孟昶也不能排除疑惧$在其即位次

年!CBK 年"$便提拔御史中丞毋昭裔为宰相$改变

了赵季良独相的局面* 此后不久$又安插亲信韩保

贞为枢密副使$虽然不久即罢$但也未尝不是后主

企图分王处回之权的一次尝试*

在后主的防范和猜忌下$首席辅政大臣赵季良

处世非常低调* 赵季良对孟蜀两代君主都有定策

之功$孟蜀建立$赵季良位高权重$位列三公!先是

司空$后主时加官司徒"$且兼判三司$执掌孟蜀的

财政大权* 为了摆脱自己有功高震主的嫌疑$广政

三年!C$& 年"赵季良主动请求与宰相毋昭裔)张业

分判三司$后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张业判

度支$分掌财政大权* 广政九年!C$D 年"卒$谥号

文肃$史书称-季良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11所

上遗表$言不及私$蜀人韪之.$

+%,BB&!可谓深得大臣

之体*

善于保身的还有侯弘实$虽受顾命$但史书中

不见其参与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可见其慎默*

-晚年兴造禅院$ 开转藏经$ 广建第宅$ 竟得

善终*.

+B,"D%

六臣中张公铎算是孟昶的心腹$可惜早卒!于

C$K 年"* 诛杀跋扈的李仁罕$张公铎也曾参与谋

划* -公铎驭下严正$宿卫二十余年$宫禁宁

谧*.

+%,BB&"所以病重时$-昶忧之$为玉局洞开灵宝

坛$亲署青词以醮焉*.

+%,BB&"但并未能挽救公铎的

性命* 孟昶对他评价甚高%-!公铎"卒之日$后主

哭曰%0严而不猛$清而不隘$惟张公而已*&.

+B,"DB

王处回)赵廷隐是六大臣中当政最久的$两人

最后被逼交出军权$时间是广政十一年!C$' 年"*

这一年孟昶向元老大臣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击$首当

其冲的是李仁罕的外甥张业* 处死李仁罕时为安

抚张业$后主拜他为相$后又兼判度支$掌握一定的

财权* 但是张业并没有以李仁罕之死为鉴戒$行事

不知收敛$最终也象李仁罕一样死于非命* -蜀司

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性豪侈$强市人田

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至有瘐死者*

其子检校左仆射继昭$好击剑$尝与僧归信访善剑

者$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昭与业有隙$密告业)继昭

谋反#翰林承旨李昊)奉圣控鹤马步都指挥使安思

谦复从而谮之* 甲子$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

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

+!,CBC$

张业之死发出了一个信号$王处回惶恐辞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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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回在高祖时就担任枢密使$后主时又因援立大

功加官侍中$兼武泰)武信节度使$一时权兼内外*

史书载其-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

处回$次及内府$家赀巨万* 子德钧$亦骄横* 张业

既死$蜀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第#处回惶恐辞位$

以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

+!,CBC$同年十月$王处

回请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完全交出了权柄*

张业之死)王处回之罢固然有其有失检点的地

方$但接替他们的王昭远等同样是贪渎不法之徒$

-蜀主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

使$以其名位素轻$乃授通奏使$知枢密院事* 昭

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蜀高祖爱其敏

慧$令给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

其取与$不复会计*.

+!,CBCK因此二人真正的死)罢之

由恐怕还是当权太久$根深蒂固$让孟昶感到难以

控制$因此将其视为对皇权的一大威胁$这就难怪

一旦有人告张业谋反$后主就毫不迟疑地拔去这颗

钉子* 同时被波及的还有老将赵廷隐* 赵廷隐虽

然不像张业和王处回那样贪纵$但是很快有人也将

矛头指向了他$这个人就是后主的亲信安思谦* 在

打击旧臣中安思谦可谓是一个关键人物$李仁罕)

张业之死)赵廷隐之罢都和他有关* -蜀安思谦谋

尽去旧将$又谮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

反$欲代其位$夜$发兵围其第* 会山南西道节度使

李廷皀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 廷隐因称疾$

固请解军职#甲戌$蜀主许之*.

+!,CBCK至此旧臣宿将

或杀或罢或卒$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孟昶终于扫

除了集权的一切障碍*

孟昶即位时尚属幼君$其父选择了开国功臣赵

季良等六人辅政$但为免沦为这些勋臣的傀儡$孟

昶处心积虑削弱旧臣势力$而旧臣的命运也在政治

漩涡中跌宕起伏* 在打击旧臣的过程中$孟昶既未

急于求成$也未一概而论$而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凶悍的李仁罕甥舅遭诛杀#跋扈的李肇被贬死#王

处回)赵廷隐虽被逼辞位$但王处回以太子太傅致

仕$赵廷隐还被赐爵宋王$也算是孟昶对其援立大

功的优崇* 善于保身的赵季良)张公铎)侯弘实则

得以善终* 而李仁罕)张业被杀$王处回)赵廷隐被

罢其罪名也一样%即谋反* 迹其本心$除了李仁罕

反状较为明显$其他人其实都是被孟昶亲信所谮$

究其实这些旧臣不过是皇权至上的牺牲品* 固然

这些旧臣秉权既久$难免有骄纵不法之事$从而授

人以口实$但代替他们的新贵安思谦)王昭远等也

非清廉之徒* 新贵们既是孟昶用以打击旧臣的工

具$也成为实际的利益获得者* 这场长达 !K 年的

权力之争不可谓不酷烈$甚至多次血流朝堂$后主

孟昶最终实现了乾纲独断* 看似成为最大的赢家$

但随着元老勋旧被逐出政坛$后主新任用的这些

人$如王昭远)安思谦)伊审徵等俱是自己的亲信$

-审徵$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少与蜀主相亲

狎$及知枢密院$政之大小悉以咨之* 审徵亦以经

济为己任$而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

浸衰*.

+!,C$D&他们既无政治远见$又虚妄自大$轻狂

躁进$遂使后蜀脱离了稳健的发展而开始走下坡

路* 直到广政二十七年!CD$ 年"$王昭远又谋取联

合北汉对抗宋朝$轻起衅端$终于将后蜀送上一条

不归之路* 如此看来$谁又是权力之争的最终胜利

者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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