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扈从蒙哥汗征蜀之

华北汉军将校考∗ ①

———兼论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之起源

罗　 玮

【摘 　 　 要】 侍卫亲军是元朝中央军事组织的核心。 学界已有研究表

明, 元初组建的侍卫亲军与史天泽率领的、 扈从元宪宗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

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但目前对这支汉军的将校身份等具体情况还缺乏了

解。 本文通过对各种类型史料所见征蜀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进行逐一考证, 共

考证出包括基层校佐在内的二十三位将校, 使征蜀华北汉军的基本构成得以

浮出水面。 这支混成的精锐汉军被分编为两支, 一支作为蒙哥汗的御前先

锋, 从中路入蜀; 另一支跟随史天泽从东路入蜀。 两路兵马最终会合于合州

钓鱼山。 对征蜀华北汉军将校的考证, 亦有助于深化有关元初侍卫亲军组建

起源的认识。
【关 键 词】 华北汉军 　 征蜀 　 侍卫亲军 　 蒙哥汗 　 钓鱼山

【作者简介】 罗玮, 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07 - 0108 - 18

一、 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与蒙哥汗征蜀实有关联

军事问题在元朝历史上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元人郝经感叹: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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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用兵, 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① 胡祗遹也曾评论道: “本朝最偏重者, 无

若军政。”② 这些言论直观地表明, 元代军事史研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在

元朝的中央军事组织中, 侍卫亲军牢牢居于核心地位。 侍卫亲军组建于元世

祖忽必烈即位伊始, 最初以 “武卫军” 为名。 元朝前期侍卫亲军组织逐渐

完善, 形成五卫汉军, 即所谓 “世祖时, 颇修官制, 内立五卫, 以总宿卫诸

军”。③ 元朝中后期侍卫亲军组织不断膨胀, 至元末已达三十四卫,④ 成为有

元一代最为庞大的军事组织。⑤

作为元朝皇帝的直属作战军队, 侍卫亲军在元朝建立后的历次战争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期维系着大元王朝的政权安危。 士人马祖常径言:
“侍卫亲军, 根本所系。”⑥ 元朝中后期, 侍卫亲军甚至成为一些权臣和军阀

争夺权力的主要工具。 元史研究也对侍卫亲军 (武卫军) 有过诸多评价,
如认为该军既负责拱卫京城大都的安全, 又作为一支常备的主力军, 可随时

派出进行重要征伐。⑦

对元朝侍卫亲军制度的研究, 当从侍卫亲军的肇建开始。 已有学者对此

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并指出: “初期的侍卫亲军 (武卫军) 是由负责攻击南

宋的、 在河南屯驻隶属于河南经略使史天泽的汉人军团, 以及跟随史天泽从

宪宗攻合州钓鱼山的精锐部队构成。”⑧ 这一论断把侍卫亲军的组建与蒙元

勋臣史天泽紧密联系起来, 并认为侍卫亲军的兵力构成最初有两大来源, 可

谓十分敏锐。
不过, 已往研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关于侍卫亲军组建的第一条记载,

实即 《元史·兵志二》 中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伊始发布的诏令:
世祖中统元年四月, 谕随路管军万户, 有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

悉遣至京师充防城军: 忙古 军三百一十九人, 严万户军一千三百四十

五人, 济南路军一百四十人, 脱赤剌军一百四十九人, 乣查剌军一百四

·901·

罗 　 玮: 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郝经著, 秦雪清整理: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卷 32 《奏议·东师议》,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38 页。
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22 《军政》,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

版, 第 476 页。
《元史》 卷 98 《兵志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2507 页。
参见萧启庆: 《元代的宿卫制度》, 《内北国而外中国: 蒙元史研究》, 中华书局 2007 年

版, 第 246 页

参见史卫民: 《元代侍卫亲军组织的职能》, 《中国史研究》 1987 年第 3 期, 第 100 页。
马祖常: 《建白一十五事》, 苏天爵编, 张金铣校点: 《元文类》 卷 15 《奏议》, 安徽大

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85 页。
参见史卫民: 《忽必烈与武卫军》, 《北方文物》 1986 年第 2 期, 第 80 页。
[日] 井戸一公: 《元朝侍衛親軍の成立》,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982 年第 10 号, 第

49 页。



十五人, 马总管军一百四十四人。①

其中 “万户三哥” 便是史天泽, “西征” 即忽必烈的兄长元宪宗蒙哥汗亲征

川蜀之事, 而 “旧从军人” 当指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 考虑到当时

元朝各方面普遍参考金朝制度的历史背景,② “防城军” 当是忽必烈计划组

建武卫军时最初定下的名称。③ 故此, “悉遣至京师充防城军” 实际上已经

点明下述汉军将全部征入侍卫亲军, 从而构成元朝侍卫亲军最早的一部分兵

员。 诏令后文明确提及所需征调之军队, 这相当于开列了曾扈从蒙哥汗征蜀

的部分华北汉军的名单。④ 如征调名单中所记 “严万户军” 当指东平严氏集

团, “济南路军” 当指济南张氏集团。 总之, 这条征兵诏令将侍卫亲军的最

初组建与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直接联系了起来。
对 1258—1259 年蒙哥汗亲征川蜀之役及其聚焦点合州钓鱼山之战, 以

往研究多从南宋史和四川、 重庆地方史的角度展开,⑤ 而着眼于蒙元史角度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⑥ 事实上, 蒙哥汗最终在钓鱼山意外崩亡的结局极大牵

动了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走向, 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⑦

这既彰显了蒙哥汗征蜀的历史意义, 也体现了从蒙元史角度对此役加以研究

的宝贵价值。
对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 前辈学者虽已有所涉及, 但仅限于

泛泛而谈。⑧ 我们尚不清楚华北汉军将校的整体情况, 更不知他们的具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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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因此有必要发掘和梳理多种类型史料, 详细考证这些将校的信息。 这对

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蒙哥汗亲征川蜀之役和元朝侍卫亲军的肇建具有重要

意义。

二、 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考

关于蒙哥汗从华北征调的汉军的兵员总数及将校的整体情况, 虽然史无

明文, 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记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如至元十二年

(1275 年) 六月, 正当元朝平定南宋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 元世祖忽

必烈发布诏令曰:
敕失里伯、 史枢率襄阳熟券军二千、 猎户丁壮二千, 同范文虎招安

丰军, 各赐马十匹。 其故尝从丞相史天泽者十九人, 愿宣劳军中, 令从

枢以行。①

忽必烈征调的这 “十九人”, 很可能就是当年扈从蒙哥汗征蜀的部分汉军将

校, 原因有三。 其一, 此诏令中的 “故尝从” 与前引中统元年 (1260 年)
四月诏令中的 “旧从” 意涵十分接近, 其 “从” 的对象均指向史天泽, 而

“从” 史天泽参与的战事应同指征蜀之役。 其二, 此诏令中的 “史枢”, 即

史天泽之侄, 是跟随史天泽总领华北汉军入蜀作战的副帅和蒙哥汗的御前先

锋。② 忽必烈命令 “十九人” 跟从史枢而不是其他将领, 显然是为了让曾共

同作战的将校重新组合并出征, 以增强奔赴平宋前线的军队的战斗力。 其

三, 由于蒙元时期史料残缺不全, 我们并不知晓忽必烈征调的 “十九人”
的军职, 但考虑到他们统领的队伍仅有四千人, 其军职不会太高, 应普遍是

中基层的校佐, 即便是其中军职较高者, 大概也只是千户级别。 由此可见,
这 “十九人” 当不是按照某一军职级别挑选出来的, 兼及前述两点原因,
笔者认为此诏令中的 “十九人” 与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当有密

切联系。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忽必烈对这些将校的重视, 遇有重要战事便要征

召他们。
除了上述基本情况, 更实际的研究推进则是对细节的考证。 笔者搜集、

整理了目前所见的各种史料中有关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的信息,
在主帅史天泽之下, 共稽考出各层级将校二十三人。 在确定这些将校的身份

后, 笔者对其从军途径、 所属汉军派系、 征蜀时所任军职、 征蜀之后去向均

进行了简要考证。 以下根据史料来源, 将二十三位征蜀华北汉军将校按照

《元史》 所载、 其他元明史料所载、 金石志与地方志所载分为三类, 并统一

·111·

罗 　 玮: 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考

①

②

《元史》 卷 8 《世祖纪五》,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67 页。
参见 《元史》 卷 147 《史枢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84 页。



排序。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考索的主要是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 因为他们跟

日后侍卫亲军的组建直接相关, 而先行入蜀作战的西北汉军将校则暂不

涉及。①

(一) 《元史》 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元史》 作为蒙元史的基本史籍, 其中所载曾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

军将校是最易考知的, 目前共考证出十一人。 兹以 《元史》 记载为基础,
结合其他相关史料, 分别详述于下。

1. 史枢, 字子明, 燕京永清人, 史天泽兄史天安子。 《元史》 有传,②

本传明载史枢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征蜀, 并被蒙哥汗任命为御前先锋。 此

外, 1999 年公布的史枢神道碑亦为其征蜀提供了更多细节信息。③ 本传与神

道碑均载史枢最后官至中奉大夫、 山东东西道宣慰使。
2. 郑温, 蒙古赐名 “也可拔都”, 意为 “大勇士”, 真定灵寿人。 《元

史》 有传,④ 《常山贞石志》 收有神道碑。⑤ 本传与神道碑均明载郑温曾扈

从蒙哥汗征蜀, 与敌鏖战于钓鱼山。 郑温之父郑守德有在帅府任职的经历,
温或由承袭父职从军。 郑温所属汉军派系亦甚晰, 系出自史天泽麾下。 碑

载: “开府万户史忠武公尤喜魁杰士, 稔公名, 军兴, 得简拔其部佐。” 本

传亦载: “从丞相史天泽, 为新军万户镇抚。” 另据神道碑记载, 在忽必烈

中统建元之前, “忠武公拜经略使, 以王命调戍卒逻敌境, 仍署公汉军都

总管, 降金符, 戒军中悉从公节度” , 可知征蜀时郑温的军职当为汉军都

总管。 本传载 “ (史) 天泽命温统四千人” , 此当为汉军都总管实际统兵之

数。 关于征蜀后的去向, 碑载郑温 “至元二年, 擢真定、 彰德、 卫辉本翼

侍卫亲军总 (管) , 佩金符如故。 又□□□怀远大将军、 右卫亲军副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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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涛辑: 《常山贞石志》 卷 19 《元赠推忠宣力功臣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国赵国

郑武毅公神道碑》, 《石刻史料新编》 第 1 辑第 18 册,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 年版,
第 13501 页下栏 ~ 13503 页上栏。



挥使”,① 是知郑温后被征入侍卫亲军。 郑温最后官至资善大夫、 江浙行省

左丞。
3. 董文蔚, 字彦华。 《元史》 有传,② 明载他曾扈从蒙哥汗征蜀。 董文

蔚出自元代著名的河北藁城董氏家族,③ 为藁城元帅董俊次子, 当由承袭父

职从军。 关于董文蔚所属汉军派系, 首先, 笔者已撰文指出, 藁城董氏属于

史天泽集团。④ 其次, 本传记载董文蔚入蜀时 “将邓之选兵西上”。 “邓” 即

邓州, 可见董文蔚所率为邓州戍军, 而邓州正是真定史氏家族在河南经略和

屯戍的基地。 王博文 《丞相行状》 (即 《史天泽行状》) 记云: “上举公

(引按: 指史天泽) 与蒙古及今平章赵公立经略司于 (河) 南, 以公所掌军

旅命其次侄权领之戍于邓州。”⑤ 这也说明董文蔚自从军起即继承其父所属

派系, 效命于史氏麾下。 关于董文蔚征蜀时的军职, 本传载征蜀之前, “甲

寅……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 由此可推知董文蔚征蜀期间所任为千户, 所

统兵是从藁城带出、 戍守于邓州的家乡武装。 关于董文蔚在征蜀后的去向,
本传载 “中统二年, 世祖置武卫军, 文蔚以邓兵入为千户”, 又 《元史·董

士元传》 载 “中统初, 文蔚入典禁兵”,⑥ 可知董文蔚在忽必烈即位伊始便

出任侍卫亲军千户。 本传载董文蔚官终于此。
4. 董士元, 字长卿, 蒙古赐名 “不花”, 意为 “公牛”, 系文蔚兄董文

炳长子。 《元史》 有传,⑦ 明载 “士元年二十三, 从叔父文蔚率邓州一军西

行”。 关于董士元征蜀时的军职, 史无明文, 但根据本传 “会文蔚病卒, 无

子, 命士元袭为千夫长” 的记载, 可知士元后袭其叔父职为侍卫亲军千户。
具体而言, 董士元担任的应是右卫亲军千户。⑧ 由此推测, 董士元征蜀时任

百户的可能性较大。 董士元最后阵亡于平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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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碑文 “侍卫亲军总” 后脱漏一 “管” 字, 今补。 元时无 “侍卫亲军总” 军职。
参见 《元史》 卷 148 《董文蔚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93 ~ 3495 页。
关于藁城董氏家族的基本世系情况, 参见罗玮: 《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补正》, 刘晓、
雷闻主编: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 第 7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23 ~
346 页。
参见罗玮: 《蒙金战争中的千户董俊———兼论蒙古国时期汉军基层军官与河朔局势之关

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

11 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13 ~ 336 页。
孟繁峰: 《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 (续)》, 《文物春秋》 1999 年第 4 期,
第 14 页。
《元史》 卷 156 《董士元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75 页。
参见 《元史》 卷 156 《董士元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75 ~ 3676 页。
《元史》 卷 9 《世祖纪六》 载: “丁未, 宋扬州都统姜才攻湾头堡, 阿里别击走之, 杀其

步骑四百人, 右卫亲军千户董士元战死。”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82 页)



5. 蔡珍, 彰德安阳人。 《元史》 有传,① 《安阳县金石录》 收有蔡珍神

道残碑录文, 然脱漏甚多。② 本传明载蔡珍 “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 又

本传载蔡珍父蔡兴 “幼隶军籍……权管军百户。 兴告老, 以珍代之”, 可知

蔡珍承袭了其父的百户军职。 虽然本传与神道碑都没有记载蔡珍所属汉军派

系, 但通过其籍贯推测, 他可能出自史天泽麾下。 据 《元史·地理志一》,
彰德在蒙哥汗时期改属真定路。③ 《元史·宪宗纪》 亦载 “擢史枢征行万户,
配以真定、 相、 卫、 怀、 孟诸军, 驻唐、 邓”,④ 可知在蒙哥汗时期, 相州

的民政、 军务皆由史氏负责处置, 而相州正是彰德之别称。 又本传载 “南方

平, 遂入备宿卫”, 可见蔡珍在平定南宋后被征入侍卫亲军。 蔡珍最终官至

武略将军、 后卫亲军千户。
6. 张果, 唐兀人。 《元史》 无传。 《元史·张柔传》 载 “分裨将张果、

王仲仁, 从宪宗征蜀”,⑤ 可知张果为张柔部将, 与王仲仁共同率领张柔军

一部扈从蒙哥汗入蜀作战, 并担任该部主将。 关于张果的身份, 已有研究根

据老索神道碑推测张果即顺天路 (后改名保定路) 达鲁花赤老索之子忙

古,⑥ 其家族有汉姓 “张”, 张果乃忙古之汉名。⑦ 笔者认同这种观点, 并

且还可略作补充。 在前引元世祖中统元年四月关于征调华北汉军的诏令

中, 首先便提到 “忙古 军” , 却没有任何涉及张柔军之处。 考虑到保定

张氏是军力仅次于史氏的华北汉军世侯,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因此,
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 “忙古 ” 即 “忙古” , “忙古 军” 的前身便是张

果、 王仲仁统领的这支张柔系征蜀部队。 张果既为顺天路达鲁花赤老索

之子, 则当以官员子转承从军, 他 “起家为行军千户”,⑧ 最终阵亡于征

蜀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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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元史》 卷 166 《蔡珍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900 ~ 3901 页。
参见武亿辑: 《安阳县金石录》 卷 10 《□元后卫亲军千户宣武将军蔡君墓碑》, 《石刻史

料新编》 第 1 辑第 18 册,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 年版, 第 13924 页上栏 ~ 13925 页

上栏。
其文曰: “宪宗二年, 割出卫、 辉, 以彰德为散府, 属真定路。” 见 《元史》 卷 58 《地

理志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360 页。
《元史》 卷 3 《宪宗纪》,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48 页。
《元史》 卷 147 《张柔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76 页。
关于老索神道碑的详情, 参见梁松涛: 《 〈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考释》, 《民族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第 80 ~ 84 页; 邓文韬: 《元代西夏遗民讷怀事迹补考》, 《西夏研究》
2013 年第 3 期, 第 55 ~ 59 页。
参见王翠柏: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政治秩序重建与汉人军功家族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 2017 年, 第 57 页。
梁松涛: 《 〈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考释》, 《民族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第 81 页。



7. 王仲仁, 保定人, 蒙古赐名 “昔剌 ”,① 意为 “黄 ”。 《元史 》 有

传,② 另有胡祗遹所撰神道碑传世,③ 明载王仲仁曾 “扈从宪宗皇帝平西南

夷” 。 王仲仁父王沂官至顺天路总管府权府事, 是知王仲仁当以官员子转

承从军。 关于王仲仁所属汉军派系, 碑载 “起身蔡国公帐下” , 即出自张

柔麾下。 前引 《 元 史 · 张 柔 传 》 载 “ 分 裨 将 张 果、 王 仲 仁, 从 宪 宗 征

蜀” , 可见王仲仁当为征蜀张柔军副将。 碑载 “以才勇拜百夫长。 再受银

符, 镇抚诸军事” , 表明王仲仁征蜀时应担任镇抚一职。 关于王仲仁在征

蜀后的去向, 碑载 “今上嗣圣, 宣命金符, 充都镇府 (引按: 疑为镇抚)
行军千户。 无何, 改授武卫军千户 ” , 可知忽必烈即位后, 王仲仁很快被

征入侍卫亲军。 王仲仁最终官至明威将军、 同签书东川行枢密院事。
8. 李进, 保定曲阳人。 《元史》 有传,④ 明载其 “幼隶军籍”, 曾扈从

蒙哥汗征蜀。 关于李进在征蜀前所属汉军派系, 本传有 “初从万户张柔屯杞

之三叉口” 的记载, 可见李进原本出自张柔麾下。 本传又载征蜀时, 李进转

受史天泽节制, 其军职亦晋升为总把;⑤ 征蜀后, 值元世祖即位, 李连 “入

为侍卫亲军”。 李进最终官至武德将军、 左翼屯田万户。
9. 刘复亨, 东平齐河人。 《元史》 有传,⑥ 明载“宪宗西征, 复亨摄万

户, 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 , 可知刘复亨隶属于东平严氏集团。 刘

复亨之父刘通即东平世侯严实的起家部将,⑦ 本传载刘复亨承袭其父军职

为 “行军千户 ” , 并且 “ 从严实略安丰、 通、 泰、 淮、 濠、 泗、 蕲、 黄、
安庆诸州” 。 上引 “摄万户” 则说明, 刘复亨是应召扈从蒙哥汗征蜀的东

平军主将。 关于刘复亨在征蜀后的去向, 本传载 “中统元年, 奉旨戍和

林, 还, 授虎符, 进武卫军副都指挥使” , 可知自忽必烈即位伊始, 刘复

亨便被征入侍卫亲军, 并担任副帅之职。 刘复亨最终官至镇国上将军、 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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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元史研究曾长期把王仲仁与王昔剌视作两人 (参见 [日] 井戸一公: 《元朝侍衛

親軍の成立》,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982 年第 10 号, 第 48 页), 而据最新的研究,
王仲仁的碑传事迹与 《元史·王昔剌传》 内容高度重合, 王仲仁与王昔剌当为同一人

(参见王翠柏: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政治秩序重建与汉人军功家族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2017 年, 第 57 ~ 60 页)。 其说甚是。
参见 《元史》 卷 166 《王昔剌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911 页。
参见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17 《大元故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

行枢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66 ~ 368 页。
参见 《元史》 卷 154 《李进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38 ~ 3640 页。
总把为元代军制中介于千户和百户之间的基层军职。 《元史》 卷 98 《兵志一》 载: “外

则万户之下置总管, 千户之下置总把, 百户之下置弹压, 立枢密院以总之。”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2507 ~ 2508 页)
参见 《元史》 卷 152 《刘复亨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594 ~ 3595 页。
参见 《元史》 卷 152 《刘通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594 页。



西道宣慰使都元帅。
10. 张立, 东平长清人。 《元史》 有传,① 明载其曾扈从蒙哥汗征蜀。 清

道光 《长清县志》 收有张立神道碑,② 所载其生平甚详。 关于张立的从军途

径, 碑载其 “少占军籍”, 并记云: “岁戊午, 宪宗皇帝出师于蜀, 征诸道

兵。 侯佐千夫长刘侯将东平一军而西。” “刘侯” 即刘复亨, 可见张立当为

征蜀东平军副将。③ 碑文明言张立 “隶东平百户严公麾下”, 是知他隶属于

东平严氏集团。 关于张立在征蜀前的军职, 碑载 “以劳署百夫长” 可供参

考。 另据碑文记载, “中统初……授管军总把, 佩银符。 至元二年, 进侍卫

军镇抚, 佩金符”, 可知张立在征蜀后被编入侍卫亲军。 张立最终官至昭勇

大将军、 后卫亲军都指挥使。
11. 张泰亨, 东昌堂邑人。 《元史》 有传,④ 明载张泰亨曾 “从攻宋钓

鱼山及樊城”; 关于他的军职, 则记为承袭其父管军百户之职。 本传虽未载

张泰亨所属汉军派系, 但根据其籍贯可初步判定出自东平严氏麾下。⑤ 关于

张泰亨在征蜀后的去向, 本传所载亦甚明了, “中统二年, 授银符、 侍卫

军总把” , 即征入侍卫亲军。 张泰亨最终官至武德将军、 管军总管。 根据

有关研究, 大致可以确定张泰亨所任管军总管隶属于镇守杭州的颍州万

户府。⑥

(二) 其他元明史料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除了 《元史》, 元代及明代前期政书、 文集中的相关史料也是笔者重点

梳理的对象, 目前共从中考证出征蜀华北汉军将校四人。
12. 史格, 字晋明, 史天泽长子, 乳名 “百家奴”。⑦ 《元史》 有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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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元史》 卷 165 《张立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878 ~ 3879 页。
参见阎复: 《故昭勇大将军都指挥使张侯神道碑》, 舒化民等修, 徐德城等纂: 《长清县

志》 卷 10 《祠祀志·墓》, 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第 14 页 a ~ 15 页 a。
陈高华先生较早提出这一观点。 参见陈高华: 《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 蔡美彪主

编: 《元史论丛》 第 6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1 页。
参见 《元史》 卷 166 《张泰亨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901 ~ 3902 页。
《元史》 卷 58 《地理志一》 载: “东昌路……元初隶东平路。”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366 页) 另有研究判定东昌为严氏辖地, 参见温海清: 《画境中州: 金元之际华北行政

建置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09 页。
参见刘晓: 《元镇守杭州 “四万户” 新考》, 《浙江学刊》 2014 年第 4 期, 第 39 页。
崔铉 《史氏庆源之碑》 载 “真定知府生五子……长男百家奴”, “真定知府” 即史天泽,
“百家奴” 则为史格。 参见周震荣修, 章学诚纂: 乾隆 《永清县志》 附 《永清文征·征

实第二》,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 27 册, 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53 页下栏。
参见 《元史》 卷 155 《史格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63 ~ 3665 页。



但未载其征蜀。 元代名士姚燧为史格撰有神道碑存世,① 明载 “宪宗征蜀,
诏太尉以公从”, 说明史格曾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入蜀。 传与碑均载史格

征蜀前担任卫州节度使, 但其征蜀时的军职则无从考证。 征蜀后, 史格在忽

必烈朝先后出任邓州旧军万户、 亳州万户等军职。 史格最终官至荣禄大夫、
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13. 张宏, 字可大, 济南历城人, 济南世侯张荣之孙、 张邦杰之子, 系

济南张氏家族第三代代表人物。 《元史》 无传。 元代文人张起岩为张宏撰有

行状, 收于 《元文类》 而存世。 从行状看来, 张宏并未扈从蒙哥汗征蜀,
而是领兵作为忽必烈军的先锋渡过长江进攻鄂州。② 幸而 《永乐大典》 残卷

中有抄自元朝政书 《经世大典》 的张宏小传, 其中明载张宏 “尝从宪宗皇

帝征钓鱼台”, 此 “钓鱼台” 即合州钓鱼山, 只是待 “世祖皇帝总军渡江”,
张宏才转任忽必烈军前驱。③ 以往研究囿于资料搜集不充分, 没有列出济南

张氏的征蜀兵马, 现在则可以补全。④ 张宏最终官至济南路大都督、 襄阳等

处统军使。
14. 李仁祐, 字安卿, 保定清苑人。 《元史》 无传。 元代名儒刘因为李

仁祐撰有先茔碑, 收于刘因文集而存世。⑤ 此碑明载: “宪宗南征, (引按:
李仁祐) 将兵隶史忠武公。” 关于李仁祐的从军途径, 碑载 “自幼以宦家子

从军为将校”, 可知为官子转承军职。 至于李仁祐最初所属汉军派系, 先茔

碑虽无载, 但通过三条线索可作出推论。 其一, 据上引李仁祐 “将兵隶史忠

武公”, 可知他并非史氏原属, 其籍贯清苑为保定附郭县,⑥ 属张柔集团辖

地。 其二, 碑载李仁祐 “女一人, 嫁佥行枢密院事王公之子守”, 前述王仲

仁官终于同签书东川行枢密院事, 是知 “王公” 当即王仲仁, 说明李、 王

二人关系密切, 以致联有姻亲, 而王仲仁为张柔部将, 这一点前文已有详

论。 其三, 碑载仁祐之父李义 “从杨甲立栅保南”, 也与保定相关。 综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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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燧: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苏天爵编, 张金铣校点: 《元文类》 卷 62 《神道

碑》,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249 ~ 1255 页。
参见张起岩: 《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 苏天爵编, 张金铣校点: 《元文类》 卷 50 《行

状》,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021 页。
参见赵世延等撰, 周少川、 魏训田、 谢辉辑校: 《经世大典辑校》 卷 5 《治典》, 中华书

局 2020 年版, 第 65 页。 不过, 考虑到钓鱼山战役和忽必烈渡江攻鄂时间很近, 而且两

地距离较远, 张宏难以连续参加这两次战役。 因此, 笔者推断所谓 “征钓鱼台” 只是征

蜀的代称。 张宏最初扈从蒙哥汗征蜀, 但可能未及深入便改从忽必烈攻宋了。
参见陈世松: 《蒙古定蜀史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68 ~ 69 页。
参见刘因著, 商聚德点校: 《刘因集》 卷 8 《遗文二·明威将军后卫亲军总管李公先茔

碑铭》,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51 ~ 154 页。
参见 《元史》 卷 58 《地理志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354 页。



见, 李仁祐理应出自张柔麾下。 关于李仁祐的军职, 碑载 “宪宗时, 中书右

丞阔公子清牒为百户”, “阔公子清” 即忽必烈近侍阔阔, 字子清,① 可知李

仁祐在征蜀时由阔阔授为百户。 征蜀后李仁祐被编入侍卫亲军, 碑载至元十

七年太子真金命李仁祐 “将侍卫亲军”, 仁祐遂 “迁明威将军, 为后卫亲军

总管”, 后官终此职。
15. 张山, 燕京永清人。 《元史》 无传。 元代文人陆文圭为张山撰有墓

志铭, 名曰 《慈悟居士墓志铭》,② 收于其文集 《墙东类稿》。 该墓志明载张

山 “随史丞相南征, 斩获甚众。 攻钓鱼山, 先登陷阵, 第功赏, 将命以

官”, 但并没有交代其原属军队和所任军职。 在 《元史·兵志一》 所载中统

元年划拨水军万户张荣实的诸军名单中, 曾出现 “滨棣州海口总把张山军一

百人”。③ 此处的水军总把张山与征蜀之张山是否为同一人呢? 笔者认为答

案是肯定的。 因为据墓志记载, 张山之父张德林的主要事迹便是献计帮助蒙

古水军采用火攻击败金朝信安水军, 所以张德林很可能随后便进入蒙古重要

的水军系统 “信安系”,④ 从而也就基本可以确认上述墓志和史书中的张山

系同一人———张山原属信安水军, 曾担任总把军职。 此外, 墓志还提及张山

晚年笃信佛教, 故有 “慈悟居士” 的法名。
(三) 金石志与地方志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除了元代基本史料, 数量更为庞大的存世金石志与地方志也蕴含了丰富

的元史材料, 值得元史研究者重视。 笔者从中初步稽考出扈从蒙哥汗征蜀的

华北汉军将校八人。
16. 孔元, 字彦亨, 冀州新河人。 《元史》 有传,⑤ 但未载其征蜀。 明嘉

靖 《新河县志》 收有 《孔将军墓表》,⑥ 明载孔元曾参加钓鱼山之役, 并且

“以力战, 被旨领御前劲卒, 声名益闻”。 关于其从军缘由, 墓表的记载颇

为生动:
岁丁酉 (引按: 1237 年) 取兵民间。 民猝闻仓皇多徙避者, 侯祖

及父为旁近所摇, 谋将徙之。 侯慷慨为亲泣曰: “兵籍可避, 世业其可

弃耶? 宁不以诸子幼弱不任事而然也, 如不获已, 儿愿备数。” 祖父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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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元史》 卷 134 《阔阔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250 ~ 3251 页。
参见陆文圭: 《慈悟居士墓志铭》, 李修生主编: 《全元文》 第 17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93 ~ 695 页。
《元史》 卷 98 《兵志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2510 页。
关于蒙元时期的 “信安系” 水军万户, 参见刘晓: 《元江西行省镇戍军万户府考》, 《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 第 14 ~ 15 页。
参见 《元史》 卷 165 《孔元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875 ~ 3876 页。
参见杨文郁: 《孔将军墓表》, 蔡懋昭、 徐应解纂修: 嘉靖 《新河县志》 卷 1 《地里》,
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第 12 页 a ~ 14 页 b。



其言而止。 居顷之, 其家果隶兵籍。 侯辙出应选, 于时年才十七。
是知孔元为签兵从军。 关于孔元所属汉军派系, 墓表未载。 孔元虽生于冀

州, 但与前述李仁祐不同的是, 他从军是在丙申年 (1236 年) 元太宗窝阔

台合罕实行 “画境之制” 之后, 此时冀州已划归真定路,① 本传载孔元为

“真定人” 即其旁证。 由此可见, 孔元当出自真定史氏麾下。 墓表载: “己

酉从围泗州, 冒矢石, 倡众拔其古城, 帅府录功署侯摄百夫长。 辛亥从攻五

堂山寨, 生获兵士以归, 遂真授焉。” 可知孔元征蜀时的军职为百户。 墓表

又载中统三年, “侯以功入隶禁卫, 改武卫亲军总把”, 说明孔元在征蜀后

被编入侍卫亲军。 孔元最终官至宣武将军、 右卫亲军总管。
17. 王赟, 字文质, 赵州隆平人。 《元史》 无传。 《河北隆尧石刻》 中收

有王之纲所撰王赟神道碑,② 明载王赟 “扈从 / 宪宗征蜀, 攻克钓鱼、 长宁、

苦竹 等 寨”。 关于王赟的从军途径, 碑载 “以君 / 兵家子选充百夫长”, 可

知其百户军职系世袭而来。 关于王赟所属汉军派系, 碑载赵州隆平属真定

路, 王赟从军后又 “守御邓州”, 而如前所述, 邓州恰为真定史氏家族在对

宋前线的戍守之地, 这表明王赟应出自史氏麾下。 征蜀后王赟仍然长任军

职, 据碑载 “ (至元) 十四年, 将各卫军士还家 休 息, 以听调遣” 可以推

知, 王赟也被征入侍卫亲军。 王赟最后官至武略将军、 后卫亲军千户。
18. 韩进, 蒙古赐名 “拔都”, 祖籍大康方城, 落籍彰德安阳。 《元史》

无传。 《安阳县金石录》 中收有胡祗遹所撰 《韩氏新茔世德之碑》,③ 其中简

要讲述了韩进应召征蜀的经历。 关于韩进的从军途径, 碑载其父韩成 “孝悌

力田终其身”, 而韩进则 “结发从军”, 可知系作为签兵, 自身隶籍从军。
关于韩进所属汉军派系, 碑文仅言 “隶本路元帅李侯帐下”, 参考前述生于

安阳的蔡珍, 推测韩进亦当出自史氏麾下。 碑文又记韩进 “以材勇为百夫

长”, 则其征蜀时的军职应为百户。 征蜀后, 韩进被编入侍卫亲军, 碑载

“至元四年, 隶属武卫”。 韩进最终官至宣武将军、 中卫亲军千户。
19. 李天佑, 字君佑, 怀孟修武人。 《元史》 无传。 清道光 《修武县志》

收有 《李天佑墓碑》,④ 明载李天佑 “从击钓鱼山又有功”, 证明他曾扈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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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暾: 《元吴暾武略将军李公天佑墓碑》, 冯继照修, 金皋、 袁俊纂: 道光 《修武县

志》 卷 3 《舆地志·陵墓》,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第 27 页 a ~ 28 页 a。



哥汗征蜀。 关于李天佑的从军途径, 碑载其祖、 父辈 “皆不仕”, 又载 “壬

辰值兵, 徙冀州。 州使右副元帅张公见先人 (引按: 即李天佑), 甫十岁

儿, 貌甚秀伟, 劝令就学。 学成因妻之女。 始以军功得官百户”, 可知李天

佑系少隶军籍, 后出任百户军职。 在丙申年 “画境之制” 推行之前, 冀州

为张柔势力范围,① 此 “州使右副元帅张公” 或即保定张氏家族成员, 故可

推知李天佑原属张柔麾下。 碑载征蜀后李天佑转任上均州万户府都镇抚, 官

终武略将军、 荆湖北道屯田总管。
20. 朱佐, 德州德平人。 《元史》 无传。 清道光 《济南府志》 中有朱佐

小传,② 提及他曾作为军校征蜀, “从宪宗西征, 师次钓鱼山。 破敌有功,
赐佩银符”。 关于朱佐的从军途径和所任军职, 小传明载 “幼袭爵行军千

户”。 对朱佐所属汉军派系, 小传未明言, 但可根据 《济南府志》 所载朱佐

之父朱和 “拜行省参政, 驻节德州, 赐金虎符”③ 推知一二。 由于德州位于

山东西北部, 故蒙古灭金之后, 元太宗窝阔台合罕在实行 “画境之制” 的

过程中, 将德州划归东平万户严实统领,④ 则朱和担任参政的 “行省” 或即

严实治下的东平行台尚书省, 朱佐亦当为东平严氏麾下千户。 至于朱佐在征

蜀后的去向, 小传载 “至元四年, 升总管。 十一年, 第渡江之劳, 加武德将

军, 赐佩金虎符”, 可知朱佐仍在军中, 并参加了平宋战争, 但所在部队不

明。 朱佐最终官至怀远大将军、 镇守袁州兼本州路总管、 达鲁花赤。
21. 高全, 东平高唐人。 《元史》 无传。 清道光 《章邱县志》 曾提及高

全, 明载高全 “承袭父职, 击钓鱼山, 当史丞相前偏 (引按: 疑为前锋)
之任, 殁于阵”,⑤ 这就清楚交代了高全的从军途径、 征蜀情况和人生结局。
关于高全所属汉军派系, 《章邱县志》 并未记载, 但据其为高唐人可推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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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东平严氏集团。① 关于高全的军职, 清光绪 《章邱县乡土志》 载高全弟高

进袭职 “百夫长”,② 可见他很可能原任百户。
22. 韩松, 滨州沾化人。 《元史》 无传。 清咸丰 《武定府志》 中有韩松

小传,③ 明载韩松 “充百夫长, 攻钓鱼山有功, 为史丞相所知, 赏黄金宝

钞”, 可知韩松征蜀时为百户。 小传又载韩松之父韩成 “尝权本县事, 后入

兵籍”, 说明韩松当由承袭父职从军。 关于韩松所属汉军派系, 小传无载。
韩松的籍贯滨州原属益都李氏家族统辖, 但 “画境之制” 推行之后, 滨州

与棣州被析出单独成一路, 后又划归济南路, 由此可初步判定韩松出自济南

张氏麾下。 关于韩松在征蜀后的去向, 小传载 “至元二年入卫”, 即征入侍

卫亲军。 清光绪 《沾化县志》 载韩松最终官至忠显校尉、 侍卫亲军镇抚,④

但所属具体卫军不详。
23. 张思信, 河中临晋人。 《元史》 无传。 民国 《巩县志》 收有曹元用

所撰张恩神道碑,⑤ 其中明载张恩次子思信 “始以百夫长, 从攻蜀, 攻钓鱼

山, 冒矢石陷阵”, 证明张思信曾扈从蒙哥汗征蜀, 军职为百户。 另由张恩

官至河南巩县尹可推知张思信为官子转承从军。 张思信的籍贯碑文原记为

“解梁”, 为山西临晋县之古称,⑥ 金元时期属河中府。⑦ 张思信所属汉军派

系不详, 关于其征蜀后的去向, 碑载 “ (授) 昭信校尉, 佩金符, 管军上千

户……江南平, 屯田洪泽二十泽, 以寿终”, 结合元朝制度, 可知平定南宋

后, 张思信于洪泽屯田万户府任上千户。⑧

上文所考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共二十三人, 他们的军职高低

不同, 其中包括十二名百户级别的基层校佐, 这丰富了我们对扈从蒙哥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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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元史》 卷 58 《地理志一》 载: “高唐州……元初隶东平。”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369 页)
参见杨学渊修: 光绪 《章邱县乡土志》 卷 1 《耆旧录》, 清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第 19
页 a。
参见李熙龄修, 邹恒纂: 咸丰 《武定府志》 卷 25 《人物·武功》, 清咸丰九年刻本, 第

6 页 a。
参见联印修, 张会一、 耿翔仪纂: 光绪 《沾化县志》 卷 9 《人物·武功》, 清光绪十七

年刻本, 第 16 页 a。
参见曹元用: 《大元故巩县尹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张公神道碑

铭》, 杨保东、 王国璋修, 刘莲青、 张仲友纂: 民国 《巩县志》 卷 18 《金石三》, 1937
年泾川图书馆刻本, 第 69 页 b ~ 72 页 a。
参见李侃修, 胡谧纂: 成化 《山西通志》 卷 1 《建置沿革》, 1933 年影钞明成化十一年

刻本, 第 18 页 a。
参见 《元史》 卷 58 《地理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380 页。
《元史》 卷 59 《地理二》 载: “至元二十三年, 于本路之白水塘、 黄家疃等处立洪泽屯

田万户府。”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1416 页)



蜀的华北汉军基本构成的认识。 笔者认为, 上述二十三位将校固然不能与忽

必烈下令征召的 “十九人” 直接对应, 留待更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仍然很

大,① 但对这二十三人的考证, 毕竟已经帮助我们拉近了与蒙哥汗征蜀相关

史实之间的距离。 笔者寄希望于在金石碑刻、 地方志与家族谱牒中会有更多

新的发现。

三、 华北汉军征蜀史实与侍卫亲军组建起源关系初探

在上文已经考实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 结合以往关于蒙哥汗征蜀之役的

研究成果, 可以从五个方面丰富蒙哥汗征蜀之役的细节, 加深对其整体认

识, 从而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忽必烈即位后对侍卫亲军的组建。
其一, 征蜀华北汉军的征调来源。 目前考得的二十三位将校主要出自真

定史氏、 保定张氏、 东平严氏和济南张氏这四大华北汉军世侯麾下, 这与前

引中统元年四月诏令的征调范围有所对应。 其中未见所处位置更加偏东的益

都李氏集团的部将, 则与 《元史·宪宗纪》 所载 “诏征益都行省李璮兵,
璮来言: ‘益都南北要冲, 兵不可撤。’ 从之”② 相吻合。 由于当时史氏、 张

氏都率军戍守河南前线, 故而征蜀华北汉军实际上主要是从河南和山东两个

方向征调的。 南宋守臣李曾伯在向理宗皇帝奏报川蜀战事时曾提到 “山东、
河南诸郡头目”,③ 也即对应华北汉军的这批将校, 反映了南宋所得情报的

准确性。
其二, 拣选征蜀华北汉军的具体执行者。 征调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对

征蜀华北汉军的精确拣选, 《元史·李进传》 所载 “宪宗西征, 丞相史天泽

时为河南经略大使, 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④ 即点明征蜀华北汉军的拣选

具体是由史天泽负责的。 本文考证出的征蜀华北汉军将校多以史天泽为官

长。 如郑温 “从丞相史天泽, 为新军万户镇抚”, 王仲仁 “分隶今开府仪同

三司史公部曲”,⑤ 李仁祐 “将兵隶史忠武公”, 张山 “随史丞相南征”,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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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前述中统元年四月征调诏令中提到的 “马总管”, 据研究为河间路军政长官, 但笔者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军中将佐的更多记载。 参见王翠柏: 《元代 “亳州万户府” 的

形成与演变———兼论汉军万户府体系的历史变迁》,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4 期,
第77 页。
《元史》 卷 3 《宪宗纪》,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51 页。
李曾伯: 《可斋续稿后》 卷 9 《回宣谕》,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宋集珍本丛刊》
第 84 册, 线装书局 2004 年版, 第 665 页上栏。
《元史》 卷 154 《李进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38 页。
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17 《大元故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行枢

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66 页。



元为 “丞相忠武史公实以万户侯帅府事, 闻侯材武特以名取隶麾下, 侯日感

激思为知己之用”,① 高全 “当史丞相前偏之任”, 韩松 “为史丞相所知”,
等等。 这充分展现了史天泽在拣选征蜀华北汉军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其三, 征蜀华北汉军的行进路线问题。 一般认为, 蒙哥汗分兵从中、
东、 西三路入蜀, 中路军由其本人亲自坐镇。② 以往研究对征蜀华北汉军的

行进路线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即扈从蒙哥汗中路大军的 “宿卫说” 和由

川东入蜀的 “东路军说”。③ 两说各有一些依据, 但又不能否定对方, 而通

过对征蜀华北汉军将校事迹的详细考证和分析, 可以基本解决这一问题, 还

原征蜀华北汉军行进路线的真实情况。 笔者认为, 入蜀的华北汉军实际上被

分编为了两支, 一支可能经过进一步拣选的精锐汉军由史枢统领, 作为蒙哥

汗的御前先锋, 从中路入蜀; 另一支汉军, 即华北汉军的大部队则由诸王莫

哥、 史天泽率领由川东入蜀。 笔者推测史天泽、 史枢在大散关觐见蒙哥汗

时, 先锋汉军亦已抵达蒙哥汗行在,④ 然后扈从蒙哥汗南下。
笔者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 是因为前文稽考的华北汉军将校事迹中出现

了两类不同的行军路线叙述。 第一种叙述见于史枢、 董文蔚、 王仲仁、 刘复

亨、 张立和王赟等人传记。 如史枢本传有 “宋立剑州, 侨治于苦竹崖……帝

趣枢急取之, 宋人惧, 乃降”;⑤ 董文蔚本传有 “师行大获、 云顶、 长宁、
苦竹诸寨, 长驱而 前, 至 钓 鱼 山 ”;⑥ 王 仲 仁 神 道 碑 有 “ 首 拔 定 元 诸 岩

栅……继拔礼义、 长宁、 大怀 (引按: 疑为大获)、 苦竹、 钓鱼四寨”;⑦ 刘

复亨本传有 “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⑧ 张立神道碑有 “师次大获

山”;⑨ 王赟神道碑有 “攻克钓鱼、 常宁、 苦竹 等 寨”; 等等。 这些史料中

不断出现 “苦竹” “长宁” “大获” 等地名, 说明上述华北汉军将校的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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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文郁: 《孔将军墓表》, 蔡懋昭、 徐应解纂修: 嘉靖 《新河县志》 卷 1 《地里》, 明嘉

靖四十三年刻本, 第 12 页 b。
参见李天鸣: 《宋元战史》, 台湾食货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715 页。
持 “宿卫说” 的主要是池内功, 参见 [日] 池內功: 《フビライ政權の成立とフビライ
麾下の漢军》, 《東洋史研究》 1984 年第 43 卷第 2 号, 第 243 页; “东路军说” 则出自李

天鸣, 参见李天鸣: 《宋元战史》, 台湾食货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715 页。
《元史》 卷 147 《史枢传》 载: “戊午, 宪宗伐宋, 入自蜀, 从天泽诣行在, 朝帝于大散

关……帝壮其言, 命为前锋。”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84 页)
《元史》 卷 147 《史枢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84 页。
《元史》 卷 148 《董文蔚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94 页。
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17 《大元故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行枢

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66 页。
《元史》 卷 152 《刘复亨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595 页。
阎复: 《故昭勇大将军都指挥使张侯神道碑》, 舒化民等修, 徐德城等纂: 《长清县志》
卷 10 《祠祀志·墓》, 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第 14 页 a。



路线与蒙哥汗中路大军是基本相同的。① 在这些将校的事迹中, 也往往可见

蒙哥汗的言行。 如史枢事迹中有 “帝使枢侦之”② “帝趣枢急取之”; 董文蔚

事迹中有 “帝命攻之” “帝亲见之”;③ 王仲仁事迹中有蒙哥汗 “为汝他日

战功之验证” 之言, 以及 “喜赐黄白金二十斤” 之举;④ 张立事迹中有 “宪

宗面赐金帛以旌之”;⑤ 等等。 综上可知, 董文蔚、 王仲仁、 刘复亨、 张立、
王赟等当是率领进一步拣选出的几大汉军世侯最为精锐的兵马, 作为亲随蒙哥

汗的御前先锋, 由史枢统领征进的, 这就与王仲仁神道碑中的 “为上前驱”⑥

一语相对应。 另一种叙述见于李进、 李仁祐等人传记。 如李进本传有 “秋九

月, 道由陈仓入兴元, 度米仓关……冬十一月, 至定远七十关, 其关上下皆筑

连堡, 宋以五百人守之, 巴渠江水环堡东流”;⑦ 李仁祐先茔碑有 “至巴州,
能却敌攻诸栅, 先登”。⑧ 这便与 《元史》 所载的东路军 “由洋州入米仓

关”⑨ 的行军路线相一致, 可见这些将校留在了史天泽亲率的东路军中。 己未

(1259 年) 春二月, 史天泽东路军抵达蒙哥汗驻军地, 完成了对钓鱼山的合围。
其四, 征蜀华北汉军的作战表现。 池内功、 井户一公等日本学者根据史

天泽传记中 “宪宗驻合州也, 一夕诏巩昌汪帅及东诸侯军, 各摘锐士若干,
以备宿卫, 命公总之” 的记载, 指出蒙哥汗征调的华北汉军, 系从诸道汉

人世侯军队中选拔骁勇之士编成的一支精锐部队, 其说甚是。 我们在已考

证出的征蜀华北汉军将校的个人传记和事迹中, 还可发现更多相关细节。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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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哥汗大军攻蜀的进军路线, 参见陈世松、 匡裕彻、 朱清泽等: 《宋元战争史》, 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38 ~ 143 页。
《元史》 卷 147 《史枢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84 页。
《元史》 卷 148 《董文蔚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494 页。
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17 《大元故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行枢

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66 页。
阎复: 《故昭勇大将军都指挥使张侯神道碑》, 舒化民等修, 徐德城等纂: 《长清县志》
卷 10 《祠祀志·墓》, 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第 14 页 b。
胡祗遹著, 魏崇武、 周思成校点: 《胡祗遹集》 卷 17 《大元故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行枢

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66 页。
《元史》 卷 154 《李进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3638 页。
刘因著, 商聚德点校: 《刘因集》 卷 8 《遗文二·明威将军后卫亲军总管李公先茔碑

铭》,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52 页。
《元史》 卷 3 《宪宗纪》,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51 页。
苏天爵辑撰, 姚景安点校: 《元朝名臣事略》 卷 7 《丞相史忠武王》, 中华书局 1996 年

版, 第 123 页。
参见 [日] 池內功: 《フビライ政權の成立とフビライ麾下の漢军》, 《東洋史研究》
1984 年第 43 卷第 2 号, 第 244 页 (汉译见 [日] 池内功: 《忽必烈政权的建立及其麾下

的汉军》, 马冀摘译,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6 年第 3 期, 第 13 页); [日] 井戸一

公: 《元朝侍衛親軍の成立》, 《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1982 年第 10 号, 第 49 页。



称征蜀汉军为 “诸道兵之骁勇者”, 董文蔚所率之军为 (邓州戍军中的)
“选兵”, 史枢麾下部众为 “悍卒”,① 董士元、 张立、 孔元等人所统兵为

“锐卒”② “劲卒”,③ 等等。 史书对这支汉军在入蜀作战过程中的强悍表现

也多有描写。 如史枢洞察宋人 “侨治于苦竹崖, 前阻绝涧, 深数百尺, 恃险

而不备”, 以 “健卒数十, 缒而下, 得其所以致师处以闻”;④ 董文蔚为进攻

“崖壁巉峭, 惟一径可登” 的钓鱼山, 率将士 “挟云梯, 冒飞石, 履崎岖以

登, 直抵其寨苦战”;⑤ 李天佑勇猛过人, “率骁勇千人, 登战舰, 横出江

口, 南人联船以待, 公持长矛, 钩其缆而兵之, 独斩百余级”。⑥ 这些记载

都直观呈现了征蜀华北汉军的劲旅本色。
其五, 征蜀后华北汉军将校的去向问题。 在上文考证出的二十三位将校

中, 可以确知有十四人或早或晚被征入侍卫亲军 (武卫军), 说明这一群体

的总体去向是比较明确的。 前引材料揭示的征蜀华北汉军的精锐程度, 也能

够解释忽必烈着力将其大部征入武卫军的原因。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董文蔚、 王仲仁、 李进、 刘复亨、 张立等将校在

忽必烈即位之初即被编入武卫军, 他们当与中统元年四月第一批征调入卫的

“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 相对应, 而结合前文对征蜀华北汉军行进路线的

研究, 可知董文蔚、 王仲仁、 刘复亨、 张立都是蒙哥汗御前先锋军中的将

校。 据此可以判断, 忽必烈最先征入武卫军的便是充当蒙哥汗先锋军的那一

支最为悍勇的华北汉军。 除了先锋汉军, 其余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征蜀的

华北汉军将校, 想必也给忽必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是以十多年后发动

平宋战争时, 忽必烈特别下令征调的将校 “十九人” 便来自这一群体。
总之, 对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的考证, 有助于复原蒙哥汗征

蜀的历史图景、 探明侍卫亲军组建的起源, 从而为更加系统地推进对侍卫亲

军组建过程及其组织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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