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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蘇定方也曾是令人豔羨的少年英雄。

蘇定方，本名蘇烈，表字定方。年及弱冠，出

身冀州豪強的他便拿起武器，與父親蘇邕一起，組

建了一支數千人的軍事力量，在隋末的亂世中討伐

流寇，保境安民。

那時，冀州一帶烽煙四起，勢力最強的流寇，

當屬清河郡張金稱的隊伍。

出身農民階層的張金稱，是隋末山東起義軍的

領袖之一。早期起兵之時，他尚抱有一絲解救百姓

于水火的善心。可到後來，引用司馬光的話來說，

就是“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孓遺”。這個

表述可能有正統王朝對張金稱一夥的貶低之意，但

無法否認，這個時候的張金稱已為禍一方。

隋大業十二年（616年），隋煬帝令太僕楊義

臣自遼東回師，全權負責山東一帶剿匪事宜。作為

當地有名的民間保安力量，蘇定方的隊伍也加入了

此次清剿行動中。在楊義臣與蘇定方的密切配合下

，張金稱最終兵敗身死，早早退出爭霸天下的征途。

蘇定方的父親去世後，蘇定方代領其眾，繼續

維護著地方的和平與穩定。然而，逐漸席捲天下的

隋末農民起義，還是將他推入了時代的浪潮之中。

經過一番兼併攻伐，河北、山東一帶紛紛歸附

竇建德。

竇建德為人豪義，喜俠節，在十裡八鄉中威望

甚高。與蘇定方一樣，竇建德起兵的理想也是為了

保境安民。在共同理想的驅使下，兩人走到了一起

，為百姓共謀福利。

在竇建德軍中，蘇定方頗受賞識。竇建德麾下

大將高雅賢將其收為養子，好生培養。之後，跟隨

著義父高雅賢和首領竇建德的步伐，蘇定方迅速在

隋末的戰場上成長為一員驍將。

可惜時運不濟，在與唐朝爭奪天下的過程中，

竇建德兵敗虎牢關。蘇定方只能追隨義父高雅賢，

投身劉黑闥軍中，再舉義旗。

唐武德五年（622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

王，宣佈繼承竇建德遺志，力討大唐。

劉黑闥其人正如《隋唐演義》中所描述的那樣

，狡詐蠻橫，嗜好賭博。羅士信（羅成的原型）、

徐世績、薛萬均兄弟等皆曾折辱於其手，堪稱大唐

名將的噩夢。

不過，在唐朝大軍持續進攻下，劉黑闥大軍折

損十之七八，高雅賢也死于羅藝之手，以竇建德、

劉黑闥為首的河北勢力徹底敗亡。

儘管在劉黑闥手下的大部分時間，出於使命的

要求，蘇定方一直與唐朝軍隊為敵。但劉黑闥敗亡

後，李唐方面並沒有怪罪於他。

此時，因感念高雅賢的提攜之恩，小有名氣的

蘇定方甘為一介平民，回家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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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因為個人名氣，在沉寂一段時間後，蘇定

方被唐朝徵用。至遲于貞觀初年，他出任大唐匡道

府折衝（官階正五品下），效力軍前。

彼時，李世民已通過玄武門之變，成功謀得皇

位。解決完內部矛盾後，他把目光放到了更遠的北

方草原，那裡是東突厥汗國的天下。隋末天下爭雄

之際，東突厥汗國曾是各路諸侯想盡辦法巴結的

“大佬”，唐朝也不例外。

在東突厥可汗的幫助下，唐軍相繼擊敗了薛舉

、劉武周等割據勢力，並最終建立了大一統帝國。

只是，當中原天下漸定之時，如此強大的東突厥汗

國未免將成為唐朝未來擴張的重大威脅。

雙方必有一戰！

貞觀三年（629年），騰出手來的唐太宗李世

民終於按捺不住狂躁的內心，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

總管，兵發六路，消滅東突厥汗國。作為唐軍將領

，蘇定方被主帥李靖選為先鋒官，統帥部分騎兵參

與戰鬥。

經過數月戰鬥，唐軍逐漸將東突厥頡利可汗的

部隊驅趕到了陰山一帶。在戰場形勢愈發明朗的情

況下，頡利可汗提出求和，希望通過緩兵之計，為

自己爭得救命時間。

此時為麻痹頡利可汗，李世民一邊命莒國公、

禮部尚書唐儉全權負責與東突厥商定歸順事宜，一

邊急令李靖整軍備戰——千鈞一髮之際，心領神會

的李靖率領大軍壓上，並命蘇定方以麾下 200騎兵

先頭攻擊頡利可汗。

在月色和大霧的掩護下，憑藉以往的作戰經驗

，蘇定方等人很快摸到了頡利可汗大帳。

蘇定方及其麾下騎兵大開殺戒，不多時，頡利

可汗牙帳前已血流成河。慌亂間，頡利可汗翻身上

馬，憑藉少數護衛的奮力衝殺，逃出了戰場。

自此，在唐軍的合圍下，東突厥大軍全線潰敗

。大唐帝國佔據了陰山以北的大片土地，並從諸部

首領那兒獲得至高無上的“天可汗”榮耀。

此戰後，蘇定方以功升左衛中郎將（正四品下

），成為大唐帝國內一名中級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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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月盈則虧，物極必反”。就在蘇定方

滿懷信心要為大唐再立新功之際，他的仕途卻似乎

戛然而止了。

從貞觀四年開始，往後25年內，蘇定方別說攢

功升官，就連唐太宗朝數次對外作戰中，也難覓此

員大將身影。

作為與之有相似經歷的初唐將領，程名振早年

間也曾供職于竇建德軍中。貞觀年間唐太宗討伐高

句麗時，程名振隨軍出戰，屢建戰功，頗受唐太宗

嘉許。唯獨，同出竇建德麾下的蘇定方，史書上隻

字未提。

對於這一奇怪現象，有學者指出，這可能跟唐

朝文、武兩班大臣的傾軋有關。

在滅東突厥一戰中，唐儉曾作為使者“誘餌”

隻身前往敵營，試圖騙取頡利可汗的信任。當李靖

準備出兵之際，唐儉還未得知唐軍即將進攻的資訊

，仍賣力地為大唐與東突厥友好往來盡心竭力。直

到蘇定方神兵天降，唐儉才如夢初醒，僅以身還。

可想而知，唐儉逃出生天后對李靖、蘇定方等

人的怨恨到底有多深。

於是，史料中便出現了御史大夫溫彥博、尚書

右僕射蕭瑀等朝廷重臣彈劾李靖“軍無綱紀，致令

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的記載。

乍一看，這段文字是李靖、蘇定方縱兵劫掠的

“罪證”。實際上，“虜中奇寶”當指頡利可汗。

匪首跑了，身為主要責任人的李靖只能“無所辯，

頓首謝”，相當於默認了在這次戰鬥中，自己指揮

上的嚴重錯誤。

但具備資深軍旅閱歷的唐太宗，又怎願讓這位

“大唐戰神”就此沉淪呢？關鍵時刻，唐太宗

站出來為李靖解了圍，稱：“隋將史萬歲破達

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

赦公之罪，錄公之勳，加封李靖為左光祿大夫

，賞賜綢緞千匹，增加食邑五百戶。”

李靖安全了，蘇定方只能倒楣。但問題終

歸是唐太宗自己弄出來的，蘇定方背鍋也不好

一擼到底，唯有不升不降，才算對文官集團有

所交代。

那時，蘇定方正值壯年，是一個將領建功

立業、光宗耀祖的黃金時段。當其他將領奮戰

四方，為大唐帝國開疆拓土之時，身為一個武

人，蘇定方被強行按下“暫停鍵”，坐起了冷

板凳。在平淡的日子中，荒廢了25年時光。

好在，如旭日般冉冉升起的大唐帝國，征

戰四方之心尚未熄滅，被遺忘多時的蘇定方終

於迎來了出頭之日。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天可汗”李世

民駕崩。繼任者為其第九子唐高宗李治。在大

眾的一般認知中，李治就是一代女皇武則天的

“背景板”，其性格懦弱無能，堪稱“一代昏

君”。實則，大唐帝國在李治的治理下，國力

蒸蒸日上，疆域面積也達到史上最大。

為了拓展大唐疆域，李治除了提攜年輕將

領在軍中建功立業，也在老將中物色尚能騎馬

作戰者，幫帶新人，完成軍力傳輸。

而此時，當年看不慣蘇定方的大唐初代文

臣多已謝世，對蘇定方苦大仇深的莒國公唐儉

也臥病在床，苟延殘喘，蘇定方終於成為唐高

宗李治眼中的“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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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655年），被“雪藏”多年的蘇

定方，終得唐高宗召喚，與營州都督程名振共

同討伐高句麗。

雖然離開戰場多時，年逾花甲的蘇定方依

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與老夥計程名

振的搭檔進攻中，蘇定方開啟了“犁庭掃穴”

模式，大敗高句麗聯軍，焚其外城、村落，殺

俘千餘人而歸。他再次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

寶刀未老。

捷報傳回朝廷，唐高宗大喜，下令晉升蘇

定方為右屯衛將軍，封臨清縣公。

大勝高句麗後，蘇定方又獲令，追隨蔥山

道行軍大總管程知節，攻擊西突厥。

此次西征軍主帥程知節，即大名鼎鼎的的

程咬金。雖不擅長“三板斧”，但通過歷歷戰

績，在大唐軍隊中積累了崇高聲望。正因如此

，唐高宗才擢升程知節任主帥。

與二十多年前進攻東突厥一樣，蘇定方也

被主帥任命為前軍總管，作為大軍首席先鋒官

，主管先頭部隊進攻事宜。

大唐西征軍與西突厥歌邏、處月二部戰于

榆慕穀，大破之，斬首千餘人。爾後，副總管

周智度又率大軍屠滅西突厥三萬餘銳士。

西征軍的首戰告捷，引起了西突厥沙缽羅

可汗阿史那· 賀魯的高度重視。經其整合，西突

厥兩萬精銳在鷹娑川與唐軍展開惡戰。

關鍵時刻，蘇定方再率五百精銳騎兵直搗

敵營，重現當年斬首東突厥可汗的輝煌時刻。

也正因蘇定方的及時出現，西突厥軍隊大敗，

唐軍“追奔二十裡，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

器械，綿亙山野，不可勝計”。

此戰，蘇定方功不可沒。

但人紅是非多。蘇定方一介老將尚在陣前掙

命，後方副大總管王文度卻搞起了“小動作”。

王文度向程知節報告稱：“賊雖走，軍死傷者眾

，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

萬全。”

若採納王文度的保守提議，無疑將嚴重影響

唐軍的進攻勢頭，故程知節並未當場答應。可不

知出於何種原因，王文度竟然擅自下令，要求諸

軍即刻回營，再行商議下一步作戰計畫。

很明顯，剿滅西突厥才是唐軍作戰的終極目

標，這有什麼好商量的？於是，按照《資治通鑒

》的記載，蘇定方從前線撤下來後，疾奔程知節

營中，指著對方的鼻子大罵：“出師欲以討賊，

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

何以立功！”

與此同時，蘇定方提出自己的建議：“請囚

文度，飛表以聞。”

大將無能，累死三軍。蘇定方的憤怒是情有

可原的，畢竟底層將士根本做不到主帥運籌帷幄

的層面，主帥的一句話，很可能就讓全軍將士累

死累活，士氣大減。況且，像王文度這樣不進反

退，除了容易打亂原先的戰鬥部署，自亂陣腳，

還容易給敵方留出破綻，白白讓唐軍丟了性命。

對於蘇定方的以下犯上，程知節既沒有當面

責罰他，也沒有聽從蘇定方的建議，繼續先前的

作戰計畫，而是轉戰怛篤城。

聽聞唐朝大軍將至，識相的怛篤城人趕緊開

門投降。但怛篤城人的投降並未換來他們想要的

活命，在王文度的誣告下，怛篤城人最終盡成了

唐軍刀下鬼。 （未完待續）

屠城，劫掠，擅自改變作戰計畫，仗打到這

兒，西征軍出師之名盡毀。戰爭已沒有任何必要

再進行下去。

作為西征軍高層，程知節被調回長安，坐罪

免官；王文度下獄判死，加恩貶為平民。

而蘇定方因功，暫管西征軍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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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二年（657年），唐高宗正式任命蘇定

方為伊麗道行軍大總管，以燕然都護任雅相和回

紇王子藥羅葛· 婆閏為副將再赴西突厥作戰。

從此次作戰的陣容上看，唐高宗對蘇定方寄

予厚望。而效力唐軍多年，蘇定方也終於有機會

證明自己具備獨當一面的能力。

鑒於先前程知節大軍在西突厥的燒殺搶掠，

唐高宗決定剛柔並施，除派蘇定方為主力進攻西

突厥外，還設立了流沙道安撫大使，由原西突厥

貴族阿史那步真兄弟倆負責沿路招撫西突厥部眾

，配合主力部隊攻擊。

在阿史那步真等人的密切配合下，蘇定方聽

從右領軍郎將薛仁貴的建議，借突厥泥孰部與阿

史那· 賀魯之間的矛盾，聯合他們一起進攻西突厥

。

然而，阿史那· 賀魯大軍在人數上仍勝唐軍十

倍，且此時正值寒冬，滴水成冰，對唐軍甚是不

友好。

就在眾將及敵方均認為唐軍應延緩作戰時，

蘇定方卻力排眾議，令全軍將士冒雪進攻阿史那·

賀魯大軍。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作戰方式，最終

令賀魯大軍全線潰敗，賀魯只得率眾西逃。唐軍

乘勝追擊，在中亞石國（今塔什干），賀魯眾叛

親離，無路可去，舉手投降。

至此，蘇定方憑其非凡的戰績，將大唐國境

線向西推進至中亞西海（今鹹海)一帶，成就了與

漢代霍去病封狼居胥同等的軍事傳奇。

戰後，蘇定方命令軍隊妥善安置原西突厥部

眾，劃分牧場，恢復原先草原上的畜牧秩序。他

親自押著西突厥頭目阿史那· 賀魯獻俘長安，以昭

顯大唐軍威。

看到年邁的老將蘇定方意氣風發，唐太宗別

提有多高興了，立即下旨，冊封蘇定方為邢國公

，擢升左驍衛大將軍，其子蘇慶節也被封為武邑

縣公。皇恩浩蕩，寵冠諸軍。

像蘇定方這樣的老將，在建功立業後理應安

享晚年。可命運還是不願放過蘇定方，壯年之時

未曾馬革裹屍，晚年卻還得奔波沙場。

獻俘後不久，蘇定方又接到了另一項任務：

安撫西域。

蘇定方攻滅西突厥期間，吐蕃正一步步吞噬

著西域的吐谷渾。為此，吐蕃宰相祿東贊還曾以

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的先例，向大唐求娶公主

，以結秦晉之好，為吐蕃在西域開拓疆土提供便

利。但在唐軍軍威日盛的時代，唐高宗已經不需

要向吐蕃低頭。對祿東贊的提議，唐高宗斷然拒

絕。

如此，在吐蕃的支持下，世居蔥嶺（今帕米

爾高原）以西的都曼率其所部及其餘三國，開始

擾亂大唐在西域的統治。

雖然唐朝在西域早已設置了安西四鎮，但駐

軍常要從內地調撥。都曼聯軍利用這一點，很快

便突破了於闐（今新疆和田一帶）。而擅於發動

閃電斬首戰役的蘇定方，沿用先前對付東、西突

厥的招數，以少勝多，先滅了前來督戰的吐蕃副

相達延莽布支，再以少量騎兵急行軍攻打都曼，

使對方倉促應戰，慘敗告終。

之後，蘇定方再以同樣的方式，獻俘洛陽，

將自己在軍中的聲望又提升了一個臺階。而後，

隨著大唐戰線的東移，作為唐高宗深為倚重的大

將，蘇定方又來到了朝鮮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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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五年（660年），趁朝鮮半島三國戰爭

打得正酣，蘇定方正式出任熊津道行軍大總管，

率領水陸大軍十萬人進攻百濟。

唐朝大軍借助水軍優勢，發動兩栖登陸作戰

，長驅直入，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攻破百濟都城。

為守住百濟的最後一片國土，百濟王子泰率

眾在城中巷戰死守。可泰不是百濟王扶餘義慈的

繼承人，所以在人心惶惶的環境下，還有一部分

百濟貴族選擇了趁早投降唐軍，結束戰鬥。蘇定

方命士兵在城中各處插上大唐軍旗，草木皆兵間

，留給泰的，只有投降一條路。

蘇定方連戰連捷，前後滅三國，功勳卓著。

但在同僚眼中，蘇定方還是如此粗鄙。這固然有

早年間得罪文官集團的舊仇，但也有蘇定方交友

不慎的“新怨”。

作為一名武將，蘇定方智勇雙全，為人耿直

。身為武人卻愛結交文士，這本是一個可以洗刷

自身風評的機會，可在蘇定方數十年的為官生涯

中，他的知交同僚名單中卻有一個不大合時宜的

人：許敬宗。

許敬宗是隋朝吏部尚書許善心的兒子，“幼

善屬文”，因文采出眾，歸唐後即被唐太宗李世

民納為帳下十八學士之一。到了唐高宗時期，許

敬宗開始兼修國史。可許敬宗這人品德太壞，與

他關係不佳的人，休想在他的史筆下出現一個好

詞兒。

唐朝名相封德彝早年間在隋朝任官時，恰好

見證了虞世基和許善心共同殞命于宇文化及刀下

的場景。據封德彝回憶，“虞世基被誅殺，虞世

南伏地而行請求替兄受死。但到了許善心受死時

，許敬宗卻想盡辦法求生”。為了抹掉這段黑歷

史，許敬宗在給封德彝寫史時，大肆增添封德彝

“黑料”，硬生生將一位智識過人的卿相，寫成

了佞臣。

許敬宗在朝中胡亂編修國史，引起眾臣不滿

，卻也無可奈何。誰叫人家擅于曲意迎合，有擁

戴武后之功呢？

對於前後滅三國且皆生擒其主的蘇定方，許

敬宗的史筆是這樣評價的：“漢將驍健者唯蘇定

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其下。”

龐孝泰是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英雄，一生愛

民如子，一身正氣。但在追隨蘇定方出征高句麗

時，卻被打得大敗。即便如此，在許敬宗筆下，

也成了猛將。朝中大臣難免會將惡意的矛頭指向

蘇定方。

於是，在蘇定方最後的歲月中，儘管他一路

兢兢業業“升級打怪”，出任安集大使，節度諸

軍，保境安民，卻依舊得不到朝臣們的諒解。甚

至其在前線病逝的消息，唐高宗也是過了很久才

在別人口中得知。

對於老將的去世，唐高宗無比哀傷，稱“蘇

定方于國有功”，匆忙下旨褒獎追贈，極盡哀榮

。

只是這一切，像頭老牛般辛苦耕耘的蘇定方

看不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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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伴隨著唐衰宋興，揚文抑武的

社會風氣蔓延開來。像蘇定方這種在唐朝熠熠生

輝的名將，在宋代被按下不表，英名逐漸埋沒。

到了明清時代，家喻戶曉的《隋唐演義》

《興唐全傳》風靡一時，這股隋唐英雄風的興起

，更讓蘇定方“無力翻身”。

在眾多隋唐英雄中，以“三板斧絕技”著稱

的程咬金，正是蘇定方當年西征時的老領導程知

節。這員“福將”雖不似秦瓊、羅成般驍勇善戰

，但其正面形象可謂深入人心。

而演義中的程咬金與歷史上出師無果、殺降

納財的程知節相去甚遠，這就導致演義作者必須

尋求一個“替死鬼”來充當擋箭牌。

很不幸，那個早年間替唐太宗背鍋、頂撞程

咬金、結交奸佞許敬宗的蘇定方恰好符合作者的

反派三觀。於是，在演義中，一個反復無常、殘

害忠良的“蘇定方”正式面世了。

儘管時代與大眾對其不公，但正史終究還是

為蘇定方留下了洗刷冤屈的草蛇灰線。

繼唐德宗將其圖形淩煙閣後，蘇定方又受歷

代君王推崇追封。在武將普遍抬不起頭的宋代，

宋徽宗將其列入古代七十二名將之列，成為世所

敬仰的名臣良將。

歷史的歸歷史，演義的歸演義。

始終要相信，一個被誤解了千年的猛將，會

得到公正地看待。

被誤解千年的猛將，還能翻身嗎？

大唐貞元五年（789年）九月，太極宮淩煙閣。
自從上次會見了討平涇亂的名將李晟和馬燧後，唐德宗李適便有了擴建淩煙閣，為

兩位元股肱之臣圖形的想法。此番前來淩煙閣，唐德宗就是為了緬懷英烈們的光輝事蹟
。

隨著唐德宗步入淩煙閣，閣中名臣猛將的畫像映入眼簾：除了唐初二十四功臣的畫
像，中宗、肅宗、代宗等皇帝也曾命人將國之重臣繪像于此，永世懷念。

看著淩煙閣滿牆的功臣勳貴，唐德宗不免有些悵然若失。難道真的無法恢復大唐曾
經的榮光與強盛嗎？

唐德宗沒有答案。
但他知道，先祖設立淩煙閣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後世銘記大唐榮耀。
為了那股不服輸的大唐精神，唐德宗下令，除繪製李晟、馬燧兩人的畫像外，另補

設25名前朝功臣勳貴繪像于淩煙閣，共受萬年香火。
在這組被史學界稱為“淩煙閣二十七功臣”的名單中，出現了蘇定方的名字。
作為曾先後滅三國、建立不世功勳的初唐將領，蘇定方被圖形淩煙閣，實屬眾望所

歸。但這一幕，蘇定方無緣看見。
更悲哀的是，這名大唐猛將生前被誤解，死後則長期被“醜化”。但求歷史給個公

平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