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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太子一聞潞花王啟奏之言有理，只得准奏開言曰：「且再草詔，命武員往追五路符印，如再違命者，即行征討。」是日草

詔，再造欽差按下不表。 　　卻說狄王府家人狄福，奉了主母之命，披星帶月，趕急奔馳，一天到得善善國，通知番官入妻狼主。
不一刻宣上銀鑾。狄福倒身下跪叩首，呈上段夫人來書。國王接書，吩咐：「來使暫退回俟候。」狄福領命退出。國王是日拆開來

書。大意先敘請安善善國太后婆婆，再敘賀喜叔叔國王盛治之語。續啟明天朝近日變故：殺害忠良、國母屈死、五王回朝諫君，身

遭囚禁，禍及妻孥。求懇發兵壓懇天朝聖上思赦，以免世代忠良一遭奸權毒手之意。 
　　當日國王狄虎看罷來書，重重發怒，罵聲：「昏昧之君，不念眾功臣之後，況孤先君二�載疆場，身經百戰，立下血戰大功，
不幸年登耳順之期已返蓬萊。吾兄蔭襲父職，治民有方，邊疆卡靖。上下負歇職，下保其民，乃國家屏藩之賢。昏君既不念臣勞，

不以江山為重，囚禁吾兄等，孤斷不干休，即日興兵，殺進汴梁城，與昏君理論。」傳諭狄福領了金帛先回故國，以安嫂嫂之心，

「不用回書寄語，孤家即日與太后母親大兵臨境。」云云。狄福諾諾連聲，回歸故國不表。 
　　又言國王即日傳旨與鎮國都督沙雲龍，點發精兵三�萬，運糧俟候。是日退朝，進後宮見母，將來書呈上太后一觀。看畢，太
后長歎一聲，「不意祈君繼御有此昏昧，一害元配，二戮功臣。茲今汝兄被囚禁下，我兒意下何如？」 
　　國王曰：「兒已命鎮國都督選點精兵三�萬，專俟母親主裁。」太后冷笑曰：「有勇無謀之輩，枉為一國之君。」國王曰：
「請問母后說兒何為無謀？」太后曰：「汝邦既有三�萬之兵，難道天朝豈無拒敵之將？越曆數�度關津分界，方是汴梁城。倘他
閉關迎敵，勝敗未分。汝慢將三�萬雄兵為恃，輕敵如是，非為勝道也。不若權依為娘：一自神宗王登基，一�五載，三年一貢。
本年又當一貢。今且朝貢為名，暗暗興兵�萬，陸路過關越境吾邦附近山西省。一到本土，知會了媳婦，駐兵於關中，不許驚揚。
待為娘再上一本付呈達貢。借天子看過我懇本，料必赦放五王。倘被奸權仍惑蔽主不赦，吾兒然後移文投書各問，會同五路藩王兵

馬，一並殺進汴京城，誅殺奸佞，方免輕進之患。此乃先禮後兵，又免我國一人獨當其勞，豈為不美？」 
　　國王聞說大喜曰：「母后實乃女中良將，兒萬萬不及矣。」傳令且帶�萬雄兵，豎立入貢旗號，即日祭旗，發程起馬。付托國
後王蘭英監國。帶同名將兩員，鎮國都督沙雲龍、護國天保將軍左雲雄二人隨駕。當日出城，眾文武輔國番官一同送駕登程。 
　　非止一日，得到天朝境界，歷越�餘天沙漠煙漳之地，不能一一細述。大兵跋涉月餘，方到山西太原。有關中聞報，大開關
門，段氏夫人帶子狄節當先出迎，繼後多少文員武職，紛紛跪接。進城時，多少萬民遠遠觀瞻國王、太后丰儀。國王傳令：「進城

不許軍人驚擾民間，如妄取百姓一物，即行斬首不饒。」進城後即吩咐將軍馬撥歸大營候用。 
　　是日母子進得王府下馬，太后進至後堂，命家人焚起香煙，在狄青王爺靈位叩首視稟一番，含淚起來。狄虎國王也禮畢。此時

站媳重會，叔嫂相逢，揚揚喜色。太后將狄節孫兒撫弄一番，又動問：「賢媳近日聞得汝丈夫吉凶如何？」段夫人稟上：「國太

婆，媳婦自從丈夫被囚，放心不下，命二百名家人不分輪流來往，回朝打聽，只不絕回音。過不得三天又有一報：聖上只拘禁著五

王，不行赦旨，又並不加害。只前月欽差到來，繳收符印。媳婦不許，將欽差打出，專候婆婆、叔叔到關著奪。」 
　　狄虎國王曰：「嫂嫂倒有三分主見，豈可輕將符印繳回朝廷。想吾父沙場勞頓數�年，未得安閒幾載，才取得玉帶橫腰。今聖
上內寵奸妃，外任奸臣，幽棄元配，拘禁五王。故愚叔不辭千里帶兵回來，暫為貯頓。入貢為名，預上一本，定必救脫吾兄回關。

倘若不允，定必動兵，顧不得生民塗炭了。此禍皆由昏昧君之過，非臣下不守其節也。」太后曰：「且上一本，看朝廷旨下如何。

」是夜王府內外大排筵宴，來軍�萬也有賞勞，一同暢敘。一霄晚景也不重提。 
　　狄國王是日齎了表文井貢禮，命沙雲龍呈送回汴京，專候旨下。國王母子權在王府，非止一天。 
　　再說朝中神宗王一天接得善善國入貢之禮。本章一道，命值庫官收貯下，又看過後一本。大意乃求赦五王之語，內辭懇切。看

到溺愛不明，害及國母，須要屏逐龐氏黨羽、廢棄龐妃另立賢后，早日赦復五王。倘聖上不唯奏言，不日會同進兵加於汴梁，削佞

誅奸。聖上勿怪責不守臣節之意。當日神宗王看畢罵聲：「善善狗王與潑婦好生無禮！欺藐寡人，有失朝威，不行征討難服倫邦各

國矣。」 
　　眾臣見天子發怒，不敢動問，只有太傅韓琦請問：「陛下一見本章，龍顏大怒。未知本上有何逆旨，借臣等一觀。」天子曰：

「韓老卿家，汝且看來：善善國王母子恃著兵強將勇，今現頓紮山西。想必入貢為名，暗藏軍馬，至有此強言惡語奚落寡人。但山

西全省固稱強險之方，惟被他母子藐視，寡人心甚難平，必要興兵征討。老卿家與朕共議，何人領兵掛帥？」 
　　韓爺奏曰：「此事萬萬不可。臣思善善國非小小弱邦，雙陽尚在，彼乃法門之輩，仙術高強。只有楊門眾寡婦略可為敵。無如

�二寡婦多已去世，�二人之中不存二三，俱已老邁。況今我主又囚禁了平南王，他定然抖合五路進兵。陛下須有英雄武將，實難
對敵，豈非禍起蕭牆？懇乞准他此本，赦轉五王，復他原職，子母復得重逢。得沾陛下洪恩，彼即收兵回國。五位藩王得回，骨肉

圓聚，自是忠心報國，則江山有億萬年之慶，萬民無兵戈擾攘之苦，臣等不勝仰望之至。懇乞陛下大開天地洪恩，准老臣所奏。」 
　　當時神宗王一想，「果然善善國兵強將勇，雙陽法力無邊，滿朝文武並非敵手。倘或被他會合五王之兵，攻進汴京，聲言誅奸

滅佞。雖然彼未必臣執君罪，只憂龐妃子與龐國丈一概難留矣。不免准依韓卿啟奏，赦歸五王，以免刀兵之患為高。」即曰：「老

卿家所奏有理。」即傳旨赦出。 
　　五王在獄齊齊接旨，一同上殿拜謝君恩。天子曰：「今眾王兄復回原職，有善善國太后母子上本懇赦，韓卿保本。卿等早早回

關，代朕司理萬民，當盡兼職，毋負國恩。狄王兄，汝母弟不辭跋涉，在關貯頓，猶恐望汝情深，即早回關中。」五位藩王齊同謝

恩。 
　　是日退朝。有潞花王與韓爺、寇爺稱：「眾王千歲，天子一時欠明觸怒，將汝等囚禁數月，勿介怨在心。回關各盡臣節，效力

於國家，正見賢王忠貞矣。」五位藩王齊曰：「殿下、韓、寇二位大人，那裡說來。君尊臣卑，那得道命。今蒙天子恩赦回關，恩

同天地，敢不盡忠誠，效力於邦家？如今告別了。」潞花王曰：「眾位王兄且暫住，孤已備下酒筵於府中，請邀五位王昆同行起

馬。韓、寇二位老卿家且到府相陪。眾王兄且捺一宵如何？」五王齊曰：「既蒙殿下具此美情，吾等豈敢逆命？」 
　　潞花王大喜，韓、寇爺也一同到王府下馬，攜手進後堂。君臣坐下，酒筵排開，音樂齊鳴，開懷暢敘。席間無過談言聖上寵用

奸臣，「只可惜陸太師一生忠義之臣，身遭慘死並累及陸國母，賢良父女遭此冤陷，還要拿捉陸鳳陽。豈非天子不明，天念功臣之

差處？吾等會同回朝只望諫君幽貶奸妃，另立賢后，追贈陸丞相，赦他後嗣人，則社稷江山永固，臣民之大幸。不意聖上昏迷不

悟。鄭王兄墮中龐妃之計，打破鳳輦。天子不准諫奏，反執責下禁天囚。若非得殿下週全，並善善國王母子，吾等不知何日死在奸

臣手裡。」言言談談，不覺動起愁煩。有高三爺停杯稱：「殿下，某等自入禁天牢，將有七月之數。今得見聖上，龍顏大是不妙；

滿臉幽悔之色，四邊雲霧鋪封。看來溺沉於酒色。觀此氣象，不出三年，難逃大限。一有跌失，只好保輔王太子登基。倘被奸臣效

著當年王莽故事，宋室江山危矣。一有此風聲，殿下須要急急快馬通知我等，會合軍馬回京保駕，方免奸臣危動江山之患。」 
　　潞花王曰：「王已高見不差。孤家日夕愁煩聖上昏昧，用佞棄賢。眾位王兄在邊疆鎮守，遠隔關山，至近者高三兄。汝在潼

關，去汴京不過千里之遠，一聞孤家有書，不必會同五路即要獨自興兵，以速到為妙。」高王爺曰：「殿下慮得週到不差。倘有風

聞，吾即帶兵回朝，斷不耽延有誤。」汝南王曰：「吾等回關，雖當勤操訓練軍士，誓誅奸黨以報國母、太師之仇。」 
　　有兵部寇爺曰：「今叨蒙殿下邀請眾位賢王，下官得藉奉陪，亦乃機會有湊巧，況八人在此，並無別位官員，下官不得不直陳

啟上。」潞花王曰：「寇老卿家有何大事商量，何妨直說。況五位王兄與韓太傅俱乃忠良之輩，左右並無外人，何憂泄漏風聲？」



寇爺曰：「眾位賢王要伸報國母之冤須當保護正宮太子。」眾王曰：「寇大人，正宮太子現在那方？」潞花王冷笑曰：「寇老卿

家，汝酒多醉了不成。前者陸國母產下公主，聖上執罪摜死金階，眾文武盡皆目擊，還那有什麼太子現在？」寇爺即將前事猶恐奸

妃妒忌真太子，得吳獄官之女頂冒，一時未經轉換，故被聖上執責，打死女孩實乃吳進之女緣故一一說明。 
　　潞花王聞言一驚一喜，曰：「如今太子現在賢卿府中否？」寇爺曰：「現在巨府內。惟當其時臣賤內後兩天亦產下一子，只冒

認作雙生。彌月期蒙眾員道喜，揚言雙生之兒。長取名寇英，次名寇雄。即長子乃正宮太子也。」潞花王曰：「滿朝文武只有賢卿

家是忠義之臣，苦心為國。今算先祖有幸，實賴卿家扶持之功也。」眾王爺也不勝歎羨：「中流砥柱之賢臣。」又大贊羨吳進夫

妻：「卑小微員，具此忠心，義俠可稱。」三忠同志轉聲齊曰：「寇大人，太子既然在汝府中，趁殿下一眾在此，到汝府上觀認太

子顏容，意下如何？」寇爺曰：「正要殿下與眾王爺齊同到衙請認太子，並有娘娘血詔一道，齊同一觀，方知下官之言非謬，以見

為憑也。」潞花王曰：「老卿家言之有理。汝且先回府中，孤與眾王兄半刻即到府上了。」語畢，寇爺謝宴回府而去。 
　　是日潞花王亦命散收餘宴，齊同五王、韓爺動身，一程來至寇街中。寇爺大開中門，迎接進內堂。兩相揖讓，六位王爺上坐，

韓爺左東首位，寇爺西首主位相陪。一刻，命侍女將太子抱出內堂。眾王爺離位，潞花王接轉太子與眾一觀。只見小太子面有慶

容，生得天姿目表，五嶽端方，果是帝王貴格。 
　　潞花王爺不覺墮淚呼：「御姪，汝母死得慘傷，今留得汝一脈，還望汝長成，身登九五，接嗣江山，代母報仇，方了孤家之

願，並酬眾王，眾卿忠義之心。」說畢不覺滔下淚，感動得七位賢臣悲淚透濕袊袍，一片哭泣之聲，冤似當真哭泣死去國母一般。

只因八位乃盡忠報國良臣，感動天性，生成義心，出乎至誠，是至如此慘傷。 
　　當時寇爺含淚取出國母血書。一眾讀罷，倍加苦切。言談一番，潞花王懷抱住姪兒不忍釋手，含愁日：「眾位王兄體念國恩，

各回邊關，勤訓軍士，以待舉動為要，不可有誤。今且血書上寫明太子名慈雲，因一朵祥雲照下冷宮生產，是國母之意。一眾須當

牢記。」眾王齊言有理。是日眾王動身，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開放文學 -- 江湖俠義 --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八回 善善國入貢興師　寇兵部泄機表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