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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白旗与白旗军

程民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 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 宋代白旗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ꎬ 是“扑旗”舞蹈的主要道具和迎潮等的主要旗帜ꎬ 在军事上

更有着诸多作用ꎮ 它除了表示指挥、 指示、 召集、 战斗、 旌表、 保护、 归顺、 信使以外ꎬ 更有激励性和

权威性ꎬ 甚至代表起兵建国ꎬ 功能之多、 作用之大ꎬ 是其他色彩的旗帜所没有的ꎬ 足以刷新今人对白旗

的认识ꎮ 特殊的白旗造就了一支特殊的部队ꎬ 即以白旗为标志的白旗军ꎬ 主要职能是武装侦察和担任开

路先锋及其他机动策应任务ꎮ 在宋以前及周边国家都出现过白旗和白旗子兵ꎬ 这反映白色语言不分时间

和空间的共同性ꎮ
关键词: 白旗ꎻ 白旗军ꎻ 侦察兵ꎻ 宋代

旗帜是政权、 军事势力最直观的形象和象征ꎬ 民间也将其用于宣传、 表演或装饰ꎮ 不同旗帜主

要以色彩区别ꎬ 其次以形状区别ꎮ 其中的白旗ꎬ 似乎仅起着诸色彩旗的陪衬作用ꎬ 其实ꎬ 在古代白

旗不仅与其他色彩的旗地位相等ꎬ 还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ꎮ 而以白旗为标志的特殊兵种ꎬ 也鲜为人

知ꎬ 更未见论述ꎮ 现以宋朝为例ꎬ 试予揭示ꎬ 敬请指正ꎮ

一、 白旗的诸多作用

白旗虽然无彩ꎬ 不引人注目ꎬ 但在演艺活动中ꎬ 与其他色彩的旗帜没有什么不同ꎮ 如每年春天

宋帝在开封金明池登宝津楼观赏诸军呈演百戏ꎬ 其中有“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ꎬ 跳跃旋风而舞ꎬ
谓之‘扑旗子’”ꎬ 稍后烟幕中有披发文身的七人表演ꎬ “一人金花小帽ꎬ 执白旗ꎬ 余皆头巾ꎬ 执真

刀ꎬ 互相格斗击刺ꎬ 作破面剖心之势ꎬ 谓之‘七圣刀’”ꎮ① 执白旗者起着头领、 裁判作用ꎬ 是中心人
物ꎮ 南宋周密列举杭州的各种演艺形式ꎬ “舞队”中就有“扑旗”ꎮ② 挥舞白旗是一种旋舞的舞蹈艺术

形式ꎬ 有专业艺人和团体ꎮ 在宋代以前ꎬ 并没有这种艺术形式ꎮ 在其他民间活动中ꎬ 白旗也常担任

主角ꎮ 如东南沿海有迎江潮的习俗ꎬ 苏州昆山是“彩旗迎潮ꎬ 观者如堵”ꎬ③ 用各色旗帜迎潮ꎮ 其中

白旗的比例有多大呢? 且看杭州八月的钱塘江潮ꎬ “城内外市户造旗与水手迎潮ꎬ 白旗最多ꎬ 或红ꎬ
或用杂色ꎬ 约有五七十面ꎮ 大者五六幅ꎬ 小者一两幅ꎬ 亦有挂红者”ꎬ④ 彩旗以白色为主ꎮ 为什么民

众偏爱白旗呢? 除了他们喜欢白色外ꎬ 大概与钱塘江潮涌来时浪如雪崩ꎬ “银潢翻空际天白ꎬ 鲲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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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鶱海波击”①有关ꎬ 飘扬的白旗招引着白色江潮ꎬ 一色相承ꎬ 遥相呼应ꎮ
旗帜的作用在军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ꎬ 以至于朝廷将其列为“禁兵器”ꎮ 法律规定: “其旌旗、

幡帜及仪仗ꎬ 并私家不得辄有ꎬ 违者从不应为重ꎬ 杖八十ꎮ”② 旌旗、 幡帜及仪仗等具装ꎬ 虽然并非

是具有杀伤力和防御力的武器ꎬ 但属于组织队伍的标志ꎬ 民间持有者至少有惑众乃至组织队伍的嫌

疑ꎬ 所以朝廷禁止民间持有ꎮ 在强调整齐、 号令的军队中ꎬ “旗帜者ꎬ 军中之标表也”ꎮ③ 它是军队

的象征ꎮ 无论训练、 行军、 驻扎还是作战ꎬ 都有旗帜助威相伴ꎬ 或指挥ꎬ 或传递情报、 号令ꎮ 军队

中“三官者ꎬ 鼓、 金、 旗也”ꎬ 旗帜是军中三大指挥形式之一ꎬ “习见旌旗指挥之节”ꎬ 如“诸军行

止ꎬ 视大将之旗”ꎮ④ 其中ꎬ 白旗有着诸多的作用ꎮ
其一ꎬ 指示作用ꎮ 与其他彩色的旗帜一样ꎬ 白旗在军中起着重要的指挥作用ꎮ 如“西方有贼ꎬ

则举白旗以应之”ꎬ⑤ 因为人们熟知ꎬ 五行中白色是西方之色ꎮ 其他指挥的旗语很多ꎬ 如检阅时ꎬ
指挥官“执五方旗以节进退”ꎬ “举白旗ꎬ 诸军复再拜呼万岁”ꎻ⑥ 五军“每军各置旗号右军白

旗ꎬ 虎为号五鼓举白旗ꎬ 变圆阵”ꎮ⑦ 依据的是白为西方即右边ꎬ 所谓左青龙右白虎ꎻ 阵法方

面在此表示圆阵ꎮ “马军上马打围教场ꎮ 举白旗ꎬ 三司马军首尾相接”ꎬ⑧ 似也是骑兵圆阵的指令ꎮ
曹翰在边境执行任务时ꎬ “命五骏骑为斥候ꎬ 持五色旗ꎬ 人执其一ꎬ 前有林木举青旗ꎬ 烟火举赤旗ꎬ
兵寇举白旗ꎬ 水潦举黑旗ꎬ 丘陵举黄旗”ꎮ⑨ 白旗就是最危险的信号ꎮ

白旗的单独使用ꎬ 作用更大ꎮ 部队驻扎时ꎬ 统帅的“牙帐前立百尺竿ꎬ 上置板屋ꎬ 四面开门ꎬ
状如斗ꎮ 令人上望贼ꎬ 贼有所攻ꎬ 随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ꎮ 众贼往来ꎬ 聚散远近ꎬ 皆审而视之ꎬ 以

吿于下”ꎮ 更规范的望楼是: “高八丈ꎬ 以坚木为竿(木不及八丈ꎬ 则三两接亦可)ꎬ 上施版屋ꎬ 方

阔五尺ꎬ 上下开窍ꎬ 过人版屋中置望子一人ꎬ 手执白旗ꎬ 以候望敌人ꎬ 无寇常卷旗ꎬ 寇来则开

之ꎮ 旗杆平则寇近ꎬ 垂则至矣ꎻ 寇退徐举之ꎬ 寇去复卷之ꎬ 此军中备预之道也ꎮ” 瞭望塔上ꎬ 不用

醒目的红旗、 黑旗ꎬ 统一使用白旗传递敌情ꎮ 宋朝溃军匪帮在围攻城池时ꎬ 各寨同样置望楼: “每
寨各立望楼ꎬ 楼上人执白旗ꎮ” 南宋初ꎬ 南剑州抗击围攻的叶铁匪帮时ꎬ 知州指示: “富民中有识

叶铁者ꎬ 即厚劳之ꎬ 勿令执兵ꎻ 只令执长枪ꎬ 上悬白旗ꎬ 令见叶铁ꎬ 即以白旗指向之ꎮ”届时“众上

了弩ꎬ 即其所指而发ꎬ 遂中之”ꎮ 长枪上的白旗起着精准指示的作用ꎮ
其二ꎬ 权威作用ꎮ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ꎬ 白旗都是权威象征ꎮ 宋高宗«封石人峰神诰敕»云: “为

前敕封灵助侯暨二神助讨永丰之贼ꎬ 大震白旗之威ꎬ 数年流害ꎬ 一旦剿除ꎬ 真为国为民神也ꎮ” 此

处的白旗ꎬ 表示官军和正统ꎮ 宋理宗时沙市长江渡口兵荒马乱ꎬ “众舟大集ꎬ 不可涉”ꎮ 义士张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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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剑驱左右而出ꎬ 举白旗以麾ꎬ 令众船登岸ꎬ 毋敢乱次”ꎮ① 白旗号令之威严ꎬ 不分何人所执ꎮ 　
其三ꎬ 战斗作用ꎮ 与近代以来西方升白旗向对方表示停战和投降不同ꎬ 宋代白旗在本军内部具

有特殊的激励性ꎮ 在战场上ꎬ 白旗是战旗ꎮ 因为白色在五行中为金ꎬ 指刀枪等兵器ꎬ 意味着征战ꎮ
南宋后期寿昌县曾制造“治兵旗一ꎬ 振旅旗一ꎬ 虎旗三十ꎬ 门角旗三十ꎬ 八卦旗八ꎬ 火队旗二ꎬ 小

引军旗一ꎬ 小引战白旗十”ꎮ② 在诸军旗中ꎬ 唯一以色命名的白旗明确是战旗ꎮ 在关键时刻ꎬ 白旗

由统帅亲自执掌ꎬ 指挥冲锋陷阵ꎮ 宋仁宗朝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叛乱的一场战斗中失利ꎬ 前锋孙节战

死ꎬ 安抚使孙沔等人惊恐失色ꎬ “贼气锐甚”ꎬ 统帅狄青遂“执白旗麾骑兵ꎬ 纵左右翼ꎬ 出贼不意ꎬ
大败之ꎬ 追奔五十里ꎬ 斩首数千级”ꎬ③ 一举扭转战局ꎮ 南宋马之纯诗云: “此扇拈来一羽轻ꎬ 如何

退得十千兵ꎮ 百年雨露蒙君赐ꎬ 一日衣冠系贼营ꎮ 正欲倒戈为向背ꎬ 远观挥手极分明ꎮ 而今但得旌

旗白ꎬ 便可中原取次行ꎮ”④白旗是征战的象征ꎮ
其四ꎬ 召集作用ꎮ 在平定侬智高的战役中ꎬ 广东的一支宋军被击溃ꎬ 安抚司参谋陶弼“虑其与

贼合ꎬ 亟以便宜取白旗数面ꎬ 大书曰: ‘招安’ꎬ 散遣人持徇ꎬ 悉收千余人ꎬ 所在贷粮以食之ꎬ 送帅

司”ꎮ⑤ 白旗可代表官府召集溃军ꎮ 嘉定年间ꎬ 蕲州被围困ꎬ 长官认为金兵不多ꎬ 欲组织兵力阻断

其来路ꎬ “抽守御统领官李浩立白旗于州门ꎬ 如愿前去迎敌虏贼者ꎬ 立于旗下ꎬ 当与厚赏一日

之间ꎬ 有禁军一百人ꎬ 民市兵二百人ꎬ 茶商弓手会等五十人ꎬ 愿效死战”ꎮ⑥

其五ꎬ 旌表作用ꎮ 在动荡局势中ꎬ 皇帝赏赐立功将领以亲笔书写赞语的白旗ꎬ 以示表彰ꎬ 以为

荣宠ꎮ 如靖康年间金军围攻开封ꎬ 河北军官王琼率兵勤王ꎬ 被委任为京城巡检ꎬ 宋钦宗“赐白旗ꎬ
书‘忠义’二字ꎬ 以旌之”ꎮ⑦ 南宋初韩世忠平定“苗刘之变”后ꎬ “献俘行在ꎬ 上亲书‘忠勇韩世忠’
五字于白旗以赐ꎬ 加检校少保、 御前左军统制”ꎮ⑧ 之所以写在白旗上ꎬ 是因为白旗的权威性ꎬ 而

且鼓励其张扬夸耀ꎬ 以激励更多的将士ꎮ
其六ꎬ 保护作用ꎮ 章得象的高祖在五代时曾任刺史ꎬ 有次因两位将领出兵迟到ꎬ 要将其斩首ꎬ

却被夫人练氏悄悄放跑ꎮ 后来二将率南唐兵进攻时ꎬ 为报救命之恩先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ꎬ 且以

一白旗授之ꎬ 曰: ‘吾将屠此城ꎬ 夫人植旗于门ꎬ 吾以戒士卒勿犯也ꎮ’夫人返其金帛ꎬ 并旗勿受”ꎬ
要求保全全城生命ꎮ⑨ 家门口插上白旗ꎬ 即可以免遭屠杀ꎮ

其七ꎬ 归顺作用ꎮ 这一功能主要表现于吐蕃族与宋朝的关系ꎮ 吐蕃人信仰佛教、 崇尚白色ꎬ 佛

教释义白色是光明、 纯洁、 正直、 胜利的象征ꎬ 吐蕃人便将白色视为圣色ꎬ 奉为至上的民族信仰心

理ꎬ 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语行动中常常离不开白色ꎮ 他们“以心顺为‘心白人’”ꎬ 对宋政府“自言

不敢有贰ꎬ 则曰心白向汉”ꎮ 元符二年(１０９９)ꎬ 西北蕃官“将文字来请心白旗、 头巾归汉ꎮ 今来青

唐部族离乱ꎬ 人心不定ꎮ 若差人马来青唐ꎬ 酋首即便出汉”ꎮ 宋朝颁发的专用心白旗ꎬ 表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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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经归顺ꎮ 宋徽宗时ꎬ 有的吐蕃城市“所居附顺者张心白旗甚众”ꎬ① 是开边招抚的成果ꎮ
其八ꎬ 信使作用ꎮ 宣和年间方腊起兵造反ꎬ 越州富户黄汝楫躲避山间ꎬ “忽贼党执白旗来ꎬ 揖

且拜ꎬ 黄惊惧答拜ꎬ 认其人ꎬ 盖旧仆也”ꎮ 手执白旗ꎬ 专为来拜见老东家谈判ꎬ 希望其出资赎回被

掠妇女ꎮ② 南宋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蕲州被金军围攻ꎬ 一夜二更时ꎬ “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赍权司张亨

白旗前来ꎬ 称有急脚于东门麾旗为号ꎬ 甚慰满城悬望之切”ꎮ③ 两个平民ꎬ 打着权司张亨的白旗表

明信使身份ꎮ 在后代的历史演变中ꎬ 白旗的这一和平的功能被放大了ꎮ
综上所述ꎬ 可知白旗具有代表皇权、 正统、 权威、 战斗、 指示、 归顺等诸多作用ꎬ 功能广泛ꎮ

而其他诸色旗帜功能相对较少ꎬ 是为白旗的特殊性ꎮ

二、 白旗军及其职能

特殊的白旗ꎬ 造就了一支特殊的部队ꎮ 即宋代有与众不同的白旗军ꎬ 异乎其他诸色旗ꎬ 值得关

注ꎮ 白旗军ꎬ 宋代一般称白旗子军、 白旗子队ꎬ 简称白旗子甚至白旗ꎮ
南宋军事理论家华岳ꎬ 对白旗子军有过概括叙说: “采探之迟速ꎬ 系乎三军之劳逸ꎻ 采探之得

失ꎬ 系乎三军之胜负ꎮ 采探之吏ꎬ 乃万人之司命ꎬ 一将之权舆也ꎮ 故古人于先锋立将ꎬ 白旗立队ꎬ
札探立铺ꎬ 皆所以重采探、 专候望也ꎮ”采探即刺探情报是其职责ꎬ 先锋即先头部队是其序列ꎬ 白旗

是其标志ꎬ 札探铺是其据点: “如沿边十五铺ꎬ 每铺三十人ꎬ 每屯各有三人ꎬ 或遇有故ꎬ 则甲探报

甲ꎬ 乙探报乙ꎮ 彼此互见ꎬ 而不至于隔越ꎬ 远近交通ꎬ 而不至于断绝ꎮ”④ 这大致说明了宋代白旗子

军的性质等问题ꎮ 但该问题比较复杂ꎬ 具体情况还需分析ꎮ
所谓札探ꎬ 是刺探军情之意ꎬ 具体指间谍ꎮ 如绍兴十年(１１４０)ꎬ “有枢密院准备差使邱延世者ꎬ

先差在兴仁府刺探”ꎮ⑤ 绍兴末的某一个夜晚ꎬ “楚州札探使臣荀道至临淮之新店ꎬ 遇银牌天使ꎬ 夺

其所持革囊ꎬ 归以示通判徐宗偃ꎬ 启缄ꎬ 乃金国御宝封送泗州牒稿ꎬ 令誊录关报本朝催督称贺

使”ꎮ⑥ 两例札探都是单人行动ꎬ 不属于白旗子军ꎮ
白旗子军在招兵训练时ꎬ 就已经确定身份ꎮ 绍熙四年(１１９３)ꎬ 步军司招收的新兵ꎬ “令逐军统

制官指教阅习训练ꎬ 例皆统熟ꎬ 乞摘差合千人旗头并白旗子、 金鼓角匠等ꎬ 通作二千一百人ꎬ 依殿

司体例择日入内教阅阵队”ꎬ 其中有“中军白旗子一百二十人白旗子、 枪手一百二十人”ꎮ⑦ 白

旗子单独一队训练ꎬ 意味着是独特的兵种ꎮ 各支能够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应当有白旗子兵ꎬ 上引“中
军白旗子”以外ꎬ 又如“殿前司白旗子队”ꎮ⑧

白旗子军的职能和任务ꎬ 有以下三项:
第一ꎬ 侦察ꎮ 如前所言ꎬ 刺探情报是其主要工作ꎮ 绍定年间ꎬ 南剑州长官曾“斩觇贼白旗不用

命者”ꎬ⑨ 具体表明其为侦察兵ꎮ 在元丰四年(１０８１)的«赏功格»中ꎬ 对于低级武官ꎬ “下项为一等ꎬ
减一年磨勘: (无磨勘人支绢五匹ꎮ)踏白白旗子ꎬ 卓望贼马无虞ꎻ 小壕寨亲兵急脚子传送机密文字

无虞ꎻ 兽医随军医疗鞍马ꎬ 不致死损”ꎮ 白旗子侦察敌情准确无误ꎬ 即可奖赏ꎮ 元丰时有臣僚报

告: “自来边将领兵备敌ꎬ 前遣斥候ꎬ 以为搜山ꎬ 遇敌传报ꎬ 贵知先备ꎬ 内用弩手策白旗ꎬ 实为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黄以周等辑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ꎬ 崇宁二年六月丁卯条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５３ 页ꎮ
(宋)张淏纂修: «宝庆会稽续志»卷七«玉帝赐黄汝楫五子登科»ꎬ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宋元方志丛刊»第 ７ 册ꎬ 第 ７１７０ 页ꎮ
(宋)赵与 撰ꎬ 李国强整理: «辛巳泣蕲录»ꎬ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全宋笔记»(增订本)第８４ 册ꎬ 第１９４ 页ꎮ
(宋)华岳撰ꎬ 马君骅点校: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翠微北征录»卷九«聚探»ꎬ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２４１ － ２４２ 页ꎮ
(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ꎬ 绍兴十年五月十八日条ꎬ 第 １４４３ 页ꎮ
(宋)李心传编撰ꎬ 胡坤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二ꎬ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甲申条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７３３ 页ꎮ
(清)徐松辑ꎬ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礼»九之二四、 二六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６７２ 页ꎮ
(宋)韩元吉著ꎬ 刘云军点校: «南涧甲乙稿»卷一○«论诸军冒赏札子»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７３ 页ꎮ
(宋)刘克庄撰ꎬ 王蓉贵、 向以鲜校点: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忠肃陈观文»ꎬ 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３７４６ 页ꎮ
(清)徐松辑ꎬ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九ꎬ 第 ８９７９ 页ꎮ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４　　　

计ꎮ 缘弩手发机ꎬ 伫立方能彀弩ꎬ 白旗搜山ꎬ 惟险是登ꎮ 贼兵恶白旗ꎬ 穷力追逐ꎬ 白旗既走ꎬ 弩手

随之ꎬ 不容彀弩ꎮ”①作为遭敌兵痛恨的白旗兵ꎬ 所谓搜山就是侦查ꎬ 另安排弩手护卫ꎬ 但有不便ꎻ
朝廷根据其建议改用步兵掩护ꎮ 南宋初ꎬ 潭州兵匪混战ꎬ “贼五百余人于两山埋伏ꎬ 被本军将官畦

贵差白旗子绰探得知ꎬ 领兵从四山并进掩击ꎬ 贼兵奔走入七星寨”ꎮ② 白旗子侦察到敌兵的埋伏ꎬ
将官带兵将其清除ꎬ 避免了被伏击的悲剧发生ꎮ 绍兴末金兵南侵ꎬ 宋军“自庐州退兵ꎬ 沿路作虚寨

以相疑ꎮ 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ꎬ 遇金人骑兵ꎬ 金人未觉ꎮ 白旗子乃避于路旁ꎬ 见虏人十数骑而已ꎬ
白旗子相语曰: ‘此亦硬探者也ꎮ 我辈占地势埋伏ꎬ 俟其回ꎬ 可以尽数杀ꎮ’众遂伏于路旁林中ꎮ 既

而虏骑果回ꎬ 众皆出ꎬ 虏不及逞ꎬ 为白旗子所掩杀ꎬ 死者七八人ꎬ 生擒三四人”ꎮ③ 所谓硬探就是

武装侦察ꎬ 并借机消灭了金军的侦察兵ꎮ 白旗子就是宋朝机智善战的侦察兵ꎬ 可以伺机歼敌ꎮ
白旗子获得情报以后ꎬ 还负责及时将情报传送给上级ꎮ 宣和七年(１１２５)ꎬ 李纲报告: “今来探

报ꎬ 贼兵入境ꎮ 只是凭常日马递急脚递铺兵士ꎬ 深虑不可凭仗ꎬ 探报失时ꎮ 欲乞逐州各置烽火卓

望ꎬ 及差人兵别作一项ꎬ 作一项白旗子探报ꎬ 给降银字牌为号ꎬ 优与请给ꎮ”④ 在军情紧急的情况

下ꎬ 原来的情报传递系统已不适应ꎬ 李纲提议单独组建一支待遇优厚、 有急速传递凭证———银牌的

白旗子军ꎮ 有了这些认识ꎬ 才能很好理解戴复古的诗句: “白旗走报山前事ꎬ 昨日官军破绿林ꎮ 千

里人烟皆按堵ꎬ 一春农事最关心ꎮ”⑤白旗子传来官军胜利的捷报ꎬ 安稳了民心ꎮ
第二ꎬ 先头部队ꎮ 白旗军常常充当大部队的尖兵ꎬ 搜索探路ꎮ 雍熙北伐时ꎬ 一支宋军在辽境内

作战被围困ꎬ “敌二万余ꎬ 今援师甚寡ꎬ 难以解围”ꎮ 荆嗣献计道: “请移全军就平川ꎬ 植旗立队ꎬ
别择三二百人张白旗于道侧ꎮ 彼见旗帜绵亘远甚ꎬ 谓大军继至ꎬ 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驱往斗ꎬ 必克其

砦ꎮ”遂获胜ꎮ⑥ 白旗子虽然兵力有限ꎬ 但预示着大部队即将来临ꎮ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ꎬ 金兵围攻海州

时ꎬ “忽城上有人叫云: ‘东南上有白旗子来ꎬ 是朝廷救兵来ꎮ’霍安国急令仲熊排人马ꎬ 欲开北

门”ꎮ⑦ 白旗子是机动快速的先遣队ꎮ 南宋时也常以此迷惑敌军ꎬ 如官军在一次战斗中“以彼众我寡

为忧”ꎬ 在高人指点下“偃息示弱ꎬ 军皆伏山下ꎬ 而卓白旗于对山之顶ꎮ 贼不敢进而退”ꎮ⑧ 敌军恐

惧的也是白旗子背后的大军ꎮ
第三ꎬ 机动策应ꎮ 南宋初ꎬ 李显忠部在灵璧城外作战ꎬ “遣时俊、 员琦率兵击之ꎬ 张师颜等继

进ꎮ 良久ꎬ 公遣曹高麦等以千骑横冲贼军ꎬ 又遣李舜举领白旗子策之”ꎬ 遂大获全胜ꎮ⑨ 南宋初杭

州发生兵变ꎬ 大臣李光被俘ꎬ 关押在一府邸ꎬ “昼夜贼兵七十余人、 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巡逻ꎬ 仍钉

其后门ꎬ 事势危甚”ꎮ 这支叛军的白旗子兵临时被派遣看守重要俘虏ꎮ
宋神宗时的赏格中曾提到“踏白白旗子”ꎬ 将白旗子军前加“踏白”ꎬ 使问题复杂化ꎮ 而唐宋时

期尤其是南宋时多有“踏白军”ꎬ 二者有何区别呢? 有记载言: “绍兴辛巳冬ꎬ 虏人南侵ꎬ 朝廷遣大

军屯淮东ꎬ 以遏虏冲ꎮ 虏势渐逼ꎬ 主将每遣小校ꎬ 将数队四出游奕候望”ꎬ 谓之“踏白军”ꎮ 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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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ꎬ 是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淮东地区抗击金兵大部队的作战行为ꎬ 临时派遣小规模的部队执行巡

逻侦察任务ꎮ 所言可能只是当时的部分情况ꎬ 实际上南宋以前就有踏白兵ꎬ 其职能也不仅是游奕候

望ꎮ 此兵种唐代就有ꎬ 唐昭宗天复三年(９０３)ꎬ 汴帅朱全忠“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密州”ꎬ 胡三省

注云: “凡军行ꎬ 前军之前有踏白队ꎬ 所以踏伏、 候望敌之远近众寡ꎮ”① 所注为尖兵探查之意ꎬ 而

实际情况却是直接攻打ꎮ 淳化二年(９９１)宋琪言: “我师如入夏州之境ꎬ 宜先招致接界熟户ꎬ 使为乡

导ꎬ 其强壮有马者ꎬ 令去官军三五十里踏白先行ꎮ 缘此三路ꎬ 土山柏林ꎬ 溪谷相接ꎬ 而复隘狭不得

成列ꎬ 蹑此乡导ꎬ 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枪锯随之ꎬ 以三二千人登山侦逻ꎬ 俟见坦途宁静ꎬ 可传号勾马

遵路而行ꎬ 我皆严备ꎬ 保无虞也ꎮ”②所谓踏白ꎬ 简单地说就是探路的意思ꎬ 此处不包括侦察ꎬ 只是

向导的一种ꎬ 因为另外派有步卒随后侦察巡逻ꎮ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ꎬ 知邕州陶弼“入左江峒招谕ꎬ 民

始翕然归业ꎮ 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ꎬ 分三等ꎬ 以二万隶诸将ꎬ 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ꎬ
皆峒丁也”ꎮ③ 两例都是平民或民兵被驱使执行探路任务ꎬ 是军事行为ꎬ 但并非军队行为ꎮ 军队的

踏白军ꎬ 则是兵种军号ꎮ 至道二年(９９６)ꎬ 宋军讨西夏ꎬ 命番将李继周“为延州路踏白先锋ꎮ 会继迁

邀战于路ꎬ 继周战却之”ꎬ④ 明确其是执行先头部队任务ꎮ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岳飞报告说: “据踏白军

统制董先、 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 ‘统率军马ꎬ 在颍昌府驻札ꎮ’”⑤另有开禧二年(１２０６)金兵侵犯旧

岷州ꎬ “踏白军统制王喜引兵遁”ꎮ⑥ 这两支踏白军显然是驻守军ꎬ 履行的是常规部队的职责ꎮ 绍兴

三十二年(１１６２)ꎬ 金人攻打蔡州ꎬ 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撙“率诸军御之ꎬ 京西制置使吴拱亦遣踏

白军统制焦元来援”ꎬ⑦ 承担的是救援任务ꎮ 由上可知踏白军主要还是作战部队ꎬ 可担任先锋、 救

援任务ꎬ 也常驻守ꎮ 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言: “踏白用作军名时ꎬ 已无原来的词意ꎮ”⑧ 至少在南宋时

是如此ꎮ 而白旗子军与其性质在历史上有所重叠ꎬ 但更多的是区别ꎮ 相比而言ꎬ 白旗子军规模较

小ꎬ 主要是侦察和担任前锋ꎮ 而“踏白白旗子”的性质ꎬ 则是以探路侦察为主的一支部队ꎬ 属于白旗

子军的一种ꎮ 总之ꎬ 白旗子军与踏白军不是同一支部队ꎮ 　

结　 语

白旗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ꎬ 在军事上表示指挥、 指示、 召集、 战斗、 旌表、 保护、 归顺、 信使ꎬ 更

有激励性和权威性ꎬ 是其他色彩的旗帜所没有的ꎬ 足以刷新今人对白旗的认识ꎮ 特殊的白旗造就了白旗

军ꎬ 主要职能是武装侦察和担任开路先锋及其他机动策应任务ꎮ 他们无孔不入的机智刺探使敌军被动挨

打ꎬ 故而遭到痛恨ꎻ 他们的勇猛快速则屡建战功ꎬ 是战场上不可缺少、 最有活力的部队ꎮ
还要指出的是ꎬ 以上白旗以及白旗子兵ꎬ 在宋以前及周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出现ꎮ 回顾历

史ꎬ 可以看到白旗的这一作用延续 ２０００ 余年: 殷商末期周武王灭商ꎬ “遂斩纣头ꎬ 悬之[大]白

旗”ꎮ⑨ 用商纣王的首级祭祀白旗ꎬ 宣示改朝换代ꎮ 后来ꎬ “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ꎬ 诸侯毕拜武

王”ꎮ 前者白旗是得天下的标志ꎬ 后者白旗召集诸侯是统领天下的权威ꎮ 大业十三年(６１７)ꎬ 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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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仗白旗而大号誓众”ꎬ 正式起兵反隋ꎮ① 南宋初金国的诏书云: “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

黔黎ꎬ 举白旗而整师旅ꎮ 妖氛既扫ꎬ 区宇式宁ꎮ”② “举白旗”就是阿骨打起兵建国的形象表达ꎬ 与周

武王的白旗一样ꎮ 在唐末农民战争中ꎬ “黄巢前锋军抵关下ꎬ 白旗满野ꎬ 不见其际ꎬ 克让与战ꎬ 贼

小却ꎮ 俄而巢至ꎬ 举军大呼ꎬ 声振河、 华”ꎮ③ 在农民军中也有白旗子军为先锋队ꎮ 宋太宗时派使

者到交趾ꎬ 其国王故意夸大其势ꎬ “广率其民混于军旅ꎬ 衣以杂色之衣ꎬ 乘船鼓噪ꎬ 近城之山虚张

白旗ꎬ 以为陈兵之象”ꎮ④ 交趾以此欺骗使者其后有大部队ꎮ 南宋初金军也有白旗子军ꎬ 令宋朝居

民望风而逃: “妻儿共一区ꎬ 日夜谨相守ꎮ 遥惊白旗来ꎬ 不觉四散走ꎮ”⑤ 仓皇之际ꎬ 连亲人也无暇

照顾ꎬ 可见白旗意味着灾难即刻来临ꎮ 在西方ꎬ 白色与政治、 经济权力密切相关ꎬ “长期以来ꎬ 白

色总是被莫名其妙地与金钱和权力联系在一起”ꎮ⑥ 法国波旁王朝长期使用白旗为国旗ꎬ 虽然法国

大革命后改用红白蓝三色旗ꎬ 但白色还是代表皇室ꎮ
所有这些情况ꎬ 反映着白色语言不分时间和空间ꎬ 具有很多共通性ꎮ 人类这段白旗审美的历

程ꎬ 在后代军事上白旗性质逆转并单一化的对照下ꎬ 更具历史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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