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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33岁的宣武帝在洛阳去世。其子元
诩即位，为孝明帝。孝明帝不满5岁，生母为宣武帝贵妃胡充华，胡充
华当上太后，称胡太后，又称胡灵太后，临朝听政，“总揽万机”“群臣上
书称陛下，自称曰朕”，实为未加冕的皇帝。

胡太后执政前期，尚能继承宣武帝事业，国泰民安，社会进步。后
期，天下大乱，她又自乱朝纲。《魏书·宣武灵皇后传》载，太后与散骑常
侍郑俨私通，又宠信徐纥，“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文武解体，所
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

胡太后摄政功过不说，崇佛不在宣武帝之下。与宣武帝一样，她
在洛阳亲诏修建了三大寺院，即秦太上公寺、秦太上君寺、永宁寺。

胡太后掌权后，为给其父追福，和妹妹在城南宣阳门外各建一座寺院，
寺院并称秦太上公二寺，俗称双女寺。两寺之门紧邻洛水，寺中林木扶疏

（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布叶垂阴。两寺中均有5层佛塔一座，高约50
丈，塔以素彩装饰，超过景明寺。因为此二寺为祭祀太后之父所建，所以寺
的规格很高，主持由名僧担当，皇家另派官宦监护管理僧舍，亲施供具。

为给其母追福，胡太后在城东东阳门外的御道之北建造成了秦太
上君寺。当时胡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追其父号为秦太上公，追其
母为秦太上君，所以为父母建寺追福，就直接用了父母的封号。

秦太上君寺“诵室禅堂，周流重叠，花林芳草，遍满阶墀”。寺内有
一座5层佛塔，高耸入云。在此修行的沙门有1000多人，常有大德高
僧来此讲经弘法。

秦太上君寺位于晖文里，即晋代的马道里。晋代时，这里宅院丰
堂崛起，高门洞开，旧主人大有名气，如蜀主刘禅、吴主孙皓、晋司空张
华等。刘禅在蜀亡后被掠来洛阳，竟乐不思蜀，留下千年笑柄，但也正
因如此，司马氏没有杀他，这也算一种活法吧。至北魏，马道里改名晖
文里，这里住的人也是高官显贵，如太保崔光、太保李延实、冀州刺史
李韶、秘书监郑道昭等。

永宁寺也是胡太后为其母追福而建的。它位于皇城内、宫城外，
是历代规模最宏伟、建筑最奢华的寺院。

据《魏书·释老志》载，孝文帝在迁洛前，在代京（大同）起永宁寺，
“构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胡太后在洛阳建
永宁寺塔仿代京旧制，但塔为九级，“取法代京七级而又高广之”。

据载，寺院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处理地基时，
在地下深处发掘出30尊金佛像，胡太后深切感祥瑞，一再追加建筑费
用，因此，永宁寺如同皇宫形制。

寺院的围墙皆施有短椽，椽上覆瓦。四周四座大门高大峻丽，尤以南
门更为富丽堂皇，三道门“门楼三重”，高二十余丈，敷领土图彩画，赫奕炫
华，门外塑有力士、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宝，“庄严焕炳，世所未闻”。

寺院僧房楼观有一千余间。北部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皇宫
正殿）”，殿中敬奉丈八金佛像一尊、中长金佛像十尊、金丝织就的佛像
五尊等，均“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共余僧房楼观，也都精美之至，难
以言表。寺院遍植桧、柏，根深叶茂，小桥流水，美不胜收。正如常景
所撰寺碑文云：“须称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

永宁寺塔矗立寺院正中，塔为木结构，高九级千余尺（合今136.71
米），“去京师昌里，已遥见之”。胡太后在塔竣工之时曾携幼子元诩

（孝明帝）登塔眺望，“视宫内如掌中，临京若家庭”。
永宁寺塔为四面形，每面三门六窗，每门各有5行金钉，仅金钉就

有 5400 枚。塔的每层都有承接露水的金盘，盘的四周悬挂金铎（风
铃），这些金铎共计130个，其大小与一石的瓮（一种盛水或酒等的陶
器）相当。“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间及十余里”。塔的最高处
为一鎏金铜质宝瓶，宝瓶巨大，容量合今为2500升。

可惜永宁寺塔刚建成10多年就被焚毁。永熙三年（公元534年）
二月，塔被雷电所击起火，“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
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有三位僧人不胜悲伤，竟投火而死。火经
三月不息，“周年犹有烟气”。

胡太后为母追福
永宁寺惊天神功

和乐书院停办后，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直到1913年，才重新
为人们所熟知。

这年，时任河南省参议、开明
乡绅时均膏，在和乐书院旧址创
办了和乐学校，并邀请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等校毕生的高才生来这
里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
作为伊川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
支部的诞生地，该校还是伊川革
命的摇篮。

“和乐”在伊川之所以能成为
“革命”的代名词，地下党人谢中峰
（原名华夫，酒后乡有方村人）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14岁时进
入和乐学校学习，1932 年在和乐
学校建立了伊川县第一个中国共
产党党支部——酒后党支部。

据有关史料记载，谢中峰建立
的酒后党支部包括了进步师生杨
欣斋、王亨灵，其中由杨欣斋担任
书记，后又发展了何会文、赵志奇、
许祝三、任天民等教师为党员，以
和乐学校为基础吸收了一些积极、
活跃、进步的学生，利用组织公开

宣传马列主义等革命理念，同土豪
劣绅展开斗争。

1934年10月，谢中峰又以酒
后党支部为基础，在和乐学校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伊川中心县委，领导
嵩县、伊阳（汝阳的旧称）、登封、宜
阳、临汝等各县工作。在中心县委
中，杨欣斋担任书记，何会文、赵志
奇、任天民、杜绍杰、翟盘石、牛君
仰、许祝三等同志分工负责开展地
下工作，发展了张子杰、金如玉、申
尚志、张思贤、刘景熙、温德庆、路
玉吾等20多人为共产党员。

在积极传播革命火种的同
时，和乐学校还培养出了大批人
才。1920 年，和乐学子赵汉鼎同
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一起漂
洋过海，赴英、比、法勤工俭学；
1938 年 10 月，音乐才子时乐濛
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
向吕骥、冼星海等人学习；1939
年夏，时广源同著名音乐家冼星
海一起在延安谱写了慷慨激昂
的《和乐校歌》，唤醒民众，救亡
图存。

□徐晓帆 司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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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乐书院由宋文定公张齐贤创办，院

址位于今伊川县酒后乡酒后村。1913 年，
和乐书院改为和乐学校，培养出了中国著
名音乐家时乐濛等一批革命志士，酒后村
也因此成为伊川县革命的摇篮。

和乐书院位于今伊川县酒
后村，由北宋兵部尚书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的张齐贤（谥号文定）
创办。

酒后村古称海角镇，位于伊
川南部、伊河之滨、九皋山腹
地。早在 2500 年前，该地就因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名扬华
夏。秦时，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
儒，孔子九世孙孔鲋背着大批儒
家经典，于海角镇建家庙，塑圣
像，教弟子百余人，开伊川教育
之先河。

宋 真 宗 景 德 元 年（公 元
1004年），辞官归乡的张齐贤在
此创办了和乐书院。据《宋史·
张齐贤传》记载：张齐贤原籍曹
州冤句（今山东菏泽南）人，三岁
时随父母搬至洛阳。他从小勤
奋好学，胸怀远大志向，非常敬
慕李大亮（唐朝开国功臣）的为
人，因此取字“师亮”。

有一年，宋太祖赵匡胤来
到西京洛阳。张齐贤以平民的
身 份 到 马 前 献 策 ，被 召 至 行
宫。据《宋史·张齐贤传》记载，

“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十事：曰
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
孝，曰举贤，曰太学，曰籍田，曰
选良吏，曰慎刑，曰惩奸”。在

这十项事中，其中仅有四项切
合皇帝心意，但他固执地认为
都很好，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被
武士拉出去。回京后，太祖对
其子说：“我到西都，仅得到一
个张齐贤罢了。我不想给予他
官爵，以后可以让他辅佐你任
宰相。”

太宗继位后，张齐贤被任
命为大理评事通判衡州。此
后，他又相继出任转运使、枢密
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枢密院
事、左谏议大夫等职，直至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司空。

张齐贤不仅在政治上有所
作为、军事上屡建奇功，在文学
上也颇有建树。据有关史料记
载，辞官归乡后的张齐贤回到洛
阳，住在唐代宰相裴度（公元
765 年至公元 839 年）留下的庄
园——午桥庄。他每天看松竹，
听琴音，与文人雅士饮酒作诗，
自得其乐。

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和乐
书院。据《伊川县志》记载，张齐
贤不仅延师讲学，还亲自授儒学
和理学，为伊洛地区培养了不少
人才。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
元 1014 年），张齐贤逝世，和乐
书院停办。

经过一波三折，诞生于唐代的
书院于南宋后期发展到了最高
峰。南宋后期中国书院走向成熟
的标志是：

第 一 ，书 院 各 项 工 作 规 范
化。首先，书院的建筑格局基本
定型，一般由讲堂、斋舍、先贤祠
堂、藏书楼和仓廪厨房等组成；其
次，书院活动规范化，一般包括学
术研究、讲学传道、收藏图书、刻
印图书、祭祀圣贤和经营学田等
六大相互关联的“事业”；再次，书
院职事分工明确，组织管理队伍
渐趋完备。

第二，书院祭祀对象个性化。
北宋时书院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儒
家先贤，到了南宋，书院祭祀的对
象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在祭祀至
圣先师孔子的同时，还祭祀能够象
征本书院学术渊源与特色的人物，
如二程等。

第三，书院教学方式多样化。
南宋时，书院的教育功能也被强
化，教学成为书院的一项重要工
作，不但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及相
互启发，还开展不同层次的讲学活
动，教学方式日趋多样化。

（春晖）

孔鲋讲学处 名相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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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春晖

始创于北宋始创于北宋 近代发新声近代发新声
和乐书院和乐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