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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时并无“隋炀帝”
——从洛宁“杨广墓”说起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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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明帝之永宁陵

瘦羊博士：

利益面前甘吃亏
克己让人留美名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瘦羊博士
【人物】甄宇
【释意】指在功利面前甘于吃亏、能克

己让人的人。
【出处】《东观汉记》中记载：“甄宇，字

长文，北海人。建武中，自青州从事征拜博
士。每腊，诏书赐博士羊，人一头，羊有大
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称分其肉。
宇曰：‘不可。’又欲投钩，宇复耻之。宇因
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复有争讼。后召
会问‘瘦羊博士’所在，京师因以号之。”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
位于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的隋唐墓葬确
认为隋炀帝和萧后的合葬墓。11 月 20
日，在本报刊发的《隋炀帝墓确认在江苏
扬州——洛宁东宋“杨广墓”主人身份成
谜》，引起强烈反响。“隋炀帝”是唐朝给
大隋帝国第二任皇帝杨广的谥号，具有
强烈的贬义。实际上，唐朝建立时，只是
个地方割据政权，大隋帝国并未灭亡。
而杨广的孙子杨侗将其谥为明帝，庙号
是世祖。扬州杨广墓的发现，无法否认
洛宁“杨广墓”的真实性。

隋明帝杨广，生于北周天和四年（公元 569
年），为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次子。在少年时
代，杨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以及骑战和狩猎的
训练。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灭南朝、统一全
国的战争中，杨广担任最高军事统帅，成功地把腐
朽的南朝送进了坟墓，重新实现了华夏一统。隋军
纪律严明，在南朝故地也秋毫无犯。出于战略的考
虑，他学了一口流利的吴语，并娶了南朝皇族后裔
为正妃，这就是萧后；修复了被战火摧毁的南朝寺
庙，频繁见一些名士和儒学家，致力于南朝故地文
化建设。这一切，使杨广受到了朝野的拥戴，并成
功地成为太子。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嗣位，改元
大业，迁都洛阳。他开凿大运河，南北经济得到迅速
发展，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大业之治”。随着三征高
丽的失败和杨玄感之乱的爆发，各地群雄并起。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杨广自东都
洛阳起身，前往江都（今扬州）游幸。临行前，他把
留守东都的重任交给了越王杨侗。杨侗是杨广之嫡
长孙，父亲杨昭是已故元德太子。太子于大业二年

（公元606年）在洛阳去世，葬于庄陵，杨广甚为痛
悼，移爱心于孙子身上，封杨侗为越王，留守东都。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杨广的宠臣宇
文化及发动政变，缢杀杨广，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他
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皇帝被弑，消息传到洛阳，
官民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为皇泰帝。

杨侗谥爷爷杨广为明帝，庙号世祖。皇泰帝为
杨广举行葬礼，由于其遗体尚在江都，因此陵墓中
只葬其御用之物。该陵可能是杨广在世时的选址，
位于西苑之西、两京驿道上的熊耳县（今洛宁县），
皇泰帝定陵名为永宁陵，改熊耳县为永宁县。这就
是洛宁东宋“杨广墓”的来历，其称呼为“隋世祖明
皇帝永宁陵”。

永宁陵位于洛宁县东宋乡郭村东南方的荞麦
山上，现存墓冢高30米，周长80米，面积2500平
方米，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隋明帝杨广的大业新政是一个系统而宏大的治
国方略，除人所共知的营建东都、营建西苑、开凿大运
河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措施。

首先，创设科举制。科举制是杨广在洛阳创立的
选官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它打破了自
古在选拔官时对出身的限制，让门阀士族（在社会上
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把持朝政
的局面几乎消失。科举制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古朝鲜
等亚洲国家也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科举是
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种面向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公平
的官员选拔制度。

其次，重开丝绸之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
杨广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次年，杨广
开始西巡，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置西海、河源、鄯
善、且末四郡，使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巡期间，他所做的《饮马长城

窟行》成为千古名篇。
大业新政还包括发展教育与儒学。隋文帝笃信

佛教，实际上对儒学不甚重视，甚至在其晚年废天下
学校，仅留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
最高学府）一所，弟子72人。杨广迁都洛阳后，立国
子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并改国子学为国子
监，统辖太学。杨广征召各地名儒会集洛阳，编纂了
大量图书，促进了大隋帝国文化的繁荣。

在大业新政中，大运河的开凿厥功甚伟，它凝聚
了杨广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丰功伟业。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
慨：“在隋文帝杨坚和隋明帝杨广的统治下，中国迎来
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
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
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帝国重振雄风。”

皇帝驾崩后，有庙号、谥号。庙号是在太庙奉祀
时特起的名号，如高祖、太宗等，庙号也有褒贬之意。
谥号是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
而给予一个包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

皇泰帝杨侗谥杨广为明帝，庙号世祖。《逸周书·
谥法解》载：“照临四方曰明。”世祖一般作为断代史开
创者或者王朝的承上启下的人物的特定庙号，如汉世
祖刘秀。从杨广的功绩看，皇泰帝给他的庙号、谥号
都是恰当的。

杨广初殡于江都宫流珠堂，后葬吴公台下。到唐
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杨广墓再一次改葬，葬
在雷塘。这第二次改葬时，李渊给他一个谥号，叫炀

帝。这个谥号本身是贬义的，《谥法》载：“好内远礼曰
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隋之灭亡是由于三征高丽的失败，从杨玄感叛乱
起，起兵者开始系统妖魔化杨广，说他弑父夺嫡、荒淫
无道等，《剑桥中国隋唐史》以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全
是诬蔑，该书说：“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
道听途说之下，杨广的形象被作者和民众随心所欲的
狂想大大地歪曲了。”

杨广在隋朝时已被谥为“明帝”，唐朝再谥为“炀
帝”，不合《谥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并无隋炀
帝”。当然，从约定俗成的概念讲，现在称杨广为隋炀
帝也未尝不可。

大业新政利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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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泰帝在洛阳继位后，李密率瓦岗军投诚隋朝，
然后引全部精兵与宇文化及大战。宇文化及战败，次
年被杀。

皇泰元年（公元619年）四月五日，王世充发动兵
变，废皇泰帝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皇泰帝不久被
弑，隋亡。两年后，唐灭王世充。

熊耳县改名永宁县，史载是在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年），而此时此区域为皇泰帝的区域，因此改此县
名的并非唐朝，而是隋朝皇泰帝。其改此县名，与杨广
陵寝在此有关。

杨广被弑后，萧后又活了很多年。《资治通鉴》载：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三月庚子，隋萧后卒。诏
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
都，与炀帝合葬。”因此，虽然有人存疑，今年发现的位
于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的隋唐墓葬仍被确认为是杨
广和萧后的合葬墓。

但是，此墓的发现，无法否认洛宁东宋“杨广墓”
的存在。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明一统志》卷二
十九载：“隋炀帝陵在永宁县（今洛宁县）东北，炀帝崩
于江都，唐太宗迁葬于此。”明代《河南通志》、民国《河
南新志》、民国《洛宁县志》等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同。

这些记载说明，洛宁杨广陵寝是真实存在的。但
认为该陵为“炀帝崩于江都，唐太宗迁葬于此”，与唐
宋文献有出入。真实的情况是，隋明帝杨广崩于江
都，皇泰帝葬其衣冠车仗御物于永宁。虽然杨广墓
确认在江苏扬州，但洛宁杨广永宁陵有无杨广的遗
骨，无法否认其为杨广正式陵寝！同时，元德太子杨
昭的庄陵、皇泰帝的陵墓，史无明载，但从理论上
讲，也应该在洛宁。

洛宁明山秀水，拥有洛出书处、杨广永宁陵、崎岫
宫遗址、鹈鹕关等文化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时不我待！

设立太学 博士学官选鸿儒
“瘦羊博士”的故事，和东汉时期设在洛阳的太学

有关。
东汉创立不久，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大兴土木，创建太学，该遗址位
于今天的伊滨区佃庄镇太学村附近。东汉太学是当时的
最高学府、古代的“国立大学”，到汉质帝时，这里的学生
人数有3万多名，连北方匈奴的子弟都来此求学。

据考证，太学早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创立于公
元859年）、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创立于公元970年），
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大学、最早的研究生院。

在太学里，传授儒经的教官称博士，教学内容为儒家
经典。博士的选用，除采取荐举等办法之外，还要经过考
试，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鸿师硕儒才能被选拔上。

博士，在中国古代是学官的名称，出现在2000多
年前战国时期。

秦朝设有诸子、诗赋等博士，汉朝有五经博士。唐
朝有太学博士、太医博士、律学博士等，都是教授官。

明清时，仍然设有此官职，只是稍有不同。明朝宋
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亦
指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人。

此外，古代博士是对有某种技艺或从事某种专业
的人的尊称，与现在的师傅相似。如唐朝人称陆羽为茶
博士，后来对卖茶的伙计称为茶博士，又称卖酒的人为
酒博士、磨工为磨博士。

挑瘦让肥 谦恭礼让成风气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甄宇官居青州从事，后来担任博

士。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忠厚，有德行，深受学生尊敬。
当时，汉光武帝刘秀非常重视太学的博士，每逢腊

月三十，就特别下诏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让他们过
节。有一年的腊月三十，光武帝又将羊赏赐了下来，博
士们十分高兴，奔走相告。但羊被牵来后，令他们大失
所望，羊大小不一、肥瘦不等。

如何分羊，大家众口不一。这时，甄宇站起来说：
“我看不必宰羊，也不用抓阄，还是我先牵一头。”甄宇
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人小声说：“要是把大的挑
走了，剩下的给谁呀？”

出乎大家意料，甄宇走到羊群里，挑了只最小、最
瘦的羊。看到甄宇的所作所为，人们不再争执了，你谦
我让，很快把羊分完了。

事情传开后，洛阳城的人无不被甄宇的高风亮节
折服。这件事传到汉光武帝刘秀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
欣慰。后来每逢朝会，汉光武帝都会问道：“‘瘦羊博士’
来了没有？”

因此，甄宇“瘦羊博士”的雅号传遍了京师。人们在
论待遇、分财物时都会以甄宇为榜样，一时蔚然成风。

在洛宁县西山底乡南部，有个名叫雕崖洞的地方，
有关此名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相传在很早以前，西山底乡南边石崖的山洞里住
着一群老雕，其中一只老雕的羽毛由黑变灰，又由灰变
白，最后变成了雕精。

老雕成精后，作恶多端，危害百姓。起初，雕精偷走
了上山砍柴村民携带的干粮，害得村民只能忍饥挨饿
干活；后来，雕精盯上了山上的牛羊，经常叼走村民的
牛羊；再后来，雕精更加得寸进尺，开始伤害村民，一旦
上山砍柴的村民受伤流血，成群的老雕会闻着血腥味
找到受伤村民将其吃掉，路过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也成
为它们攻击的对象。

村民对雕精既恨又怕，村里有个名叫铁柱的年轻
人，勤劳、善良、胆大、心细，他自告奋勇，决定帮助村民
除掉这些害人的老雕。

一天，铁柱扛着扁担，带着干粮，假装上山砍柴。铁

柱刚进山，就发现有几只老雕在头顶盘旋，不一会儿，
雕精就带着成群的老雕围攻他。铁柱抡起扁担左劈右
砍，打死了几只老雕，老雕见来者不善，一时无法接近，
便佯装退却，藏在两侧的石崖上。铁柱继续前行，没过
多久，狡猾的老雕从后面再次向铁柱发起进攻，铁柱毫
不畏惧，与老雕奋力厮杀。

双方就这样交战了五六个回合，铁柱感到体力不
支，决定擒贼先擒王。他扫视四周，发现雕精站在树枝
上，便从背后取出一根木条，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石子
按在木条的一端，然后把木条弯成弓样，朝雕精射去。
雕精翅膀受伤后，逃回洞穴。虽然打退了雕精，但铁柱
已精疲力竭，晕倒在地。

忽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呼啸声，铁柱隐约听到有人
叫他的名字，睁眼一开，竟然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告
诉铁柱，他已听说雕精在凡间危害百姓的事，让铁柱带
着“密旨”回到凡间建一座庙，保护一方百姓。

铁柱醒后，以为刚才是在做梦，但一摸口袋发现了一
张字条，上面写着“持火把、扎红巾，不碰死也能远飞”。

按照指示，铁柱和村民一起手持火把、头扎红巾，
开始运石伐木，建造庙堂。就在建造庙堂的过程中，人
们把山沟照得通红，吓得老雕不敢出来，受了惊吓的老
雕在山崖间横冲直撞，碰得头破血流，不少老雕摔死在
山沟里，有几只侥幸逃走后，不敢再来。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铁柱英勇杀雕，将老雕居住的
崖洞起名为雕崖洞，从此那里成为村民敬神仙的地方。

（赵佳）

雕崖洞：老雕危害百姓 铁柱英勇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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