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枹鼓不鸣：
严执法不畏权贵

“强项令”威震京师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枹（bāo）鼓不鸣
【人物】董宣
【释意】枹，就是击鼓所用的槌。枹鼓不

鸣字面意思为没有人拿槌来击鼓，用以比喻政
通人和，社会秩序安定，没有冤假错案。

【出处】《后汉书·酷吏传·董宣》载：“后特
征为洛阳令……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
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不畏权贵 得罪公主
董宣，字少平，董仲舒五代孙，为官公正廉明，执法

不避权贵，为东汉初年著名良吏。
当时，洛阳作为京都，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多

数皇亲国戚和功臣显贵都聚居于此，他们纵容自家子
弟和奴仆横行街市，作威作福。

为了整顿秩序，朝廷连换几任洛阳令，仍控制不住
局面。在此情况下，东汉光武帝刘秀决定任命年已69
岁的董宣为洛阳令。

到洛阳后，董宣很快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
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的奴仆，在光天化日下
杀人，并借助公主的权势，避匿主家。之前的地方官吏
都不敢得罪公主，只得任此人逍遥法外。

董宣并不惧怕，经暗中观察，他趁湖阳公主带着这
个家奴去邙山游玩的机会，将人马布置在夏门亭，待他
们返城途经这里时，拦住车队，要求公主交出杀人犯。
公主拒不交人。董宣一声喝令，吏卒一拥而上，把这个
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下来，就地正法。

湖阳公主恼羞成怒，闹到刘秀面前，要求杀掉董宣
为她出气。光武帝初听，十分生气，下令召董宣进宫，
欲以乱棍将其打死。

宁死不屈“强项”扬名
得到皇帝的召见进宫，董宣面不改色，他磕头说：

“乞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说什么？”董宣说：
“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却放纵家奴杀害百
姓，拿什么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棍子打，请求能够
自杀。”当即用脑袋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

光武帝明白董宣理直，但为照顾姐姐面子，就叫董
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准备就此了结。哪知董宣依
然强硬，他坚持自己无罪，拒不答应。光武帝只得下令
太监，强行按着他的头谢罪，董宣两手死死撑着地面，
始终不肯低头。

见董宣如此耿直，光武帝佩服地称其为“强项令”，
并劝姐姐回家，平息了这场纠纷。他赏赐董宣三十万
钱，董宣把钱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他严厉打击
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之人。

从此，董宣“强项令”的威名传遍全国，京城里的豪
强恶霸没有不怕董宣的，称其为“卧虎”。经过治理，都
城洛阳的社会秩序得到好转，没有人再击鼓鸣冤了，民
谣歌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董宣任洛阳令5年，74岁时病死任上。光武帝派
使者去吊唁，只见董宣的遗体上仅仅盖着一条旧被，家
中除了大麦数斛、白马一匹、破车一辆，别的什么都没
有。听闻后光武帝伤心地说：“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诏令：葬以大夫礼，并任命他的儿子董并为郎中。

核心提示

龙马奔腾万里春
——从“龙马出河”说起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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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招展九州画，龙马
奔腾万里春。”马年春节正向
我们走来，马年谈马，成为新
年的重要话题。而谈马，总
要谈及龙马负图的传说。据
说，伏羲氏时，龙马出于黄河
孟津，其身上的旋有次序，形
数有异别，这就是河图，伏羲
据此而创制了八卦，开启了
文明。“龙马精神传百代，鲲
鹏志向搏九天。”而“龙马精
神”一词也出自洛阳，它就是
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

《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西汉经学家孔安
国解释：“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
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孔安
国还对龙马负图进行了描述，说龙
马为天地间的精灵，它的外形非常
奇特，马身上长有龙鳞，故称龙马。
这匹龙马高八尺五寸，似骆而有翅，
踏水不没。伏羲氏在位，龙马出于孟
津。这匹龙马的旋有次序，形数有异
别——排列是一、六在后，二、七在
前，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背
中，这就是河图。后来，洛河中有神
龟贡书而出，这就是洛书，今洛宁有

“洛出书处”古碑两通。
河图又称为龙图、马图、龙马图

等。北宋初，洛阳著名学者种放（人
名）奉养母亲隐居在终南山，与道
士陈抟（著名道教学者）共同著《龙
图易》，其中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
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
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
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两个
图式。

北宋哲学家邵雍进一步解释，
河图中上、下、左、右、中五组数目分
别与火、水、木、金、土五行有关。这
几种物质基本形态的生成与转换，
甚至万物发育都可以从这图上得到
启示，从而得出五行相生之理，天地
生成之道。

古人一致认为，天降龙马，伏羲
画卦，开启了中华文明。元代学者李
翼《龙马图赋》记载，龙马负图“实所
以开万世言语文字之源，着万代文
明休祥之绩”。

龙马负图之处，位于孟津图河与
黄河交汇处。图河源于今孟津县朝阳
镇瓦店村一带，向东北流，经送庄镇，
入会盟镇雷河，最后入黄河，长 15 公
里。明代吴澄《奇门遁甲》称，“龙马负
图出于孟河”，这里的孟河即图河，又
名雷河、雷泽。相传华胥氏在雷泽踩着
了天神足迹怀孕生下伏羲。清嘉庆《孟
津县志》称，孟津为华胥氏故里。

图河流经的沟壑，名为卦沟，又称
负图沟。流经的村庄有负图、上河图、
下河图、马庄、雷河、孟河等。这些村名
都很古老，清代河南府尹张汉《负图里
谒羲皇庙一诗》说：“行过负图里，接近
读书台。”今羲皇庙位于雷河村北、上
河图村的东北，雷河村等图河流经的
村庄，在清代均应属负图（相当于今行
政村）管辖。

《乐府诗集》载伏羲氏的乐歌《网

罟（gǔ）》云：“吾人苦兮，水深深，网罟设
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网罟设
兮，山不幽。”清嘉庆《孟津县志》载，此歌
产生于图河流域，这是歌颂伏羲教人在
图河捕鱼、邙山捕猎的民歌。

图河在夏秋涨水时，黄涛翻卷，惊
心动魄，为一奇景，名曰“图河夏涨”，
被列入孟津古八景之一，留有不少以
此为题的诗篇。

如清代孟津人王笋《图河夏涨》诗
云：“清河一曲抱村流，雨后惊涛万壑收。
自有渊源发道脉，常观浩淼达神州。”

图河的源头，是一座不大的山，名为
图山，这里在清代有一个村庄，名为图山
庄，是一个山清水秀之地。晚清洛阳诗人
林东郊曾寻访此村，作《图山庄》一诗道：

“陂塘清若鉴，野处走烟霞。村塾留书贾，
山墟访酒家。林深余橡栗，檐矮出葵花。
问讯河图迹，枌（fén 木名）闾又暮鸦。”

羲皇庙，又称伏義庙、龙马负图
寺，为儒教庙宇，也曾作为佛家的道
场。位于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的图河
之滨，创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 310
年），奉祀伏羲。

羲皇庙的创始人是佛图澄，西域龟
兹人。自幼出家学佛，西晋永嘉初年来到
都城洛阳，寻龙马负图之地，创建河图
寺，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人。北魏
时，改称龙马寺。唐代以后，先后改称兴
国寺、负图寺、羲皇庙。

羲皇庙在明、清时重修 3 次，重修
碑现存庙内。从现存清代《伏羲庙全

图》碑刻了解到，明清时期庙的建筑布
局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渊源阁、前
殿、伏羲殿、春秋阁等，中轴线明确，对
称布局，建筑型制规格高。殿、亭、阁形
式多样，匾额、楹联内容皆赞美龙马负
图与伏羲画卦之功。

羲皇庙今已重修，保存古代碑刻
20 余方，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书画艺
术价值。伏羲圣像碑、夏禹王像碑等，
所刻人物，自然生动，是绘画雕刻艺术
之精品。“龙马负图处”碑刻、“图河故
道”碑刻、王铎《龙马记》碑等都是书法
精品。

古人把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文明
的源头，因此把“河序龙马，洛贡龟书”
不断神秘化，于是龙马、洛龟成为一种
罕见的神秘动物，这与事实是不符的。

龙马，实际是古代一种高大的
骏马。《说文解字》载：“马八尺为
龙。”即高达八尺的马，称其为龙，
或称为龙马。河洛先民是最早驯养
马的部族，认为本部族与马有缘，
崇拜它，把它作为图腾顺理成章。

马、龟是远古河洛先民的图
腾，河图、洛书是逐步抽象化、哲学
化的图腾形象。河图、洛书是真实
存在的，这在考古上已得到证实。
1987年，安徽含山陵家滩大汶口文
化遗址出土了一长方形玉版和玉
龟，玉版夹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
间，玉版上刻有象征北辰、四维、八
方、八节、八卦和天圆地方的图案，
玉版四周分别钻有四、五、九、五个
小圆孔。玉版四周圆孔排列与河图
洛书的数理体系相合，并且有玉龟
相伴，而八卦图案居于玉版的重要
位置，正说明了河图洛书与八卦的
内在联系。

因为“龙马负图出于孟津”，因
此“龙马”成为“洛阳马”的代称。
南朝沈约《相逢狭路间》载：“相
逢洛阳道，系声流水车。龙马满
街衢（qú），飞盖交门侧。”唐代张籍

《离妇》说：“洛阳买大宅，邯郸买侍
儿。夫婿乘龙马，出入有光仪。”

洛阳常为帝王之宅，马多良骥，
精神健壮，于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
成语“龙马精神”。这个成语出自唐
代李郢《上裴晋公》，其诗曰“四朝忧
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裴晋
公，即晚唐重臣裴度，他历仕宪宗、
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出将入相，德
高望重，两次任东都（洛阳）留守，晚
年退居洛阳集贤里，仍心系社稷安
危。因此，李郢赞其“龙马精神”，即
老而弥健的精神。

龙马精神，就是河洛文化的精
神内涵，就是自强不息的洛阳精神！

河出龙马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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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吴芳

侯刚，字乾之，北魏洛阳人。他出身
寒微，因善烹饪而入宫，历孝文、宣武、孝
明三朝，曾权倾一时，特别是胡太后执政
时期，他颇受宠信。

北魏孝文帝时，侯刚因善于烹饪，
能做一手好饭菜，所以常出入宫廷；后
被封为中散，又迁冗从仆射、尝食典御。
他忠心耿耿，服侍孝文帝多年。因他耿
直，宣武帝遂赐名为刚。宣武帝念他对
孝文帝的忠诚，以为右卫将军，领太子
中庶子。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宣武帝崩，
侯刚与侍中崔光迎立太子登基，是为孝

明帝。不久，侯刚官拜卫尉卿，封武阳县
开国侯。接着，又为侍中、抚军将军、恒州
大中正。时胡太后临朝听政，侯刚因被胡
太后宠信，故权倾一时，江阳王元继、尚
书长孙稚都主动与他结亲。虽然侯刚权
势渐大，但他能保持着正直的本性，曾为
忠臣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直言进谏。胡太
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并予以纠正。

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领军元叉与
卫将军刘腾内外勾结，发动政变，囚禁胡
太后，杀清河王元怿，“政无巨细，决于二
人，威震内外”。他们执掌朝政后，结党营
私，因侯刚长子是元叉的妹夫，元叉遂欲

将侯刚拉进自己的阵营，于是提升侯刚
为侍中、右卫将军，并恢复其尝食典御之
职；不久，又加车骑大将军，领左右；接
着，又加仪同、御史中尉。当时国家战争
不断，国用不足，侯刚曾主动请求以自己
的俸禄及封邑收入充军需，孝明帝嘉而
许之。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元叉被解除
领军之职，胡太后重新执政。她担心元叉
党羽尚多，恐一时难以制伏，故权且以侯
刚代替元叉之职，以安其众。不久，胡太
后认为局势稳定后，遂令侯刚交出领军
之职，出任冀州刺史。赴任途中，胡太后

又下诏，揭露侯刚与元叉互为朋党、逼
胁内外之罪，再贬他为征虏将军，削夺
其他一切职务，失去了昔日的风光，只
留下征虏将军这个虚职。之后，他郁郁
寡欢而死。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侯刚：受宠失宠胡太后 大起大落于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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