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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晋归义胡王金印
文物年代：西晋
出土时间：不详

洛阳博物馆收藏
的晋归义胡王金印，据
推测是由西晋武帝司
马炎颁赐给北方少数
民族首领的。它不仅是
研究我国古代印章文
化的重要实物，还是当
时统治者对边疆少数
民族进行安抚的证物。

核心提示

晋归义胡王金印：
中原王朝所颁赐
安抚边疆之证物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驼形印纽合乎受赐者身份
晋归义胡王金印印面长、宽各2.2厘米，高2.6厘米，重约

83.2 克。印文篆刻着“晋归义胡王”五个大字，字体为白文
篆书；印文布局稳重严整，字迹规整充满阳刚之气，造型简
练古朴，是我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印纽则呈现出一匹双
峰骆驼的形状。

为何印纽是骆驼状？这还得从汉代印章文化说起。汉代
印章具有较强的等级观念，官印的材质、纽式都有严格规定。
其中，皇帝玉印为虎纽，诸侯王金印为驼纽，丞相、太尉、列侯
金印为龟纽，俸禄千石至二百石的官员铜印为鼻纽。在其后
的魏、晋、唐、宋等朝代，官印纽式基本上沿袭了汉代制式。汉
晋时期，中原朝廷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册封王、侯、君、长等
封号，并赐予相应的印章。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晋归义胡王的
官印为驼纽。

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介绍，晋朝赐予中原诸侯
王的印多为金质，而赐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印多为铜质或是鎏
金印，但此印和内地诸侯王的印章质地相当，这也反映了晋朝
对此王的重视程度。

张玉芳介绍，这款金印是一名孟津商人在20世纪40年
代从甘肃带回的。这位在甘肃做生意的洛阳商人，从一古董
商手中发现这件宝贝，并高价将其买回。1973年，该金印由
洛阳博物馆收藏。

中原朝廷安抚匈奴的物证
作为东汉至两晋十六国时期颁发的少数民族官印，驼纽

也经历了风格的演变。东汉时期的驼纽较为细致，甚至驼的
五官及毛发都清晰可见，但到了魏晋时期，驼纽的形象则变得
简单了。印文形式承袭西汉宣帝以来的传统，在赠给少数民
族的官印印文之首，署上“汉”或“晋”等朝代名，接下来有“归
义”两字，接下来为“胡”“羌”等民族名。“归义”的实质意思为
归化、降顺，是朝廷对边藩归附行为的赞美之辞，也是汉、晋政
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封号。

那么，册封的晋朝皇帝和这个“归义”的少数民族首领又
是谁呢？从印文中的“晋”字看，毫无疑问是晋朝印章。“胡”指
的是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再加上这枚印在甘肃被发
现，此胡王应当为居住在甘肃凉州的匈奴首领。据文献记载，
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归顺西晋的匈奴首领正居住在甘
肃凉州，因此推测这方金印应由晋武帝颁赐。给予胡王金质
官印，对其进行安抚，目的是减少边疆战争，这也是中原统治
者和边疆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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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守洛阳东南门户
征尘落定沧桑犹存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宦官外
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
日趋衰弱。时逢连年大旱，庄稼颗
粒无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
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
下，纷纷揭竿而起。

当时由于道教等宗教活动
频繁，张角创立太平道笼络人
心，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
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
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
动了猛烈攻击。

史学专家称，“苍天”是指东
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
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
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
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
取代腐败的东汉。

张角利用迷信思想蛊惑人
心，加之当时朝廷腐朽，人民对其
早已失去信任，所以太平道在贫
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迅速
增加到数十万人。

此时的朝廷里，早已是人心
惶惶。汉灵帝见太平道发展势如
破竹，政权危在旦夕，急忙命何进
为大将军，根据洛阳中间为川、四
面环山的地形特点，特置轩睘辕、

函谷、伊阙、广城、大谷、旋门、孟
津、小平津八关，分派重兵把守。

八关之中，轩睘辕关尤为险
要，设在轩睘辕山上，其势陡峻，山
道盘旋，将去复还，谓之“十八
盘”。作为通往江淮地区入京的必
经之路，轩睘辕关在抵御黄巾起义
军方面作用不可小觑。

从地形图上看，轩睘辕山位于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轩睘辕山向西
接万安山，横亘在洛阳南部。轩睘
辕山接中岳嵩山余脉，绵延向北
直指黄河南岸，与北邙相接。由
此，形成了洛阳东以嵩岳、轩睘辕
为障，南以万安山为屏，西扼函谷
要塞，北临黄河的四塞险固的京
都防御体系。

利用地利设置的“八关都邑”
坚不可摧，又因起义军内部原因，
黄巾军最终未能越过八关攻入洛
阳，洛阳八关在洛阳军事史上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巾之乱”对于东汉末年的
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尽快
平定战事，朝廷军权下放地方，虽
然减缓了东汉覆亡的速度，但为
地方军阀割据、混战埋下了种子，
更成为三国分立的原因。

当险峻的轩睘辕雄关，遇上千年
帝都洛阳，注定有说不完的“皇家故
事”。史学专家称，轩睘辕关北望河洛
大地，南眺中岳嵩山，诸多帝王为赴
嵩山封禅祭祀，必经轩睘辕关，其中
故事自然不胜枚举，而最著名的莫
过于女皇武则天与汉武帝刘彻一争
高下的历史。

史料记载，西汉时期，汉武帝刘
彻到中岳嵩山祭天，令人开凿了一
条弯多坡陡的轩睘辕道。最初窄而陡
的通关之道，尽管非常险恶，但也给
扼守关隘带来了不少便利。此后的汉
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光武帝刘秀就
沿着先祖开辟的山道登上轩睘辕关；汉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京师大
旱，皇帝就派大臣经过轩睘辕关到嵩
山祭天，希望上天普降甘霖。

此后，一代女皇武则天赴嵩山
封禅时，更为轩睘辕关蒙上了浓重的
政治面纱。封禅，封为“祭天”，禅为

“祭地”，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
型典礼。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

为“天下第一山”，因此帝王到最高
的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
所以皇帝大多选在东岳泰山封禅。
然而，武则天非要打破“封东不封
中”的定式，赴中岳嵩山封禅，并奉
行“凤在上，龙在下”的理念。

不仅如此，武则天不愿重走汉
武帝所筑旧道，欲另辟蹊径，修筑更
宽更平更通畅的新道。她还明确新
道要修在汉武帝旧道的上面，以示
自己永不居人之下。这无疑将武则
天威武的女皇形象展现得淋漓尽
致。

据载，武则天曾先后八次登谒
嵩山，前三次是与高宗李治共同执
政时期，后五次是垂帘听政和独立
执政时期。为纪念自己封禅成功，公
元 696 年，武则天诏令将当年年号
改称万岁登封年，将阳城县改称登
封县，将嵩阳县改称告成县（后又将
两县合并为登封县）。“登封”，意为
登上嵩山，封禅大功告成，由此，女
皇气概可见一斑。

盛唐时期，武则天多次往返轩睘
辕关，在此题词立碑，轩睘辕关也进
入了最为辉煌和显赫的时期。时至
宋代，汴梁盛极一时，洛阳逐渐走向
衰落，轩睘辕关地位骤降。直到清代，
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乾隆
皇帝巡游途经轩睘辕关，此关才被官
员加以修复。如今，轩睘辕关上的“古
轩睘辕关”四个大字，就是乾隆皇帝
题写的。

沾有浓郁“皇族气息”的轩睘辕
关，自然也少不了金戈铁马的战争
场面。如今，行走在苍凉的轩睘辕关，
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仿佛犹在眼
前，而近代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
枪林弹雨、隆隆炮声，也并不遥远。

在东汉设关之前的春秋战国时
期，这里就是军事要地，后来的隋、
唐、后梁、后唐、后晋建都洛阳，也都
在轩睘辕关布防。其中，晋怀帝永嘉
二年（公元 308 年），王弥等起兵反
晋，过轩睘辕关进逼洛阳。此后西晋
政权灭亡，大批士族、百姓自轩睘辕
关逃出，迁徙南方，成为客家人及闽
南人的祖先。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后，由于轻
敌，未在偃师设壁垒，让王世充钻了
空子。王世充率精兵趁夜设下埋伏，
大败李密，然后在偃师设置轩睘辕
县，并在轩睘辕山下设轩睘辕镇，就是
今天的参驾店。4年后，曾在这里得
胜的王世充又被秦王李世民打败，
丢了轩睘辕县。

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5月13
日偃师沦陷。9月，皮定均和徐子荣
率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进入豫西，
在偃师南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偃（师）登（封）交界的轩睘辕关是他
们打击日寇的作战要地。同时，八路
军河南军区成立，经常活跃在轩睘辕
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如今的轩睘辕关古道上，帝王将
相的身影早已消失，战场的针锋相对
也难以复制，而遗存在荒草丛中的古
关门，将继续诉说着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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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睘（huán）辕”，意指形势险要的道路。如此，便不
难想象“轩睘辕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形势。轩睘辕关
是东汉末年，朝庭为抵御黄巾军进兵、捍卫都城洛阳所
设的“洛阳八关”之一，扼守洛阳东南门户，位于今偃师
市府店镇境内轩睘辕山上。虽历经千年战火和岁月侵蚀，
如今关门遗址上古穆遒劲的“古轩睘辕关”四个大字仍清
晰可见，让人顿生思古幽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云飞白云飞 实习生 元媛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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