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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门关，是东汉灵
帝为抵御黄巾军起义所
设八关之一，是扼守洛
阳东大门的重要关隘，
位置险要，战事频繁。
东汉才女班昭所作《东
征赋》载：“望河洛之交
流兮，看成皋之旋门。”
这句话道出了旋门关关
址的蛛丝马迹：旋门关
地处古成皋城（今荥阳
市汜水镇西一带）。该
地自古因虎牢关名扬天
下，有学者认为，旋门关
就是虎牢关在东汉时期
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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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才女班昭，史学家班彪之女、班
固和班超之妹，博学高才，曾帮助兄长班
固完成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
书》。班昭晚年随子曹成，由京都洛阳前
往陈留（今属开封）赴任，途中作《东征
赋》，其中“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
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告
知了人们旋门关大致位于古成皋城。

而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
“汉之成皋县，一名虎牢……旋门关，在
县西南十里”，这又拉近了旋门关和虎
牢关的关系。

成皋在西汉时置县，属河南郡；东
汉时属河南尹，治所就在今荥阳市汜水
镇虎牢关村西北。虎牢关，属古成皋县。
隋朝时，成皋县改为汜水县，唐朝以后
称汜水关，又名武牢关、成皋关、古崤
关。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在此设防，足见
其地势险要。

虎牢关之名，源自西周时期。据《水经
注》记载，周穆王姬满在圃田泽打猎，命随
从掠林惊兽时，忽见老虎出没于草丛。“天
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献之天
子，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然
则虎牢之名，自此始也”。周穆王曾将进献
的猛虎圈养于此才得名“虎牢”。

虎牢之名虽始于春秋，但当时并未
设关。最早设虎牢关的是秦朝。此后几
经变化，如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
设成皋关；唐代为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
之讳，改为武牢关；明太祖朱元璋认为
此地“盖万古要塞之地，群雄角逐之
区”，遂再易名为古崤关；明代晚期至清
代，又称虎牢关，因在汜水之西，也被称
为汜水关……

因此，有人考证认为，东汉末年所
设旋门关也属这种情况。所谓旋门关，
只是虎牢关的别名。

旋门虎牢 或为一关

成皋城所在的位置南连嵩岳，北临
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成皋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
楚汉战争的核心区域就在成皋城。《史
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与
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
战四十。”双方的争夺战，紧张激烈，旷
日持久。

刘邦的胜利就在于他认识到夺下成
皋并牢牢守住它的重要意义。最初，刘邦、
项羽在荥阳形成对峙局面，刘邦处于弱势
地位，被困于荥阳城中，粮道被项羽主力

切断。无奈之下，他只得让大将纪信扮作
自己诈降，而他则秘密逃进成皋城，又从
成皋渡河北上修武。刘邦夺取韩信兵权
后，再次渡河，卷土重来，以夺取成皋。

当时，成皋城的守城大将军为项羽
麾下曹咎。由于成皋城易守难攻，只要曹
咎按兵不动，刘邦就毫无办法。精明的刘
邦使用激将法逼曹咎应战，曹咎果然中
计兵败，刘邦夺得成皋城，从此一直占领
此地与项羽周旋，实力逐渐由弱转强。

成皋得失，成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
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刎，而刘邦则立下
400年汉室王朝的根基。

旋门关和虎牢关的关系，“剪不断，
理还乱”。相比之下，虎牢关的名声远比
旋门关显赫。然而，让虎牢关广为人知的
故事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情节——

“三英战吕布”。
如今的虎牢关遗址，供奉关公的山

西夫子庙、吕布城、点将台等依然演绎着
《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后人重修虎牢关
作为景点，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噱头。

与“三英战吕布”不同，在虎牢关真
实发生的楚汉成皋之战、武牢之战等战
役，虽鲜为人知，却真实印证了其守护洛
阳东大门、“虎牢关失则两京震撼”的军
事地位。

历史上，虎牢关战火不断。春秋鲁隐
公五年（公元前718 年）击败燕师于此；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驻兵
虎牢关和秦国对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岳飞大破金兵于竹芦渡（今汜
水关附近）；一直到元、明、清，这里仍是
战争频繁，时闻杀声。

唐代武牢之战的激烈，不输于楚汉相
争。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攻打洛阳郑
帝王世充，王世充向占据河北的夏帝窦建
德求助，窦带领30万大军一路攻陷管城

（今郑州），推进到牛口（今荥阳牛峪口）。
李世民深知武牢关的重要性，带领

3500人，迅速占据此关隘，以阻止窦建
德西进，切断了窦与王的联系。胸有谋略
的李世民依武牢关之险，闭门不出，一方
面与窦建德打起持久战，另一方面又悄
悄派部队截断窦军粮草。随后牧马黄河
北岸，装出已无粮草的迹象，引诱窦军发
动最后进攻。窦建德果然上当，在汜水东
岸摆开二十余里阵势，欲与唐军决战。谁
知李世民依旧按兵不动，等到窦军疲惫
不堪时，猝不及防地杀出，最终生擒窦建
德，为唐王朝的建立赢下了关键的一仗。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的旋门
关和虎牢关早已“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
了鼓角争鸣”。但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终
会留在历史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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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公元601年至公元636年），河南洛阳人。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一生积极辅佐李世民，反对外
戚参政，劝诫唐太宗善待功臣，善待忠直之臣，是李世民
政治上的“贤内助”、后宫的表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德
才兼备的皇后。

长孙氏先祖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魏孝文帝迁洛改
革时改姓长孙氏。其祖、父为北周、隋朝的名臣。她自
幼爱读书，颇知礼仪。13 岁时与李世民成亲。其兄长
孙无忌与李世民关系亲密。李渊代隋建立唐王朝后，
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而在建唐
平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功劳大过建成，他们逐渐形成
夺宗与守宗的局面，双方剑拔弩张。而长孙氏比较妥
善地处理了各方面关系，为李世民夺权争得了机遇和
时间。

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
中，长孙氏积极帮助李世民，功不可没。李世民继位后，
立长孙氏为皇后。

身为皇后，长孙氏不仅在后宫中作表率，深得太宗及
其他众人的敬重，而且在政治上给太宗以辅助。唐太宗
非常赏识皇后的才干和见解，经常与她商讨政事。但她
严守“后宫不干预政事”的古训，尽量回避，太宗由此更加
敬重她。

长孙皇后深知外戚专权的恶劣后果，因此，她对自己
家族成员严格要求，不允许他们仗势欺人、无功受禄。就
连对太宗有大功的胞兄长孙无忌，皇后也不希望他权力
过大。她一方面劝太宗不可赋予胞兄长孙无忌过多权
力，另一方面劝无忌辞去宰相之职。

身为皇后，长孙皇后严于律己；对太子，她要求少计
较自身享受，多考虑国家社稷；对嫔妃、宫人，体贴关怀。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身染重病，太子承乾想
请父皇大赦，并让道士作法，为母后祈福。长孙皇后坚决
不许，认为不可为自己而乱天下大法。

唐太宗曾因魏征当庭面折自己而恼怒，长孙皇后巧
妙地劝解太宗，为魏征的直言诤谏而庆幸。房玄龄曾因
事得罪太宗，太宗盛怒之下让他停职，时已身染重病的长
孙皇后提醒太宗皇帝，房玄龄乃有功之臣，又勤勤恳恳，
若无大过，不可轻废。

长孙皇后曾写过《女则》一书，共30卷，总结历史上
妇女得失的经验教训，用以激励自己。贞观十年（公元
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亲撰碑文以寄托哀思。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长孙皇后：

唐太宗之贤内助
德才兼备好皇后

成语词典

【成语】得陇望蜀
【人物】刘秀
【释意】陇：指甘肃东部；蜀：指

四川中西部。原意是指已经取得
陇西，还想攻取西蜀。比喻得寸进
尺，贪得无厌。常用以形容那些

“贪心不足蛇吞象”的人。
【出处】《后汉书·岑彭传》：“人

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
兵，头鬓为白。”

见习记者 朱艳艳

东汉初建立
西部未安宁

公元25年，刘秀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汉王
朝，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定都洛阳。

东汉建立之初，割据势力和民间起义不
断制造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当中，有两股
势力最为强大：一个是割据巴蜀（今四川）的
公孙述，另一个是称霸陇西（今甘肃东部）的
隗（wěi）嚣。

公孙述自称为蜀王，拥有数十万军队。
隗嚣常常与公孙述相互勾结，他们威胁到了
新建立的东汉政权。

光武帝刘秀一直认为隗嚣是一位忠厚
长者，一心想要招揽、重用他，因此对他礼
遇有加。然而，隗嚣左右摇摆，不打算真心
归附。

公孙述出兵攻打荆州时，光武帝下诏书
要求隗嚣出兵征讨公孙述。隗嚣婉言拒绝
了光武帝。隗嚣上书说道：“白水地势十分
险阻，山路悬险，栈木为道。”并多方强调征
讨困难。

有一次，隗嚣派使者周游来长安，途经
冯异（东汉开国名将）军营时，被仇家杀害；
刘秀派卫尉铫（diào）期带珍贵礼物去赏赐
隗嚣，刚到郑县（今陕西华县），就被盗贼掠
去礼品。

至此，刘秀深知隗嚣终不肯为他所用，惋
惜地说：“我和隗嚣之间的事，看来好不了。
他派来的使者被杀，我送去的礼物被抢！”于
是，光武帝想出兵讨伐。

刘秀留诏书
平陇复望蜀

公元 32 年，知道隗嚣不可能臣服的态
度后，光武帝刘秀亲自率领大军讨伐隗嚣，
很快就将隗嚣打败。隗嚣逃回城内向公孙
述求助，公孙述派兵帮助隗嚣把守。

刘秀见隗嚣大势已去，西城指日可攻下，
就移驾回到都城洛阳。临走时，刘秀给指挥
围攻隗嚣的大将岑彭下了一道诏书，说：“西
城攻下以后，你可以移兵南攻巴蜀。人都是
不知足的，你平定了陇西，还想拿下巴蜀之
地。如果不这样做，天下怎么能够统一呢？”

岑彭看完诏书，决定实现光武帝“得陇望
蜀”的计划。于是，他调兵遣将，采取各种战
术攻城。公元33年，隗嚣财力、人力消耗殆
尽，处境每况愈下。据说当时隗嚣又病又饿，
只能以大豆和米熬成稀饭充饥，终于愤恨而
死。他的儿子隗纯归顺了光武帝刘秀，东汉
得到了陇地。

此后，岑彭又统领东汉大军进入四川，
直逼成都。公孙述仓皇迎战，死伤惨重。
战乱中，公孙述身受重伤而亡，蜀地终归于
东汉。

得陇望蜀：

刘秀建汉平天下
收罢陇西复伐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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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关（资料图片）

旋门关：险隘烽烟自古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