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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时期，朝
廷以洛阳为中心开
凿大运河，使江南地
区的丰富物资通过
漕运输送到京师，漕
运的主要物资就是
粮食。20 世纪 70 年
代，含嘉仓铭砖的出
土，让“天下第一粮
仓”含嘉仓成为人们
研究隋唐大运河漕
运历史的重要窗口。

核心提示

董宣：胸中正气足 脖颈硬度高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且受百姓欢迎的法令，如

减轻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等，这使经济文化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遗

憾的是，这些法令虽好，却难以约束高官贵人尤其是皇亲国戚。

湖阳公主依仗兄弟刘秀是皇帝，骄横非凡，就连她的奴仆也不把朝廷

的法令放在眼里。于是，一个流传千古的强项令故事就发生了。

光武帝初在洛阳登基时，天下还
没有彻底扫平，而京都洛阳更是全国
最难治理的地方。究其原因，主要是聚
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
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
恶不作。在此情况下，朝廷接连换了几
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最后，
光武帝刘秀万般无奈，在一些大臣的
极力推举下，决定任命已经年近七十
的董宣做洛阳令。董宣到任后，遇到的
第一件棘手的难题，就是处理湖阳公
主家奴杀人案件。

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杀了
人。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恪于法
令，董宣没有权限直接进入公主府搜
查，无奈之下，只好天天派人在公主府
门口守着，等凶手出来。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马车外出，
随从就是那个凶手。董宣得到消息后，
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

湖阳公主认为董宣侵犯了她的尊

严，沉下脸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
拦我的车？”

董宣走上前一步，深施一礼，恭恭
敬敬地向公主请安。公主面沉如水，一
言不发。董宣施礼后，拔出宝剑，在地
上画了一道深深的印痕。然后吩咐衙
役，缉拿凶犯。湖阳公主不干了，纵身
下车，一把揪住董宣的领口，大声斥
责。衙役们见状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董
宣大喝一声：“公主放纵家奴犯法杀
人，于理不合、于法不敬、于道不公，自
有法度管她。无法家奴胆大包天，光天
化日之下杀人，必须以命偿命。我们食
国家俸禄，就要为国家伸张正义。动
手，当场打死！”手下人见董宣如此言
语，二话不说，一拥上前，将恶奴毙于
当场。

这一下可戳了马蜂窝，湖阳公主
“你你你，我我我……”了半天，没有说
出一句完整的话。一口气没上来，昏死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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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祸惹大了。湖阳公主醒来后
火速赶到宫里，向光武帝刘秀哭诉董
宣怎样欺负她。

光武帝刘秀毕竟是一国之主
啊，一听那个老小子竟然欺负到自
己姐姐头上，那还了得，立刻派人
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
主的面，重重责打董宣，替公主解
气。

董宣见皇帝命人要重重责打
他，不干了。脖颈一梗朗声道：“皇上
且慢，等我先说几句话，我说完后，
皇上如果认为我还是该罚该打，那
就不用费力打了，我情愿一头撞死
在皇上跟前。”

光武帝刘秀见他这种态度，更是
怒不可遏，几乎冲下龙椅，点着董宣
的鼻子说：“好你个董宣，事都做成那
样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董宣不慌不忙，把事由经过一五
一十地叙述了一遍，然后不紧不慢地
说：“请问陛下，您是不是一个中兴的
皇帝？”

“废话！说下去！”
“一个中兴之主，自然会制定有

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法令。既然制定
了法令，是不是大家都要遵守呢？”

“那还用说？有令不遵，制它作
甚！”

“这就是了，谢陛下。现在公主放
纵奴仆杀人，臣下依照陛下颁布的律
令行事，杀了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恶
奴，陛下却要责打臣下，这样还能有
效治理天下吗？如果陛下坚持责打臣
下，那也不用麻烦了，臣下当堂自杀
便是。”

好个董宣，一言既了，挺起头就
向身旁的柱子撞去。

这可不是玩的，光武帝见状手忙
脚乱，也忘了皇帝的尊严，从龙椅上
一跃而起，一把抱住了董宣。到底还
是晚了一点点，董宣已经撞得血流满
面。

到了这个地步，光武帝实在没有
辙了，紧绷的脸也松弛下来。可是，那
边还坐着姐姐啊。不管怎么说，还要
顾全一下姐姐湖阳公主的面子。他干

咳一声，半笑不笑地走到董宣面前，
差点连腰也弯下去了。“董爱卿，朕已
经知道了，爱卿没有错。可是，这么说
吧，算朕求你了，过去给公主磕个头、
赔个礼吧。”

“啥？我的陛下，董宣虽然有点二
杆子，可不是二百五！这个头，您可以
砍了去，磕是绝不会磕的。”

“磕吧，不就磕个头吗？”
“绝不！”
到了这个份上，光武帝面子上也

挂不住了，脸一沉，喝令旁边的内侍
把董宣的头按下去，心想马马虎虎磕
一个算了。

董宣见状，轻声说了一句：“我尊
崇的陛下，您既然非要这样，那就请
看看俺的脖颈有多硬吧。”然后就闭
上了眼睛。

两个内侍一左一右做出下死力
气的样子，把董宣的脑袋往地下摁，
可摁了半天，怎么也摁不下去。大概
内侍也知道光武帝并不想把董宣治
罪，可又得给光武帝个台阶下，就大
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
硬，摁不下去。”

光武帝到此地步也有点哭笑不
得，忘了自己做皇帝的面子了，嘿嘿
干笑两声，挥挥手，装着很生气的样
子说：“两个大笨瓜，平时练的大力鹰
爪功、金刚不坏功都哪里去啦？真没
用。去去去，把这个硬脖子的家伙撵
出去吧！”

湖阳公主见光武帝放了董宣，火
气更是直冲三千丈，大声咆哮道：“气
死我了！二弟你真变成窝囊废了，想
当年做平民的时候，你不断收留逃亡
的和犯死罪的人，官吏都不敢上咱家
来搜查。现在你做了天子，却成了缩
脖子的，反而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洛
阳令？”

光武帝正色说：“姐，你这更不对
了。正因为我做了天子，就更要率先
垂范遵守法令。”

等湖阳公主走了，光武帝下令赏
赐董宣三十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
董宣回到官府，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
手下的官员。

文物名称：含嘉仓铭砖
文物年代：唐代
出土时间：20世纪70年代
出土地点：洛阳老城

含嘉仓铭砖：
记录“天下第一粮仓”
折射唐代漕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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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铭砖，牵出“天下粮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焦枝铁路修建。洛阳在配
合建设机修车间时，含嘉仓遗址被首次发现。起
初，考古队员以为发现的是座墓葬。直到出土记
载有“含嘉仓”等字样的铭砖，墓葬假设被彻底推
翻——这里就是盛唐时期规模宏大的“天下第一粮
仓”含嘉仓。

这块铭砖长32.5厘米、厚6.5厘米，头三个字就是
“含嘉仓”。铭砖记载了仓窖位置、粮食来源、品种、数
量、时间及仓窖的管理人员等信息。考古专家表示，从
铭砖记录的内容看，当时粮食储存管理已经实现制度
化、科学化。因此，它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含嘉仓又叫含嘉仓城。仓城东西宽612米，南北
长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是隋唐东都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唐朝建立后，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广通、黎
阳、太原等仓，同时又增加了几处粮仓，其中含嘉仓就
是最大的一座。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
全国主要大型粮仓的储粮总数为 12656620 石，含嘉
仓就有5833400石，占了将近一半。

一座粮仓，反映“历史大事”

作为粮食漕运的储存和中转中心，洛阳粮仓在城
外、城内均有分布，含嘉仓位于隋唐城内。考古专家介
绍，含嘉仓布局在城内，和隋唐两代交替时期回洛仓的
失守有着密切关联。

回洛仓建于隋朝，位于城外。隋末，天下大乱，李
密夺取城外回洛仓，隋统治者积累的粮食拱手“让”于
李密，洛阳城一时陷入无粮境地，加剧了隋的灭亡。

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深刻认识到粮仓在城外的
弊端。他决定在洛阳城内建立粮仓，以保证特殊情况
下洛阳城内的粮食供应，避免重蹈当年隋统治者的覆
辙。这个被李世民精心谋划建造的粮仓就是含嘉仓。

含嘉仓不仅供应洛阳城里的粮食，还起着关东和
关中之间漕米转运站的作用。同时，唐王朝还规定，东
都洛阳以东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再由含嘉仓通
过陆路运至陕州（今属三门峡陕县）。含嘉仓因此也成
为全国最大的粮仓。

粮食生产关系国家兴衰存亡，自古是国之大事。
粮食储量更是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的重要影响因素。
粮仓对研究古代社会的军事信息、漕运情况、建筑水
平、防潮工艺、粮食管理制度等价值很大。

1971年的含嘉仓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一窖仍保
存完整的粮食。考古工作者检测发现，留存千年的粮
食48%被碳化，52%仍是有机物，有些谷粒竟在被取出
后发芽，经过培养，第二年还结出了果实！这足以折射
出大唐盛世农业的繁荣和科技的发达。

相关链接▶▶
盛唐留存谷粒 千年仍能发芽

宇文庆，字神庆，北朝河南洛阳
人。北周初，少年宇文庆就读于京城东
观太学，广泛涉猎经史子集。但不久，
他厌倦了读书，认为大丈夫岂能终生操
持笔砚，为腐儒之业；好男儿志在四方，
当为国出力，杀敌疆场。

当时，正值文州地区农民起义蜂
起，官府正在招募军队，宇文庆遂投笔
从戎，应征入伍。起义军据守峡谷险
地，道路难行。宇文庆自告奋勇，率一
支轻骑马队，拼死向前冲击，并偷袭成
功，拿下据点，成功镇压了起义军。他
因功被授都督。正在镇守山南的卫王
宇文直听说宇文庆的威名，遂征他为左
右随侍。他善骑射，胆略超群，不久，宇

文庆被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柱国
府掾。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宇文庆积极
出谋划策，因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
仪同三司。

建德四年（公元 575 年），周武帝大
举出兵攻打北齐。大军向重镇洛阳进
发，首攻河阴城。宇文庆虽已为大将
军，但仍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他率先
登上城墙，与守敌展开短兵交战，杀敌
无数，后受伤坠城，几乎丧命。周武帝
安抚他道：“卿之余勇，可以贾人也。”

后来，他随武帝攻晋州，不料北齐
大量援兵赶到。宇文庆和齐王宇文宪
率轻骑去观察敌情，与敌军不期而遇，
结果被围。宇文宪马快突围脱逃，宇文

庆退守汾水桥，敌兵争先恐后，要活捉
他邀功。宇文庆搭弓射箭，连续射杀多
名敌将，敌兵畏惧后撤，宇文庆趁机突
围，安全返回本部。

在灭齐战役中，宇文庆破高纬，拔
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擒高湝，攻城拔
寨，战功显著，“功并居最”。周武帝赞
扬他道：“庆勋庸早著，英望华远，出内
之续，简在朕心，戎车自西，俱总行阵，
东夏荡定，实有茂功。”于是，进位大将
军，封汝南郡公。不久，他任行军总管，
进击延州一带叛乱胡人。他出奇制胜，
很快平定叛军。宇文庆官拜延州总管、
宁州总管。

杨坚任北周丞相时，宇文庆又为行

军总管，南征陈朝，大军驻扎于白帝城，
但不久因故班师，他进位上大将军。杨
坚与宇文庆交情很深，待之甚厚，令他
督宰相府军事，委以心腹机密，加柱国
大将军。杨坚称帝建隋后，宇文庆官拜
左武卫将军，进位上柱国。数年后，出
任凉州总管，一年后，征还，从此赋闲。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宇文庆：少年聪敏志在四方 投笔从戎屡建功勋

铭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