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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古称嵩高、中岳。《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
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三代指夏、商、周三朝，
其都城均在洛阳，因此，古代帝王祭祀名山，洛阳京畿之内的嵩山
自然是中岳，而东、西、南、北四岳分别为泰山、华山、衡山、恒山。

嵩山由太室山、少室山组成。太室山东西横亘，逶迤连绵，
似苍龙高卧。而少室山群峰陡峭，穿云插空。“深逢野草皆疑药，
静见樵人恐是仙”。由于嵩山秀美幽静，自古以来就是儒、佛、道
三家讲学、修道之地，在嵩山七十二峰之间，书院、佛寺、道观星
罗棋布，殿堂台阁，不胜枚举，其中，有儒家著名的嵩阳书院，道
家著名的中岳庙，佛寺则以少林寺、法王寺、会善寺、永泰寺、嵩
岳寺为佼佼者。

法王寺位于嵩山玉柱峰下，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
年），比中国第一佛寺白马寺仅晚3年。该寺为山门、大雄殿和地
藏王殿三进建筑，大雄殿为主殿。法王寺风光迷人，“嵩门待月”
是全国闻名的赏月佳景。这里两峰相峙，其中豁处，状若半圆形
大门，是谓“嵩门”。每当仲秋之夜，皎月升起于嵩门之中，恰如一
面玉镜镶嵌于两峰之间，人称“月满嵩门正仲秋”。

会善寺位于积翠峰下，始建于北魏。原为孝文帝离宫，孝明
帝改建为闲居寺，隋文帝时改名会善寺。唐代为会善寺鼎盛时
期，武则天曾游幸于此，拜道安禅师为国师。著名天文学家一行
出家于此，并在此创建戒坛，俗称“琉璃戒坛”，当时前来受戒、超
度的僧徒甚多，每年均超过千人。会善寺古碑众多，其中东魏中
岳嵩阳寺碑、北齐造像碑、唐代宗敕牒戒碑等均为古代碑刻精
品。会善寺外西边山坡上，矗立一座灵巧秀丽的古塔，是著名的
唐代净藏禅师塔，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砖塔。

永泰寺位于子晋峰下，创建于北魏，原名明练寺。北魏孝明
帝正光二年（公元521年），孝明帝的妹妹永泰公主入寺为尼，唐
代为纪念永泰公主，改寺名为永泰寺。其全盛时期，比丘尼千
人，殿宇千间，是中国最古老的尼众寺院之一。永泰寺清幽雅
致，内有天王殿、毗卢殿、皇姑楼等建筑。皇姑楼高3层，青砖青
瓦，相传为永泰公主修行之所。院内有一棵古婆罗树，枝叶茂
密，花色淡黄，相传为永泰公主出嫁时亲手所栽。

嵩岳寺原为北魏皇帝行宫，后改为佛寺。其寺在北魏、隋唐
时期鼎盛一时，据《嵩岳寺碑》载：“广大佛刹，殚极园林，济济僧
徒，弥七百众，落落堂宇，逾一千间。”嵩岳寺最著名的是嵩岳寺
塔，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已在风雨中挺立1500余年。
嵩岳寺塔高40米，为15层密檐式形制，平面呈十二边形。其四
面辟拱券门，可入塔室，其余八面均设有佛龛，饰以浮雕彩绘，十
分精美。其塔檐均以青砖层层叠出，外廓呈抛物线形，显得轻快
流畅，挺拔秀丽。

嵩山声名最为显赫的佛寺当属少林寺，它不仅是禅宗祖庭，
更以隋末唐初之际十三棍僧助秦王即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而名
扬天下，随之少林功夫亦在全国叫响。

隋唐末年，隋炀帝离开东都洛阳到扬州巡游，被属臣宇文化
及所弑。李渊占据长安称帝，为唐高祖，派秦王李世民攻取洛
阳。洛阳原隋朝守将王世充建郑国，号称郑王，与唐朝分庭抗
礼。他在距少林寺25公里的柏谷屯（今属洛阳偃师市）建筑了一
座 州城，派他的侄子王仁则镇守。柏谷有田百顷，是隋文帝赐
给少林寺的田产，王仁则驻守到这里后，少林寺的田产被他霸占，
少林寺僧众失去了斋粮的来源，度日更加艰难。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唐军大举包围了洛阳城，城中
乏食，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原隋朝夏王窦建德率30万兵马驰
援洛阳，亦被击溃。接着，李世民命大将军李 夺下战略要地十
八盘，又派王君廓攻打 州城，但久攻不下。 州城，“群峰合
沓，深谷逶迤；复磴绿云，俯视龙界；高顶佛日，旁临马道”，地势
险，易守难攻。

少林寺此时的寺主志操很有政治眼光，预见到唐朝将统一
天下。于是，他和众僧商议，助秦王夺取 州城。

嵩山坳诸寺深藏
少林僧议助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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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极
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
流，洛阳成为商业活动的中
心。隋唐时，洛阳出现了一
批靠运河航运而致富的大
商 人 ，其 中 有 不 少 茶 业 商
人 。 唐 朝 高 彦 休 在《唐 阙
史》和《新唐书·崔碣传》中，
详细记载了晚唐时期洛阳
茶商王可久的故事，原因是
王可久曾蒙受冤狱，这是唐
代历史上一桩大案。

大运河之茶商传奇
——王可久冤狱记 □郑贞富

1
茶叶是唐代的大宗商品，有南

北两个交易中心，南方的交易中心
是扬州，北方的交易中心是洛阳。
扬州靠近茶叶产地，新茶在这里上
市后，来自洛阳的茶商大量购买，
用船运到洛阳。除供应洛阳、长安
外，大量的茶叶是由来自北方的商
人和西域胡商，运到更遥远的地
方。

茶商分两种，即从事长途贩运
的行商和开店卖茶的坐商，有些行
商资金雄厚，能买起大船。唐朝的
一些大型商船，与战船、官船一样，
并不需要人工划桨或拉纤，已利用
链轮传动原理，以畜力为动力。

洛阳茶商王可久就是一个拥
有大商船的行商，他常到扬州贩
茶。王可久出身茶业世家，数代单
传，父母早亡。由于生意太忙，他四
十岁尚未娶妻。唐咸通九年（公元
868年）初，王可久在南市的一家酒
肆中，看上了一个卖酒的胡姬，此女
姿色甚美，又能歌善舞。王可久不
惜重金，将胡姬聘为妻子。

商人重利轻别离。新婚不久，
王可久告诉胡姬，新茶上市，需要
到扬州去，四个月左右就回来了。
王可久带着助手、船工们，从新潭
港起航，向扬州进发。家中只剩胡
姬和几个奴仆、丫环看家护院。

王可久顺利到达扬州，在市场
上购足茶叶，扬帆北行，到达淮口，
正遇上庞勋之乱。

庞勋是桂州守军的一名下级
军官，守军数百人，皆为徐州籍，他
们长期戍边，思归心切。庞勋鼓动
士卒哗变，杀掉都头王仲甫，自行
北归，一路上劫掠客商，成为盗
匪。庞勋到达大运河与淮河交汇
处的淮口港时，王可久的茶船正临
时泊于此。庞勋看到这里商船云
集，于是占领淮口，截断运河，将所
有商船上的物资夺走，船只烧掉，
船上的马匹成为其战马，船上之人
全部裹挟为匪，不从者皆杀掉。王
可久就这样失去船舶和物资，与他
的随从们一起身陷贼巢。

庞勋拥有了大批物资，裹挟了
大量民众，于是公开叛乱，自称

“大会明王”，迅速占领大运河沿岸
十多座城市，队伍发展到 20 多万
人。咸通十年（公元869 年）初，唐
朝调动大军开始平叛，双方互有胜
败。当年九月，唐军围叛军于蕲县

（今安徽宿县南），经过激战，庞勋
被杀，唐军歼敌万余，俘敌数百。
王可久就在这群俘虏之中，他的随
从们全部死于战乱中。

负责平叛的康承训将军对俘虏
审问后，查清王可久等人是被裹挟而
来的，于是将其释放。这位昔日的洛
阳巨富，已身无分文，沿着大运河一
路乞讨回乡。到当年底，大雪之中，
一袭破烂单衣、满脸伤痕污垢的王老
板回到洛阳，来到南市附近自己的豪
宅门口。却发现，这里已不是自己的
家，新房主拿出胡姬签字的卖房文
书。而胡姬不知所终。

那么，在王可久离家两年中，发
生了什么事情呢？王可久当初与胡
姬约定，四个月左右就回，但过了半
年多，依旧音讯皆无。胡姬又听说南
方发生兵乱，死了很多客商，心中非
常焦急。这时，丫环告诉她，有个算
卦的叫杨乾夫，能断人生死，被称为
活神仙，应找他占卜一下。

杨乾夫是个“京漂”，晚上住在
南市附近的长寿寺里，白天在南市
摆个卦摊，以算卦骗钱为生。胡姬
的丫环，曾找他算过卦，杨乾夫花言
巧语，把这个蠢女人骗的迷迷糊
糊。通过这个丫环，杨乾夫对胡姬
家里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知道
胡姬很焦急后，他就让丫环劝胡姬
前来算卦。

胡姬来后，杨乾夫看了看面相，
将胡姬的情况说的分毫不差，取得了
胡姬的信任。接着，他装模作样占卜
一番，大叫一声：“不好，尊夫已被贼
人杀死两月矣！”闻听此言，胡姬大放
悲声。杨乾夫为胡姬请来和尚、道
士，举行49天的法会，追念亡灵。胡
姬对杨乾夫很有好感，杨乾夫又曲意
逢迎、百般勾引，二人迅速勾搭成
奸。法会结束，二人迅速举行了婚
礼。杨乾夫又卖掉这处房产，将奴
仆、丫环打发走，在洛河北另买一处
豪宅，一跃成为巨富。

王可久向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后，
到洛河北去找胡姬，见到胡姬后，胡
姬却不相认，杨乾夫指挥仆人将王可
久痛打一顿，扔到街上。

商人扬州买茶去

遇叛乱身陷贼巢

3 假神仙骗财骗色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初，王
可久一纸诉状，将杨乾夫告到河南府

（洛阳）衙门。河南府的长官是河南
尹，时任河南尹的是贪官杨知温，他
和手下都收受了杨乾夫的巨额贿
赂。虽然几十个乡邻作证，但杨知温
以胡姬的证言为主，判定王可久已
死，原告勾结乡邻，冒充王可久，诬告
杨乾夫。以《唐律》中的诬人之罪，将
众乡邻痛打，将王可久判处终身监
禁。

当年底，杨知温升迁检校兵部尚
书，李晦任河南尹，众乡邻为王可久
鸣冤，李晦不敢为王可久翻案。因为
杨知温家族势力极大，在朝中和方镇
担任高官的有十余人。假如翻案，将
获罪于杨知温。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三月，任
右散骑常侍的崔碣，出任河南尹。崔
碣上任后，王可久的案件又重新提了
出来，崔碣调查了解三天后，秘密到
监狱里把王可久放出来，突然逮捕
杨乾夫全家和原来审理案件的官
员。接着，他对此案公开审判，长期
监禁已双目失明的王可久作了血泪
控诉。崔碣详细审明了一干人犯的
罪行，按照《唐律》之盗赃罪、受财枉
法罪等，将一干人犯全部处斩于府
衙前，将他们的家产没收，还给王可
久。

当时天气很冷，雾霭很重，多天
未见太阳。但是崔碣审案这一天，突
然日出天晴。听到判决结果，全城歌
舞欢庆，很多人激动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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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帆 司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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