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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擒虎（公元538年至公元592年），字子通，河南新安
人。其父韩雄，北周大将军、洛虞等八州刺史。韩擒虎在隋朝
平灭陈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韩擒虎“少慷慨，以胆识见称，容貌魁岸，有雄杰之表”。
他好读书，对经史百家之学皆有涉猎。西魏丞相宇文泰对他
很器重，让他进宫陪伴诸位皇子，希望皇子们能以他为榜样。
他后因军功被提为都督，任新安太守，不久又加仪同三司。

在周武帝宇文邕平齐战争中，韩擒虎劝说镇守洛阳的
齐将独孤永业降周，使周兵不血刃占领洛阳城。接着，他又
带兵平范阳，官拜永州刺史。后来他随大将宇文忻平定和
州。杨坚任北周丞相后，任命韩擒虎为和州刺史。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周建立大隋王朝
后，广罗人才，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并当面授以平陈大任。

开皇九年，平陈战役开始，隋军数十万人兵分八路大举
进攻，韩擒虎任先锋。正月，勇猛的韩擒虎仅带领500名勇
士，趁大雾弥漫之夜悄悄渡过长江天险，对陈长江重要据点
采石矶发动突然袭击，并迅速占领，为大军的顺利渡江扫除
了障碍。

韩擒虎率军回击南豫州，半日即打下姑孰城，俘虏太守
樊巡。接着，他率军向陈都建康进发，沿途陈兵纷纷倒戈。负
责驻守建康要塞朱雀航的陈将蔡征，闻听韩擒虎率兵到达，
即弃军逃之夭夭。陈朝老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并带领隋军直
奔建康，韩擒虎顺利攻入建康，俘虏陈后主。陈朝灭亡。

韩擒虎有谋略，作战英勇，他“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
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为平
陈战争立下奇功。回到京城，隋文帝升韩擒虎为上柱国，赐
绢8000段。

此后，韩擒虎任行军总管，屯兵金城，防备胡人。随后又
为凉州总管。不久，
隋文帝征他回京，
并对他恩礼殊厚。
开皇十二年韩擒虎
病逝，终年55岁。
（资料提供：洛阳市
地方史志办公室）

韩擒虎：
有勇有谋堪为将
屡建奇功为大隋

且说少林寺此时的“三纲”为：上座
善护、寺主志操、都维那惠玚。志操说出
打算，其余二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派少
林僧人潜入 州城中，前去说服守城将
军赵孝宰；另一群僧人埋伏在城外，只
待里应外合；并差人往唐军大帐，请他
们伺机而动。

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武功超人的少
林寺僧人昙宗等寻机擒拿了王仁则，赵
孝宰打开城门，唐军与少林僧人一拥
而入，夺取了 州城。这时，嵩岳寺的
寺主明藏也响应义旗，派人送来了慰劳
的军粮。

秦王李世民闻报大喜，三天后，派
上柱国李安远亲至少林寺宣慰，许以各
种官职，赏赐立功的十三位僧人，他们
是：善护、志操、惠玚、昙宗、普惠、明嵩、
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
丰。这十三位僧人中只有昙宗接受了大
将军封号，其余人都不愿接受官职，均
赐紫罗袈裟。又赐少林寺田地三十顷，
水碾一具。

李安远在封赏之后，宣读了李世民
的亲笔信。皇帝下令为“诏”，诸王下书
为“教”，所以，这封信为“秦王教书”。秦

王教书后被刻于石碑之上，立在少林寺
内，至今尚存，全文如下：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
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
总管、上柱国、秦王李世民告柏谷坞少
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军民首领、士
庶等：

比者，天下丧乱，万方乏主。世界倾
沦，三乘道绝。遂使阎浮荡覆，戎马载
驰，神州靡沸，群魔竞起。

我国家膺图受箓，护持正谛。驭泻
飞轮，光临大宝。故能德通黎首，化阐
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王世充叨窃非据，敢逆天常，觊觎
法界，肆行悖业。

今仁风远扇，慧炬照临，开八正
之途，复九寓之迹。法师并能深悟机
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
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
方著阙廷，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
间以欣尚，不可思议。供养优赏，理殊
恒数。

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宣勉终
茂功，以垂令范。各安旧业，永保休佑。
故遣上柱国、广德郡开国公安远往彼，

指宣所怀。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
相见，不复多悉。四月卅日。

少林僧众助秦王的故事千百年来
在民间传诵，后被演义成“十三棍僧救
唐王”。诗人景日盼有诗道：“传闻寺僧
曾从戎，昔年协擒王世充。太宗因之嘉
丕绩，御书宸翰出九重。”

“怪得僧徒偏好武，昙宗曾拜大将
军”，有了这段故事，少林寺也以武术驰
名天下。传说，少林山门内置有“木人
巷”，有十八尊由机关操纵的木罗汉，个
个武功高强，凡在少林寺习武者，欲闯
荡江湖，必须从木人巷中打出去，若打
不出去，须重学三年。在捶谱堂，至今塑
像林立，尊尊栩栩如生，表现出少林拳
法的各种招式套路，人们可从中观看到
少林武术的无穷奥妙。

自打少林僧众助李世民夺得 州
城后，唐军势如破竹，占领洛阳，天下
大定。唐高祖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天策
上将，位在王公之上，令其在洛阳开
府。李世民立即组成一支听命于他的
由五十位文武官员组成的幕僚，并在
洛阳设立文学馆，聘请其中十八名学
士做顾问，为他出谋划策。武德九年

（公元 626 年），经过精心策划，李世民
在长安玄武门成功杀死了太子李建成
及李元吉，逼高祖退位，自己当了皇
帝，史称唐太宗。

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时，隋炀帝
宠信的道士王远知曾到太原密告符命：

“老子度世，李氏当立。”因此，唐朝李氏
政权奉老子为先祖，令人联宗续谱，实
行道先佛后政策。但少林寺因有义助秦
王的这段故事，所以在日后的唐帝崇道
抑佛行为中得以幸免。武德五年（公元
622年），少林寺曾因属于伪“郑王”王世
充的地盘，被勒令废掉，僧侣一律还俗，
各从徭役。少林寺申诉，武德七年被特
首允许恢复活动，第二年又退回了没收
的田产。

下教书寺院立碑 李世民据洛称帝

□徐晓帆 司一智

武则天
出生之谜（下）

上期说到武士彟（yuē）推掉工部
尚书的工作，他去哪儿了？他来洛阳
了！

没有立即担任工部尚书的武士
彟要面对丧妻、娶妻两件事情，这是
要告长假的，因此武士彟担任工部尚
书应该是贞观年间的事情。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还发生
了李世民夺取洛阳城的大事。这是
武士彟积累战功的好机会，况且武士
彟和洛阳的杨氏结合是李渊女儿做
的媒。这多方面的因素促使武士彟
来到了洛阳。

过去研究武则天的出生地，一直

是以武士彟的工作地方为主，她父亲
在哪里，她就出生在哪里。这样便忽
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武
则天的母亲。孩子出生在哪里，更要
看她母亲当时是在哪里的，他爹不是
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那当时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在哪儿？

杨氏是隋朝重臣杨达的女儿。
杨达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杨则，女
儿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洛阳的地下
还真不缺东西，邙山出土的一方墓志
让人眼前一亮：周绍良先生主编的

《唐代墓志汇编》收录了洛阳邙山出
土的一篇名为《大唐故千牛岐州司户
参军杨君墓志铭并序》的墓志，明确
提到杨则及杨氏居住在洛阳教义里，
并说一直到中唐时，杨则之子仍居于
此。

清代学者徐松写了一本《唐两京

城坊考》，这是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
其资料来源于《元河南志》。《元河南
志》是根据宋代地理学家宋敏求的
著作而作，宋敏求又是根据唐代韦
述《两京记》的记载而作。以上资料
都说到了杨氏确切的居住位置，就
是教义里太原寺，与西苑相邻。其
位置大概是在今天的隋唐城遗址植
物园西大门附近。

武则天有一首诗记述了这件事
情。她在去登封少林寺的路上，写诗
描述了相关的情景。《全唐诗》收录其

题为《从驾幸少林寺并序》的诗，诗
前小序说：“睹先妃营建之所，倍切
茕（qíong）衿，逾凄远慕，聊题即事，
用述悲怀。”“先妃”指的就是武则
天之母杨氏。“茕衿”，孤独之感。
武则天因为见到已故母亲的营建
之所，内心非常伤感，怀着“泣血”
之情写下这首诗。

杨氏与武士彟结婚应是在李世
民夺取洛阳城之后的事，让武士彟与
杨氏联姻是唐廷采取的安抚洛阳的
举措之一。

父母在洛阳结合

武则天曾经专门为洛阳的大福先
寺写过一篇碑文，文中说，武士彟和杨
氏结婚后就住在大福先寺，也就是今
天的古唐寺。武则天的碑文收在《全
唐文》98 卷。限于篇幅，原文不录。
仅“先圣之旧居也”这一句已说得非常
明白。

“先圣”就是武则天说的“孝明
高皇帝”和“孝明高皇后”，即其父
母。文章中的伊瀍、太室、洛浦等富
有洛阳特色的词语证明了大福先寺
就在洛阳。

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是其
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她出生后第二
年，就跟着父母去了扬州。此外，找
不到任何史料有关于武杨二人婚后
至武则天出生期间离开洛阳的记
载。因此，武则天可能就出生在洛
阳的大福先寺。

武则天生于洛阳

在洛宁县故县南原村西边约10公里处，有一个深不见底
的岱庄爷潭，有关此潭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岱庄爷潭附近有个名叫岱庄的小村
子，村里有个小孩，大家都叫他憨子。憨子其实并不憨，他懂
事善良，待人厚道，经常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

憨子身世可怜，5 岁丧父，7 岁丧母，从小跟着舅舅生
活。舅妈为人刻薄，对他不是打就是骂，常常天不亮就让他
去割草、拾粪、砍柴，由于没有鞋穿，他的脚经常磨出血泡。

憨子勤劳能干，13岁那年，一次下地犁地，他中午之前
就把地犁完了，舅舅和舅妈下地检查时，发现干完活的憨子在
地里呼呼大睡，虽然心里十分不高兴，但也无话可说。此后，舅
舅一家便不再下地干活，农活全部落在了憨子一人身上。

一天，憨子独自去谷子地里除草，中午舅舅给他送饭
时，发现他把所有谷苗都锄掉了，只留了地中间的一棵，这
可把舅舅气坏了，狠狠打了憨子一顿。憨子既不躲避也不辩
解。直到秋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地中间仅留的那一棵谷
子在打谷场上碾的时候，谷粒竟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全村人
看得目瞪口呆。善良的憨子还将谷粒分给了村里的百姓。

此后，憨子成为村里的神人，被大家称为岱庄爷。舅舅
一家也不敢再欺负他，舅妈还为憨子讨了一房媳妇。结婚
后，憨子和媳妇化作仙人，生活在村里油菜花田间的一口深
潭里。憨子走后，村里人时常想起憨子对他们的好，十分怀
念他，便将那个水潭称为岱庄爷潭。

每逢天旱，村里人都会跑到岱庄爷潭祈雨，人们拿着锄
子、扫把等农具及铜瓶，跪在水潭边，默默祈祷，然后把瓶子
拴好绳后放到潭
中，拉上来后，瓶子
里就会流出源源不
断的水。村里人都
认为是岱庄爷显
灵，十分感激。
（赵佳 赵笑菊）

岱庄爷潭：
憨小伙化仙入潭
佑百姓丰衣足食

□王恺

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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