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编辑：贾臻 校对：樊战涛 组版：寇樱子
人文河洛 09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版权声明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
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
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
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
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宋·秦观《望海潮·洛阳怀古》

秦观（公元1049年—公元1100年）字太虚，又字少
游，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苏门四学士”之一，号淮
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
学博士，国史馆编，有《淮海集》传世。

洛阳乃北宋之西京，都市繁华，宫苑众多。“人间佳节
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词人曾经居洛，留下了难忘的
记忆。有一年早春，词人故地重游，人事沧桑，景物暗换，
油然而生惜旧之情，写下了这首词。

上片着重写景。从眼前景，生发出对昔日春游的怀
念。

起头三句，“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写
初春之景。“暗换年华”，语意双关，既指自然界的变化，又
指人事沧桑、政局变化。

“金谷俊游”等句，写的是那年春天的一次游宴。金
谷园是西晋石崇的花园，在洛阳西北。铜驼路是西晋都
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
名。诗人们常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
家。”春光明媚，此情此景，自然也就“芳思交加”。此处

“乱”字用得极好，将春色无边、万紫千红的景象巧妙地反
映了出来。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柳下桃蹊，乱分
春色到人家’二句，着一‘乱’字形容姹紫嫣红的春色无处
不在，设想奇绝，语意妙绝，极得前人称赏。思路幽绝，其
妙不可思议。”

下片着重写情。以当年夜宴之热闹反衬今日之凄
凉。

换头“西园”三句，“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
盖妨花。”，从美妙的景物写到愉快的饮宴，时间则由白天
到了夜晚，以见当时饮宴之乐，写过去之热闹反衬今日之
凄凉。

“兰苑”二句，语意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
怀旧之意，与“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此事可
念，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此时酒楼
独倚，只见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极目所至，时见栖鸦。此
情此景，经历宦海风波、仕途蹉跎的词人，自然而然就“无
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了。

全词运用对比，即景抒情，用昔日之乐反衬今日之
悲。风格含蓄，语言精致。 （夏荷）

暗随流水到天涯

不少学者表示，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宗法制基本原则，
不管是在周朝，还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均占据
重要地位，但时常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这与嫡长子继承制
自身的缺陷密不可分：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出”与统治者实际需求之间存
在差距。天子肩负国家兴衰安危，对王位或帝位继承
人的德行、才能要求高，嫡长子继承制可能将能力相对
不足甚至残暴昏庸者推上天子之位，对政权长期稳定
不利。

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历史上的王或皇帝往往想
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太子，其中许多并非嫡长子，已
有的等级制度和礼法无法约束王或皇帝在选择继承
人时的主观随意性，有的王或皇帝直接破坏嫡长子继
承制，如周幽王废长立幼；有的王或皇帝虽然未另立
太子，但其对庶子的宠爱，也客观上诱导了庶子发动
叛乱意图夺取政权，东周 4 次规模较大的庶孽之乱均
是如此。

嫡长子继承制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
长”原则看似操作性强，实则存在漏洞，后一句动摇了前

一句的根基：庶子中的高贵者也可成为天子。嫡长子继
承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激发了有野心的庶子对王位或
帝位的觊觎，想方设法消灭嫡子中的对手，导致纷争出
现；尤其是当庶子才干明显高于嫡长子时，即便嫡长子即
位，依然可能出现嫡庶之争。

从史实来看，继承人的确定往往还受到外戚、战乱、
政变等因素影响，这些都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性提出
挑战。

直到清朝，雍正皇帝为避免纷争，彻底抛弃了嫡长子
继承制，创立秘密立储制，让继承人选择完全成为皇帝个
人事务。嫡长子继承制从确立、改进到被抛弃，背后不变
的主线，是统治者对政权稳定的持续追求。

庶孽之乱与嫡长子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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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ū）葛之战的失利，让
周天子越来越为诸侯所轻视。
除此之外，东周时期王室内部也
不平静，周天子的儿子们不断因
争夺王位发生战争，因均系庶子
所为，故称庶孽之乱，影响较大
的有子克之乱、子颓之乱、子带
之乱、子朝之乱等，内乱让危机
重重的东周政权雪上加霜，加速
了衰败。

庶孽之乱起于姬克

嫡长子继承制屡遭挑战

嫡庶之争伴随漫长封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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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王室的庶孽之乱起于周桓王之子姬克。
桓王在位时对姬克宠爱有加，向大臣周公黑肩

表达了自己喜欢姬克的想法，不过，根据嫡长子继承
制，周桓王无法立姬克为太子，继承王位的只能是嫡
长子姬佗。当时大臣辛伯就劝谏道：“并后、匹嫡、两
政、耦国，乱之本也。”明确表示庶子地位与嫡子相同
将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

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去世，姬佗即位，是为周
庄王。大臣周公黑肩和姬克暗中积蓄力量，意图发
动政变杀掉周庄王，夺取天子之位。辛伯得知这一
消息后立刻报告周庄王，周庄王果断行动杀掉了周
公黑肩。姬克得知阴谋败露，赶紧逃离洛邑，渡过黄
河投奔燕国。

虽然由姬克企图发动政变以失败告终，但此后
东周王室庶孽之乱并未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周庄王的儿子姬颓，受到庄王的宠爱，庄王欲立
其为太子，但因其非嫡长子，故未能如愿。周庄王去
世后，嫡长子姬胡齐即位，是为周僖王，但仅在位5年
就去世了，姬胡齐之子姬阆即位，是为周惠王。

此时，作为周惠王叔叔的姬颓起了篡位之心，看
到周惠王侵犯了一些大臣的利益，便勾结利益受损
的大臣肆意作恶，后来又勾结燕国、卫国军队发兵攻
打洛邑。

周惠王眼见叛军来势汹汹，便在大臣的护卫下
离开洛邑，并请求郑国国君郑厉公帮助平息姬颓及
其党羽的叛乱。郑厉公后来和虢公会师洛邑，王城
之内拥护周惠王的大臣也趁机响应，终于将叛军彻
底击败，姬颓被杀，周惠王得以重归王城。

周惠王也没能摆脱父辈们的历史局限，他宠爱庶子
姬带。为此，在周惠王病危的时候，太子姬郑请求齐桓公
提供保护。在诸侯大臣们的帮助下，姬郑得以顺利即位，
是为周襄王。

周襄王即位后，品行不端的姬带多次攻打王城企图夺
取天子之位，一度攻入王城，周襄王向晋国求援，晋文公立
刻征伐姬带及其党羽，诛杀姬带，历时多年终于平息内乱。

周襄王之后，东周又经历了5位天子。至周景王姬
贵时，他虽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立长子姬猛为太子，却非
常宠爱庶子姬朝，欲立之为太子。周景王去世时，姬朝纠
结党羽与刚即位的周悼王姬猛争夺天子之位，直至周敬
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时乱局才得以平息。至此，东
周王室庶孽之乱画上句号，频繁的战争让东周政权雪上
加霜，加速衰败。

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战争史话》主编

张宪通表示，东周时期，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勉强维持，但
它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庶孽之乱频频。个中原因，要从
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的确立说起。

在世袭制框架下，周天子儿子们的德行、才能高低，
多由周天子本人主观判断，在选择继承人时可能存在偏
差。更重要的是，在等级制度下，王位意味着最高权威，
礼法无法遏制周天子儿子们对权力的觊觎，纷争甚至骨
肉相残在所难免。

嫡庶长幼之别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嫡长
子继承制为王位继承资格提供了相对客观且易于操作的
标准，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有嫡子从
嫡子中选最年长者，无嫡子从众庶子中选地位最高贵
者），可减少继承过程中的纷争，有利于权力平稳交接，因
而在西周时被确立，但作为理想状态下的权力传承制度，
并非没有缺陷。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人文河洛”系《洛阳日报》品牌之
一，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
文底蕴，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本报记者 苏楠

续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