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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终乱世重文轻武
好读书性尚俭朴

——“洛阳诞生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下）

□朱宏卿

《宋史·文苑传》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
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
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
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及）其即位，弥文日
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
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
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代重文政策的由来及
其深远影响。

宋太祖虽出身行伍，却颇好读书，因而他较之五代时
期的一般将领见识深远。他对那一时期武人专权乱政的
种种弊端有切身体会，因此，在立国后即开始大力整顿，
以求扭转这种局面。

立国重文轻武 严防武人乱政

宋朝建立，赵匡胤总是忧心忡忡。一天他召见赵
普，说：“朕想平定天下，请你谈谈建国立业的长久之
计。”赵普答：“从唐末到五代，王朝交替频繁，主要原因
是节度使势力强大，致使君弱臣强，今后应剥夺他们的
权力，限制其钱粮来源，将其军队收回朝廷管理，如此，
则天下太平矣。”

赵匡胤心领神会，陆续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杯酒释兵权。一日，赵匡胤在宫中举行盛宴，

邀请诸将赴宴。酒过三巡，赵匡胤说：“诸位都是功臣。
若无诸位拥戴，朕岂能贵为天子？”话锋一转，说：“诸位都
是忠臣，但都统有军队，部下难免有想出人头地者，若他
们出乎诸位意料，以黄袍加身，你们如之奈何？”石守信等
将领一听，以为皇帝要杀他们，一齐下跪，请皇上宽容。
此时赵匡胤笑着说：“人生苦短，你们何不回归乡里，朕广
赐你们土地、财产、金银，安稳享乐，岂不快哉？”第二天，
这些将领递上辞呈，交出军权。

其二，改革官制。赵匡胤收回军权之后，又采用赵
普的策略，对官制大加改革，将精兵集于京城，将帅频
频更替，使兵不认将、将不认兵，打仗时临时点帅，此乃
弱武之术。

其三，由文官掌握军权。扩大科举考试，增加各州、
府、县官吏，让文官掌管军事；宰相也分权，设副宰相、枢
密使，也分其权力并互相监视。总之，加强了中央集权，
也增加了财政开支，最终使宋朝成积弱之势。

赵普的建议，赵匡胤的决定，最终形成强干弱枝
的局面。当然，重文轻武，也使宋代文学昌盛，科技
发达。

统一大半中国 好读书尚俭朴

有一则“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说的是某天晚
上，太祖冒雪走访赵普。赵普见皇帝门外立雪，大惊，
问其所以。赵匡胤说：“只是夜不能寐，想‘一榻之
外，皆他人家也’，甚是寂寞。”赵普立刻明白，说：“皇
上是否觉得国土还太少呢，陛下有何高见？”赵匡胤
答：“我想攻打北汉。”赵普说：“太原是军事重地，若
攻下必须派重兵把守，不如先攻下南方及西南的小
国，再集中兵力攻打太原。”赵匡胤称是。因此，宋太
祖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从公元 963 年到公
元 975 年，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
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赵匡胤少时不爱读书，追随郭威后，深感自己读书太
少，文化水平太低，于是开始发奋读书，常读至深夜。他
不仅读儒家著作，也读兵法、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他酷爱书籍，从一件事中可资证明：他跟从柴荣平江
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柴荣告密说，他用几辆车运载
自己的私物，其中都是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车中却只
有几千卷书籍。柴荣问他：“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
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
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赵匡胤日常生活很俭朴，穿的衣服由于经年累月
的洗换，都褪色了，寝宫里的布帘也都是蓝布滚边，毫
不奢华。他还虚心纳谏，从不因大臣的尖锐意见而予
以打击。

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十月二十日晚，在“烛光斧
影”中，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五十岁。宋太祖之死成千
古谜案。千载之下，考证这位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
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用卓越的智慧与超人的胆识，终
结了乱世，书写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涵盖了儒家文化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全
部内涵，也融合了道家文化的“清、净、谦、弱、柔”“术、
法、博、静、顺”，更兼有佛家文化的“净、悟、禅、修、
能”。关公文化蕴含着一种可以融通时代的精神内涵，
最突出的精神实质可以集中表述为：敬业诚信，有所为
有所不为。

关羽作为蜀汉大将，并未留下流芳千古的皇皇巨
著和封疆列土的显赫功绩。关羽其人，正史记载很少，
其事迹主要在陈寿《三国志》中。陈寿对关羽的评价
是：“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
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
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陈寿作为一个史学家，遵照“事核言直”的记史标
准和“爱而知其丑”的写人原则，真实地记载了关羽形
象的多面性。所以，《三国志》中的关羽是最接近历史
原型的，最具人性化，是客观真实的关羽。

从宋代后期到清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人间
走向神坛，从神坛降临人间是关公形象“神化”和“人
化”的两大特征。神化，让无数百姓敬仰；人化，使万民
爱戴。

无论是“家天下”的帝王政治时代，还是“公天下”
的当今时代，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敬业”“诚信”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有分寸、知进退的体现，是

知义守忠的体现，更是勇而有谋，在关键时刻能克
制自己、冷静处事、淡然面对的体现。他在敌人心
中是可敬可亲的，在自己人心中更是可敬可亲的。
关公有此，才使他在关键时刻，不会因“脑子一热”
酿成大错，在刘备身边工作，刘备信他；在曹操身边
工作，曹操（多疑的人）也信他。

关公精神的文化内涵就是：敬业诚信，有所为有所
不为。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
性格，是一个民族骨子里流淌的血液。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其时代精神内涵，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高
度地契合。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就是教人如何
成为人，如何行使自己的社会使命，从而拓展人
的境界格局、提升人的品格修养，进而使得内在
世界通体圆融、器宇博大，融入社会发展的滔滔
洪流之中。

倡导关公精神，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倡导社
会正义，引导全社会共同追求真善美。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王彩琴

关公文化中的敬业诚信关公文化中的敬业诚信

班超之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西域全面失守，
丝绸之路遭遇严重威胁。班勇年少时便有父亲班
超的风范。公元107年，西域反叛东汉，朝廷任班
勇为军司马。班勇和哥哥班雄从敦煌出兵，迎接都
护和西域的士卒返回，都护设置就此罢除。此后的
十多年里，西域没有东汉任命的官吏。后朝廷听从
班勇的意见，恢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设西域副校
尉。虽然又使西域得到控制，但匈奴多次与车师共
同进犯边地。

公元 123 年 4 月，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
率领兵士五百人出塞，驻扎在柳中。次年正月，班
勇抵达楼兰。因鄯善王归附汉朝，朝廷特别赐给他
三条绶带的印信。然而龟兹王仍犹豫不定。班勇用
恩德和信义进行开导，龟兹王这才带领姑墨、温宿两
国国王，将自己捆绑起来，向班勇归降。班勇乘机征
调龟兹等国的步骑兵一万多人，前往车师前国王庭，

在伊和谷赶走匈奴伊蠡王，收容车师前国军队五千
多人。车师前国开始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

公元125年7月，班勇调集敦煌、张掖、酒泉等
郡六千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军队，进击车
师后国，将车师后国军队打得大败，抓到车师后国
国王和匈奴持节使者，将其斩首并将首级传送到京
都洛阳。此后又经过不懈努力，西域所有的城邦国
家都归顺汉朝。

班氏家族建功西域班氏家族建功西域
□刘永加

东汉初年，有一个知名度很
高的家族，这就是史学家班固、
其弟班超和其侄班勇组成的班
氏家族。这个家族先后两次入
住京都洛阳，都和丝绸之路有着
不解之缘。

班固是东汉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文学家。班
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著名
学者。公元54年，父亲班彪过世，班固携家人从
京城迁回老家扶风安陵居住，并开始在班彪《史记
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公元62年，有人告
发班固“私修国史”，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
稿也被官府查抄。为了救哥哥，弟弟班超赶到洛
阳上疏为班固申冤。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
华很是赞赏，下令立即释放，并召他到京都皇家校
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后班超也被拜为“兰
台令史”。

公元89年，因丧母，58岁的班固辞官守孝在
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并率大军攻伐匈奴，班
固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为东汉解除
匈奴的威胁，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班固也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班固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书立
说。在《汉书》之《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
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尤其是记载了汉武帝时
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经过；并
记载了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留下了西南地区
的珍贵资料；此外还记载了西汉时人们对东南沿
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认识。值得关注的是，

《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广东徐闻西
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
地的地理现象进行了记录，属于最早的海上丝绸
之路。

班超年少时有大志向，迁居洛阳后，由于当时
家境贫寒，他为官府抄写书籍，以赚取微薄的薪水
贴补家用。有一天，他停止抄写，投笔感叹道：“大
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
事笔砚乎！”

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出击北匈奴，窦固派遣
他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国，当时北匈奴也在极
力争取鄯善王。班超刚到鄯善国时，国王非常礼待
他，但几日后突然冷淡下来。班超推测“必有北匈
奴使者来”而导致鄯善王犹疑，并用计印证了这一
推测。于是，班超与同伴开会说：“我等在绝域，欲
立大功，而北匈奴使者仅来了几天，国王就开始冷
淡我们。国王若将我们送与北匈奴，我们将难于活
命。”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
夜以火攻之”。当夜，班超带领手下在北匈奴使者

帐外放火鸣鼓，致使对方惊乱。班超亲手格杀 3
人，其部下斩杀30多人，其余百余人均被烧死。次
日班超将北匈奴使者首级展示给鄯善王，震惊其国
人，鄯善国遂归顺汉室。

此后，班超陆续降服了疏勒、姑墨和温宿等国，
继而被任命为西域都护，此时西域诸国已多半归降
汉朝。公元94年，班超讨平焉耆、尉犁等，至此西
域五十余国都已归附于汉。第二年，班超被封为定
远侯。

公元 100 年，班超因年老思乡，上书请求回
到中原。同时妹妹班昭也极力上书为他请求。
班超于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回到洛阳，拜官
射声校尉，一个月后即因胸胁疾病逝世。班超在
西域长达三十一年，在班超的努力下，西域的统
治权又归到了汉朝。

■ 开栏语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形成并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洛阳是
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之一，千余年来，不少丝路过客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
诸多故事。本报今起开设《悠悠丝路的洛阳故事》栏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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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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