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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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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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自古就有交流

作为活跃在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与汉朝或战或和，对中国和世
界历史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近日，参与中蒙联合考古项目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4名队员从境外归来。他们经历了哪些前所未有的考古体验？有哪些考古
收获？昨日，记者采访了领队刘斌。

轰动一时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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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
献策“杯酒释兵权”

——北宋名相赵普

□朱宏卿

□谭丽娜

关公文化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关公文化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

赵普（公元922 年—公元992 年），出生于今
北京一带的一个“孤寒之家”，15岁时随父避乱迁
居洛阳。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赵普成为
赵匡胤的幕僚，他参与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
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他酷爱《论语》，学以致用，
三度为相，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

献策安邦定国

据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前录》记载，宋初的
一天，赵匡胤对赵普说：“自唐末以来，战争不止，国
无宁日，原因何在？”赵普对曰：“因藩镇权力过大，
君弱臣强。现无它策，只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
其精兵，天下便可安宁矣！”太祖心领神会，随后采
取“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夺回高级将领的兵权。

宋朝建国，所统治的地域只有黄河、淮河流域
一带，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
唐、南汉、吴越等国家。在此情况下，宋廷哪敢高
枕无忧？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太祖走访赵
普。赵普见皇帝在门外立着，大惊，问其所以。赵
匡胤说：“只是想‘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夜不能
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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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雪夜定策，确立了“先南后北”

“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宋朝迅速灭掉南唐等割
据政权，政权日渐稳固。

敢于犯颜直谏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他“性深沉有岸谷”，
以天下事为己任。这在举荐人才方面最为突出。
一次，他向太祖推荐一个新人任重要官职，太祖不
准。第二天，赵普再奏请，又遭拒绝。第三天，赵
普持奏章呈给太祖，举荐的仍是该人。太祖大怒，
将奏章撕破扔在地上。赵普心平气和地将奏章捡
回，粘贴后于第四天又呈上。如此反复，太祖终于
感动了，批准了他的请求。

另一件事是，有位朝臣功高当升迁，但太祖讨
厌此人，不同意此人升官。赵普听说后，就为此人
请命，并大声说：“刑罚是为了惩处坏人，奖赏是为
了奖励功臣，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惯例。再说刑罚
和奖赏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陛下，陛下怎么能
以自己的喜欢厌恶来决定？”太祖气极，拂袖而去，
赵普则随其后。太祖进入宫内，将赵普拒之门外，
赵普则久久立于门外，太监三番五次劝告赵普离
去，赵普不听。太祖深受感动，答应了赵普的请求。

读书求精务实

赵普一生曾三任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
继位，改名赵光义，史称宋太宗，赵普仍任宰相。

赵普年轻时家庭生活困难，又处于战乱时代，
因而读书不多，但他读书求精务实。有人对宋太
宗说：赵普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一部《论语》而
已，当宰相不合适。宋太宗不信。

有一次宋太宗想起这件事，就问赵普：“有人
说你只读过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
实实地回答：“臣所知道的，确实只是《论语》里讲
的道理。我以半部《论语》帮助太祖定天下，以半
部《论语》帮助陛下治太平，仅此而已。”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赵普以年老请退，被
加太师，封魏国公。这一年，赵普去世，太宗派员
治丧，追封尚书令、真定王，谥号忠献。

关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间
信仰之一。市场经济既需要系统完善的
法制规范和监督，也需要伦理维护和道德
支持，关公文化的忠义、诚信、勇武等内容，
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养分。

关公的“忠义”之举中渗透着诚信精
神，“诚于中而形于外”，他的大忠和大义都
是发自内心的，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
正如赞颂他的楹联所说，他是“赤面秉赤
心”。关羽面对张辽时所表现的对刘备“誓
以共死，不可背之”的态度，就是对当年“桃
园结义”时所立誓言的践诺；力斩颜良，解
曹操“白马之围”，是对自己“要当立效以报
曹公乃去”承诺的诠释；“华容道释曹”是关
公不忘旧恩、知恩必报的又一诚信之举。

千百年来，关公的忠、义、仁、勇、信等
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典范，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各个行
业人们的价值取向。关公文化已积淀为
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潜移默化地教育和
影响着人们。

如今关公常被商家奉为财神，他不以
精明强干、获利丰厚为特征，而以守信忠
义著称。关羽曾委寄曹营，但不为高官厚
禄所动，毅然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回到刘
备身边并辅佐其成就大业，代表了“讲信
义、重然诺”的高尚道德情操，切合了商人
们的心理需求。他们奉关羽为财神，就是
把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寄托在关羽的身
上，使关公成为一个“信义”的伦理符号。

关公的信义精神是经商的道德基
础。中国人最看重诚信，诚信是做人的首
要原则。所谓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
国无信不威，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传统文化的精神主流，是备受人们推崇的

美德。如今，诚信更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关
键，作为一个创业者，要想在滚滚商海中
立足，诚信是生存发展的根本。

在坚守诚信这件事上，华人实业家李
嘉诚从来不会儿戏，每当跟别人谈到做生
意的秘诀，他就会谈起一个“信”字。在李
嘉诚的眼里，商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信”。
诚信相合，即为“义”。李嘉诚将这种精神
和气度放到生意上，也放到对孩子们的教
育上：“要令别人对你信任，不只是商人，
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信誉诚实也是生
命，有时候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日本许多地方都有关帝庙。逢年过
节时，不少日本公司的领导者所做的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带领部属到关帝庙烧香，
要大家不要忘了“桃园精神”。对于人才，
日本公司也以“桃园精神”对之，发现人
才、笼络人才、聚集人才。

关公文化的勇武精神，应用到市场经
济中，也有助于人们树立拼搏精神、开拓
精神、创新精神。我国许多企业都自觉地
把这些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精神，作
为自己的企业精神，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巨
大促进作用。实践这些精神，离不开一往
无前的勇气，敢作敢为是这种企业精神的
必要条件。弘扬关公文化，无疑有利于促
进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教师）

虽然在国内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
种环境的考古工地，但无水、无电、无
信号，夜宿蒙古包，半夜听狼叫，对刘
斌他们来说还是头一次。

首次境外大型考古活动，队员们需
要考虑的不只是考古，小到衣食住行，大
到人身设备安全，随时都会面临挑战。

遗址在无人区，一切都要按照野
营的方式准备。没水做饭，就去附近
的小河里取水；没有电，就在住宿的蒙
古包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没有信号，
手机形同摆设，只好用对讲机交流。

队员们住的蒙古包内都是草地，
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穿短袖，晚上围着
火炉穿棉衣，清晨起来，锅碗瓢勺内的
水都结了冰，最恐怖的是半夜听见狼
叫。草原上蔬菜稀缺，每顿饭几乎都
是羊肉面条，比较油腻，队员们必须慢
慢适应。

时间很快过去，天气越来越冷，今
年的考古季只好结束了。“境外考古虽
然比较艰辛，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历练
的喜悦。期待来年的发掘会更顺利。”
刘斌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首次赴蒙古参与匈奴贵族墓考古的洛阳文物工作者归来谈体会——

此次中蒙联合考古项目为“古代北方游
牧民族文化研究”，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
托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实施，发掘地点位于蒙
古国后杭爱省温都乌兰县境内的高勒毛都2
号墓地遗址。

根据协议，该项目分 3 年实施，蒙方负
责后勤保障，中蒙双方联合发掘。这是河
南考古人首次组队走出国门，对外国的考
古遗址进行发掘。中方团队共 8 名成员，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的是刘斌、
邓新波、张如意、郭改委 4 名经验丰富的
队员。

9月6日，刘斌等4人和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的队员一起，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
托，接着马不停蹄赶往墓地。墓地距离乌兰
巴托600多公里。

刘斌介绍，蒙古国是古代匈奴民族统治
的中心地带，是其留下的众多文化遗存当中
墓葬分布区域最为广阔、墓葬数量最多的地
区。高勒毛都2号墓地就是一处大型匈奴贵
族墓葬群，位于人烟稀少的牧区，2001年被
发现时，轰动学术界。

“该墓地共有 400余座墓葬，包括 98 座
大型贵族墓、250座陪葬墓和85座独立的圆
圈墓。中方队员主要负责对该墓地内编号为
189的大型墓葬进行外围清理，并对它的12
座陪葬墓进行发掘。”刘斌说。

记者从墓地现场照片上看到，189 号墓
葬为“甲”字形积石墓，墓室及墓道边缘砌有
石墙，在地表至今仍留有大量石块。12座陪
葬墓为圆形积石墓，呈弧形分布于主墓东侧，
好像“群星拱月”。

刘斌说，墓地离最近的居民区也有40多
公里，附近人迹罕至。这里的墓葬形制和中
原地区的墓葬迥然不同，外观为“甲”字形，表
面有大量碎石，墓葬内的软沙非常脆弱，很容
易塌方，洛阳铲无法使用。

中方考古队员在对189号墓葬进行表层
覆土清理后，又对周边 12 座陪葬墓进行发
掘。这些墓虽然遭到不同程度盗扰，出土遗
物数量较少，但是遗物种类比较丰富，既有呈
现明显草原特征的陶器、铁器、铜器和金器，

又有典型的汉朝器物，比如流行于西汉中后
期的昭明铜镜、规矩镜等。

9月9日、9月10日，队员们又勘测了该
墓地其他墓葬及陪葬墓185座。考古人员认
为，这批陪葬墓年代上限应该不会早于新莽
时期，下限不会晚于1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
的新莽时期和东汉早期，无论是墓葬结构还
是随葬品，都体现了两汉时期中原文明与草
原文明的互动和交流。

中原文明是怎么传到匈奴的？匈奴对东
汉、西汉产生了哪些影响？由于天气等原因，
这次中蒙考古野外调查及田野发掘暂时停
止，明年和后年还会继续。随着对这些墓葬
的继续发掘和研究，有望找到双方交流的物
质载体，解开众多历史之谜。

在临时搭建的蒙古包里整理出土文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