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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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新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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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军灭新朝 更始帝迁洛阳
本报记者 苏楠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其所
推行的改革失败导致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
绿林军和赤眉军的打击下，王莽的军队接连失
利，在昆阳之战中遭到重创。伴随着绿林军攻
破长安，新朝宣告灭亡，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
权也迁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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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外戚王莽代汉称帝，于公
元9年建立新朝，但其一系列改革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社
会矛盾，加之连年灾害、饿殍遍野，导致农民起义烽烟四起。

公元17年，荆州地区（今湖北省）发生饥荒，数百饥民
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揭竿而起，周围不少起义军纷纷率
众来投，啸聚绿林山，故称绿林军。公元18年，樊崇也在山
东起义，吸引不少起义武装加入，他们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
军的标志，故称赤眉军。

此时，王莽派众多军队屯驻洛阳，王莽军和各路起义
军双方围绕夺取洛阳周边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激战。各路
起义军在一系列战斗中大败王莽军队。为更好地统帅各
路起义军，绿林军于公元23年初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改
元更始，是为更始帝。赤眉军听闻刘玄称帝，也从东面逼
近洛阳。

王莽看到绿林、赤眉两军遥相呼应，决定分兵迎击，他
派军队从洛阳出发，前往宛城（今河南南阳）消灭绿林军，途
经绿林军把守的昆阳（今河南叶县），与绿林军展开激战。
当时昆阳城内绿林军人数不多，便由刘秀趁夜出城组织援
军。

刘秀调动周边郾城、定陵等地的援军来救昆阳，自己亲
率军队作前锋向王莽军队发起攻击。此时王莽军队将领王
邑、王寻认为起义军人数不多，大意轻敌。绿林军全力奋
战，刘秀还率军杀了王寻，昆阳城内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
夹击王莽军队，王莽军队大量溃逃。

昆阳之战沉重打击了王莽军队，随后，绿林军攻克洛
阳、长安，王莽身死，新朝灭亡，刘玄随后迁都洛阳。

一些学者认为，仔细审视绿林、赤眉起义爆发的原
因，王莽一系列改革的全面失败应是主因。

王莽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了消除西汉末年
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
田制”：下令天下土地一律改称王田，不准买卖。男丁
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
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

“王田制”本意是让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
土地兼并是伴随私有制而生的，“王田制”遭到地主官
僚的强烈反对，王莽后来被迫停止了这项改革。

王莽还推行“五均六筦（guǎn）”政策。五均即政府
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王莽在长安及洛阳、邯
郸、临淄等城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来控制物价。如果
能够实行，该政策可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
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

这一政策，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垄断集团。
六筦，就是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

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出台
这项政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然而在
具体实施中，山林川泽之利收归国有，真正的结果是
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却负
担更重，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无
立足之地。

除此之外，王莽还在币制等多个领域进行改革，但
都操之过急，也没有强力地推行，顾此失彼，催生了大
量的反对者，最后导致改革失败。史学家钱穆在《国史
大纲》中提到：“王莽政治失败，约有数端：一、失之太
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
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

王莽身死后，洛阳曾短暂地成为更始政权的首
都。我市居民熟悉王莽，更多的是从“王莽撵刘秀”的
故事开始的，对王莽建立的新朝知之甚少，这并不能简
单地归因于新朝存在时间短。毕竟，同为短命王朝，秦
朝是任何史书都无法回避的存在。

原因还在史书里：王莽代汉自立的行为，与传统的
儒家思想不相符合，东汉初年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
中说其“肆其奸慝（tè），以成篡盗之祸”，后代众多史学
家沿用了王莽篡汉的说法，多将其称作“新莽”，王莽及
其新朝也就渐渐湮没在历史中。

直到近代，胡适开始为王莽翻案：“王莽受了一千
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定论。”他认同王莽
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并指出“王莽
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后世学者这样评价，除了受到当时进步思潮的影

响，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王莽并非是一个野心勃勃、
肆意欺压百姓以致恶贯满盈的人。

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时，其姑母王政君已是汉
元帝的皇后。即便如此，王莽并无豪门大族的纨绔习
气，他熟读儒家经典，为人低调谦恭，即便身居高位，也
努力操劳国事，生活清贫，他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市无
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
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

后来，王莽登基称帝，其之前所有行为看起来都
成了处心积虑的欺骗和准备，正如白居易在《放言
五首》中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
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考虑到其采取的一系列
改革措施，王莽成为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也就不足
为奇了。

□朱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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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善坊：太平公主曾居此 岐王宅里集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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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善坊位于定鼎门东第一街从南向北数第六坊，与积善坊隔街相望，坊北

接洛河天津桥，南望龙门伊阙，屋宇连栋，风景独好。坊内不仅有太史监、崇贤
馆、宗正寺、内仆局等官方衙署，还曾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武三思、岐王李范
等人的住宅。

太平公主李令月，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
的小女儿，也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她先嫁
薛绍，再嫁武攸暨，生前曾受封“镇国太平公
主”，后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

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吴迪介绍，太平公主
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是一
代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她几乎成了“武则
天第二”。

前面我们说到正平坊曾是太平公主的旧
宅，怎么又冒出个尚善坊？其实，太平公主的
宅院很多，仅东都洛阳就有三处，西京也至少
有四所。

公元681年，太平公主下嫁唐高宗的嫡亲
外甥——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婚礼场面
非常豪华，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不得
不拆除了县馆的围墙。

谁知过了不到10年，太平公主的第一次婚
姻便告终。因为薛绍的兄长参与唐宗室李冲
的谋反，牵连到薛绍，武则天觉得太平公主嫁
错郎了，下令杖责薛绍一百，饿死狱中。为安
慰女儿，武则天将太平公主的封户破例加到一
千二百户。

公元690年，太平公主改嫁武攸暨，武攸暨
性格谨慎谦退，处处忍让太平公主的飞扬跋
扈，武则天常与女儿商议政事，并让太平公主
和上官婉儿及张昌宗、张易之掌握权力。

公元705年，李家的拥护者、宰相张柬之发
动兵变，诛杀二张，逼武则天逊位给太子李
显。太平公主由于参与诛杀二张兄弟有功，而
受封“镇国太平公主”，其兄李旦封“安国相
王”。太平公主在协助玄宗李隆基政变除掉韦
后以后，与李隆基发生权争。公元713年，李隆
基诱杀了左、右羽林将军和宰相，太平公主逃
入南山佛寺，三日后返回。唐玄宗赐死太平公
主于其家中，其夫武攸暨坟墓也被铲平。

除了太平公主，武则天的孙女安乐公主也
曾住在尚善坊。安乐公主出生时正值父亲李
显被废流放途中，只能用衣服作襁褓，故取名
裹儿，李显复位后对安乐公主宠爱有加。安乐
公主结婚时，婚礼办得很隆重，武三思过了天
津桥亲自迎接，一路上吹吹打打把安乐公主接
到了尚善坊。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大诗人杜甫诗中的“岐
王宅”，地点就在尚善坊。

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第四子，唐玄宗的亲弟弟。此人喜欢音
乐，礼贤下士，人缘很好，“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
尽礼接待”。

名流雅士，知道岐王好客，都喜欢和他交往。杜甫当年见李龟年，
就在尚善坊。而大音乐家李龟年是洛阳人，其住宅在东都通远里。

杜甫初逢李龟年之时，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乐工龟年、彭年、
鹤年兄弟三人才学出众。彭年善舞，鹤年、龟年善歌，兄弟三人受岐
王礼遇。杜甫行走于“岐王宅”“崔九堂”，便与李龟年相识。

孰料经过安史之乱后，两人各自流落江南，再次重逢。于
是便有了《江南逢李龟年》这首千古绝唱。全诗虽短短四句，但
反映了那段沧桑的历史。

雅士云集岐王宅

尚善坊里公主多

北宋名园丛春园

1

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之父）走遍洛阳大街小巷，游览了
河洛山水，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撰成《洛阳名园记》。

《洛阳名园记》记述了李格非亲历的比较有名的园林19处，
这其中就有丛春园，而丛春园就是在原唐代尚善坊基础上建成
的园林。

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说，丛春园，为当时任门下侍郎的安
焘购置的园林，该园林种植有桐、梓、桧、柏等树木，其中较大的亭
子就是丛春亭。站在丛春亭上，北可望从西汹涌奔流而东的洛
水，洪水撞击天津桥，声闻数十里。李格非冬月夜登园中丛春亭
听洛水声，顿觉清冽侵入肌骨，不可留，乃去。

时至今日，原丛春园被中国国花园替代，每逢四月，中外游客
结伴来此赏牡丹、品美景，不亦乐乎。

（感谢市文物局、市隋唐史学会对本栏目的支持）

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司马光退居洛
阳，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元丰七年（公
元1084年），“通鉴”全部修完，奏进给神宗皇帝。神
宗皇帝十分重视，以其“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
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在洛期间，司马光修
建独乐园，成立耆英会，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诗句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广为传诵，是古
都洛阳的最好代言。

潜心撰史书 以资于治道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赵宋王朝统治

者提供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和教训，即他说的“删削
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
为法，恶可为戒者”。宗旨明确后，他告诉范祖禹等
助手们，翻阅历代史书，如《左传》《史记》《汉书》《三
国志》……直到五代末，列出目录，考证虚实——还
要参考野史、地方史志、传闻等。据考证，除正史外，
司马光他们共参阅杂史322种。阅读量之大，令人
震惊！

这部史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
南停笔，涵盖 1362 年的历史。全书 294 卷，300 多
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书成后，书稿堆
满两大间房。如此宏大之著作，每个字均用楷书，无
一个字用草书。司马光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古今
罕见。

书成后次年，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专权，她
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故召司马光为宰相，但八个月
后司马光去世，追封温国公，谥文正。

独乐园自乐 耆英会众乐
司马光到洛阳后，在洛阳城东南修园林一座，名

独乐园。这名字是有讲究的。他在《独乐园记》中
说：“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
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司
马光认为自己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贬官，已经
没有王公大臣的资格，“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因
而自称“迂阔”“腐儒”。这座园林广植花木，尤其重
视牡丹的栽植。牡丹花王姚黄，独乐园就有。花开
时节，他邀邵雍及其他亲朋前来观赏，并作诗颂之，
并说“不知天壤之间有何乐可代此”。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
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会集洛阳的卿大夫中年
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
职大小，便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当时
洛阳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亭林的优美风景，司马光
等人在这些地方置酒赋诗，他们头发和眉毛雪白，仪
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
从观看。

钟爱洛阳城 沧桑入其诗
司马光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

实非所长”。但他学问精深，把为学与为文结合起
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
用，称赏抒发真性情的诗歌。

司马光在洛阳十余年，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
如《过故洛阳城》其一：“四合连山缭绕青，三川滉漾
素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其二：

“烟愁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两首诗含义深刻，结尾尤
好，说明洛阳之重要地位。又如《看花四绝句》其一：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
绣，人将锦绣学群花。”其他如《灵山寺流泉》等均写
得出色动人。

司马光为中国留下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功绩不凡。他坚守道德规范，在历史上，他曾被奉为
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

独乐园中著通鉴
耆英堂里佳话传

——宋代政治家、史学
大师司马光（下）

本报记者 常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