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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大封诸侯王，执政
后期荒淫无道，加之宫廷内部不同政治势力
激烈争斗，“八王之乱”在其死后由洛阳爆
发。其间，西晋王朝骨肉相残，在洛阳及其周
边展开一系列混战，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大量
的人员伤亡，加速了西晋政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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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寺位于洛宁县赵村镇马营村，为清代建
筑，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曾重修。

该寺由正殿、耳房、厢房、献殿和钟楼组成。
正殿面阔三间，为硬山式建筑，梁、檩上有彩绘，额
枋上有浮雕，有龙、如意、凤等图案，檐椽外加有飞
椽。正殿月台前东西各有一个石狮，方座，残损严
重。正殿东侧有重修慈云寺正殿碑刻，为清乾隆
三十二年所立。

正殿东西各有一座耳房。东西厢房为硬山式
建筑，檩脊上均有彩绘。献殿为悬山式建筑，檩上
有彩绘，木质构件损毁严重。钟楼为悬山式建筑，
保存较差。

慈云寺整体结构较完整，木雕、彩绘繁多精
美，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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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王之乱”洛阳遭难
慈 云 寺

□本报记者 苏楠

公元265年，西晋建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随
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农业生产水平逐年提高，国
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

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有“孤立之弊”，于公元
265年大封宗室27人为诸侯王。虽然诸侯王“徒享
封土，而不治吏民”，但由于其多担任地方都督或刺
史等要职，势力依然不小。缺乏必要的法度约束和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让诸侯王日益威胁中央
政权。

同时，伴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西晋贵族开
始纵情享受，热衷于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司马炎就做
了荒淫无度的“表率”。

司马炎沉迷美色。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
中国，司马炎将吴主孙皓的数千宫女收归己有。由
于宠幸的女子众多，司马炎经常为到哪个姬妾处过
夜犯愁，只好乘坐羊车游走，羊车停留在哪里，就在
哪里就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资治通鉴》）。

最高统治者纵欲带动社会风气走向奢侈糜烂。
据《晋书》记载，司马炎到外戚王济家做客，酒宴上用
的餐具全是琉璃器皿，在当时比用金银餐具还要高
档。其中有一道菜是蒸制的鸟类之胃，味道鲜美异
常，司马炎就问菜肴的制作方法。王济答道：“这是
用人奶蒸出来的。”当时的奢靡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司马炎的皇后杨艳、杨芷均来自弘农郡杨
家，杨芷的父亲杨骏，叔叔杨珧（yáo）、杨济靠裙带关
系权倾天下。与此同时，贾充因在辅佐司马氏篡魏
中的巨大功劳身居要职，其女贾南风又嫁给了太子
司马衷，地位越来越显赫。两大势力党同伐异，宫廷
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

凡此种种，埋下了内乱的隐患。

公元290年，司马炎在洛阳驾崩，太子司马衷即位，是
为晋惠帝。

司马衷做太子时，朝廷大臣都知道其不能承担政事，
晋武帝为了检验司马衷的为政才能，出题考试，司马衷当
然不能应对。然而，其妃贾南风经常帮助丈夫作弊，千方
百计帮助丈夫蒙混过关。

如此“人才”当上皇帝自然是笑话百出：一次，司马衷
到华林园，听到蛤蟆的叫声，就问左右随从：“它们这样叫
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随从只好回答：“在官地为公，在私
地为私。”还有一次，发生饥荒百姓饿死，司马衷竟然问：

“（百姓）何不食肉糜？”
司马炎在继任者确定上的重大失误，成为诱发“八王

之乱”的导火索。
公元 291 年，“八王之乱”爆发。已经成为皇后的贾

南风争取到楚王司马玮的支持，令带兵进京的司马玮诛
杀杨骏及其党羽，就连司马衷的母亲杨太后都被废掉并

囚禁。
杨氏家族被消灭后，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贾南风

认为司马玮和司马亮都是自己专权道路上的障碍，就利用
两人的矛盾，先让司马玮发兵诛杀司马亮，又以司马玮擅
杀朝廷重臣为由将司马玮处死，随后开启了长达8年的专
权时期。

公元299年，无子的贾南风将矛头指向司马衷和另一
名嫔妃所生的太子司马遹（yù），设计以谋反为借口废掉了
司马遹的太子之位。

太子无罪被废，引起了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公元
300年，这些大臣与拥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密谋废贾皇后
复立司马遹为太子。然而，有野心的司马伦心思更绝：他
和手下泄露消息给贾南风的党羽，让贾南风设计杀掉太
子，又以谋害太子的罪名将贾南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贾
南风被囚禁在金墉城（在汉魏故城西北角），不久被灌下金
屑酒毒死。

司马伦夺得大权后，自封为相国。公元301年，他直
接称帝，此举立刻招致反对。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

（jiǒng）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óng）讨伐司马
伦。最后，司马伦失败退位并被赐死。

随后，司马冏以大司马身份入朝辅政，目空一切，我行
我素。公元302年，长沙王司马乂（yì）与司马冏在洛阳城
内展开激战，一时间城内“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司马冏最
后被杀，司马乂掌握了朝廷大权。

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祸端一开，局面已难以控制。
公元303年，司马颖看到司马乂专权，又联合司马颙起兵
进攻洛阳。司马乂多次打败司马颖，就在司马颖渐渐不支
时，在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却与驻守洛阳城的军队发
动政变，逮捕了司马乂。

除掉司马乂后，司马颖任丞相，被封为皇太弟，达到权
力巅峰。然而他并不在洛阳，而是居于邺城（今河北临
漳），遥控政权，目无皇帝。

公元304年，司马越召集四方部众，挟持司马衷一同

北征邺城，却被司马颖的军队击败，狼狈逃回自己的封
国。司马衷被俘获并挟持到邺城。趁着京城空虚，司马颙
的部将张方进驻洛阳城。

内乱仍在继续，司马颖后来也被杀。光熙元年十一月
十七日（公元307年1月8日），司马衷在洛阳因吃饼中毒
死去，有人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的。其弟司马炽即位，是为
晋怀帝。至此，“八王之乱”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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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内乱，造
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也让洛阳及其周边地区遭受了严重的
破坏，西晋王朝因此元气大伤，加速了崩溃。

诸多因素共同埋下内乱隐患

“白痴”皇帝登基，诱发“八王之乱”

诸王混战洛阳，西晋加速崩溃

照胆照心照妖镜
□李国强 文/图

胆镜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
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传说秦始皇有一面宝鉴，能见人肝胆，名为“照
胆镜”。东晋小说《西京杂记》载：“有方镜，广四尺，
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
手扪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
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
张心动。”

其实，这是秦始皇利用人们对铜镜的敬畏心理
和神秘感，妄称宝镜能照人肝胆，使说谎者慌乱之下
露出马脚。

胆镜在西汉晚期就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此
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它的崇信有增无减。北周
庾信《镜赋》曰：“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可见，直
到南北朝末期，人们对于“照胆镜”的存在仍深信不
疑。

古人相信铜镜能照妖辟邪，能保护生者平安，也能让逝者
在阴间免遭灾祸，故用铜镜随葬的风俗从夏朝一直延续到清
代，几千年从未间断过，今日所见之铜镜，十之八九皆出自古
墓葬。但在有的墓里，只能见到半面随葬铜镜，而且这半面铜
镜多为非正常损坏，应是古人故意打破，留有刀砍、斧剁、撞击
等痕迹。古人把一面完整的铜镜一分为二，用半镜随葬源于
古人相信灵魂不灭，轮回无限，生前夫妻恩爱，希望死后在地
下还做夫妻。为防止在阴间互不相识，故以半镜为信物。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古人因知识所限无法解释
人体出现的疾病，巫术一直是民间对付疾病的重要手段。被
认为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铜镜也被当成了“治病”的工具，这
种用途的铜镜叫辟疟镜或疟镜，古人认为患疟者照之即愈。

明代就有以古镜照疟鬼而治好病的故事。明陆粲《庚巳
编》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
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熏面，胡涂不可辨。
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息失去，病实时愈，盖疾鬼畏其形而遁
也。世以为宝。到弘治中兄弟分财，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
复见鬼矣。”

古人认为铜镜能发光，具有镇鬼降妖、祛邪消灾
的功能，正所谓铜镜能“观照妖魁原形”。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业镜”之说
在民间影响较大。迄今发现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
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
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
于墓顶或墓室墙壁上，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
上悬挂铜镜的做法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
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记述了大量神仙、
炼丹等。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
有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
人，但唯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
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
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凡巫师之流在从事
捉鬼妖等活动时，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
宝，其时镜子一照，妖邪便逃之夭夭了，因此也有了

《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小说里所说的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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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镜

疟镜

邪镜

慈云寺

唐 符篆文八卦镜

宋 星相符篆纹镜

出土的半镜
除社会功用外，古代铜镜还被

人们赋予一些另类的用途，比如，侦
测忠奸、祛病辟邪、占卜吉凶等。今
天，我们就根据古书中的记载来看
看古代铜镜神秘的特殊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