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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令》：
“强项”董宣留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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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项不屈千古传

2 洛阳县令不一般

3 老城有棵“董宣槐”

2

张华秘寻“牛斗之墟”

□沙宇飞

史书所载 墓志有证

□王化昆 文/图

——《僧芝墓志》解读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zhěn)，地接衡庐。襟
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ōu）越。物华天宝，龙光射
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fān)之榻。

“龙光射牛斗之墟”，典出《晋书·卷三十六·张华》。
西晋建都洛阳。
河北固安人张华的父亲曾是曹魏时渔阳郡的主官。

父亲去世后，张华成了小羊倌。虽家境败落，但他仍有大
量书籍可读。张华便在山坡牧羊的空闲，伴着山脚下的溪
水，伏在草地上刻苦学习。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天文、医
术、占卜、相命、建筑等著作无所不看，又无所不精。

成人后，张华并不为世人所器重，便做了《鹪鹩
（jiāoliáo）赋》，聊以寄托自己的心志。没承想此文被“竹林
七贤”之一阮籍看到，连连点赞道：“此人乃王佐之才啊！”
张华的声名开始传入洛阳。

张华的老乡卢钦是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主管人事的
吏部尚书，他举荐张华出任治所在洛阳的河南尹副主官。
后来，张华官至朝廷中书令，权力在丞相之上。他不仅理
政有方，而且器识弘旷，在政坛颇有影响。

有段时间，天出异象——牛、斗二星之间常有紫气映
现。张华大感惊奇，便让天象专家、江西南昌人雷焕深夜
来府，屏去外人，登楼向其请教。

雷焕称这是地下宝剑的精气投射到了天际。
张华忙问：“剑在何处？”
雷焕仰头凝望星空，沉吟片刻，说出了堪比GPS的定

位：按牛、斗二星的方位测算，正对着豫章郡的丰城监狱。
张华想了一下说：“这样，我任命你为丰城县令，实则

去秘寻射光之剑。可否？”
雷焕点点头。
雷焕果在牢狱之下，掘地四丈得一石匣，内有龙泉、太

阿二剑。
是夜子时，牛、斗之间的紫光消失。
张华博闻强记，似乎没有其不知道的。有一天午后，

司马炎在洛阳南宫的花圃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就向
张华问起西汉时的宫室制度。

张华张嘴就来，对答如流，如同捧书朗读一样。
司马炎又问起长安城建章宫的建筑布局。
张华顺手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起了建筑平面图，

然后指指点点，没有半点遗漏。当时就连司马炎身边的侍
从也一个个伸着脖子听得入迷，不觉已近傍晚。

司马炎拍手赞叹道：“果真奇才也！”
张华曾著有《博物志》，其中这样描写洛阳的地理：“周

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岳，三河之
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

有注认为“三河”为黄河、伊河、洛河。
笔者认为，“三河”为河内、河东、河南三郡。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

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建国各数百千岁。”太史公所说秦朝所置“三河”，均是以黄
河为界的行政区划。张华先说“周在中枢”，即洛阳乃天下
之中，是地理位置；后接“三河”亦应同理。而“雷风所起”，
应指的是《易经》中的“雷风卦”，代表恒常和稳定，恰如“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因此，将“三河”解释为河内、河
东、河南，或许更为合适。

董宣，大名鼎鼎的洛阳县令，因性格
耿直、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在得罪湖阳公
主后宁折不弯、拒不赔礼道歉，为汉光武
帝刘秀欣赏，最终被封“强项令”。

由董宣的事迹改编的戏曲很多，如京
剧《强项令》、秦腔《卧虎令》、晋剧《卧虎
令》、川剧《卧虎令》，咱洛阳人最熟悉的，
应是由洛阳曲剧院打造的《洛阳令》。

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yǔ）县（今开封杞
县）人，曾任司徒幕僚、北海相、江夏太守，任洛
阳令时，已是69岁高龄。

董宣任洛阳令后，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湖阳公主奴仆杀人案。光武帝有个姐姐湖阳公
主，她的仆人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府里不肯出
来。官兵想抓捕凶手归案，可是湖阳公主位高
权重，谁也不敢得罪她。

董宣生性耿直，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他
认为，自己既然是洛阳的父母官，就要把洛阳治
理好，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也应与庶民同
罪，要按法律制度办事，决不能徇私枉法。

于是，董宣暗中观察，趁湖阳公主带着这个
家奴外出游玩的机会，将人马布置在夏门亭。
待他们途经此地时，董宣拦住公主的马，用刀划
地，厉声责问她身为皇亲为什么不守国法，要求
公主交出杀人犯。公主恼羞成怒，拒不交人。董
宣列举那个奴仆的罪状，一声喝令，吏卒一拥而
上，把这个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下来，就地正法。

看到家奴被杀，湖阳公主觉得皇家颜面
尽失，立即进宫找光武帝告状。光武帝听了
大怒，即召董宣进殿，想用棍子打他。董宣叩
头说：“我请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
说什么？”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放
纵奴仆杀害良民，将怎样治理天下呢？我不
用棍打，请让我自杀吧。”说着，他就用头撞柱
子，顿时血流满面。

光武帝急忙派太监扶起董宣，说死罪可免，
给湖阳公主磕头道歉就行了。董宣认为自己无
罪，坚决不从，他跪而不倒，太监按他的头，他两
手硬撑着地面，势如卧虎，始终不肯低头。光武
帝感叹他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称他为“强项
令”，赐三十万钱。

从此，董宣“强项令”的威名传遍全国，豪强
污吏无不闻名丧胆，洛阳城的秩序在董宣的治
理下逐渐变得稳定起来。《后汉书·酷吏传·董
宣》载：“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
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京城人送他一个
称号叫“卧虎”，赞颂他“桴鼓不鸣董少平”。意
思是说，经董宣一番治理，京都秩序井然，衙前
已无人击鼓鸣冤。

县令产生于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合并诸小
乡为县，设置县令，为某一个县的行政长官。汉朝
基本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县令一职也被保留下
来。不过，不同地方的县，各自位置不同，县令的
地位也有所不同。秦、汉法令规定，人口万户以上
的县，县官称县令，俸禄在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
下的县，县官称县长，俸禄为三百石至五百石。

东汉时，刘秀定都洛阳，所以洛阳令可不是一
般的县长，那是国都洛阳的行政长官。跟一般的
县令相比，洛阳令的地位更高一些，待遇也会更优
厚一些。这当然跟洛阳所处的位置有关，当时，洛
阳作为京都，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国都周围，
居住的除了平民百姓，更多的是达官显贵、皇亲国
戚，这些人个个都不好惹。所以，洛阳令的确不好
做，谁也得罪不起，事又不能不管。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命人颁布了很多律法，这
些律法对老百姓的约束力非常大，可是皇亲国戚
和一些有功的大臣仗着自己的权势，一点儿也不
把律法放在眼里，很多人像湖阳公主一样，纵容自
家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作威作福。就像曲剧《洛
阳令》里说的：“京都洛阳，案件频生。”为了惩治不
法、整顿秩序，朝廷连换几任洛阳令，仍控制不住
局面。在此情况下，光武帝刘秀才决定任命刚正
不阿、执法严厉的董宣为洛阳令。

董宣一生安于清贫，任洛阳令 5 年，74 岁时
病死任上。光武帝得知后，特派使者前往吊
唁。使者回来报告说：“董宣死后，竟然没有钱
买棺材埋葬，只是用了一个布被覆盖着尸体，
妻子儿女围着哭泣。家徒四壁，仅有几斛大麦、
一辆破车。”光武帝听后十分感慨地说：“董宣廉
洁，死乃知之！”

在洛阳老城东大街和民主街交叉口西北角，
原有座董公祠，是为纪念董宣而建的。董公祠相
传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曾
重修。

如今，董公祠已难觅踪迹，唯留院内一棵古
槐。古槐已有600多岁，直径盈米，两人可抱，树
干中空，但枝叶繁茂，树身疤痕斑驳，虬枝扭曲向
上，仍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就像宁折不弯的董
宣一样，老城人叫它“董宣槐”。

仰望“董宣槐”，仿佛听得曲剧《洛阳令》的唱
段声声震耳：“天子脚下不看看，皇亲国戚不见
见，百姓的冤枉不管管，洛阳的差事不办办，怎对
起一身官服一顶冠？”

本报记者 田中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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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十三《胡太后传》载，胡太后
的姑姑为尼，颇能讲道，常到宫中讲佛经，
胡太后就是因姑姑时常为她做宣传的缘故
才进入后宫的，但其姑姑胡氏史书无传。洛
阳出土了《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
铭》（简称《僧芝墓志》）载，法师名僧芝，俗
姓胡，安定临泾人，正是胡灵太后的姑姑。

法师身世
《僧芝墓志》记载，她是“后秦姚班督护

军、临渭令、渤海公咨议参军略之孙，大夏
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北魏宁西将军、
河州刺史、武始侯渊之女，侍中、中书监、仪
同三司、安定郡开国公珍之妹，崇训皇太
后之姑”。就是说她是胡略之孙、胡渊之女、

胡珍之妹、胡太后的姑姑。据《北史》

卷八十《胡国珍传》记载：“胡国珍字世玉，
安定临泾人。祖父胡略，任后秦姚兴渤海
公姚逵平北府咨议参军。父胡深，任大夏
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太武帝攻克统万
城，因胡深归顺有功，赐爵武始侯。后来任
河州刺史。”

胡深就是胡渊，因《北史》修于唐代，为
避唐高祖李渊讳，胡渊被改为胡深，《魏书》
就记为胡渊。胡珍就是胡国珍，《元昭墓
志》载：“诏司徒公胡国珍为雍州刺史。珍
即后之父也。珍乃言曰：‘臣既老矣，请避
贤路。’”《元乂墓志》载：“妃安定胡氏，父
珍，相国、太上秦公。”太上秦公正是胡太后
追封其父胡国珍的尊号，元乂妃是胡太后
的妹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许多人本
为双名，常常以单名流行。

很明显，《北史》与《僧芝墓志》所记胡
氏世系是一致的，僧芝法师与胡国珍是兄
妹，当是《魏书》所记载的帮助胡太后做宣
传的那位僧尼姑姑。

据《僧芝墓志》载，她于熙平元年（公元
516年）正月十九日卒，终年75岁，可以推算
她当出生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
442 年）。她17岁出家，悉心学习佛经，熟读

《涅槃》《法华》等经，深得佛经旨意，声名
大振，为众教徒所推，开始登台为教徒讲道。

北魏太武帝攻克统万城，是在公元
431年，法师之父胡深因功受封武始侯，后
又出任河州刺史。太和十五年（公元 491
年），胡国珍袭封父爵。也就是说，胡深大
约卒于该年或略早。自公元431年到公元
491 年，胡深又为官约 60 年。其间，胡国
珍、胡法师相继出生。胡法师，一个正处于
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在其父亲官运蒸蒸
日上、生活无忧又能受到良好教育这样的
家庭背景下，却受当时整个社会信佛崇佛
的影响，出家为尼，开始了终日与青灯为伴
的生活。

法师的朋友圈
《僧芝墓志》记载，胡法师讲“雅韵一敷，

慕义者如云；妙音暂唱，归道者如林”。这
些如云如林的慕义归道者，可以算是她的
粉丝。她的朋友圈则堪称高大上。墓志
说，太和初年，文明太皇太后闻听法师的
盛名，亲自指派车马，将法师从西北老家
一带迎接到京都，待以殊礼，对之恭恭敬
敬。高祖孝文皇帝，也是倾诚对待，礼节
超乎常规。世宗宣武皇帝，更是崇敬有
加，让她常住内庭，训导六宫。孝明帝登
极，胡太后临朝听政，对自己的姑姑更不
必说，是既亲又敬。

孝文冯太后、宣武高太后，及后宫嫔妃
20余人，还有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
王肃夫人谢氏，乃是南朝齐右光禄大夫、吏
部尚书谢庄之女，远自金陵来到洛京，他们
都放弃荣华富贵，纷纷皈依佛门，自愿成为
胡法师的门下弟子。其弟子中因受法师教
诲而得道，不少最终也成为大法师者。

可以说，自太和初年被文明太皇太后
赏识开始，直至熙平元年去世，她与北魏皇
室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任皇帝、皇后、后宫
嫔妃及许多王公大臣的妻子，多与胡法师
交往密切，或聆听其讲经布道，或感其大
德，成为法师的亲传弟子。她的人生经历，
直接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的发展，最为直
观的就是由于她的宣传，其侄女入宫，并最
终登上权力的顶峰，也导致北魏王朝的最
终败亡。因此可以说，胡法师是北魏后期
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

何谓“比丘尼统”
《僧芝墓志》首题为“魏故比丘尼统法

师释僧芝墓志铭”。比丘尼是指信奉佛教
并出家的妇女，俗称尼姑。“比丘尼统”一词
又是什么意思呢？该词仅另见于北魏《比
丘尼慈庆墓志》（正光五年五月七日葬）：

“又追赠比丘尼统。”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以为道
人统，总管僧徒。”后“更名沙门统”。隋朝
官制与北朝官制有相当的关联。《隋书》卷
二十七《百官志中》载：“昭玄寺，掌管佛
教。设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
目前见到的北朝大统墓志有：北魏《昭玄沙
门大统僧令法师墓志铭》、东魏《昭玄沙门
大统墓志铭》、北齐《沙门大统僧贤墓铭》。
大致可知，大统是管理僧人的最高僧官，
统是朝廷管理尼姑的最高僧官。可见，

“比丘尼统”是北朝时期管理全国比丘尼的
最高僧官，也作“尼统”。

宋朝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立尼正》
说：“梁陈隋唐少闻其事，偏霸之国往往闻
有尼统、尼正之名。”“偏霸之国”是指权臣
当道、皇帝为傀儡的割据王朝。这说明尼
统之称只限于北朝。该书卷中《僧统》还
说：“宋沿唐制，废统立录，只有宫人出家者
才封尼录、尼统。”由此可知，唐宋时期尼统
一般是封给出家的宫人。那么，北朝时候，

“比丘尼统”是否也只封给出家的宫人呢？
目前所见资料，慈庆获赠比丘尼统的情况
符合，因为慈庆“为恭宗景穆皇帝昭仪斛律
氏所养”，当是宫人。而《僧芝墓志》记载并
非如此，她几十年虽常出入后宫，但其本人
并非宫人。

《僧芝墓志》（局部）

老城东大
街的“董宣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