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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篡位遭攻伐 梁犊起义战洛阳
后赵政权统一北方后，内部出现

了尖锐的矛盾。公元333年，镇守关
中的石生、镇守洛阳的石朗起兵讨伐
后赵丞相石虎，双方在洛阳和长安周
边区域发生激战，以石虎的胜利而告
终。随后，石虎废黜后赵之主石弘，
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篡位后的石虎
未能恰当地处理宫廷内部矛盾，最
后导致梁犊起义。起义军先后在洛阳
等地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后赵的
统治。

残暴石虎意图篡位
公元 333 年，后赵皇帝石勒病

死，太子石弘即位，以石勒之侄石虎
为丞相，总理朝政。然而，仅仅过了
一年，石虎就废黜石弘，自称摄赵天
王。石虎此番举动，与其残忍的性格
特征及当时后赵内部的尖锐矛盾密
不可分。

根据《晋书》记载，石虎“性残忍，
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
军中以为毒患”，“军中有勇干策略与
己（指石虎）俟者，辄方便害之，前后
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
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

针对石虎种种残忍的举动，石勒
曾多次斥责并加以诱导，依然无济于
事。考虑到石虎治军甚严，坚决执行
攻讨命令，石勒依然对其宠爱有加、
信任重用。

公元 330 年 9 月，石勒正式称
帝。石虎自认为功勋卓著，一旦石勒
登上帝位，大单于之位一定属于自
己。然而，石勒把大单于之位给了自
己的儿子石弘。石虎对此十分不满。

对于石虎的野心，一些有见识的
大臣心知肚明。在石弘被立为太子
后，大臣徐光就曾对石勒说：“皇太子
仁孝温恭，石虎雄暴多诈，您一旦不能
继续执政，我怕社稷会有巨大的危险，
应该慢慢剥夺石虎的权力，让太子尽
早地参与朝政。”

石勒同意了徐光的建议，后来大
臣程遐又向石勒建议早早除去石虎，
未被采纳。

矛盾激烈局势动荡
公元 333 年，石勒患病，召石虎

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侍疾。
石虎矫诏，命令石弘、严震及群臣
亲戚不得入内，石勒病情好坏无人
得知。

当年 7 月，石勒病逝，石虎直接
挟持太子石弘到大殿前，下令抓捕程
遐、徐光二人交给廷尉治罪，并召集
自己的儿子石邃带兵入宫。文武官
员慑于石虎暴行，纷纷逃散。石弘恐
惧，表示愿意让位给石虎，石虎却假
惺惺地说：“君王去世太子即位，我怎
么敢乱了这规矩！”

石弘又哭着要让位，石虎怒气
冲冲地说：“你要不堪担当大任，天
下人自然会有公论，哪能现在就谈
论这些？”

最后，石虎逼迫石弘即位，杀了
程遐、徐光。石弘封石虎为丞相、魏
王、大单于。刚开始，石虎又虚情假
意地推辞，时间一长坦然接受，命大
赦天下，分封自己的儿子和亲信，让
石勒所用的文武官员担任无关紧
要的职务，委派自己的僚佐亲属任
要职。

石勒之妻刘氏暗自联络石勒的
养子石堪，企图发动各路义军讨伐石
虎，谁知没有成功，刘氏和石堪全部
被石虎所杀。

此时，镇守关中的石生、镇守洛
阳的石朗，从两处起兵讨伐石虎。石
虎让儿子石邃留守襄国，自己统帅步
兵、骑兵7万人攻击驻守在金墉城的
石朗，俘获石朗并将其砍掉双脚后斩
首。随后，石虎率领兵马向长安进发
攻打石生，基本消灭了石生及其手下
的军队。

梁犊起义重创后赵
公元 334 年，石弘请求将帝位

禅让给石虎。石虎依然说：“这事
儿天下人自然有公论，为什么自己
选择这样做呢？”不久，石虎废黜石弘，
随后又将石弘和其母程氏杀害。

公元 335 年，石虎将国都从襄国迁
到邺城（今河北临漳）。

公元 337 年，石虎自称大赵天
王，立石邃为天王皇太子，当年又
因石邃骄奢淫逸将其废黜并杀掉，
改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伴
随着时间推移，石虎的另外一个儿
子石韬与石宣的矛盾激化，石韬被
石宣谋杀。石虎一怒之下又杀了
石宣，将原来跟随石宣的 10 余万东
宫卫士贬谪到偏远的凉州（今甘肃
武威）。

公元 349 年，石虎称帝，大赦天
下。然而，他并没有将谪戍之卒纳
入大赦之列，尤其是部分被贬的东
宫卫士在到达雍城（今陕西凤翔）
时，被雍州刺史张茂强行截留了马
匹，不得不步行推粮车前往边疆。
戍卒首领梁犊等利用大家的怨恨之
气，号召大家反抗，戍卒纷纷拥戴。
梁犊于是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
攻城略地。

由于这些戍卒多力善射，能以
一当十，到长安的时候，起义军已有
10 万之众，攻克长安，东出潼关，兵
锋直指洛阳。

石虎急令李农为大都督率步兵、
骑兵 10 万讨伐梁犊所部，与起义军
在新安发生激战。石虎军队首战不
利，再战洛阳依然以失败告终，梁犊
带领起义军乘胜追击，继续向东进攻
荥阳等地。

恐惧的石虎倾全国之兵力，以燕
王石斌为大都督统领多位将领前往
镇压，在荥阳附近大败起义军并将梁
犊斩首，随后又讨伐起义军余部，最
终剿灭了这股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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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石虎篡位和石氏家族围绕权力
展开的一系列争夺，最高统治者始
终无法恰当处理内部关系，诸子为
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加之统治阶级
横征暴敛，加剧了政局动荡，加速了
后赵政权的灭亡。

本报记者 张静静

□孙钦良

人说卢仝（tóng）有“七碗茶”，他
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我说卢仝有“四碗苦”。

他的“第一苦”，是一个“穷”字。
卢仝一生，始终贫穷，童年时贫穷，成
家后贫穷，移居洛阳后还是贫穷。韩
愈写《寄卢仝》诗，具体写他在洛阳时
的贫穷：“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
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
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
下妻子。”这是说：卢仝住在洛阳城
里，有几间破屋子，有两个老掉牙的
老仆人，一个是老翁，一个是老妪。
卢仝上有老人，下有妻儿，一家子十
几口人，全靠他辛苦奉养，维持生计。

怎样维持生计？有经济来源
吗？请往下看。

“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
一纪。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
不耻。俸钱供给公私，时致薄少助祭
祀。”大意是：卢仝先生自成年之后，
便不愿与俗人搭腔了，他憎恶庸俗之
辈，不喜与之来往。他每天读书著
文，已闭门不出长达 12 年了。直到
如今，他家人吃饭仍靠附近寺院僧人
送米送面。韩愈来当河南（洛阳）县
令后，也加入到救助卢仝一家的行
列。每个月他拿到工资之后，先扣除

公务应酬与养家糊口两项必要的开
支，剩下的钱用来资助卢仝一家生活。

卢仝不科举，不入仕，没有固定
的经济收入，一家人需靠僧人、朋友
的接济而生活，这滋味断然不会好
受，这便是“第二苦”了。于是韩愈劝
他放下架子，找找当官的找个工作：

“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才及辄掩
耳。”这是说：我劝卢仝去参拜东都留
守、河南尹两位地方长官，可卢仝先
生真是有个性啊，他刚听到这两位大
人讲话，就不喜欢了，马上捂住耳朵，
结果自然是没有找到工作。唉，卢仝
爱憎分明，不与相厌者交，宁可饿着
肚子，也不放下架子，这是“第三苦”。

于是韩愈进一步劝导：“水北山
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
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这是
说：你没有听到消息吗？在洛水北岸
隐居的石洪，自称“山人”，人称“隐”
士，但去年去当别人的幕僚了；而住
在洛南的温造，也自称是“山人”“隐
士”，他在石洪走后不久，也去当了更
大的官。这两个“山人”当官之后，车
马盈门，仆从众多，出入街坊，前呼后
拥，看上去很是热闹。

韩愈这诗写得有趣，分不清是在
讽刺两位“山人”，还是在苦口婆心地

劝说卢仝。但不管韩愈怎么劝，卢仝
都不为所动。韩愈也看出来了，他这
位“怀州老乡”（韩愈孟州人，卢仝济
源人，两地时属怀州），不是真的不想
当官，而是想当大官！于是接着写：

“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
起。”韩愈说，还有一个少室山人，名
叫李渤，他想当官，索价颇高，朝廷两
次通知让其当谏官，那可是五品官阶
呀，他却拒不出任。

为何要举这个例子呢？原来卢仝
也曾隐居于嵩山少室山，朝廷也曾通知
他出来做谏官，他也拒绝了，“征谏议
不起”。很明显，韩愈在这里半是举
例，半是点醒，半是批评卢仝“索价高”。

其实韩愈很懂他的这位“怀州
老乡”，他发现卢仝隐居的地方，距
离东都洛阳都很近，卢仝还不断地
移动居所，越移动离洛阳越近，并终
于住进“洛城里”。卢仝还是想当
官！因为他结交的朋友都当过官，有
些还是大官呢，这从他最后夜宿宰相
家中，遭遇“甘露之变”，被当成宰相
的同党而被连带处死，就足以证明。
卢仝一方面不科举、不拜谒、不巴结
权贵，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官员们修
好，并依靠官员的接济生活，其内心
是矛盾、痛苦的，这是“第四苦”。

《寄卢仝》诗很长，下面还有几
十句，此处不赘述了。总之，韩愈写
诗是很怪的，要不，怎会给人留下

“深险、怪僻、奇崛”的印象呢。本来
韩愈、孟郊、贾岛、卢仝这一群诗人，
人称“韩孟诗派”（也有人说是“韩卢
诗派”，喜欢卢仝的人尤爱此种称
谓），大家性情差不多，诗风也相似，
平时爱喝茶，彼此很熟悉，尤其是诗
歌唱和时，彼此间喜欢戏谑甚至小讥
讽，彼此也不计较。所以，你看韩愈
写的《寄卢仝》，一边赞誉卢先生，一
边揶揄卢先生，用词大胆，赞美中有
埋怨，埋怨中有肯定，肯定中有批评，
显得真实而自然。所以我说，若说是

“从诗中看史”，韩愈的这首诗是最好
的例证。

北海虽赊（shē），扶摇可接；东隅（yú）已逝，桑榆非晚。
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的就是阮籍的故事。
卢纶有诗：“圆月出山头，七贤林下游，梢梢寒叶落，滟

滟月波流。”此为曹魏时“竹林七贤”饮酒论玄的美妙画面。
阮籍便是七贤之一。

河南开封人阮籍自幼丧父，家境清寒，母亲含辛茹苦将
其拉扯大。他天赋异禀，8岁即能书写美文，但性格孤傲，
不喜交往。阮籍16岁时，叔叔带他去兖州。当时兖州主官
王昶跟他交往半月，竟从没听其说过一个字儿，还以为他是
个哑巴。

阮籍喜爱儒学，又颇有道家情怀。他擅长弹琴和击剑，
琴弹至浓处，往往引吭长啸；剑舞至兴起，自视城下无双。
他不慕荣华，性情疏懒，不循礼法，嗜好饮酒。

阮籍最为亲近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跟人下围棋。对
弈者闻听丧讯，便紧急喊停说不玩了，催促阮籍回家。阮籍
像没事人儿一样，拽着那人坐下来，非要下完这盘棋再说。
他回家后闷头饮酒两斗，末了仰脸长号一声，一口鲜血喷到
白墙上，呕血不止。

阮籍不仅酒量大，还酒后狂。他经常独自“酒驾”，漫无
目的地云游，走到无路可走，便大哭着原路返回。

阮籍为人正直，从不背后论人长短；他又爱憎分明，当
面就会让人下不来台。

他为母亲守灵时，朝廷官员嵇喜前来吊唁。嵇喜是“竹
林七贤”之首嵇康的大哥，人称“当世之才”。阮籍见嵇喜来
了，很反感他身上的俗气，便仰头翻起了白眼。嵇喜很尴
尬，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嵇康抱着琴、拎着酒也来吊唁，
阮籍赶紧把白眼恢复正常，跟嵇康喝酒、弹琴。

阮籍虽 3 次入朝，无论文职还是武官，却始终心存谨
慎，与司马家族和高官厚禄保持着距离。司马昭却非常
珍惜这个奇才，处处迁就、照顾他。为了能让阮籍收收
心，不懒政、不怠政，司马昭想方设法拉拢他，甚至要跟他
结为亲家。

阮籍不敢直接拒绝亲事，就耍了一个极端招数——天
天喝、天天晕，一连俩月不拾闲儿；然后装疯卖傻，又当了
哑巴。

最后，司马昭摇着头，无奈说了句：恁大岁数了，还是醉
鬼一个！不说这事儿啦。

阮籍听后，在屋里光着脚蹦跶着偷乐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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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沙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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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韩愈《寄卢仝》
说茶仙“在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