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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象征 追慕对象

汉墓壁画中的王子乔

人面 鸟 身 、面 容 清 秀 、尖 尖 的 耳 朵 、羽 翼
华 丽 ……这就是西汉卜千秋壁画墓中王子乔的
形象。那么王子乔是谁？为什么汉人要把他画
在墓中呢？

王子乔，本名姬晋，是东周灵王的太子，人称太
子晋。他天资聪颖，温良博学，喜爱静坐吹笙，乐声
优美如凤凰鸣唱。15岁时，他以太子身份辅政。晋
平公派当时名流师旷前往朝见，问他以君子之德、治
国之道，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令师旷钦佩不已。

因大雨连绵，谷、洛二水泛滥，危及王宫。情急
之际，周灵王采取“壅堵之法”来治水，遭到太子晋的
强烈反对。他据理力争，提出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
还引用“壅堵治水贻害天下的事例”劝诫灵王，指责
他的行为。

也许是王子乔对周灵王的批评过于尖刻，周灵王
一怒之下，将其废为庶人。王子乔郁郁寡欢，不到二十
岁就去世了。由于王子乔深受百姓爱戴，百姓认为他
是上天做神仙去了。

据西汉文学家刘向《列仙传》载，王子乔时常在
伊河、洛河之间的山上游玩，后来跟道人浮丘公上
了嵩山，隐居修道。三十年后王子乔见到他的家
臣，就对家臣说：“回去告诉我的家人，七月七日在
缑氏山（在洛阳偃师）上能见到我。”到了那天，人
们果然看见王子乔骑着一只白鹤，立于山巅，可望
而不可即。数日后，王子乔挥手与世人作别，升天
而去。

王子乔修行成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
赋予了王子乔仙人的形象，其形象各不相同。也许，画
家听了王子乔的传说，各自发挥想象，便赋予他不同的
仙人特质吧！

在汉墓壁画中出现的王子乔，表达了祈求升
仙的愿望。世人将他画在墓中，是希望墓主人能
得到王子乔的引领，变成神仙，永远享受生命的
快乐。

主建洛阳西苑 提升新都品位
——隋《齐士幹墓志》解读

上司屡荐 仕途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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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洛阳出土一方隋
代《齐士幹（gàn）墓志》，墓志80
厘米见方，有盖，盖 72 厘米见
方。墓志涉及隋代几个重要人物
和多件大事。

墓志记载，因齐士幹德才兼备，屡次得到上司举荐，
官位步步高升。

墓志对怀州刺史李德林评价极高。《隋书》卷四二
《李德林传》载，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他博览群
书，无不通涉，文章精妙，言简意赅，得到当时诸多名流
的盛赞。北周武帝灭北齐到了邺城，得见李德林，说：

“灭齐之利，只在于你。”可见其威望之高。
北周末年，尉迟迥等起兵反对外戚杨坚。朝廷军务

繁忙，一日之中，军书信函来往频繁，每日常百数封，又
多紧急，作为丞相府僚，李德林能同时对数人口授不同
文件，一字不改，能力超凡。

李德林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多任要职。后因故
触犯隋文帝，再加才高遭人嫉，多次受人陷害，文帝将他
外放为湖州刺史，又转怀州刺史。李德林61岁时卒于

怀州任上。正是在此任期间，他举荐齐士幹出任湖州司
功参军事。

《隋书》卷六三《史祥传》载：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起
兵作乱，炀帝以大将史祥为行军总管，率兵平叛，驻军
河阴，但因对岸敌军重兵把守，久不得渡河。史祥令军
中大造攻城器具，故意麻痹敌人，又集大批船只于南
岸，以吸引敌兵。然后挑选精锐于下游偷渡，大破敌
军，因功进位上大将军。墓志则说《史祥传》隐去内幕
——正是齐士幹“多设方略，式赞军谋”，大军得以顺利
渡河。

《隋书》同卷《刘权传》载：开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刘权官拜苏州刺史，赐爵宗城县公。当时江南初
平，刘权抚以恩信，甚得民心。就是在此时，刘权向朝廷
举荐有才能的齐士幹，使之转任郑州录事参军事。

据墓志记载，齐士幹字公济，太原晋阳
人。其曾祖齐熙，北魏骠骑大将军、万安县
开国侯、都督渭陇二州刺史。祖父齐丰，袭
封开国侯，任征虏将军、雍州刺史。父亲齐
和，官任殿中将军、殿内直长。齐士幹应属
于官宦世家。

仁寿四年（公元604 年），隋文帝去世，
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随即，汉王杨谅起
兵晋阳反叛，隋炀帝命大将史祥率兵讨伐，
部队为河水所阻，舟船被毁，难以渡水。作
为部下的齐士幹“多设方略，式赞军谋”，大
军得以顺利渡河，叛乱被平定。他因功绩
卓越，被授给事郎、上林署令。

史书记载，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
炀帝命杨素、杨达、宇文恺营建新都洛阳，由
宇文恺负责设计；又在新都西郊修造西苑，
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方圆十多里，
海内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山上造许多
亭台楼阁；海北有龙鳞渠流入海中，渠两旁
建十六院，极其华丽。炀帝命人从全国各地
搜集名花贵石，种植、堆积其中。西苑在中
国园林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齐士幹墓志》说他因平定杨谅反叛有
功，升为上林署令，负责新都园林建设。因
此，他极有可能是西苑等园林方面建设的
实际负责者，墓志说他“凡所营造，其数实
多”“故能柑橘发秀、桃李成荫”。

平叛有功 营建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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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谅谋反 起兵晋阳3
墓志载：“仁寿四年，晋阳构逆，缮甲阻兵。”这指的是

隋炀帝即位之初，杨谅在晋阳起兵反叛一事。
杨谅是隋文帝第五子，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封

汉王；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杨谅出任并州总
管。他因长兄太子杨勇被废黜，常怏怏不乐，已有反
叛图谋。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四哥蜀王杨秀因罪被废，
杨谅更加不安。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
杨广派使臣带着伪造的隋文帝诏书，召杨谅入京。杨谅

并未遵命，遂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反叛。
隋炀帝派杨素平叛。杨谅派赵子开把守高壁，被杨

素击败。杨谅得知消息，大为恐惧，亲率大军在蒿泽（今
山西汾阳县北）布阵抵抗。不料突降大雨，杨谅不听劝
阻，退守清源（今山西清徐）。杨素进而发动攻击，杨谅
与之大战，死伤惨重，遂退保并州（今山西太原），杨素四
面包围，杨谅束手无策，请求投降。文武百官上奏杨谅
罪当死，隋炀帝说：“始终是兄弟，于心不忍，欲恕其一
死。”杨谅被削爵为民，被囚禁至死。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三武灭佛”，指的是北
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

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采取行政手段
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财产，短短
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僧尼被迫还俗。建德六年(公元
577年)，北周灭北齐，又将北齐境内的佛教毁灭殆尽。

《隋书·高祖本纪》载：杨坚生于冯翊般若寺，不
久，有个来自河东名叫智仙的神尼，对杨坚母亲说：

“这孩子不同寻常，不可放在俗间养活。”她说服杨坚

父母，与杨坚单独相处，亲自抚养，并替他取名那罗延
（梵语，金刚不坏之意）。杨坚从小就与智仙过着出家
生活，吃斋奉佛，成为受戒弟子，直到13岁。杨坚称帝
后，说自己前世是比丘僧（和尚），既是佛家人，自然要
保护发展佛教。

有隋一代，全国修建寺塔 5000 余所，塑造佛像数
万，出家僧尼50余万。隋文帝与皇后独孤氏皆受戒成
为佛教徒。上有所好，下必鹜之。《齐士幹墓志》中“请舍
利，造佛塔”，正是全国大规模兴佛的表现。

周武灭佛 杨坚兴之4 专家点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朱世伟）：王子乔是古代神仙中重要的一位。
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中就有王子乔像。汉代
人学仙，一般就是学王子乔。“轩辕不可攀兮，
吾将从王乔而娱戏”。意思是黄帝高不可攀，
只好追踪王子乔，跟着他学神仙。

此墓中除王子乔仙人像外，后山墙有“打
鬼图”、墓顶有“升仙图”，寓意卜千秋夫妇经
过“打鬼”“升仙”的仪式，最终像王子乔那样
成为仙人，实现美好升仙愿望。

本报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段跃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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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卜千秋壁画墓中的王子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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