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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暗访徐敬业，巡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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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介绍武则天调动大
军讨伐徐敬业的情况，本期讲
述狄仁杰暗访徐敬业、巡视江
南的经历。

狄仁杰到江南暗访徐敬
业这事是真是假，我没法回
答。反正古人总有一种习惯，
死于乱兵的名人往往被传言
没有死，跑了，躲起来了。比
如杨贵妃，正史都说她死在马
嵬坡，民间偏偏就传说她没有
死，连日本人都来凑热闹，说
她跑到日本去了。

明朝建文帝，应该是死于
城破之后的大火中，可是人们
找不到他的尸首，于是民间传
说他没有死，跑了，出家为僧
了；还有人说他跑到海外去
了，据说郑和下西洋有个任务
就是寻找他。

李自成，清朝官方说他死
于九宫山，但是民间说他跑
了，出家为僧了。

徐敬业这事儿，可能当时
就有谣传，说他躲起来了。武
则天也许有些担心，你说那时
候也没个DNA验明正身，纵
然有首级也无法完全肯定这
就是徐敬业，怎么办？派人去
江南巡视一下，一方面镇抚这
个叛乱策源地，另一方面暗查
徐敬业的下落，这是顺理成章
的事儿。因此，狄仁杰此时巡
视江南就难免让学者有这方
面的推测。

您不觉得狄仁杰写给项
羽的檄文有讽刺徐敬业占据

江南不识天命的味道吗？还记得
那里面的话吗？“潜游泽国，啸聚水
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
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您
要说这是骂项羽的话，我看倒更像
骂徐敬业的话。

项羽这人大家知道，虽然起兵
于江东，但是他的主要事迹都发生
在黄河或者淮河流域。比如巨鹿之
战发生在河北，鸿门宴发生在关中，
垓下之战发生在安徽淮北地区。他
的大本营彭城就是徐州，那也是淮
河流域，这些地方在古代一般不会
被称为“泽国”“水乡”，“泽国”“水
乡”一般是形容江南的。项羽在江
南那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带着八千子弟兵打天下，因失败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过江而自杀，
什么时候“潜游泽国”来着？

即便说项羽没有起兵前生活
在江南地区，狄仁杰说的“潜游”指
的是那时候，但那时项家也是响当
当的楚国旧贵族，地方名人。项羽
的爷爷是鼎鼎有名的楚国大将项
燕。秦始皇统一六国狂飙突进的
时候，楚国最后的保卫战就是项燕
打的，而且给秦军造成了极大的
伤亡。秦军在那个时候可是很少
遇到这种败仗的，于是换帅增兵，
举全国之力进攻项燕，最后项燕
不敌，壮烈殉国。楚人爱国主义
思想历来非常强烈，对项家的功
绩十分尊重，所以项羽叔父项梁
举兵反秦时才能获得那么广泛的
支持。所以说项家绝非潜游的草
寇。狄仁杰饱读诗书，自然明白
这一点。我觉得，这段话很有可
能是讽刺有可能潜伏在江南地区
的徐敬业的。

当然，狄仁杰是不是负责查找
徐敬业，这事儿在正史里没有留下
明显的痕迹，即便武则天真的给了
狄仁杰这个任务，一定也是秘密任
务，武则天不愿意让这个未经查实
的消息搞得人心惶惶。狄仁杰只
能暗访，所以没有留下明确的史料
记载。不过狄仁杰巡视江南之后，
江南形势稳定，武则天再也没有为
这个事情操过心。

狄仁杰自江南回来不久，马上
又有一场“火”等着他去善后，这一
场“火”给他带来了好口碑，但也带
来了一场无端的祸事。怎么回
事？请看下期介绍。
（摘自《狄仁杰真相》于赓哲 著）

上期介绍了洛阳地下文物的
命运，本期介绍石刻艺术的起源、
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二、洛阳石刻及《熹平石经》

从清末到民初，洛阳出土了大
量文物，最有代表性的是不同时期
的石刻及墓志。

石刻基本上是在冶金术出现
以后才有的。最早的石刻见于摩
崖石刻和各种造型石刻以及石鼓
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石
刻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当时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起到补正史实的作用。

中国大规模石刻始于东汉。
公元173年，东汉灵帝在洛阳北邙
下清宫立了一块石碑。相传下清
宫是老子辞官后修炼的地方，在今
天岳村北边的山坡上。西汉开始
崇尚“黄老之道”，到东汉初期更是
推崇。公元168年，东汉第11位皇
帝刘宏即位，即为汉灵帝。5年后，
汉灵帝下旨重修下清宫，并立碑纪
念。这块碑至今还立在下清宫，碑
文已经模糊不清。

东汉灵帝刘宏是个很荒淫的皇
帝，但他开创了一项中国古代重要
的文化工程——刊刻石经。汉灵帝
熹平四年（175）年，东汉文学家、书
法家蔡邕会同张训等建议订正六经
文字，以免贻误后学。蔡邕等24位
著名学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经学流
派的经书文本进行校勘后，确立了
经籍定本。最后灵帝下旨批准将7
种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
《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选定
为正本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并刻
于石碑上，以期千古不化。

经书文字由蔡邕用隶书八分
体书写，陈兴等工匠依文镌刻，取
名为《熹平石经》。据记载，这些经
书的标准版本刻于46块高1丈、宽
4尺的长方形石碑上，共 20多万
字，因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所
以又称“一体石经”。这项刻石工
程共用了8年时间。

汉光和六年（183年），《熹平石
经》刻成后，立于洛阳汉魏故城开
阳门外的太学内讲堂前。

《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被
奉为书法的典范。汉字字体由隶
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到了桥
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熹平石
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

（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
庙，太学荒废，《熹平石经》
遭到破坏；从三国时起，《熹
平石经》历经无数次浩劫，
几乎毁失殆尽。至民国时
期，在洛阳汉魏故城前的太
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据
统计，这些出土的残石上共
有8275字。新中国建立后，
又发掘和收集约600余字，
总计8800多字。现在这些
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
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
书馆等地方，有些已流散到
国外。

在中国书法碑刻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书体是魏
碑。魏碑的石刻作品主要
是以碑刻、墓志、摩崖和造
像题记四种形式存在的。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
平城迁都洛阳，此时佛教兴
盛，建寺开窟造像之风日
盛，书家和石工各显神通，
创造出一种新书体——魏
碑。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
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的统称，
也称北碑。其特点是笔力
劲峭秀挺，为后世书法的楷
模。由于在北朝的各个王
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
长，后来人们就用魏碑来指
代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
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
刻书法作品。

（摘自《洛阳这百年》
紫城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