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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桓玄篡位：朝野乱象丛生
□记者 张广英

酒后开玩笑，孝武帝丧命1

淝水之战后，东
晋解除了外部威胁，
又开始内斗。宠妃
张贵人指使宫女将
孝武帝用棉被闷死，
智商有问题的太子
司马德宗继位，大权
落入了皇叔司马道
子手中。然而各地
叛乱不断，皇权日益
衰微，桓玄于是趁机
篡位，过了 3 个月的
皇帝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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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傻皇帝，朝野祸乱起2

桓玄废晋帝，改国号为楚3

西晋的历史，格外富有戏剧性。自从司马代魏，三分归晋，在洛阳这个舞台上，多少王
侯将相、才子佳人倾情演出，留下烟花般的极致绚烂。待到痴儿悍妇登场，八王之乱爆发，
这个王朝已距覆灭不远。东渡，是它续写的另一段悲欢。

【西晋洛阳与晋室东渡 】

当时，桓玄控制着长江中游，和刘
牢之等人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朝
廷能管住的只有东边的会稽、吴县等
八郡。这八郡民众不堪忍受繁重的徭
役和层层盘剥，于公元399年发动叛
乱，领头者是五斗米道的道士孙恩。

司马元显见势不妙，忙命刘牢之
率北府兵前去镇压。孙恩为避免硬碰
硬，率民众20余万逃往海岛，此后又3
次登陆，先后攻击会稽、广陵、建康等
地，晋军多次战败。其中有一次，孙恩
率10余万人突袭京口，围困建康，竟
导致城内爆发了大饥荒。

在刘牢之的北府兵中，有一个小
军官名叫刘裕。他果敢强悍、作战英
勇，终于将孙恩击败。公元402年，走
投无路的孙恩投海自杀。

就在朝廷全力对付孙恩的时候，
桓玄也没闲着。他乘机在长江上游扩
大地盘，东晋2/3的土地都归了他。
眼见朝廷空虚，他决定夺取建康，代晋
称帝。

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司
马元显被弄得焦头烂额。公元402
年，他正想发兵进攻桓玄，不料桓玄行
动更快，率军顺流而下攻打建康。在
这关键时刻，刘牢之背叛了司马元显，
使司马元显兵败被杀。不久，刘牢之
被削兵权，也自缢而死。桓玄掌握了
朝政，先将司马道子流放，后又命人将
其毒死。而走到人生尽头的司马道
子，此时也不过39岁。

现在，桓玄成了东晋实际的统治
者，但他并不满足，因为还要面对司马
德宗这个傻皇帝。公元403年年底，
他干脆废掉司马德宗，自立为皇帝，改
国号为楚，史称桓楚。

江东百姓经过连年战乱，只希望
能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并不在乎究竟
谁当皇帝。但是，桓玄很快就令他们
失望了。他虽颇有才华，能写一手好
文章，却也豪奢纵欲、政令无常。这样
一个连书画、服饰和玩物都要每天随
身携带的皇帝，注定不会把百姓的疾
苦放在心上。果然，吴地发生大饥荒
时，很多人饿死在道旁，桓玄也失去了
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3个月后，刘裕在京口起兵反抗
桓玄。桓玄被杀，刘裕开始成为东晋
举足轻重的人物。

谢安死后，东晋的局势渐渐有些
失控。

经过淝水之战，北方重新陷入分
裂，已无力侵扰东晋。对东晋来说，外
部威胁解除了，内斗却日益激烈，这后
果同样是致命的。

就说孝武帝司马曜吧，他想加强
皇权，就重用亲弟弟司马道子。公元
385年，谢安去世后，大权更是全部落
入司马道子手中。司马道子是个什么
样的人呢？史书记载，他生于公元364
年，曾因“恬静寡欲”受到谢安的称
许。不过，谢安肯定后悔自己看走眼
了，因为司马道子虽然本质不坏，却宠
信小人，而小人的破坏力一向是不可
估量的。

起初还好，孝武帝司马曜和司马道
子都嗜酒如命，哥儿俩经常在一起喝
酒，甚至为此荒废朝政。在当时，这也
算一种名士范儿。正如出自太原王氏

的王恭所讽刺的那样：“做名士不一定
需要特殊的才能，只要能天天没事儿，
尽情地喝酒，再熟读《离骚》就可以了。”

同样出自太原王氏的王国宝，是
司马道子王妃的堂兄。他是个没有节
操的奸邪之人，常对司马道子极尽所
能地阿谀奉承。司马道子将他引为心
腹，让他掌握大权，致使朝纲败坏，性
格刚直的王恭等人对此非常不满。

王恭是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哥
哥，“少有美誉，清操过人”，很受孝武
帝器重。和弟弟司马道子不一样，孝
武帝雅好典籍，喜欢那些有才学的
人。除王恭外，王导的孙子王珣、名士
殷仲堪等，都是他亲近的人，而这些人
对王国宝都十分看不惯。

事实上，司马道子和孝武帝之间
也逐渐产生了矛盾。他不仅在朝中培
植势力、任用亲信，还仗着皇太妃李陵
容的宠爱，对孝武帝时有失礼举动。

孝武帝已看出弟弟并非辅佐社稷的良
臣，担心将来自己一旦去世，他会在朝
中生事端。但是，他有皇太妃李陵容
护着，自己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为与司马道子的势力抗衡，孝武
帝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留王珣在朝辅
政，而让王恭出镇京口，殷仲堪镇守江
陵。这样一旦有事，他们可以作为外
援，拱卫朝廷。司马道子见状就给王
国宝升了职，还把王国宝的堂弟王绪
也引为心腹，毫不退让。

就在这哥儿俩斗得不亦乐乎的时
候，公元396年9月，一场意外发生了。

当时，36岁的孝武帝司马曜喝多
了酒，跟自己宠爱的张贵人开玩笑，
说：“你都快30岁了，年老色衰，小心
我废了你。”结果张贵人恼羞成怒，当
晚就指使宫女用被子把孝武帝闷死
了。这个教训过于深刻，看来有些玩
笑真是开不得。

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的第九个皇
帝，在位25年，没有太大作为。但是，
正所谓一代不如一代，接下来要登基
的那位皇帝，比他仍差了十万八千里。

再说张贵人，指使人闷死孝武帝
这件事，她当然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对
外只说是暴毙。司马道子竟然没有追
究，仓促地让16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登
了基，就是晋安帝。

可是，这个司马德宗的智商，比西
晋时的惠帝司马衷还要低很多。他冬
夏不分，也不太会讲话，有时甚至大小
便失禁。不用说，这样的傻皇帝完全
就是个摆设。由于孝武帝是猝然死
去的，没留下任何遗诏，在朝中的王珣
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司马
道子把持朝政。而王国宝有这个大靠
山，作起恶来也更加肆无忌惮。

就在孝武帝死后不久，王恭对王
国宝乱政忍无可忍，想起兵把他杀
掉，但被王珣劝住了，说时机还不
到。次年，在殷仲堪的支持下，王恭
历数王国宝的罪状，并起兵进行讨
伐。司马道子不愿得罪王恭，只想息
事宁人，就将王国宝赐死，同时向王
恭谢罪。王恭对这个结果挺满意，遂
还镇京口。

然而，经过这番折腾，司马道子对
王恭和殷仲堪十分忌惮，开始在外面
培植力量对付他们。公元398年，王
恭再次起兵。桓温之子桓玄时任广州
刺史，这次也加入进来，并与殷仲堪一
起推选王恭为盟主。

桓玄造司马道子的反是有原因
的。他风神爽朗、文武双全，常以当世
豪杰自居。但由于其父桓温晚年有篡

位迹象，朝廷对他深怀戒心，一直不敢
重用他。有一次，司马道子喝多了酒，
当着众人的面问他：“桓温晚年想当篡
夺皇位的逆贼，为什么？”桓玄吓得汗
流浃背，伏在地上不敢起来，从此对司
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王恭本人不会打仗，起兵都仰仗
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此人能征善战，
在淝水之战中立过大功，但王恭自恃
身份高贵，对他并不尊重。司马道子
的世子司马元显看到这一点后，决定
讨伐王恭。他成功策反了刘牢之，使
其阵前倒戈。王恭兵败后骑马逃走，
但因骑不惯马而腿上长疮，从而被
抓。王恭被处斩后，桓玄吞并了殷仲
堪等人的势力，成为诸藩镇的盟主。
而司马元显则趁司马道子醉酒之机，
取代了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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