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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旭照

“唐宋东都西京留守录”之令狐楚

好人，好官，好诗文

洛洛河河 旭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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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墙术学”是个贬义词，常用
来形容那些不学无术之人，就像面
对墙壁而立，视线被挡，一无所见。

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刘肇驾
崩，出生才100多天的殇帝刘隆继
位。刘肇的皇后邓绥被尊为皇太
后，临朝称制。220天后，刘隆夭
折，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hù）
被立为帝，即汉安帝，邓绥仍临朝
摄政。

邓绥摄政摄得不错，《资治通
鉴》记载：“太后自临朝以来，水旱
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
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
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自邓太后临朝摄政以来，国家
持续水旱灾害长达10年，这期间，
四方异族入侵，盗贼叛匪蜂起。每
当听说民间发生饥荒，邓太后就通
宵不能入睡，削减个人享乐支出。
在她的努力下，天下重新安定。

在体察民情之余，邓绥还操心
邓家后辈的成长。

公元119年，邓太后征召和帝
的弟弟济北王刘寿和河间王刘开5
岁以上的子女共40余人，以及邓氏
家族的近亲子孙30余人，为他们建
立官舍，请来教师，教授儒家经典。

邓太后亲自监督考试，下诏给
堂兄河南尹邓豹和越骑校尉邓康
等人：“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
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
否，斯故祸败之所从来也。”

她的意思是：纵观历史，处于
末世的皇亲国戚和官宦人家的子
弟，穿暖衣，吃美食，乘坚车，驱良
马，日子过得滋润，但他们对待学问，
如面壁而立，目无所见，不知道善恶
得失，这就是灾祸与败亡的由来。

有如此深明事理的掌舵人，邓
家当有一个好的结局吧？不，邓家
的结局一点儿也不好。

公元121年，邓太后驾崩。汉
安帝以“大逆不道”为由，将邓家人
废爵的废爵，免职的免职，流放的
流放。遭受打击的邓家人呢，绝食
的绝食，自杀的自杀，几乎死了个
精光。

明朝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
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令狐楚镇守兖州时，州内大
旱，米价暴涨。有一天，他问手下：

“现在米价如何？兖州官仓有多
少？每仓放多少石粮食？”

听完报告，令狐楚扳着指头
自言自语：“如果把官仓中所有米
按旧价卖出，就可以解决这次大
旱缺粮问题。”

此话传到衙门外，那些囤积居
奇的富商一听官府要低价卖米，害
怕自己弄巧成拙，赶紧将手中的米
低价卖出，兖州米价迅速回到合理
价位。

“甘露之变”后，因为草拟制书

逆了仇士良的意，令狐楚宰相没当
成，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

在盐铁转运使任上，他奏请
皇帝废除了让百姓怨声载道的榷
茶制度。

榷茶就是茶叶专卖，官府出台
法令，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
官府掌管，结果民怨沸腾。

令狐楚就此上书：“岂有令
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
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
人情。”

上书得到批准，榷茶制度被废
除，百姓尤其是茶农欢欣鼓舞。

《旧唐书》中记载，令狐楚任东
都留守8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天平
军节度使。其时天平县“属岁旱
俭，人至相食”，他到任后，“均富赡

贫”，最后结果是“无流亡者”。
公元832年，令狐楚又被

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在河东，
他“练其风俗，因人所利
而利之，虽属岁旱，人无

转徙”。

面墙术学
□记者 陈旭照

一首《赴东都别牡丹》文
采飞扬，令狐楚的故事，就从
他的文采说起。

令狐楚，宜州华原（今陕
西铜川）人。做过宰相的他，
不但是中晚唐有名的政治人
物，还是一位文学大家。

他到洛阳上任，刘禹锡写
了一首《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
东都留守》，诗中曰：“世上功
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
在《旧唐书》中，令狐楚被称
为“一代文宗”。

我们还是来看看《旧唐
书》中的有关记载：“楚才思俊
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
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令
狐楚文章写得好，唐德宗是
个文学爱好者，每有来自太
原的奏章呈上，唐德宗一看
就知道哪些是令狐楚写的，
对之大加赞赏。

《旧唐书》中还记载了
一件事，也能展现令狐楚的
文采。

河东节度使郑儋在驻地
暴卒，“军中喧哗，将有急
变”。混乱中，有将士挟持令
狐楚，要他起草遗表（古代大
臣临终前写的章表）。在众将
虎视眈眈之下，在白刃环立之
中，令狐楚从容提笔，即刻表
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
情乃安”。

公元835年，年轻的唐文宗为
夺回皇权，和李训、王涯等密谋诛
杀掌权的宦官。这年秋天，唐文宗
以观看石榴树上的甘露为名，将宦
官头目仇士良骗至左金吾后院准
备斩杀，没想到事情败露，宦官反
击，李训、王涯等人被抓，后被诛杀
灭家，史称“甘露之变”。

《资治通鉴》中记载，王涯被抓
后，唐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等人看
王涯的供词。唐文宗让令狐楚草
拟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
乱之事宣告朝野。

令狐楚知道王涯等人冤枉，因

此在草拟制书时不切要害，敷衍了
事，结果引起仇士良的不满，该当
的宰相没当上。

“甘露之变”3个月后，唐文宗
在曲江大宴群臣，别人都去了，只
有令狐楚“以新诛大臣，暴骸未收，
怨沴（lì）感结，称疾不出”。

令狐楚不但不参加宴会，还诚
恳上奏：“王涯等人被杀，他们的家
族也被灭绝，遗体丢在野外，请朝
廷派人予以埋葬，以便顺应春天祥
和的景象。”唐文宗听后，“惨然久
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
西，各赐一袭”。

公元829年，唐朝户部尚书令狐楚被任命令狐楚被任命
为东都为东都（（洛阳洛阳））留守留守。。此时此时，，他他到长安任职还不足半年到长安任职还不足半年。。
临去洛阳临去洛阳之际之际，，令狐楚写下一首诗令狐楚写下一首诗《《赴东都别牡丹赴东都别牡丹》：“》：“十年十年

不见小庭花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何时更得到京华。”。”
他他就这么怀念长安牡丹就这么怀念长安牡丹？？他不知道洛阳牡丹比长安牡丹好看得他不知道洛阳牡丹比长安牡丹好看得

多多吗吗？？
令狐大人，亏您在公元821年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过东都，亏您在公元

822年做过河南尹！

▶▶文采飞扬的令狐楚 ▶▶正直善良的令狐楚

▶▶体察民情的令狐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