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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娜娜 河 洛

杨秉“三不惑”

□记者 陈旭照

狄仁杰身陷险境时，武则天
还救了他一把。

公元692年，酷吏来俊臣诬
告狄仁杰谋反，将他逮捕了。来
俊臣是个小人，心狠手辣，落到他
手里的人受尽酷刑，生不如死。

狄仁杰是聪明人，见势不
妙，赶紧“承认”谋反罪，以打消
来俊臣的戒心。然后，他写了封
密信，托人转交给武则天。

武则天紧急召见狄仁杰，将
其释放。

此后，又有人多次请求处死
狄仁杰，武则天一律拒绝。

在女皇的支持下，狄仁杰继
续为国效力，安抚百姓，指挥生

产，讨伐外敌，稳定社稷，政绩
卓著。

武则天虽然自负，却很重视
狄仁杰的建议。

狄仁杰推荐的人才，她毫不
犹豫地提拔。狄仁杰说张柬之
这个人可以当宰相，她就让张柬
之当了宰相。

武则天打算将数千名“谋反
者”砍头。这些人中大部分是百
姓，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牵连
太广，劝武则天从轻发落，收获
民心。武则天采纳了他的意见。

武则天想立侄子武三思为
皇太子，把儿子李显贬到了外
地，别人怎么劝她都不听。狄

仁杰提醒她：“侄子能有儿子
亲吗？”武则天琢磨了一番，觉
得是这个道理，就派人将李显
接回了洛阳。

狄仁杰敬重武则天，并不因
为她是个女皇帝就轻视她、反对
她。武则天尊重狄仁杰，肯定他
的能力，认同他的正直。

这两个人，都是办大事的，
相互信任，互相成全。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心
不已，当着满朝官员的面直呼

“朝堂空矣”——你们这些人加
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狄仁杰！

在女皇的心里，狄仁杰代表
着整个朝堂，她又怎么舍得害他？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背后的故事（1）

武则天算计狄仁杰了吗
□记者 张丽娜

徐克执导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好看是好看，就是
太魔幻，有“黑化”武则天之嫌，把武则天和狄仁杰放在了对立面。

电影跟真实的历史有出入吗？武则天被方士蛊惑过吗？武功高强
的尉迟真金确有其人吗？我们以史料为据，追根究底，以正视听。

——编者

电影设定的故事背景，处于
唐朝仪凤年间（公元676年—公
元679年）。

当时，狄仁杰是大理寺丞，
主要负责全国大案、要案的审理
工作。

武则天当时还没有当上女

皇，但已荣升“天后”，与“天王”
唐高宗一起坐镇洛阳。

皇帝赐给狄仁杰一把亢龙
锏，许诺他可以上打昏君、下打
佞臣。武则天怀疑皇帝是要
借刀杀人、对付自己，一心想夺
取亢龙锏，狄仁杰成了她的眼

中钉。
亢龙锏实际上在历史上是

不存在的。封建社会的皇帝，
没那么高的觉悟，不会去造一
个制约自己权力的东西——谁
吃饱了撑的，塞给别人一个家
伙让其抽自己？

亢龙锏是不存在的

电影里的狄仁杰，明知“天
后”算计他，还对武则天唯唯诺
诺，十分窝囊。

事实上，武则天和狄仁杰的
关系没那么紧张。相反，武则天
非常欣赏狄仁杰，两个人不但有
君臣之义，还有点儿知己之情。

狄仁杰是山西人，跟武则天
是老乡。

狄仁杰出任大理寺丞后，只
花了一年时间，就把积压案件都

处理完了，涉案人员有一两万，
无一人不服。

那时，狄仁杰40多岁，年富力
强，风华正茂。武则天50多岁，临
朝称制，雄心勃勃。同在朝堂之
上，这两个人想必是有交集的。

不过，朝堂上水太深，狄仁
杰为人正直，得罪了小人，随后
就被外派了，直到公元691年才
重归权力中心，升任宰相。

提拔他当宰相的，正是武则

天。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
登基称帝，急需得力助手匡扶朝
政。显然，狄仁杰就是她认定的
好帮手。

据说，有人嫉妒狄仁杰，在
武则天面前告他黑状。武则天
不但没有怀疑狄仁杰，还悄悄
问他：“想知道诬告你的家伙是
谁吗？”狄仁杰说：“只要陛下相
信我就行，那个人是谁我没必要
知道。”

怎么舍得害他

“天后”的悄悄话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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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海报 （资料图片）

杨秉，字叔节，东汉弘农郡
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名臣
杨震之子。

杨震廉洁清明，铁骨铮铮，
彰显他高尚品格并使他为人称
道的，是“杨震四知”的典故。

《资治通鉴》中曰：“（杨震）
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
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
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
密愧而出。”

做爹的“四知”让人叹服，
做儿子的“三不惑”呢？

《资治通鉴》中曰：“秉为
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
惑，酒、色、财也。’”

《后汉书》中对杨秉的“三
不惑”解释得更为清楚：“秉性
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
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

‘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不为酒、色、财所迷惑，这

样的君子，肯定是行正道、不畏
权贵的。

据《后汉书》记载，杨秉从
小便跟着父亲杨震学习，“博通
书传”。杨秉一直在乡下教授
学生，直到40多岁才来到洛阳，
做了侍御史。他后来又做过
豫、荆、徐、兖四州刺史等官，在
官位上，“计日受俸，余禄不入
私门。故吏赍（jī）钱百万遗
之，闭门不受”。

公元162年，杨秉被任命为
太尉，位列三公。

其时宦官势力正炽，杨秉
和司空周景上书，请求“遵用旧
章”，惩处贪婪和凶残之人，后
又上书逐条弹劾青州刺史羊亮
等州牧和郡太守50多人，这些
人或被杀或被免官。天下人对
杨秉莫不肃然起敬。

中常侍侯览的弟弟、益州
刺史侯参贪婪残暴，贪污的钱
多不胜数。杨秉上书弹劾，侯
参被装进囚车，押往京城，中
途自杀。杨秉乘胜追击，再次
上书，提出侯览不应再待在皇
帝身旁，汉桓帝无奈，只得将
侯览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