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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咨询电话：63345207 63345416

本周放映的公益电影为《卧底巨星》，本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
影票两张，凭工会会员证或《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9月8日9：00

把锅里烧开的水舀出来再倒回
去，用这种办法让水不再沸腾，能做
到吗？很显然，不能。“扬汤止沸”常
用来比喻办法不对头，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谋诛宦
官，遭到何太后阻挠。手下给他出
主意，让他召各地兵马进京，以此威
胁何太后。何进便征召驻扎在河东
郡的董卓部入京。

董卓接到命令，当即率军向洛
阳进发。与此同时，他上疏给朝廷：

“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
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
虽痛，胜于内食……今臣辄鸣钟鼓
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

意思是：“中常侍张让等人依
仗皇帝的宠幸，扰乱天下。我听说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痈疮溃
烂虽然疼痛，但胜过向内侵蚀脏
腑……如今，我率军大张旗鼓到洛
阳来，就是要逮捕张让等人，为国清
除奸邪。”

何太后接到董卓的奏疏，拒不
答应他进京。何进的弟弟何苗此时
也劝何进：“我们出身贫贱，依靠宦
官的帮助才有今天的富贵。国家
大事处理起来谈何容易，一不小心
便覆水难收，你得三思而后行啊！”
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宦
官讲和。

太后反对，弟弟反对，何进便犹
豫了，派谏议大夫种卲（shào）拿着
皇帝诏书到董卓部，阻止董卓进京。

董卓拒不听命，带队一直进军
到河南。

种卲前去劳军，并劝董卓退回河
东。董卓怀疑洛阳政局已经发生变
化，让部下拿起武器威胁种卲。

“卲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
种卲大怒，以皇帝诏书的名义

叱责董卓的部下，董卓的部下害怕
了，不敢上前，四下散开。

种卲责问董卓执意进军是何居
心，董卓词穷，只好撤军。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被
葬在永裕陵。

永裕陵位于今巩义市八陵村
南，宋时属河南府辖区，修建陵墓的
材料都需要河南府提供。

韩绛早就想到了这一点。《邵氏
闻见录》里记载，凡是需要河南府提
供的东西，韩绛都提前准备好，即便
是那些受到宠信、狐假虎威的宦官，
也不敢像往常一样，借修陵墓之机
吃拿卡要、中饱私囊。

宋神宗的灵柩从开封往洛阳

运，到永安县（治所在今巩义市西
南芝田村）时，韩绛前去迎接。

陪同宋神宗灵柩而来的是
朱太妃（宋神宗的妃子），韩绛以
礼迎之。

丧事办完回到开封皇宫，一次
偶然的机会，朱太妃和宋神宗的母
亲宣仁太后言及韩绛礼迎之事，宣
仁太后大怒：“韩某先朝老臣，汝安
得当望尘之礼？”

朱太妃哭着道歉，《邵氏闻见
录》评价此事：“公之名重如此也！”

“唐宋东都西京留守录”之韩绛

遇事果敢 赈灾安民

洛洛河 典 故

扬汤止沸
□记者 陈旭照

韩绛，开封人，北宋大臣，历
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公元 1088 年，76 岁的韩绛
去世，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
其撰写墓志铭：“（公）立朝端
方，刚毅任重，得大臣体，遇事
果敢，临义勇发，不为后顾……
当时贤豪多出其门。”

公元 1083 年，71 岁的韩绛
被任命为河南府知府兼西京
（洛阳）留守。

洛河河 旭 事

年轻时的韩绛，用现在的
话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
霸”。《石林燕语》里说：“韩康公
（韩绛曾被封为康国公）得解、
过省、殿试皆第三人。”

到了熙宁年间，韩绛做官
做出了名，“自枢密副使、参知
政事、拜相，及再宰相，四迁皆
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

有了这样的传奇经历，韩
绛去世后，大臣苏子荣送挽联
曰：“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
宁四辅中。”

韩绛得殿试第三名是在公
元1042年，这一年与他一同考
中的还有王安石、王珪、吕公著
等北宋名臣。

据说，这次考试的状元本
来是王安石，但因为他的文章中
有“孺子其朋”（语出《尚书》，意
为“你这个年轻人一定要和官
员搞好关系”）之语，宋仁宗看
了非常反感，御笔亲批“不可魁
天下”，于是王安石成了第四名。

好了，言归正传。接下
来，咱们好好聊聊韩绛在洛阳
的表现。

“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异政
也！”这句话出自邵伯温的《邵氏闻
见录》，大意是洛阳人很感谢韩绛，
因为他在洛阳政绩优异。

公元1084年夏，洛阳下大雨，
伊河、洛河暴涨，“坏天津桥，波浪与
上阳宫墙齐”。大雨下个不停，到了
夜里，洛阳城西南角被冲开一个大
口子，“伊洛南北合而为一流，深丈
余”。洛阳城成了泽国，“公卿士庶
宅庐舍皆坏”。

韩绛指挥官吏安抚百姓，救济
灾民，稳定了社会秩序，百姓人心

渐安。
两天后，“有恶少数辈声言大

水再至”，城中人心惶惶，韩绛果断
下令，抓住造谣的恶少，先来一顿
棍棒，而后流放远方，民心再次得
到安定。

大水过后，韩绛带领洛阳军民
“筑水南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
第二年夏天，大雨又下，洛水复涨，
但因为早有准备，洪水“至新城堤
下，不能入”。

洛阳百姓对70多岁的韩绛充
满感激。

三次重要考试
都考了第三名1

2 抗击水灾 救济灾民

3 宦官不敢中饱私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