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4 年9月 第228期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文化暢遊

文 / 紫金

据《夷坚乙志》记载，北宋徽宗年间，
大修宫观，其中宫殿的建设维修由京西转
运司负责，都转运使姓宋，主持其事。宋
某觉得给皇上办事，一味求快，但是手下
有个转运判官孙贶（kuàng）反对大干快上，
两人关系僵了，孙贶觉得没意思，就辞职
走人。

当时宫殿修缮工程量很大，所需的装修
材料一时难以备齐，工期短，任务重，特别
是缺少与灰泥混合的牛骨，怎么办？ ( 宫城
广袤十六里，创立御廊四百四十间，殿宇丹
漆之饰猥多，率以趣办，需牛骨和灰，不能
给。) 他手下一个韩姓官员给他出主意说，
洛阳城外二十里，有几十处大型荒冢（古
墓）都是无主的尸体，挖出来烧了，用人
骨替代牛骨，足够使用。您的前任王某就这
么做过，便捷得很。当时在场商议的几位官
员“管�官成州刺史郭涟容、佐使臣彭�十
余人”都没有异议，一致通过，于是就这么
干了。

过了几年，到宣和年间，早已离职的
孙贶病死，被押解至泰山冥府过堂，狱卒
厉声呵斥说 ：你犯了灭族之罪，速速招
供。孙贶莫名其妙，哪有此事。堂上的判
官说 ：“发洛阳古冢以幸赏，乃汝也，安得
讳？”孙贶说，此事发生时，我已离职，
而且我之前曾规劝过主事的宋某，可以对
质。于是阴差将已死了的两任转运使宋
某、王某带到，孙贶远远看去，只见两人
身上都戴着刑具，而且各有一个狱卒拿着
铁扇反复扇他们的脸，扇子上全是铁钉，

“血流被体”，两边一对质，宋、王二人当
然无可辩解，被带下去了。孙贶到阴间出
庭之后，又还阳复生。

没过几天，那位出主意的韩某也入冥受
审，他追述说，自己在冥府招供之后，对判
官求情说，我确实罪不容诛，只是我先祖韩

琦曾有功于朝廷，韩氏一族不该团灭。判官
想了片刻说，那就把你们这一房灭了吧。韩
某一家在一年内就全部病死。其余参与此事
决策的数人也是同样下场。

转运司在执行时，有一位掌管文书的小
吏担心将来事发，于是保留了宋某手写的一
份批示，贴在档案卷宗里。过了几年，小吏
在梦中被摄入阴间与宋某对质。他很明确地

说，这事全是宋某决定的，文书尚在，阎王
于是派阴差取来，宋某见到自己亲笔批示，
再无异词，继续在阴间受酷刑。小吏醒转
后，立刻到资料室查询，发现档案都在，唯
独少了宋某的批示，果然是被冥府取走了。
冥报果然没有遗漏，他就辞职回家，虔心 
信佛。

损毁尸骨古今都是极大的重罪，更令

人发指的是，这次是大规模官方有组织地
破坏千人冢，所以冥府的判罚极为严厉，
灭族起步。

这次大规模的破坏千人冢建造宫殿也成
为了北宋灭亡的其中一个恶因。

1127 年（靖康二年），金军攻破东京，
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以及皇族、嫔
妃、朝臣等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北宋
就此灭亡。

二帝先是被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
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
县）囚禁。二帝居住的房屋被称作“房井”，
意为地方狭小，只能坐井观天。

1135 年 4 月，不堪忍受羞辱的宋徽宗
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悬梁自尽，所幸被
宋钦宗及时发现救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后来，宋徽宗生病，得不到医治，不久就
死在土炕上了。等钦宗发现时，尸体都僵 
硬了。

金人将宋徽宗的尸体放入一个石坑焚
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据说，这
样的水可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
入坑中，却被人拉住，因为活人跳入坑中
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这难道不
是焚烧荒冢人骨的报应吗？

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六月，金国
皇帝命令海滨侯延禧和宋钦宗一起骑马打
球。当时宋钦宗手脚打颤，不能打球，金兵
监督他，让他学习供人娱乐。宋钦宗身体孱
弱，又不善马术，很快从马上摔下，被乱马
铁蹄践踏而死。

徽、钦二帝在北境五国城受苦的时候，
是否知道自己曾经居住的豪华宫殿是人骨灰
所建筑的呢？是否想到这里的报应呢？

如今，中共邪党不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还控制火葬场把中国人的尸体偷走制作
成产品出售，这样邪恶到极点的政党，离灭
族、灭党、灭亡，遭恶报还远吗？这样的恶
党还不应该退出吗？Ⓞ

清白刚烈的于谦与凋微的棠棣之花

北宋灭亡因由之一：损尸骨建宫观

北宋徽宗 北宋钦宗

文 / 楚若薇

于谦（1398 年─ 1457 年），字廷益，
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官至少保，世称
于少保。民族英雄。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
监国，擢升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
议，坚守京师，并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
他总督军务，击退直抵北京城下的瓦剌骑
兵，使明朝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转危为安。
迫使瓦剌部首领乜（niè）先遣使议和，
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发生“夺门之变”
后被冤杀。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
弘治二年，追谥“肃愍（mǐn）”。明神宗
时，改谥“忠肃”。于谦与岳飞、张煌言
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的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兴利除
弊。危急关头，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明史 • 于谦传》中 ：“赞曰 ：于谦为巡抚
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

（gòu）艰虞，缮兵固圉（yǔ）。景帝既
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
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
……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传说于谦到了六、七岁上，便聪明异
常。读书过目成诵，出口皆成对句。有一
天，他在门前闲步，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和
尚，在那里相面，他便走近前去看。那和
尚见于谦应对自如，老大吃惊，便对他人
说 ：“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救
时宰相也。”

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成书的《西
湖佳话古今遗迹》描述 ：于谦有一日路过
关帝庙，想要知道自己的功名和事业，夜
里果然关帝托梦给他 ：“你的功名富贵、
终身之事，只问汝长嫂，她说的便是了。”
忽然惊醒，却是一梦，到次日，忙走回家
去问长嫂。长嫂听了，笑嘻嘻说道 ：“小
小年纪，倒思量做官了，既想做官，莫怪
我说，八、九品的大官料轮你不着，你只
好捡一、二品的做做罢了。”于谦满心欢
喜。又问道 ：“但不知却是何官？”长嫂又
笑笑道 ：“无非是中举人，中进士，做御
史，做侍郎，做尚书阁老罢了。你这天杀
的，还想着要做到那里去？”于谦听了，
愈加欢喜，一时也想不到“天杀”二字上
去，直到后来被戮，方才省悟梦兆之灵。

明永乐十二年（1414 年），于谦年仅
十七岁。相传有一天，他来到一座石灰窑
前观看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
石，经过熊熊的烈火焚烧之后，都变成了
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触，写下了这首脍
炙人口的咏物言志诗篇《石灰吟》，抒发
了他对清白做人的境界追求，纵然是粉身
碎骨，也要保持高尚的节操 ：“千锤万凿
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 年），于谦考中了
进士。宣德元年（1426 年），于谦被任命
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
流畅。都御使顾佐对下属很严厉，唯独对
于谦很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
来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于谦展现的机会。那
就是曾经深得永乐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的
反叛，他当年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帝

惩罚，徙封安乐州（今山东惠民）。但他
不甘失败，趁着宣宗少主初立，汉王企图
重演“靖难”故事，于宣德元年八月举兵
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朱高煦出
城投降，护从宣宗出征的于谦当众口数其
罪，义正辞严，声色震厉。朱高煦伏地颤
栗，口称罪该万死。宣德帝自此十分赏识
于谦。

后来按察江西时，昭雪数百件冤案。
宣德六年（1431 年），宣德帝知道于谦可
以担当大任，亲笔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
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
山西，这一巡就是 19 年。在此期间，他

“威惠流行”，甚得民心，连太行山藏匿的
强盗都消失不见了，据《续藏书》记载，
当他奉诏入京议事，临行前，属僚们都劝
他难道也不带一点土特产？于谦笑着举
了举自己的两只袖子说 ：“我只有清风而
已。”并赋《入京》诗一首以表明心迹 ：“绢
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
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宣德三年（1428 年）二月，刚过百
天的朱祁镇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由于是孙
贵妃所生，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嫡庶
之争，宣宗迫使胡皇后退位，改立孙贵妃
为皇后。宣德十年（1435 年）正月初三
日，宣宗驾崩，时年仅八岁的朱祁镇即
位，是为明英宗，由张太皇太后摄政。正
统六年（1441 年），英宗正式亲政。次年

（1442 年），张太皇太后崩逝，曾辅政四
朝、开创仁宣盛世的著名阁臣“三杨”（杨
士奇、杨荣、杨溥），到了正统十一年，
三杨尽皆去世，宦官王振开始专权，其党
羽遍天下，百官为之侧目，这也是明朝历
史上的第一次宦官专权。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
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军
五十余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负
责留守京师。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
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
节制，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
致使明军屡战屡败。班师途中又绕路贻误
时机，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虏
走。消息传到北京后，太后只好召集百官

商议，确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朱祁
珏辅政。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固
守京城，备战迎敌。据《明史 •于谦传》记
载，在于谦等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郕王承
继大统，立为景帝。于谦的原话是这样
的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虽国事
确有情急之处，有违于明朝的皇位继承制
度，为之后发生的棠棣之花凋落埋下了 
伏笔。

景帝十分信任于谦，他奏请的事没有
不听从的。但也有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
预六部的事，多次上奏弹劾他，全靠景帝
力排众议，他才得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于
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
是拍着胸脯感叹说 ：“此一腔热血，意洒
何地！”他为北宋文丞相画像的题词中也
有这样的内涵抒发 ：“殉国忘身，舍生取
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
毙，弗苟而全。”实际上，于谦对自己的个
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他的“小像自
赞”中这样描述自己 ：“眼虽明不能见机，
腹虽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众，德不足
以润身。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
节，所重者君亲。”

从于谦所处的时代来看，他还是受到
了盛极于南宋、元朝和明朝的程朱理学的
影响。正如他在《读易》这首诗中所写的
那样 ：“太极本无形，阴阳互消长。……
濂溪论理微，康节推数广。程朱述传义，
明白非惚恍。”诗中“濂溪”指散文名篇《爱
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还
著有《太极图说》以及《通书》，因此被尊
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程朱”是指程
颐、朱熹，他们发展出来的程朱理学，把
天理和人欲从根本上极端的对立起来，程
朱理学在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

于谦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无欲则
刚，为了社稷安危，没有半点私欲，“粉
身碎骨浑不怕”，可以舍生取义，觉的这
样做就是合乎天理。其实，还是没有充
分理解“中庸”的精义乃是中正和中和所
致。“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鮮久矣。”（《论语 • 雍也》）殊不知，中
庸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才是至德。诸
葛亮在《心书 •将刚》中也阐述过这样的道
理 ：“纯刚纯强，其势必亡 ；不柔不刚，
合道之常。”

再说棠棣，古称唐棣、常棣，现在也
叫郁李，属蔷薇科樱属的灌木。棠棣花则
有白色和粉红色，两三朵为一缀。《诗经
• 小雅》中的“常棣”是用来歌咏兄弟之情
的诗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fū wěi 
wě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毛序》
说是周公针对周朝初年平定的“管蔡之
祸”，由此兄弟相残而有感而发：“常棣，
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则认为是召穆公所
作。

景泰元年（1450 年），兵部侍郎于谦
成功抗敌，并与瓦剌议和，景帝将英宗迎
接回京，置于南宫，尊为太上皇。景泰三
年 (1452年 )五月，景帝废原太子朱见深，
并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新太子。却有汪
皇后谏阻道 ：“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
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

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
呢？”直惹得景帝动恼，最后只得将后位
让与见济的生母杭妃。真乃有其父必有其
子，怎奈世事难料，景泰四年 (1453 年 )
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夭折。朱祁钰已无
子，却也没有复还储位。

夺门之变发生在景泰八年（1457 年）
正月，适逢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带
兵撞开南宫宫门，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
位。之后于谦遭难，景帝与杭皇后先后病
重离世。《明史 • 于谦传》中记述 ：“皇太
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
悔之。”后来在曹石之变前，在李贤提醒
下，英宗才恍然大悟 ：“景皇帝不起，群
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此名正言顺，无可
疑者，何至夺门。假事泄，此辈固不足
惜，不审置陛下于何地？此辈藉陛下图富
贵耳，岂有为一毫社稷之心哉。”清朝谷应
泰在《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五卷评论道 ：

“夺门”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
终。授受之祭，弟兄交失。……独惜于谦
者，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

或许有人会问 ：“于谦功在社稷，若
不这样做，大明还能续命二百年吗？”事
实上，对于这段历史，刘伯温在《烧饼
歌》中早有预示 ：“失算功臣不敢谏，生
灵遮掩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
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故旧，云开日
月照边疆。”前两句说的是土木之变 ；“国
压瑞云七载长”一句意指景帝在位仅仅七
年；英宗回归也在其中。剧本早就有了，
演出中的即兴发挥只会补充不同版本的
细节罢了，此非人力之功，也非人力所
能逆转。

于谦在“刘侍讲画像赞”一文中写道 ：
“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
（wò）一尘。”特别赞美了“冰玉”精神。荀
子在《劝学》篇中阐释 ：“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假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
异也，善假于物也。”细细想来，四摄氏度
的水体积最小，结冰的过程，便是体积自
我膨胀的过程。冰虽寒于水，但也硬脆易
碎。这也是偏离中和的文化导向对人的思
想观念造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为了实现目
标“善假于物也”而不择手段，忽视过程
中的守正和不偏倚，背离的却是中庸这一
传统价值的守德之道，最终对人的福份和
未来产生某种不利影响。

历史也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但要看
是从正面还是负面去读，由此也会得到提
升或下滑两种截然不同的启悟。Ⓞ

明朝名臣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