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元春

元宵节就要到了，自汉兴起的
元宵节，培育出灯笼、灯谜、诗
词、元宵、汤圆那么多至今闪耀在
时间的节点上的文化之花。元宵节
的历史久远，内涵丰富，今天就让
我们从历史的典籍中去寻找盛唐元
宵节的盛况。

唐朝以后，常常在正月十五打
开居民区的门点起灯笼。唐朝的居
民区和商业区分开，这里是指居民
区的围墙的大门。

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唐玄
宗在勤政楼城墙外加了一道围墙，
从此勤政楼前楼便成了观礼台，楼
下的广场成为宫廷的歌舞场。每到
正月十五，唐玄宗都到楼上赏灯看
戏，皇亲贵族和朝中重臣设有专门
的看楼。夜色将尽时，就让宫女到
楼前歌舞娱乐。有诗云 ：“三百内人
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生”。

唐玄宗的元宵灯会上，有歌
舞、杂技、魔术、山车、旱船、寻
橦、走索、丸剑、角抵等百戏，也
有胡旋舞、柘枝舞、霓裳羽衣舞、
龟兹乐、天竺乐等乐舞，还有琵
琶、笙、笛、箜篌、拍板等组成的
伴奏乐团。

元宵节的灯笼也出落的千姿百
态，长短纤秾，富丽清雅，各有千

秋。汉朝的黄色灯笼，到了唐朝，
匠人毛顺打造出了壮丽的灯楼。京
都的匠人毛顺，给唐玄宗在上阳宫
做成了二十座灯楼，每座一百五
十尺。( 韩鄂 -《岁华纪丽 • 上元 
灯楼》)

这个上阳宫，就是梅妃写下
《一斛珠》的上阳宫。上阳宫的灯楼
建成后，史上有名的道士叶法善从
圣真观请来观赏。只见上阳宫金碧
辉煌，二十座灯楼座座悬以珍珠明
玉，灿烂灯火映照着莹润的珠玉，
在微风的吹拂下音韵悠扬。叶法善
称赞说这真是皇家气派，宫中的灯
笼不同凡响，然后淡淡的说，凉州
的灯笼虽然不比皇宫，但是也值得
一看呢。唐玄宗问到，难道你看过
凉州的灯笼吗？要知道，这二人此
时在长安，凉州在现在的甘肃武
威。叶法善说，我刚从那回来。唐
玄宗好奇的说，我也想去看。叶法
善说这个容易。于是让唐玄宗闭上
眼睛，一会儿功夫，唐玄宗再睁开
眼睛时，已经到了凉州街上。玄宗
用铁如意换酒，兴尽方归，此时宫
中的歌舞尚未停歇。这元宵夜发生
的事，在今天大概不叫法术而叫魔
术了。

上阳宫此时歌舞浓，皇恩厚，
谁能想到彼时却成了清秀多才的梅
妃的冷宫，蛛丝满梁。相比于梅

妃，我更愿意叶法善带着唐玄宗幸
西凉，游广陵的故事说与人听。

唐玄宗尝了一次甜头，再不怀
疑叶法善的本事。开元十八年，问
叶法善说，今天哪里最热闹？叶法
善说，广陵最热闹。玄宗说，我也
想去看。一会儿功夫，殿前出现了
一座彩虹桥，叶法善说，桥已成。
玄宗带着杨妃、高力士和乐官登
桥，一会儿就到了广陵。玄宗大为
高兴，让乐官演奏一曲《霓裳羽衣
曲》后回宫。几十天后孝感官员上
书说，正月十五有一队仙人来了，
演奏了一曲《霓裳》后又走了。玄宗
大喜。

唐睿宗时，一个胡人请求在玄
武楼外点燃千百盏灯供佛，都城里
的人争着出城来观看。

从敦煌壁画看，唐宋时期的敦
煌人会在正月十五这天举行隆重
的燃灯活动，王公贵族和平民百
姓同乐。一份一千多年前的《河西
节度使大王宝刹燃灯文》显示，在
公元 964 年至 974 年间的一个元宵
节，时任敦煌地区最高长官的“河
西节度使大王” 曹元忠，在莫高窟
主持了燃灯活动，地方的最高长官
主持燃灯仪式，并有文章记载。
足见当时正月十五的隆重和举国
上下，中原内外崇佛信道的宗教 
氛围。

元宵节从唐宋盛世到清朝，一
直都是重要的节日。至今西南的一
些地区，把过年叫做小年，而把元

宵节称作大年。千年前的元宵节，
节日氛围的浓厚，灯笼的精巧新
奇，远非今日所能相比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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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德惠

陵川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
行山南端最高地带，隶属于山西晋
城市。当地有一座千年古寺 ：崇安
寺，今天就讲讲有关这古寺来历的
一段传说。

西晋灭亡后，五胡十六国拉开
了南北朝的序幕。在五胡十六国期
间，北方羯 (jié) 族首领石勒，本
是奴隶，抓住机会在乱世中崛起，
成为后赵王朝的建立者，是十六国
时期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石勒
相信佛法，敬仰西域来的高僧佛图
澄，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
献。据说石勒因为常年征战杀伐不
止，故而在佛前许愿，生时不能入
佛门，但愿死后可皈依。

公元 333 年，石勒去世，据说
就埋葬在隅山卧龙岗上，后赵下一
任掌权者石虎，遵照其生前心愿，
下令在其陵墓处修建佛寺，就是现
在的陵川县崇安寺。《陵川县志》
明确记载 ：石勒建都于邯郸，史称
后赵，陵川属后赵管辖。县城西北
隅山卧龙岗上，即有石勒冢。石虎
又在此兴建寺院，名为崇安寺。石
虎还命石勒一位信佛的亲信看守石
勒墓，这位亲信便削发为僧。崇安
寺建造的气势恢宏，居高临下，虎
踞龙盘。渐渐石勒墓之前的一块平
川建起了城镇，据《陵川县志》记 ：
“隋开皇十六年（596）始置陵川
县”，先有崇安寺，后有陵川县，
就是陵川建县历史的真实写照。至
今崇安寺前一条主要街道仍称“古

陵路”，崇安寺山门也称“古陵楼”。
1983 年维修古陵楼时，发现一

琉璃脊筒内写有‘刹为石虎所建’的
题记，从文物的角度应证了这段历
史。元代诗人郝经《石勒墓》诗云 ：

“都门长啸气凭陵，瓜葛中原霸业
兴。夜葬山间人不见，至今犹有守
坟僧。”清康熙年间陵川县令韩钧的
诗赞曰 ：“中原方逐鹿，浩气压群
雄，莫道偏安小，应知霸业隆。并
驱言磊落，长啸志无穷。凭吊崇安
寺，英魂作长虹。”

石勒的墓葬具体在何处，大约
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石勒就
葬在佛殿的佛祖宝座之前，寓意是
未来能成为佛陀座下弟子，近前听

法。崇安寺大雄宝殿内东墙一石碑
《石勒塚》文说：“或云真塚佛龛下”。

当地还有一个传说，崇安寺大
雄宝殿三世佛前，跪拜的大垫石
下，有一处竖洞，幽深难测。据说
曾经有个和尚，在深夜掀起大垫
石，顺着绳索而下，发现里面别有
洞天 ：蓝天白日，青青草场，云朵
悠悠，繁花点点，河边的帐篷里，
传来悠扬的马头琴声。和尚透过帐
篷的缝隙，见许多男女一律胡人装
束，正围坐在一起饮酒品茶。正中
间，是一个高大的胡人汉子，举杯
说道 ：龙争虎斗都虚妄，皇图霸业
梦一场，我毕生之所愿，不过是能
够好好牧马放羊。和尚被眼前情景

惊呆，长吸一口冷气，听到动静，
胡人汉子拔剑而起，和尚连滚带爬
逃出洞口，手忙脚乱将大垫石封
死，知道自己惊扰了石勒之灵，吓
的在佛前不住磕头忏悔。

第二个说法是石勒冢在崇安寺
门外沤麻池之下。清代浙江钱塘人
朱樟在石勒冢诗中写到 ：“沤麻池外
人应笑”“佛铃听彻应微悟，合与山
僧守寺门”，并在诗中标注“陵川民
以种麻为业”。据老人回忆崇安寺
边确实曾有过一池作沤麻用，八十
年代才被填平修作民房。

第三个说法是石勒的坟墓在山
门古陵楼东边的钟楼下。那里有一
只大铁钟，口围丈五，高达六尺，

重约万斤。传说这口钟撞起来，声
音可传三十里。据说佛法加持后的
钟声，有令众生获得清静、催伏魔
军的功效。

其实无论石勒究竟埋葬在何
处，这个传说都体现出一代帝王对
佛法的敬仰之心。纵观中华历朝历
代，无论哪一个民族建立的哪一个
王朝，虽然具体的宗教信仰可能会
有所不同，但都是信仰神灵的，相
信有远远高于人类层次的神灵在掌
管世界。可是现今的中共红朝却是
以无神论起家，迷信唯物主义，也
就是只相信物质的力量，和历朝历
代的中华王朝都是截然相反、背道
而驰的。可以非常明确的说 ：中共
政权是个异类，是个不属于中华王
朝的异类，甚至是个不属于人类正
常政权的异类，它在《共产主义宣
言》里也自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
的幽灵”。

从有神论和人类正统文化的角
度看，中共其实是邪恶幽灵在世间
的表相，是个不折不扣的邪党，其
宣传之下是谎言欺骗、贪腐荒淫和
暴力迫害，其画皮之下是邪灵，是
撒旦邪魔。现在这个邪党邪灵气数
已尽，将遭天灭。中共红朝经济下
滑，债务暴雷，外交困境等等都是
天灭中共这一天象在人间的表现。
此时凡是能退出与邪灵相对应的中
共党、团、队组织，远离中共，不
为其站队的人，都是在顺应天意，
未来必有后福。反之不愿退出中共
组织的人，就是在选择逆天而行，
成为邪灵的可悲陪葬品。Ⓞ

唐朝元宵节 春色如海的笙歌年华

陵川县崇安寺来历的传说

承祖父遗风 毕从古为官有道
文 / 颜雯

北宋名相毕士安曾与寇准双剑
合璧，因辅佐真宗有功，在历史上
留下了荣耀、光辉的一笔。其子孙
大多都入仕为官，且孙辈中还有一
位，虽说官位不高，也同样青史留
名，他就是宋朝的另一位名臣毕 
从古。

据《宋史翼》记载，毕从古，
字几道，是濉阳人。年少时善于筹
谋大事，与其他孩子的志向有所不
同。景祐元年（1034 年），因父亲
有官爵，他也被朝廷授予了官职。
最初，他掌管过应天府和泗州城的
粮料院，也当过婺州的签书判官厅
公事（官名，简称“签判”），后来
又调到长葛县当县令，不久被升为
兖州通判。

毕从古的官职、品阶不高，可
他从不去攀附权贵或地位显赫之
人。他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生
高风亮节、从不徇私。当时与他交
好的只有杜衍、范仲淹、包拯、田
况、刘湜这五人，尽管他们在朝中
担任要职，但毕从古却从未因为私
事而有所请托。

范仲淹很看重他，到淮、浙一
带办理公务时，为跟毕从古见上一
面，还专门去了一趟泗州城。这二
人因禀性相投而交谈甚欢，他们对
天下事畅所欲言，还在一起商讨政
事。毕从古独到的见解常令范仲淹
感到欣慰。

他为官公正严明，查案时必不
使一人蒙冤。在婺州当签判时，曾
让一起冤案水落石出。当地有个孩
子叫郭令儿，一直跟叔叔住在一
起。有一天，他叔叔杀了同街坊的
另一个孩子，又用重金收买了郭令
儿的父母，让他们向官府举报是自
己的孩子杀了人。

毕从古看卷宗时，发现此案有
疑点，就去找太守询问。可太守一
口咬定，诉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完
全吻合，他认为真凶就是郭令儿。
然而，毕从古走访调查后发现，郭
令儿的叔叔身材高大，长得魁梧、
结实，且家中富有，而郭令儿只是
贫穷人家的孩子，这与诉状上写的
大有出入。随后，他找郭令儿问
话，也发现他言不由衷，像是有难
言之隐的样子。

于是，毕从古向太守提出，
把案子移交到别处再审。太守没
理由阻拦，只得答应。郭令儿的
父母一看谎言要被揭穿，便主
动去投案自首。最终，这起冤案
被查明，无辜之人也因无罪而获
释。这时，之前未查明案情就仓
促定罪的太守十分惭愧，他对郭
令儿说 ：“你能死里逃生，全是因
毕签判明察秋毫 ；要是我的话，
你就得枉死了。”

那时，侍读学士、兖州知府刘
湜正是毕从古的好友之一。他听说
挚友平反了冤案，又被升到自己所
管辖的兖州当通判，真是喜出望

外。从那以后，兖州但凡有案子，
就请毕从古去听审，让他来做决
断。那些由毕从古审过的案子，从
没出过任何差错。哪桩案子有冤
情，只要经他再审，就能被平冤 
昭雪。

刘湜与他讨论有冤情的案子
时，常会说 ：“按照律法条文，这
人判有罪是没错的。”但毕从古就会
回答 ：“王法是铁律，但也不能不
顾及人之常情，若按常理来判断，
这些罪是可以被免的。”说到这儿，
刘湜也深以为然，因为最终的事实
证明，经由毕从古审理的每起案件
都能兼顾王法与人情。对此，刘湜
总是很感慨地说道 ：“律法虽无情，
但对于有德行的人来说，也并不是
难以触及的。正如毕通判这样的贤
士，不也能对律法和刑狱之事了如
指掌、处理得恰到好处吗？”

不久之后，毕从古又被调到寿
州当通判，还负责管理当地事务。
一年秋天，寿州遇荒年、闹起了饥
荒，很多百姓见颗粒无收，就成群
结伙地闯到富人家中，将仓库里的
粮食洗劫一空。

听说下属的寿阳县已经抓了二
百人，毕从古便让县令对其中五、
六个起事的头目说 ：“今年收成不
好，大家怕饿肚子，官府也都知
道，可你们不等官府下公文，就擅
自闯到别人家里去偷抢粮食，如此
目无王法，必难逃一死！”说完，
就给这几个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和

镣铐，并让众人看到他们将被处以
极刑。

最初，县里的官吏们都不明白
毕从古为何要这样说、这样做，还
规劝那几个头目，让其赶紧认罪伏
法，可他们根本不听。

这 时， 颍 上 县 也 闹 起 了 饥
荒，也同样发生了人们成群结伙
抢粮的事。当地的县令大笔一
挥，在张贴的公文中写道 ：“如今
收成不好，老百姓抢粮是情有可
原的，官府不会判其死罪。”他把
抓来的盗粮者挨个打了二十板子，
就放回家了。百姓见状，纷纷奔走
相告 ：“官府下令了，说今年是荒
年，可以去抢粮啦！”随后，当地
的富人家就被抢了三天三夜，抢粮
之人已多达数千名。相邻几个县也
是如此，盗匪猖獗、人数过千，官
员们都束手无策。

寿州的知府李顾见治下百姓都
成了盗贼，屡禁不止，就反其道而
行之，每天都会当众杀掉几个人。
但即便是这样的雷霆之威，也没起
到任何震慑作用，抢粮之事终日 
不减。

然而，就在各地官员都一筹莫
展时，之前抓了几个盗匪头目的寿阳
县却出现了转机。原来，一听说头目
被处决，其他人都感到群龙无首，
就再也不敢去富人家抢粮了。被抓
的盗匪仍是那当初的二百人。官府
对他们小惩大戒后，就统统放回家
了。而直到这时，寿阳县的官员们

才真正明白了毕从古最初的用意。
毕氏一族从毕士安这辈起，就

是淡泊名利的高洁之人。他为官时
一直是两袖清风，从不贪图富贵，
甚至没有任何私产。据《宋史》记
载，毕士安去世后，真宗曾对寇准
说道 ：“士安是一个大善人，平时一
言一行都遵循礼法，他谨言慎行、
恪守本分，颇有古人的情操与气
节。如今这样的人不在了，真是太
可惜了！”后来，宰相王旦也奏请
真宗，说道 ：“毕士安正如您所知道
的那样，一生谨慎、清廉，虽位居
宰辅，私下里却从未置办过任何田
产或宅第。自他过世后，其家人服
丧未满三年，日子就已经过得捉襟
见肘了。后来，他家一直靠借贷为
生，现在恐怕更艰难。如今我在朝
为官，不便直接拿钱接济 ；若是陛
下恩典，能周全毕家上下，就再好
不过了。“真宗听后深以为意，就
立刻下旨赐给了毕家五千两白银。

毕士安的风骨，皇帝与他的同
僚们都铭记在心 ；而对于他的孙子
毕从古来说，也是一种言传身教。
他继承祖父的遗风，为官三十年，
连一亩私产、田宅都不曾买过。有
人为他家的境况感到担忧，他就告
诉那些人 ：“如果我子子孙孙都是德
行出众的人，即使没有田宅，也不
会饿死 ；如果他们无德无才，即使
我留下再多土地和财产，他们也会
悉数败光的。”他一生与诗书为伴，
亦留下了诗文不下二百篇。Ⓞ

陵川县崇安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