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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月从山川河流之间袅袅升起，仿佛飘忽的炊烟，融化在了天的湛

蓝里。我在这种感觉中，以为悠远的历史仿佛就是林木，葱茏了，茁壮

了，粗硕了，举起一团团的绿云，呼唤着周围密密的伙伴，参差成黑森

森的波涛。无数的日子走过去了，留下些枯枝败叶，倒下很多正在发朽

的躯干，旁边更多新生的杂树拥挤着，向上索要喷射而来的阳光。或

者，一茬茬的人在山川间遗留了生活的痕迹，建筑了某些可以减缓风化

的石洞、土垒、碑刻，以此让后人记忆曾经发生的悲苦或荣光。如此这

样，我看待已经平静的山川，才会对那些旧址以及山林产生深深的沧

桑。

凡人类长久栖息过的地方，因为文化而诞生了历史。我们总是把过

去称呼为古老，反复咀嚼着古老的过去留给现在的启示。

我的家乡也是从古老中走来的，从保安这个名称，变为赤安，又改

为志丹。每一次的重新冠名都蕴藏了时代的变革，凝结着深刻的内涵。

就像人一样，因为某些无法继续的理由，或是缘于某种生存渴望，更改

了姓名，似乎有重新开始的意味，就此行走出新的生命之路。

保安县，从戍边的保安军开始，一直叫到了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

赤安县，犹如一条新开辟的大路，忽然出现在了的改朝换代时序

里。上个世纪的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等人在家乡永宁山上点燃了陕甘

边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继而开辟了红彤彤的西北苏区，使之成为全国

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1934 年初冬，陕甘边苏维埃政

府成立，改保安县为赤安县。历经磨难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赤安县吴起

镇，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生的家园。毛泽东曾感慨地说: 我看陕北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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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落脚点，二是出发点。也是的，细细考究的话，这两点都与这

片土地密切相关。

志丹县，是中共中央为纪念牺牲在东征前线的刘志丹，第一次用人

名为一个县份命名，改赤安县为志丹县。而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又

选择志丹城定都，使之成为继江西瑞金之后第二个赤色京都，尽管只有

半年多时间，中国革命却在此扭转了命运，志丹县这个称谓也迅速被世

界熟悉起来。

二

陕北是一块诗性的大地。

在这块沙漠与黄土共存、大塬与平川交错、群山与梁峁高隆的大地

上，历史积淀了她的厚重，文化滋润了她的浪漫，苦难铸就了她的深

刻，风情凸显了她的豁达。陕北跌宕着诗的气势，奔涌着诗的节奏，跳

跃着诗的激情，回旋着诗的韵律。

读陕北，不能不读志丹。

志丹是陕北大诗篇里最精彩的段落。

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神木向南而下，穿越平阔的榆林古城，斜过民

歌声里的横山，经过大夏故国赫连勃勃统万城外的靖边，山川陡然一

变，沙地消失了，出现起伏的群山，那长梁大峁横亘于蓝天之下，犹如

一片泱泱的海浪在豪迈地涌动。这里，林草覆盖了山脊，沟壑间翠树簇

拥，大山之脚尽是裸露的红色石崖，地貌完全迥异于陕北北部的平阔与

苍黄。此时，你可能不清楚，其实你已经踏入志丹境内。过去志丹被外

乡人称为“山保安”，陕北有句民谣唱道: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

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要吃小米到志丹。在人们的印象里，志丹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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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深，地广人稀，盛产谷米，人们经年累月地耕作在山里、居住在山

里、生死歌哭还在山里。乡人也曾数落家园: 出门不是下沟就爬坡，回

家不是走沟就过砭，每天吃水驴驮桶，春种秋收翻大山……上世纪末，

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来到这里视察，坐上汽车行进在山间盘旋的公路

上，车窗外就是深沟，感觉车轮在崖畔上碾过，多有殒命之危，于是，

冷汗淋淋，双手抓住扶手不放，瞪大了吃惊的蓝色眼睛，连声欧欧，说

这里不适合人类生存。

流经家乡的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水系从北而南，日夜不歇地吟

唱，我的家园多了说不尽的话题。

轩辕黄帝在黄河流域创造了农耕文明后，陕北大地最先受益，百姓

的生存能力提高，人间祥和，五谷盈余，物产丰盛，成为四方倾慕的乐

园。志丹得境内三条河流滋养，先民们必然逐水草而栖，择良野而生，

选高坡而居; 遥想当时，在丰茂的山林溪畔之间刀耕火种，放牧逐猎，

真是一幅诗情画意的旖旎景象。

家乡的山川间有一百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和多处半坡文化遗址。历

史留下了痕迹，告诉后来者关于生命的艰辛和拥抱岁月的奋斗。

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后，忧虑北方匈奴南犯，想出了一个令

天下人谁都想不出、谁也不敢想的办法———在长长的北方边界上修筑长

长的高高的城墙，希望把匈奴威猛的铁骑挡在长城之外。仿佛天真孩童

的稚趣思维，又恰似肢体发达的莽汉死用蛮力，遥遥的万里长城，就在

秦始皇超然的想法中得以实现，浩大的工程量空前绝后。君王的旨令当

然不可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蒙恬率大军修筑阴山长城。之

后，又修筑了南起咸阳、北至包头的秦直大道，以保证战车和骑兵的快

速出击。秦直大道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苍龙般跃上渭北旱塬，又插入

丘陵沟壑，“堑山成路、劈峁为道、逢渠夯筑、遇水架桥”，蜿蜒地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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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志丹北去。史志曰: “条条道路通直道，郡郡县县送粮草。”功绩卓

越的蒙恬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被朝廷加害而冤死。有时候优秀就是一

种政治上的过错，当然不优秀的人根本走不进历史。

如今，秦直道痕迹依然可辨，路基光硬，寸草鲜生。

秦直大道，作为一柄利剑，被反复使用。

汉武帝曾亲率大军，沿直道北上，征讨朔方;

也曾，司马迁徒步走过这条秦直大道，考察社稷历史;

又，唐太宗李世民指挥十万将士，顺直道快速出击;

秦直道既是汉民族军事上的高速公路，也为外来入侵之敌铺平了通

途。

赫连勃勃的大军沿秦直道风卷而下，直取长安;

西夏铁骑在残破的秦直道上唱着党项人的歌谣，强取强夺。

蒙古的战马踏破了长城，在秦直道上下威武，树起了元朝的大旗;

古代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是英雄争霸、波谲云诡的时代。赫连

勃勃在洛河和周河流域创建了属于胡人的大夏国，史载，赫连勃勃体格

魁伟，善于用兵，在他成就大业的初级阶段，很懂得在强势面前示弱，

抑忍自己。他的匈奴部落强大起来后，北据河套，南拥长安，西控固

原，东至黄河，于是自立为王，国号大夏。赫连勃勃傲视天下，在陕北

放马疾驰，奔进了水草丰美之地，禁不住大声慨叹: “美哉斯阜，临广

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于是，驱役十万民众，历

时七年，采用“蒸土筑城”法营建皇都统万城。并豪迈地把长安作为

南都，立志统一万邦。他采取铁腕统治，重赋税、多徭役，志丹作为所

属之地，民众苦难深重，民不聊生。不多年赫连勃勃死去，大夏国很快

灭亡，与汉民族有过一千多年恩怨的匈奴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统万城距离志丹不过二百余里，且靖边与志丹土地接壤。如今，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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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勃勃的统万城只残存了几段白色城墙，城墙内已经被耕种了大片的玉

米，刺目的阳光给这里写满了苍凉。

历史上的志丹县先后曾被狄、羌、匈奴、党项、蒙古、女真等北方

游牧民族属有，旧县志说道: “保安虽僻，在治时为闲壤，在乱时为要

径。”尤其在与西夏之争的北宋时期，闭塞的志丹狼烟四起，杀伐不断。

军事奇才吴起曾在这里镇守，写就了英名;

狄青大将也在此驻守，威震西夏;

范仲淹和沈括先后踏上这块土地，用建功立业书写了对朝廷的忠

诚;

高迎祥和李自成举着大顺的旗帜，曾号令这里的农民起义，四方血

战，掀翻了明王朝的江山。

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刘志丹在这块土地上掀起了闹翻身的

红色浪潮，用枪杆子开始了武装革命，高举镰刀和斧头的旗帜，为劳苦

百姓浴血奋战，建立了苏维埃陕甘边新政权，让广大百姓过上了没有官

府苛捐杂税、没有地方军阀粮草摊派、没有土匪绑票掳掠、没有流寇袭

扰欺负的安宁日子。

中央红军长征来了，美国记者斯诺也被吸引来了。在红都志丹城，

红色领袖们在阴冷的石窑洞中筹划未来，书写了改变命运的千古传奇，

于饥寒的艰苦岁月里完成了走向胜利的转折，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城

因之光芒四射。

历史正在一步步地走远。回望这块热土上先辈们曾经为生存、为真

理、为自由奋斗的种种传奇，就能感受到一种坚韧的精神在隆隆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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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咸亨年间，驻守此地的禁军修了城池。宋太平兴国二年建置了保

安军，城池得到扩建。金大定年间保安军改称为保安县，这一称呼一直

沿用到民国初期。

北宋年间，志丹处于历史上战事最频繁的区域。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范仲淹到此知延州，以丹丹报国之心戍卫疆土。当时西夏连年进

犯，边地城寨焚掠殆尽，戍兵皆无壁垒，满目疮痍。正是深秋，范仲淹

带着随从，沿着鄜延路视察边城，西风劲吹，山色枯黄，所经之处人烟

凋敝。一座又一座残破的孤城上，士卒黯然，旌旗失色，一派凄凉和苍

黄的景象。范仲淹心下沉重，感慨万端，写下了悲壮慷慨的 《渔家傲》

一词: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家，两岁丧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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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母亲改嫁，童年甚是困苦。及长，发奋读书，考取了进士，被朝廷任

为谏官，在仁宗皇帝废除皇后的事件中，范仲淹和其他大臣直言进谏反

对，致使龙颜大怒，被贬黜离开京城，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后，发动军民修复城寨，广收流民垦荒，招募商贾贸

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志丹城东北的城隍庙沟北山上

的栲栳寨，就是范仲淹防御西夏的杰作。可以想见，心怀朝廷、博爱民

众的范仲淹，乘快骑数次巡视边防，自然而然地，也踏进志丹这块土

地。

范仲淹戍边数年，名重一时。庆历三年出任朝廷副宰相，推出十条

整顿吏治、革新朝政的议案，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击，朝中旧臣大肆诽谤

弹劾范仲淹，他又一次被迫离开朝廷，皇祐四年五月。六十四岁的范仲

淹病卒于徐州。

清光绪年间任保安知县的李嘉绩在他的五言诗 《栲栳城》中，赞

誉范仲淹:

山有栲栳谷，地有栲栳城。

绵延数里间，城以谷为名。

有唐咸亨中，曾驻七校营。

一朝国是跼，西寇纷纵横。

范老复守御，胄中有甲兵。

前后百余载，不闻风鹤声。

至今山泽上，故迹征史评。

九边成一家，已息中外争。

谷存草木长，城废禾麻平。

剑刀易牛犊，处处催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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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栲栳谷，就是现在俗称的城隍庙沟。那时，整个一条沟长满

巨树，狼狐出没，野鸟飞鸣。林间有农人踩出的小径，延伸到山梁上的

几块庄稼地里，或蜿蜒到落满羊粪的山坡上。即就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

初代，这条沟里，还是荒无人烟的荒沟，山间的树木被砍光了，梁峁上

尽是广种薄收的糜谷地。七十年代末期，城隍庙沟有了人家; 八十年

代，进城务工的农民选择了在这里安家立业。才十多年工夫，沟里满当

当的住了大几百户人家，唯出入泥泞不便，政府出资硬化水泥道路，使

曾经的烂沟焕然一新。窄沟的南北两面仄仄斜斜的窑屋楼房媲美相对，

甚是拥挤，倒也热闹，仿佛城外之城。

宋朝时，保安城为边关冲要，宋与西夏数次在此交战。

元昊统领西夏军，仗铁骑入侵宋朝疆土，虽然败之小仗，而屡获大

胜，但是，士卒损亡相半，劳役缺失，国内赤贫，百姓哀怨，无奈之

下，向大宋请求和好。

宋廷派保安城判官邵良佐、张士元等为使臣，出顺宁，到西夏进行

议和谈判，经反复磋商，元昊原则上同意向宋朝称臣，但张口索要过

多，最终达成: 许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年赠给丝绢十万匹，茶叶三万

斤。并且在保安铁边城、宁夏固原设立党项与汉族商贸交易的大市场，

互通有无，造福两地。

邵良佐不负朝廷重托，和谈成功，修得边关战事平息，消息传回，

军民欢呼，邵良佐受到了隆重欢迎。

两年后，也就是一○四七年，四十六岁的西夏君王元昊被其子宁令

哥弑杀毙命。其子谅祚为新君，内部争斗日趋激烈，而且屡犯宋室边

地，宋廷遂停止了与西夏贸易的“榷场”。西夏没有了中原的丝帛和生

活用品来源，以兵掳掠，进攻大顺城，发兵奔袭柔远、环庆失败，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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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退而踞守金汤镇。恰逢宋室新帝登基，公开号称西夏是宋之属地，大

宋必予以关怀，赐予西夏大批银两。其实，宋廷是用金银求得边地太

平，实为无奈之举。宋廷派遣使臣给西夏送去金银，谅祚尽数收下，却

不予签字移交公文。宋朝对谅祚不移交公文，猜忌之外以信函质问。虽

然谅祚野心犹在，但连年征战，国力不济，伤亡过大，失离民心，对此

甚是沮丧烦恼，以缓兵之计，派使臣带珠玉向宋朝谢罪，表态要与宋睦

邻友好。

与邵良佐相隔二十三年的另一位官吏杨定，也是边疆的重员，在保

安军这个地方供职，品格上却与邵良佐相差甚远，成为历史的笑谈。就

在西夏派使臣主动向宋俯首，朝廷令杨定出使进行和谈。谅祚为表真

诚，向宋室敬献了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品。杨定许诺归还宋军所占西夏

疆土。可是，胆大妄为的杨定昏了头，竟作出愚蠢之举，只以宝剑、宝

鉴呈给皇上，将金银物品截留私吞。杨定侥幸认为此事人不知鬼不觉。

不仅如此，他还隐瞒不报外交和谈的严肃事宜，反而向皇上进言，西夏

疲弱，戒备空虚，可发兵刺杀谅祚。皇上一听，自然很高兴，灭西夏就

等于扫除了边患，得以社稷安宁。随即提拔杨定知保安军，使其成为保

安边防军队的最高首长。

事不凑巧，宋朝武将种谔为夺取横山战略要冲，迅速派兵包围了在

绥州的西夏嵬名山部落，进行劝降，不费一刀一枪，取到了 “酋领三

百，户万五千，兵万人”的战绩。谅祚闻讯大惊，迅速派兵围攻绥州，

足智多谋的种谔，巧妙指挥，击溃了西夏军队。失去绥州要地，谅祚气

恼，刚刚给宋室敬献了贡品，主动修好，怎么忽然宋朝会发兵夺地呢?

谅祚认为使臣杨定没有呈送协约，导致宋朝兵戈于西夏。于是，在保安

城北设下骗局，约请杨定再和谈，刚愎自用的杨定冒失前往，结果被西

夏军乱刀剁为肉泥。接着，西夏军攻取保安城，大肆掳掠，涂炭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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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和西夏的战事又起。当宋军俘虏了西夏兵，从供述中得知，杨定私

吞金银、不守外交约定，谎报和谈之事。犊报传到朝廷，皇上后悔不

已，两国交涉岂能儿戏? 登时下诏: 削去杨定官职，没收家族田宅财

产，儆示百官。

两位官吏，两种命运。

四

北洛河川，连接塞外大野，上有吴起镇、白豹和铁边城要塞; 向南

有金汤城扼守咽喉，下游还有狄家城、德靖寨等寨堡，形成防守的珠连

之势。

战争造就英雄，英雄因为战争的舞台而尽情挥洒智慧，他们率军破

阵、斩杀敌众、勇胜沙场，成就了永垂历史的英名。

战国时期，吴起被魏国拜为大将军镇守西河之地，与秦国对峙时，

就在洛河川边关驻守，因而后来就有了吴起镇的地名。吴起是个军事奇

才，一生对诸侯的七十六次战争中，全胜六十四次，拓地千里，威名远

播，著有《吴起兵法》四十八篇，与军事家孙子齐名。但这个人，品

格上有缺憾。吴起少年丧父，靠母亲养育成人，为求功名四处攀附达官

贵人，终是不能如愿，非常失落。吴起心生仇恨，连杀数人，只能远

走，与母亲告别时，咬下自己胳膊上的一块肉发誓: 不得卿相职位，不

回家乡! 从此毕生都在为 “卿相”而搏杀。在外流浪的日子里，吴起

很穷，却有一个富裕的齐国女子喜欢上了他，认为吴起是可以给她带来

幸福的人，于是带着大量的金钱珠宝和吴起私奔去了鲁国，吴起用妻子

的金钱谋到了一个小官。几年后齐鲁两国大战，吴起认为自己机遇来

了，竟然无情地砍下妻子的头颅，血淋淋地提给鲁王，以此博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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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来了将军大印。战场上吴起锋芒毕露、所向披靡、一举成名。

对于吴起这个不要亲情、只要功名的人，虽有才华，却总是让统治

者疑虑，遂渐渐在鲁国失宠，最后他只好去了魏国。危难之中的魏国，

急需人才，魏王给了吴起将军之位。吴起果然在战场上出奇制胜，威震

邻邦。后来他又在魏国无法立足了，逃到了楚国。楚王识才用能，授予

吴起相国之位，吴起年已花甲，拼命效力，数次大败秦军，培育出了威

武之师。他还强硬地力主改革，推行变法，使楚国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国力蒸蒸日上。在君王易主之时，吴起却毙命于众臣仇恨的乱箭之下。

由此，我想起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幼年时，父亲牺牲在二战前

线，家里只能靠救济金艰难度日。少年时，他一边干体力活打工，一边

自学高中课程，后来考入大学。母亲流泪与施罗德告别，施罗德说: 妈

妈，您不要伤心，以后我会开着宝马车回来接你的。在不断的奋斗中，

施罗德出人头地，真的开着昂贵的宝马车把母亲接到了柏林，过上了富

裕生活。我经常被穷苦出身的施罗德感动。一个人除了知道感恩，关键

是要报恩，经常回望过去，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带着亲友的寄托将要到

哪里去。怀揣着一份美好的感情前行，灵魂会得到一种支撑，其过程的

劳碌和委屈都会滋生出幸福的感觉，转化为继续拼搏的勇气。

博学多才的伟大科学家沈括，也与志丹有缘。

他曾担任主管国家财政的行政长官，积极参与王安石的变法，变法

失败后被贬谪。元丰三年，沈括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在这块

土地上抗击西夏。越年十月，夏人偷袭旦八德靖寨，沈括早有防备，率

军阻击，打败夏军。同月，夏兵数万合围顺宁寨，沈括命前锋正面佯

攻，又派骁将侧面攻击，夏军溃散，趁势攻克了西夏摩崖寨。次年三

月，沈括侦察得知屯驻金汤堡的西夏三万军企图沿洛河南下，奔袭鄜

州。沈括先发制人，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大举往东北方向出兵，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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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陕北东路夏军的假象，屯驻金汤的西夏大军闻知后，慌忙赶往东路

增援，而沈括忽然密令挥师西进，直取金汤堡，杀敌两千多人。在延

州，沈括继续写作《梦溪笔谈》，第一次提出 “石油”这个名词: 鄜延

境内有石油，生于地中无穷……

后来，沈括军队在陕北东路永乐城的交锋中失利，受责被贬为均州

团练副使，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从此专心研究，著书立说，完成了

《梦溪笔谈》这部永垂史册的光辉著作。沈括还精通天文、数学、化

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 对律历、音乐、医药、卜

算等亦有研究。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 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

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

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在金汤城北面，有金汤故城，依山势而夯筑城墙，呈梯形状，分

上、中、下三级平台。北城墙上有烽火台三座。

金汤村在宋朝初期筑城为镇，西、南城墙在川台地上夯筑而起，下

临洛河，城东靠山体，建有炮台，北城墙雄逼洛河上游。元丰五年

( 1082) ，西夏宥州观察使格众率三万军士夺取屯驻，欲虎势南下。鄜

延副总管胡田率兵打败西夏守军。之后，此地被宋、夏反复争夺，战火

不断。

五

我喜欢坐在家乡高高的山梁上观望世界。之西，是子午岭外的甘肃

陇东; 之南，有杜甫的羌村，还有广阔的渭北旱塬和安葬轩辕始祖的桥

山; 之东，安塞的腰鼓和宝塔风华已经多情地挽起了黄河乾坤湾的波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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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日黄昏，我走上狄家城遗址，携裹了洛河水气的凉风一趟一趟

地吹来，燥热的身心爽快了很多。野芳幽香，碧色绵延。偶尔飞鸟窜过

头顶，留下细长的叫声，仿佛脆铁敲击，让空旷的梁峁有了生硬的感

觉。迎着晚霞，我遥看天边的云彩，辨析天上的白色群马是如何在蓝天

上浩浩荡荡; 也解读山下的洛河大川蜿蜒开合的浑厚之象，痴想那是不

是烽火里厮杀的战场? 历史的过程像云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固

定的答案，没有让人折服的真实，往往一会儿赤红，一会儿白亮，一会

儿做瓦状长连，一会儿似流苏飞飘，一会儿黑色滚滚，一会儿电闪雷

鸣。我常常糊涂，也时刻思索，人不仅书写历史，也演绎历史，也许只

有大地才知道它本来的浩瀚和复杂。

狄青寨，已经消失了它曾经的伟岸，也找不出它凛然的气势。我无

法复原它的细节和曾经的烽火狼烟，甚至不知道那些牺牲的戍边士兵埋

葬在哪里? 可以肯定，狄青的驻守，让西夏兵闻而丧胆，用胜利报答了

朝廷，也成熟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此刻，我面对残垣上瑟瑟的小草，想

象那些曾经聚集在狄青大麾下的士兵们，也许和我一样喜欢眺望落日，

喜欢享受活着的闲情。他们，一定经常到洛河里洗浴，把夏日的战事暂

时忘却。

环望四山，坡坬皆变为层层梯田，蓬勃的庄稼犹如士兵一样列阵，

面对不久就会而来的秋风杀气，它们寂静而紧张地等待，等待生的希望

和死的悲壮。

狄青出身贫寒，少年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主动代兄受过，被

“逮罪入京，窜名赤籍”，发配从军，脸上刺了黥文，黑字自然洗不去

了。在西夏党项族屡屡进犯内地之时，狄青被派往保安洛河川戍边，他

深知出身寒微，没有改变命运的依靠，唯有在战场上机智勇猛才能活

命，在活命中建功立业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在与西夏军交战中他多次立

31三水之上



功，从一个小兵不断擢升为一个小军官。

当西夏的李元昊在银川称帝后，开始掠夺宋朝的土地扩大疆域。西

夏铁骑威猛，宋军多次败退，兵民和物资损失严重。面对西夏军的步步

紧逼，守将卢守勤更是心如火燎，无计可施。在这紧要关头，身体强

壮，打仗不惧的狄青主动要求担任先锋迎击西夏军，于是卢守勤调拨一

批人马给他，令其死守洛河防线。机遇来了，这个机遇是死，也是生。

就在狄家城下的洛河川，狄青率士兵迎击西夏军，他披头散发、戴

铜面具，手持长矛，呐喊着冲入敌阵，左挑右杀，势如破竹，使西夏军

大乱，取得了大胜。捷报传到朝廷，皇帝给狄青连升四级。范仲淹知延

州时，召见了这个屡次打胜仗的军官，提拔他担任延州巡检指挥使，令

其在桥子谷、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主要关隘要道修筑城寨。之

后，西夏大军又于宋宝元二年入侵，狄青率部在洛河川奋力迎战，烧毁

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狄青在西北戍边

期间，先后领兵与西夏军交锋大小二十五战，中箭八次，却没有一仗失

败，成为让西夏军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之后，狄青被朝廷调回京城担

任马军副部指挥使、枢密副使。在广西侬智高作乱之时，狄青请缨前

往，打败侬智高，平定叛乱，被皇帝任命为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枢

密使。

狄青从一个脸上刺字的小兵，成长为国家军事统帅，这在宋朝历史

上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官职与宰相平等，该扬眉吐气了。其实不然，狄

青的厄运因此开始了。

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何况狄青出身低微，没有科举进士的光

环，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为人低调谦虚，礼让文臣。曾在定州，狄青参

加韩琦的宴请，有个侍宴的妓女也敢讥笑他脸上的刺字，可想狄青平时

没有武官的悍然作风和暴躁之行。甚至，在别人的筵席上，有个布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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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竟然直接指骂狄青，狄青不仅不恼，而且事后主动和这个布衣修

好。这是狄青的懦弱吗，不是，他在领兵打仗时，对敌杀伐如草，对自

己部下犯律者一概不留情面。那么，身为枢密使之后，大臣们虽然没有

过去那么放纵取笑狄青脸上的黥文，但还是不分场合地经常拿狄青脸上

的刺字开心。科第出身的枢密副使王尧臣，不知天高地厚，也讥笑狄青

脸上的黑色刺字，让狄青很生气，呵斥他说: 你要喜欢，给你也刺一

行? 虽然，宋仁宗喜欢和重用狄青，还多次传谕，要狄青用药水把脸上

的黥文消掉。狄青却不肯奉诏，说: 皇上按战功把我提拔到这个位置，

臣子心里十分感激。脸上的刺字我宁愿留着，让天下的士兵都懂得，只

要努力上进国家就有这样的名位等待着他们。

在宋朝科举制度下，一个没有科举功名，却被擢升为枢密使、当然

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一片哗然，认为狄青的出身和地位与这个职位极不相

称。包括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上书几千言，在肯定狄青人品和功绩的同

时，用阴阳五行之说罗列狄青不宜担任枢密使的原因，请求罢免狄青。

在宋朝以文臣为重的体制中，狄青虽然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但是

在讲究科举的大环境里，备受压抑，加之他在朝廷内没有自己的圈子和

党团，用今天的话说没能构筑起关系网，只能孤身奋斗，在诋毁面前缺

少帮手，自然而然受排挤。

狄青在皇上面前很得势，在军队中威望日盛，尽管他谨慎从事，但

不免有军人的率性和粗糙，被文臣们抓住了把柄。有一次，开封发大

水，狄青搬到相国寺避灾，披了一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排

水。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传谣说: 狄青穿黄袍登殿了，有称帝野心。

另一件事情是，京城里火灾甚多，诏令夜里不许见火烛，狄青烧纸钱祭

祀神灵，被一些人知道了，渲染有奇异之象; 还有人造谣说狄青家里的

狗生出了角，恐有乱异之心; 有人直接给皇上进谗言，进行种种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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