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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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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出生与家世

一

据旧史书记载，大宋天子赵匡胤在他出生的那一时刻，红

光环绕产房，有如太阳的光辉，一种特异的香味扑鼻而来，经

久不散，婴儿的身体外闪烁着金光，一连持续了三天，这个神

秘的诞生日是后唐天成二年（公元９２７年）二月１６日。

赵匡胤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夹马营，也有史书作“甲马营”，

地处洛阳旧城东关，西邻鏶水，南靠洛河。这一带原是周朝王

都成周的东郊，成周建成后，殷顽民就被安置在这里。当时，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曾派八师兵力（一师为２５００

人）驻扎于此，以监视殷顽民。东周以后，由于东汉、曹魏、西

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唐（武后）、后梁、后唐等朝

代先后在洛阳建都，这一带也发生了沧桑巨变，到赵匡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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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里已属后唐的大内了。

然而，到了赵匡胤出生时，洛阳城却早已不见了当年的盛

景。唐安史之乱后，洛阳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其周围地

区也荒凉得很，几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朱温建梁后，曾下

令修葺，至后唐，洛阳又成为都城，才渐渐复兴起来，比起先时

却是大褪颜色。

赵匡胤幼年时很喜欢游戏，对斗草之戏情所独钟。每逢

春夏草长之时，赵匡胤时常和小孩伙伴们到草地上去拔取许

多草来，然后每人手持数茎，勒在一起比输赢。赵匡胤很会选

取那些韧性强、抗拉拽的草，比赛时也很会用力气，因此常为

赢家，小伙伴们很佩服他。

赵匡胤对斗蟋蟀也有极大的兴趣。那时候，洛阳城斗蟋

蟀很盛行，每天早晨，街巷中随处可见斗场，围观者更多。街

上卖蟋蟀的也很多，卖者多为乡民，斗赢的三两个，便能卖上

一两贯钱。若生得大，又会斗，更能卖大价钱。赵匡胤和小伙

伴们的蟋蟀多是自己捉来的。赵匡胤能够很准确地找到蟋蟀

的藏身之处，然后悄悄地走近，敏捷地用手一捂，蟋蟀便在他

手中了。每捉到一只，他总要与小伙伴摆开斗场，一边用草棍

逗弄陶罐中的蟋蟀，一边观看两蟋蟀相斗。兴趣正浓时，他甚

至会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为自己的蟋蟀助威，一旦斗赢，则

如同打了胜仗一样欢呼雀跃。

赵匡胤喜欢斗草、斗蟋蟀，与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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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生性不喜欢平淡，却醉心于争斗，他把游戏中的每一次

输赢都看得很重，以至于常常因此和小伙伴们争得不亦乐乎。

小伙伴们很惧怕他们的“督队官”，每见匡胤发怒，便不得不让

他几分。那时候，幼小的赵匡胤尽管还不谙世事的冷峻艰辛，

但他依稀觉得，人生似乎是个大斗场，每个人注定得在这斗场

中拼斗一回，斗胜者便赢得富贵，高居人上，斗败者则只好苦

守着卑微和贫寒，他决不愿做这种令人沮丧的斗败者。

在距赵匡胤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与真马大小相近的石马，

半身埋在地下，半身露出地面。听老人们说，这石马已埋在这

里好几百年了，是古时一位大将军宅邸前的石雕。这大将军

勇武强悍，战功卓著，曾称雄于当时。大将军的坐骑是天下少

有的良骥，战阵之中一往无前，迅捷灵活，效命主人，大将军多

得其助。大将军也十分喜爱自己的战马，视它为最忠实的伙

伴。但是，在一次战事中，此马却中了从暗中射来的毒箭，等

到它驮载着将军冲出重围后，箭毒发作，死去了。将军悲痛万

分，如丧爱子。为了表达自己无尽的思念，他请人仿照那马的

样子雕刻了这尊石马，立于门前，朝夕相伴，四时供奉。

这个英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赵匡胤幼小的心灵，对那位

不知名的大将军和那匹似通人性的战马怀有深深的敬慕之

情。每至这石马前，悲壮的一幕如在眼前。他还不止一次地

骑在这石马上，遥想战马当年，耳畔似有杀声响起。此时，他

内心中便平添了几分英武，几分豪迈，他也痴迷地憧憬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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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一天他也要跨上一匹这样的战马，冲杀于刀光剑影的沙

场，建立绝不逊色于那位大将军的英雄业绩！

二

少年赵匡胤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儒雅文弱的学子。他长得

很像他的父亲，身体强壮，个子很高，力气很大，天生一个耍刀

弄枪的坯子。《宋史·太祖本纪》这样描述道：“既长，容貌雄

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赵匡胤也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骁勇且善骑射的天赋，对

骑马射箭有特殊的悟性和能力。他上马的姿态敏捷轻盈，一

旦挽辔在手，便如鱼得水，驾驭自如，无论什么样的马都会变

得十分驯服，任凭赵匡胤驱使。赵匡胤喜欢在开阔的旷野上

练习骑马，每至此时，他总要紧挥马鞭，催促坐骑以最快的速

度狂奔，直到那马累得浑身是汗，才肯尽兴罢手。他非常惬意

于这种漫无边际地狂奔，觉得只有这样骑马才够刺激、够味

道，才会产生战场上那种力排千军、万夫不挡的亢奋，才会倍

增英武男儿的豪气。他一向鄙薄懦弱而推崇勇武，漠视艰辛

而信重刚毅，认为男儿生世间理应在沙场上体现生命的价值，

在血肉厮杀中展示青春的意义。他特别崇拜西楚霸王项羽，

誓学万人敌的宏大志向，对其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的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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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只是觉得项羽太缺少谋略，也太轻

信、太狭隘。因此，他这样设计自己的未来：兼有项羽的勇武

和刘邦的智谋，以勇制敌，以智驭众，做一名智勇双全、顶天立

地的兵家名将。

赵匡胤对习武的偏爱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将校之家的影

响，另一方面与时代风气有关。五代是个军阀混战、割据林

立、内讧频繁、战事不息的年代，五代十国的历史就是在“毒手

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的军阀混战中开始

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之一便是“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

亡”，胜者王侯败者贼，谁拥有武力，谁就能够据地而王或南面

称帝。这一社会现实造成了崇尚武力的风气，武力决定一切

的思想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一些官宦子弟则将习武作为

立身之本，其间更不乏野心勃勃之辈，试图在这场旷日持久的

混战中杀出一条光明的前程。

赵匡胤幼年，只经历了五六年的太平岁月。在他７岁的

时候，公元９３３年，唐明宗死了，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

李从厚刚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潞王李从珂就起兵凤翔，扬言将

率兵入朝，以清君侧。李从厚派兵征讨，诸道兵马却投降了潞

王。次年三月，潞王举兵东下，沿途诸军闻风溃降，闵帝逃奔

卫州。接着，李从珂兵进洛阳，夺了帝位，将闵帝杀死在卫州。

两年半以后，契丹大败唐兵于晋阳城外，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后唐灭亡，后晋继立。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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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赵匡胤才十岁。

连年的兵戈扰攘，频繁的王朝更迭，动荡不安的社会，对

赵匡胤来说无异于一种再教育，它远比学塾中的教育要深刻

得多、有力得多，他魂不守舍于这种活受罪般的读书生活亦在

必然之中。他只是对他的业师、饱学宿儒辛文悦怀有一种敬

意，认为他学识渊博，待人和蔼，那个古板严厉的陈学究根本

无法与他相比。但是，仅仅如此而已，赵匡胤决不想紧步辛老

先生的后尘，终生苦守书斋，令他心驰神往的是外面的世界。

武人出身的赵弘殷对儿子的学业也渐渐失去了信心。政

局的动乱使赵弘殷很难从书本上看到儿子的出路，因为连他

自己也对这条读书求仕之途感到渺茫。同样是崇尚武力的他

于是不得不重新安排儿子的前程。他惊讶地发现，小匡胤有

着良好的习武特质，具备成长为一代将才的难以估量的潜能。

特别是，小匡胤颇醉心于此，一听说学习武艺便欢呼雀跃。经

过反复忖度，赵弘殷终于同意小匡胤离开学堂，习武学兵。赵

弘殷认定，“此儿可教也”，遂即自己当起了小匡胤的老师，将

半生练就的武艺无私地传授给他。当赵弘殷看到儿子练武刻

苦、技艺锐进的时候不禁喜在心头，在他的眼前仿佛闪出一片

阳光灿烂的天空。

赵匡胤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不仅对习武投注了极大

的热情，而且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过多久，他已经渐通骑

射，技艺高居一般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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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叹服的是赵匡胤的马上功夫。他骑马时往往不配

马鞍和笼头，连他的父亲也自叹不如。曾有一匹尚未驯化的

烈马，一般人很难接近它。赵匡胤闻听，决心去试一试。他把

这个想法讲给了父亲，赵弘殷先是摇头不允，后来，经不住儿

子的百般缠磨，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小匡胤镇定自若地走近了那匹烈马。他先是用征服者的

目光将那马审视了一回，然后乘其不备，飞身而上，稳稳地骑

在马背上。这时，烈马被激怒了，“咴咴”地吼叫着，四蹄猛烈

地腾踏，试图将小匡胤甩下来。小匡胤却用两腿紧紧夹住马

腹，任凭烈马怎样折腾，岿然不动。烈马又使出全身力气，拼

命奔跑，赵匡胤照样镇定自若。不甘役使的烈马又奔向城门

内，赵匡胤因来不及防备，一头撞在城楼门楣上，被烈马甩出

几丈之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赵弘殷更是惊骇万分，以为儿

子头被撞碎，定死无疑。正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赵匡胤

从容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便追马腾上，一无所伤”。

《宋史》的这段记述可谓惊心动魄，足见其骑术不凡，性情

坚毅。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赵匡胤从小便不惧艰险，不甘服

输，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百折不挠的奋争精神，只要是他认定

的目标，一定要勇猛向前，努力实现。

赵匡胤不仅有一身好骑术，而且力气很大。赵匡胤有一

位好朋友，叫韩令坤，也是将门之子，他父亲韩伦少年便以勇

武著称，隶成德军兵籍，累迁徐州下邳镇将兼守御指挥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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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坤有才略，识治道，在以后的岁月里和赵匡胤一起侍奉在周

太祖和周世宗帐下，赵匡胤当皇帝后，韩令坤统领太平军，加

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平章事。他和赵匡胤少年时的友好交

往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二人在一间低矮的土屋中玩博

戏，正当兴趣甚浓、不相上下之时，忽听屋外传来一阵鸟叫，抬

头望去，见是一群麻雀在那里逗闹。两人甚觉好奇，竞相奔向

屋外，捉取麻雀，因屋门窄小，二人用力过猛，轰然一声，门墙

倒塌，土屋崩坏。

赵匡胤不乐学业，迷恋习武，使业师辛文悦深感遗憾。他

曾对赵匡胤万般诱导，并以历代文人大儒的辉煌成就和苦学

精神激励他，希望他重返学堂，专心致志于经书。但是，赵匡

胤都不予理会，他的心思早已不在经书上了。

赵匡胤的母亲杜氏有着和辛文悦一样的心情。她虽然是

大家闺秀，但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颇知礼法，严于治家。从

传统的观念出发，希望儿子学以致仕，不愿儿子舞枪弄棒。多

年的兵荒马乱把她吓怕了，她担心儿子一旦介入兵事，置身战

阵之中，会有不测发生，所以，她苦口婆心地劝儿子不要再去

习武，安下心来读书。赵匡胤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但垂手静听

完母亲的教导之后，却是很有主见地说道：“母亲之言，自有道

理，但儿却以为，儒学虽然高深，亦可使人成器，但在今世却不

合时宜。”

杜氏愕然问：“儿所言不合时宜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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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道：“当今之世，兵革不息，烽火遍地，怎能不问世

事，躲在房中读书？儿听说，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正是用

武之时。”

杜氏道：“从武多危险，沙场之上吉凶难卜，儿若置身行

伍，怎不让为娘担忧？”

赵匡胤道：“从武之路当然不平坦，但事在人为，至关重要

的在于自身的才干。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从武同样可以

光耀门楣。”

杜氏见赵匡胤志向已定，只好不再劝阻，任凭他去。

赵匡胤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练武场上。他潜心钻研武

艺，风雨无阻地练习，时常是大汗淋漓。经过了一个个寒暑，

技艺大进。赵弘殷不禁暗自欢喜，由衷地希望儿子继承他的

事业，比他更强。

再说石敬瑭被耶律德光册立晋帝以后，对契丹毕恭毕敬，

将燕云１６州割让给契丹，每年输帛３０万匹。石敬瑭还向耶

律德光献媚说：“若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石

敬瑭对契丹的奴颜婢膝为世人所不齿，但因他拥兵在手，又有

契丹做靠山，也奈何不得。石敬瑭建晋后，很快举兵南下，直

指洛阳。后唐的兵力远不是石敬瑭的对手，不战而降。后唐

废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携传国宝登宣武楼自焚而死，洛阳城

落入石敬瑭手中。

洛阳城在一日之间更换新主使少年赵匡胤受到极大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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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也又一次看到了强权和武力的神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

选择。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９３８年）七月，石敬瑭向契丹上表称

臣，契丹主令其称“儿皇帝”，厚颜无耻的石敬瑭竟然接受了这

一屈辱的称谓。这年十月，后晋迁都汴州，以汴州为开封府，

称东京，以东都洛阳为西，以西都长安为晋昌军节度。随着后

晋迁都，赵匡胤全家也迁至开封龙巷。

在告别洛阳的时候，赵匡胤很是恋恋不舍。他舍不得这

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舍不得和他一起读书习武的伙伴。

洛阳的山川名胜、风土人情留给他的记忆太深了，他甚至觉得

这是他生命中极其宝贵的滋养。那天，他还怀着依依惜别的

深情，去看了那尊石马，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威武雄壮的英雄故

事。他依恋地抚摸着那尊石马，喃喃地说：“日后若得了天下，

一定要建都于此，让洛阳成为天下人向往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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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浪迹天涯

一

后晋石敬瑭定都的开封春秋时是郑国属地，郑庄公命郑

邴在这里筑城，取名开封，是开拓封疆之意，开封之名自此始。

当时，作为囤粮储粟之地，规模很小。战国魏惠王时把都城从

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移至此，筑城曰大梁，魏也被称为梁，

魏惠王称梁惠王。当时的大梁不仅是魏国的政治中心，同时

也是商业城市，为魏国都城长达１３０余年，历经六代国君。秦

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２２５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浚仪渠水灌

大梁，大梁城被淹没。此后，大梁城衰败为郡县。至汉，文帝

刘恒封皇子刘武为梁孝王，设王都于此。梁王以其地卑湿，迁

都睢阳（今河南商丘）。相传梁孝王在这里兴建了一座广袤３

万里的大花园，内有许多园木亭台，后世称“梁园”，多有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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