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山的来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江山的来历>>

13位ISBN编号：9787212032319

10位ISBN编号：721203231X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程

页数：2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山的来历>>

内容概要

四种颜色（金、赤、乌、绿）代表了王朝建立的四种类型：既有通过政治斗争悄然变化国家颜色的（
金之卷），也有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完成王朝梦想的（赤之卷），还有通过王朝战争和割据混战（乌
之卷）以及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新王朝（绿之卷）。
    “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剧在书中频繁上演，各路英雄连番逐鹿中原，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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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之卷：宫廷阴谋诞生的王朝　　第一章　不太血腥的建国之路　　与金戈铁马般的武力搏杀不
同，禅让能够在传国玉玺交接的一刹那间结束一个帝国，同时诞生一个新帝国。
身份瞬间置换，山河随即变色。
实力是禅让的关键词，逊帝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
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　　壹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初春，宋王刘裕在封国的都城寿阳（今安徽寿县）召集群臣宴饮
。
　　新年已过，宋王的宴会邀请着实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
但刘裕大权独揽，群臣们不敢不来，其中很多人还是连夜从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匆忙赶来的。
　　世事无常、天意弄人。
40年前的刘裕只是一介贩夫走卒，在赌场输了钱又还不起高利贷，被人扒光衣服当街示众。
那时，刘裕特别希望某个达官显贵能够青睐自己，哪怕是给自己一个跑腿当差的活做。
如今，地位颠倒，全天下的达官显贵们都反过来在台下毕恭毕敬地期待着刘裕的垂青。
　　刘裕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举起酒杯。
　　台下群臣像事先操练过一样，齐刷刷地举起酒杯，高唱：“恭祝宋王福寿天享！
”　　刘裕碰了一下杯缘，放下酒杯，慢悠悠地感叹道：“诸位大臣，我首倡大义，兴复帝室，南征
北战，平定四海，功成名就。
于是我接受皇上的九锡之礼。
现在，我已进入了迟暮之年，身份尊贵至此，生怕物极必反，不能久安。
因此我计划辞去爵位，回京师养老。
”　　刘裕以再造晋朝的功臣、天下的救世主自居，回顾一生成就，感叹自己已进迟暮之年。
同时又担心自己已经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很容易物极必反。
因此，刘裕宣称要退休养老。
　　在皇权鼎盛时期，如果有人胆敢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大逆不道、诛灭九族的大罪。
然而现在，大臣们非但不敢觉得刘裕的感叹有什么不妥，还满脸堆笑，频频点头。
当听到刘裕流露出退隐政坛的意思时，大家纷纷争相拍马屁，盛赞宋王的功德，表示天下不可一日无
刘裕，群臣一天都不能缺少刘裕的指导。
整个宴会变成了向刘裕表忠心的效忠场。
　　参加宴会的中书令傅亮也唯恐失去这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搜索枯肠地遣词造句来盛赞刘裕。
可在心底里，傅亮暗自感慨地说，刘裕真的是老了，都已经需要专门召集群臣来表忠心了。
在傅亮看来，刘裕大动干戈地召开这次会议专门考验群臣完全是多余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傅亮这些人不紧靠着刘裕，怎么会有今天，又怎么继续保持“进步”呢？
可惜，傅亮遣词造句的本领不高。
他刚想出来什么好词，不是让其他大臣给抢先说了，就是根本插不上嘴，急得他满头大汗。
　　刘裕显得很高兴，耐心地听完了群臣们的效忠表白后，还频频举杯庆祝。
他和大臣们嘻嘻哈哈了一番，等天晚了，也就宣布宴会散了。
　　傅亮懊恼地离开了酒席，准备出宫。
在这次宴会上，傅亮没能说上一句有分量、能打动人的话，自认为失去了一次能得到刘裕青睐的绝好
机会。
离宫之时，他不甘心地回头张望。
这一望，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傅亮分明看到渐行远去的刘裕嘴角上挂着意味深长的苦笑⋯⋯　　刘裕的确是老了，的确是在苦笑。
他不仅笑天意弄人，更是笑自己今天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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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刘穆之在，那该有多好啊？
刘穆之是刘裕起兵发家时期的谋主，可惜在刘裕北伐建功立业的时候病死了。
相同的出身和对权力的渴望，促使刘裕和刘穆之在长期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肝胆相照、休戚与共。
刘穆之知道刘裕的渴望和个性，往往能够为刘裕事先准备好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
而现如今只有点头献媚的群臣，刘裕只能仰天长叹：“再也不会出现刘穆之那样知道我的心意的人了
啊！
”　　贰　　刘裕一生征战，遍体鳞伤，身体状况并不好，况且现在已经是58岁的高龄了。
他将时间赐予的精力、鲜血和生命都献给了东晋王朝的新式军队，献给了南方的北伐事业。
而新皇帝司马德文，正值盛年，又昏庸无能。
刘裕不甘心自己一辈子的心血都让令人失望的司马家族坐享。
然而刘裕无能为力，自己一定会在生命的长跑中输给新皇帝司马德文。
　　散席后陷入深思的除了刘裕，还有傅亮。
傅亮徘徊在寿阳城里，苦苦思索着刘裕的感叹，思索着那个意味深长的苦笑。
他深信这其中包含着被其他人所忽视的光芒。
傅亮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人有过与刘裕类似的感叹，那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当年在《明志令》中曾当众宣布戎马一生后欲归政于汉献帝，但是后来又明确表示自己与权力的
紧密结合促使他只能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
这是权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生命安全唯一的出路。
他们不能也不会放弃到手的权力。
刘裕也不会例外，那么他要怎么做呢？
　　深思至此，傅亮猛然意识到，一扇巨大的机遇之门正向自己敞开。
“如果真是这样⋯⋯”　　叁　　傅亮连忙折回宋王府，求见刘裕。
当时王府的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也就不顾礼节，重重地叩响门环，高声求见。
刘裕已经歇息，听到中书令傅亮求见，知其中必有缘由，于是卞令开门召见。
　　傅亮见到刘裕后真的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憋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话：“臣请求暂时回建康。
”刘裕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不必多言已是心有灵犀，便单刀直人，问道：“你需要多少人马相送？
”傅亮胸有成竹地回答：“只需数十人便足矣。
”刘裕马上布置，派了数十人随傅亮去建康办理公务，听候差遣。
　　傅亮得到刘裕的首肯后，心潮澎湃无以言表，马上告辞出宫。
出门的时候，夜已深。
他踌躇满志，激动万分，仰望满天繁星，感叹道：“我之前不相信命运，今天终于相信了。
”　　几天后，傅亮带着草拟好的禅位诏书，入宫去见司马德文。
他将诏书递给司马德文，让他誊抄一份。
司马德文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片刻的惊讶之余，欣然允诺。
他边抄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朝其实已经亡国了。
多亏刘公出兵平定，才恢复晋朝。
我们司马家族得以继续君临天下近20年，全靠刘公之力。
今日禅位之事，我心甘情愿。
”司马德文抄誊完诏书，交给傅亮，然后主动携同后妃等眷属搬出宫去。
　　傅亮马上宣布皇上禅让的消息。
一个新的王朝——宋诞生了！
　　肆　　宋朝建立的方式被称为“禅位一受禅”，指的是古代帝王之间一方和平自愿地将最高权力
转让给另外一方。
我们姑且简单称之为禅让。
与金戈铁马的武力搏杀不同，禅让是在传国玉玺交接的一刹那间结束一个帝国，同时诞生另一个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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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那一瞬使一位帝王变身布衣，也使一个臣子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子。
身份瞬间置换，山河随即变色。
　　让出最高权力的举动叫做禅位，接受最高权力叫做受禅。
双方在受禅台上举行隆重的禅让典礼。
从夏朝建立到宣统逊位，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北魏、辽、金、元、清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和
商、周、秦、两汉和明这几个王朝是通过金戈铁马的暴力方式建立的，其他王朝在法律上大都是以和
平继承前朝的统治的方式建立的。
禅让这种权力转移的方式有其漫长的历史和高频率发生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张鸣先生在《骗术与禅让》一文中说道：“禅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只有圣贤之君才能操练的一
种继承之法。
传说毕竟是传说，按顾颉刚的说法，古史是累层堆积起来的，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这两个人事实
上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更何况禅让？
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贤君，其实不过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的领袖
，工作操劳有余，实惠不足，所以乐于让出来。
”　　张鸣先生指出了原始禅让的深层含义。
第一，禅让是少数人的游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禅让，具有受禅的资格。
作为古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禅让和受禅是少数权力既得者的游戏。
在整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四岳等部落首领的意见。
而其中的“大佬”，如尧舜的决定、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见则至关重要。
可见在禅让过程中，民主程度非常有限。
这可能会让那些将禅让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读者失望了。
　　第二层意思是在禅让盛行之时，禅让所附带的与其说是利益，不如说是麻烦。
也就是说，远古的权力拥有者是真正的公仆。
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
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
老百姓拥护他，因为他的确操行出众，真的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
当权力意味着付出，当在位意味着服务的时候，相信之后热衷于禅让的政治人物都会望而却步。
　　禅让和受禅的这出戏一再上演，只是因为政治人物需要利用人们对禅让这个词在字面上因顾名思
义的好感带来的莫名的拥护，来为权力转移遮掩粉饰。
自古以来，权力转移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熟知的有三种：第一，以暴力革命来实现改朝换代。
但是这种形式是以无数人的鲜血洗涤神州大地，代价过于惨重。
第二，体制内的权力者所推崇的平和的世袭方式。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普遍采取的方式，以血缘关系为唯一标准。
遗憾的是，世袭方式虽然震荡小，但是产生的绝大多数新权力者的素质实在不敢恭维。
还有一种是近现代呼声最高的民主选举。
遗憾的是，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弊端。
　　除了这三种方式，靠政治阴谋上台也是一种选择。
各阶层的人都在内心里对它青睐有加。
在人类历史中，很多次的权力交接是通过政治阴谋手段完成的。
政治阴谋的优点在于能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政权交替，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的稳
定，以及维持政治经济发展的连续性。
而这种手段成功的关键是往阴谋者脸上贴金，增加继位者在血缘、操行、能力和功绩等方面的光彩。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来这些因素可以影响人心所向，二来这种做法毕竟符合这种体制表面上的游戏
规则。
　　先让我们来看看政治阴谋手段在欧洲的实行情况。
欧洲的王位继承和改朝换代与中国相比，其实更为频繁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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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阴谋不胜枚举。
由于欧洲王朝承认女性继承权，因此野心家、篡位者就特别喜欢利用与权力拥有者的女儿、姐妹甚至
遗孀联姻的方式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
如果在位的掌权者实在没有这些女性血缘关系，野心家和篡位者们就会努力使自己摇身变成掌权者的
堂兄弟、表兄弟、侄子、外孙、外甥等等。
他们不惜背弃自己真正的祖先，目的是能在血缘上向现存王朝靠拢。
如果实在不行，还有一招就是请教皇出来给自己加冕。
这种做法可以利用宗教的力量，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其目的也不外乎是权力。
当然了，如果能拥有血缘和宗教双重优势就最好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讲究正统，更加讲究男权，名不正则言不顺。
因此中国古代的野心家和篡位者们就发明了禅让制度。
虽然中国与欧洲文化不同，争夺权力的方式各异，但是本质并无二致。
　　伍　　禅让游戏背后的关键词当然是实力。
　　当初，曹丕受禅后，非常客气地对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
”意思就是说，天下的珍宝财富，我都和你山阳公（刘协禅让后的封号）共享。
至于刘协是不是真的共享到了“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
曹丕的文人色彩浓厚，相对来讲也算是仁慈。
然而仁慈永远只是强者的特权。
事实上，在禅让和受禅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对比的客观结果。
只要实力的天平倾斜向受禅者，禅让者就“非禅不可”了。
　　在禅让制的实践中，实力永远是通向皇帝宝座最有效的筹码。
实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要位居高位。
有心受禅的权臣首先必须晋升爵位，封公封王，逐步向皇帝地位靠拢，直至完全掌握朝政大权，位极
人臣，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
在地位上向皇帝靠拢后，权臣还要在待遇上向皇帝靠拢。
直白地说，就是要提前享受皇帝专有的待遇。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要求皇帝给自己“加九锡”，并将特殊待遇惠及家人。
准备就绪后，一旦开国建制，也就意味着他表明了禅代之心，离皇帝宝座不远了。
　　除了实力的硬筹码外，有心篡位的权臣还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寻找突破口，给禅让提供合理有效的
理论支持；同时还要营造祥瑞屡现的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
出现，等等，为受禅制造舆论。
儒家认为这是在表达天意、昭示现实。
中国古代的每一位权臣在篡位前，几乎都会在全国各地“制造”一些祥瑞，暗示自己的政绩和即将到
来的改朝换代。
　　万事俱备后，就是皇帝登场了。
他被迫下诏，说自己运势已尽，承认天命已经转移到了别家，因此“主动”禅位给权臣。
然后就该贵族百官登场了。
他们浩浩荡荡地恭请权臣即位。
为了表示谦让，受禅者即使心里已经迫不及待，也要再三表示自己德行不够，反复推辞。
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群臣发动更大规模的劝谏活动，天文官们一再陈述天象变迁的喻义，直到受禅者同
意。
每一位参加演出的人不需要剧本就了解这出闹剧的表演程序。
之后，由旧朝修筑受禅台。
等吉日一到，新皇帝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四夷朝者成千上万人出席见证。
当场会举行告天地仪式，向上天传达地上的王朝更迭情况。
新皇帝再宣读即位诏书，逊帝和众大臣跪听。
最后，新皇帝回皇宫，正式登基称帝，封赏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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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禅让过程才算结束。
　　刘裕很早就想参与禅让演出了。
他的角色当然是受禅者。
他之所以迟迟未动，是因为他这个人有点迷信。
当时社会上盛传“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
刘裕就觉得时机也许还没有完全成熟，人们对晋朝还有依恋，所以决定给东晋王朝“凑足”最后两个
帝王。
因此，刘裕扶持了白痴皇帝司马德宗。
418年，刘裕在毒死司马德宗后，指使党羽伪造遗诏，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次年改年号为元熙。
元熙元年正月，司马德文为了表彰刘裕的“策立之功”，下诏进封刘裕为宋王，将徐州、豫州、兖州
、司州的十个郡增划为宋王封地。
刘裕完成了权力移交上的准备。
到了年底，司马德文又不得不允许刘裕佩带十二旒的王冕，使用天子的旗帜和仪仗卫队，在待遇上，
刘裕又完全取得了皇帝的标准。
与司马德文的祖先司马昭的做法一样，宋王太妃晋封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
各有爵禄。
　　中国式禅让的所有步骤和把戏，刘裕全都完成了。
为了刘姓王朝的诞生，他做足了准备工作。
只待傅亮把大幕拉开，这出禅让大戏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按照既定步骤上演。
演出成功后，宋朝建立，刘裕成功变身为宋武帝。
中书令傅亮因为有佐命辅立的大功被封为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并且人职中书省，专门负责诏令文
书的起草，权重一时。
　　陆　　说完禅让的过程，让我们关心一下逊帝的下场。
司马德文被降封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县城，由冠军将军刘遵考带兵监管。
《宋书》记载新朝给司马德文的待遇是：“全食一郡。
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
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
”也就是说，宋朝以零陵一个郡的物产来供养司马德文。
司马德文不仅享有皇帝的待遇和礼仪不变，而且在与皇帝的来往中可以不用称臣，在封国之内奉行晋
朝正朔。
宋朝先是规定零陵王在贵族百官中的排位是“位在三公之上、陈留王之下”。
之所以将零陵王放在陈留王之后是因为刘裕觉得自己的天下是先由陈留王所代表的曹氏传给零陵王司
马家族，再传给刘氏的。
后来，宋朝又规定“零陵王位在陈留王上”，给予了司马家族特殊的礼遇。
　　遗憾的是，退位后的皇帝的生活“有其文而不备其礼”。
由于逊帝的待遇是新朝给的，所以真正执行到什么程度，自然是由新王朝来决定。
之前禅位的刘协和曹奂的待遇都还不错，但是司马德文就没有前辈那么幸福了。
刘裕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司马德文继续活在世上。
　　刘裕常年征战，养成了置对手于死地的习惯。
对他来说，让一个逊位的、年轻的皇帝活在身边，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万一天下还有人对逊帝心存感情怎么办？
万一在自己百年之后，逊帝复辟怎么办？
只是因为之前的禅让先例规定了逊帝的一系列优待条件，刘裕才不得不做做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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