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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命中注定我写她    这是我为一位伟大女性写的书，是一部写了许多女人的书，写她们的高尚、杰出与
悲哀。
    北魏文成帝之妻冯皇后(约公元439～490)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卓越政治家，一个极富
个性的女人。
她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不下于武则天，而人品有过之。
由于她没有改朝称帝，北魏也不像唐朝那么有名，因而虽然熟悉古代史者都知道北魏有一位姓冯的“
文明太后”，但她所经历的复杂政治斗争和丰富的情感生活，除专门研究北朝史学者外，几乎不为人
知。
至于一般人大概都没听说过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位伟大女性，说起北魏的文明太后，还以为是今人认为
她“文明”之故所加的褒语呢。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司马氏东迁为东晋(公元31 7～420)，中国北方顿时陷入一片巨大的混乱之中，
史称“五胡乱华”。
一百二十年中建国二十余，除个别为汉人所建外，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立国
，史称“五胡十六国”。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公元386～534．)是南北朝时期历时最长也最重要的王朝，因为早在公元439
年第三帝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1在位)剪灭北凉，北魏就已基本统一了包括整个黄河流域的北方
。
因此“南北朝”对峙主要就是北方的北魏和南方的东晋、宋、齐、梁之间为统一天下的斗争。
冯皇后在丈夫北魏第四帝文成帝拓跋溶去世后曾以太后身份两次“临朝称制”，实际掌权前后长达二
十余年之久。
她逝世后谥“文明”，故史称“文明太后”。
  据史籍记载：  冯皇后，汉族，其伯祖冯跋本系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后燕重臣，409年夺权自立为王，
成为北燕(公元409～436)开国君主。
后来冯跋被其弟即冯皇后祖父冯弘夺走王位。
冯皇后之父冯朗后归顺北魏，曾任雍州、秦州刺史，因故被诛，她被籍没为宫女。
她姑母为太武帝左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亲自对她抚养教育。
452年太监中常侍宗爱先后谋杀了太武帝拓跋焘和刚被他立为皇帝的南安王拓跋余及众多王公大臣，太
武帝之孙拓跋溶被一些大臣迎立为帝，十四岁的她被选为贵人。
不久宗爱受诛。
四年后经“手铸金人”成功，她被立为皇后。
465年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溶病逝，冯皇后悲痛欲绝。
十二岁的太子拓跋弘继位为帝。
鲜卑有“累犬护驾”习俗：“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一烧毁，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
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
”在帝幼、后伤的情况下朝廷大权落入侍中、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之手，乙浑矫诏诛杀多位朝廷
重臣，“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时年二十八岁的冯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467年，后来成为孝文帝的皇子拓跋宏诞生，两年后被立为太子，冯太后亲自抚养教育，还政于儿子献
文帝拓跋弘。
    冯太后“内宠(安平侯)李弈”。
470年十七岁的献文帝诛杀李弈及其兄高平公中书监李敷、西兖州刺史李式以及在朝为官的十余姻亲，
族灭至少数十人。
次年献文帝决定禅位于皇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因群臣和太后反对只好禅位于五岁的太子拓跋宏，为孝
文帝，自任太上皇。
476年六月甲子日突然降皇帝诏，宣布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内外戒严，驻扎在京师及附近的三军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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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撤出。
六日后拓跋弘暴薨，时年二十三岁，死于“鸩毒之祸”，“时言太后为之也”。
    于是三十八岁的她再次临朝称制，为太皇太后，但时人与史家习惯上仍称其为太后或文明太后。
冯太后差一点将十岁的孝文帝废掉，因群臣反对未果。
后来她不但放弃此念，且祖孙情感甚笃。
冯太后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教育幼帝她自编教材，“乃作《劝诫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
篇”。
史称其“性聪达”，“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
生杀赏罚，决之俄顷”。
她至少从466年诛杀乙浑起就实际上牢牢地控制朝政，直到490年去世，长达二十四年，其中两次临朝
称制，直接掌权十七年之久。
她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国力达到鼎盛起了关键性作用。
北魏自开国皇帝道武帝以来到明元帝、太武帝一直提倡学习汉文化，推行汉制，这是北魏能够国力强
盛剪灭各国统一北方的根本原因。
冯皇后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溶、儿子献文帝拓跋弘继续了这一基本国策。
而孝文帝拓跋宏大大加快了汉化进程并显著加大了深入改革的力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根本性改革，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数民族皇帝带领本族主动融入汉族从而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代
表，而古今史家一致公认孝文帝大力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是其祖母冯太后。
因为孝文帝自幼由她亲自教育，且亲政后“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冯太后整顿吏治，“变法改度”，曾发布著名的“太后十八条令”。
后来又指导孝文帝废除晋代以来的“宗主督护制”，实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三长制、俸禄制、均田
制等，大大增强了北魏国力，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使灿烂的中华文化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有效地巩固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史上太后临朝称制者不乏其人，仅汉末就有四位，但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而言，无人能望文明
太后项背!    冯太后不像武则天那样正式改朝称帝且处于唐太宗“贞观之治”和唐玄宗“开元盛世”之
间，所以不大引人注目。
历史学家通常只从政治与社会改革角度对她介绍并高度评价，不大注意那些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细节的
艺术潜在价值。
而一般文艺家不大会去费劲地读二十四史的《魏书》众多“纪、传、志”及其他相关史籍，所以不可
能发现她由贵人立为皇后必须经过危机四伏的“手铸金人”仪式，失败则不得立；她在“累犬护驾”
大典上扑火自焚的感人场面；她在拓跋氏几乎丧失政权的危急情况下“密定大策”，诛杀权臣乙浑，
夺回皇权的果断决策；她“内宠李弈”以及李弈兄弟等数十人被献文帝拓跋弘诛杀引发的多年帝后斗
争；她后来又有情人等等许多精彩的故事。
更不可能知道北魏太子之母必须赐死的制度以及鲜卑、敕勒等族“蒙毡祈神”等众多有趣的习俗⋯⋯ 
  我在上初中时就知道，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历代皇帝都很注意学习汉族文化，所以才能统一北方，孝
文帝拓跋宏贡献尤大。
多年后方知孝文帝实际上是受了祖母“文明太后”的教育和指导。
但我真正了解冯太后的伟大历史功绩和生动感人的事迹还是1 996年以后的事，因为工作需要我的研究
方向开始转入中国文化史，这以后的几年我在校内和新加坡教过八九遍中国文化史，还教过一遍中国
古代史。
为了编写教材《中国文化史论纲》多次翻阅各种史籍，我惊讶地发现这位冯太后不但在政治上非常了
不起，而且她的经历极富戏剧性!我搞过创作，所以专门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发表过一
些评论小说、影视剧的文字，包括专门研究传记片美学特征的论文，多次参加中国影协召开的看片研
讨会，因此总是习惯性地从创作或评论的角度来看待某些史料和影视剧。
我感到冯太后的故事足以铺演成几十集既有品位又非常精彩好看的电视连续剧，或者拍成一部情节曲
折、形象鲜明、场面宏大、风情独特的电影艺术巨片。
    2000年起我应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央视八套)之邀先后参加点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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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结识了电视艺术界的一些重要人士。
我对荧屏上充斥着已经不只是“戏说”甚至到了“胡说”程度的某些清官戏深感忧虑，不但写过文章
批评，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中国古代史上值得拍成精彩电视连续剧的各种人物不计其数，北魏的冯
太后就是一个。
我在信中简要介绍了她的主要事迹。
结果由于地址写错，一个多月后信退了回来。
后来我又应邀参加点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和《西游记》，多次和他们在一起，不过我没有再提冯
太后的事。
因为我隐隐感到，大概命中注定冯太后的故事一定要由我来写!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3年，我在无
锡市第一中学读初二的时候，和四位高一同学组织了一个鲁迅文学小组，开始了我的作家梦。
1957年9月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后如愿以偿被分入文学专业。
但是随着人生道路的坎坷，作家梦变得越来越遥远和模糊。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就陆续参加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
会、中国鲁迅学会等，而且终于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也算作家了，不过都是以文艺评论家身份加入
的，毕竟还不是搞创，作的作家。
我一直没有忘记要圆少年时代那个美丽的梦。
    2001年8月中旬我终于腾出手来。
由于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历史题材影视片的问题，这几年先后有四个电视台请我参加点
评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对这些片子改编的得失比较了解，也学到了不少写电视剧的知识
，因而一开始写的是电视连续剧剧本。
但是写了三集两三万字后我感到电视剧很难充分展示我想表达的许多东西，于是决定先写成长篇小说
。
不过我特意在第一章留下了“驿吏报警”那个电视剧式的开头，以作纪念。
    古今史家几乎都认为是冯太后毒死拓跋弘，而根据我的考证，拓跋弘是服毒自尽的。
本书就是以冯皇后一生事迹为基本故事框架创作的，着力塑造冯皇后和她视同亲生之子的献文帝拓跋
弘这两个艺术形象，着重刻画冯皇后在“皇后与民女”、“权力与情感”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和痛苦，
及拓跋弘坚决为父皇雪耻诛杀李弈等人却又坚持不许伤害母后的两难处境与痛苦心理。
我尝试采取故事中套故事的手法，旁及其生前身后北魏约一百年的主要事件，努力在某些情节点中包
含生长新情节的因子，以增加小说的故事含量和文化含量，从而拓宽主要人物活动的舞台，使它更加
富于时代、社会、民族、地域色彩；勾勒出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由“五胡十六国”走向统一和“混一
戎华”的面貌，揭示出其历史必然性；既歌颂了几代鲜卑族北魏帝王臣工和汉族的冯皇后、冯昭仪等
人决心统一天下倡导各族和谐的伟大胸怀与抱负，又写出他们各自的历史悲剧和人生悲剧。
    作品中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人或有明显原型，许多重要事件乃至某些重要细节均有所
本。
但这不是传记，更不是历史，它是小说。
包括冯皇后在内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不少故事和细节都是虚构的，我甚至还设置了不少“陷阱”，以至
于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掉了下去。
    在经过了整整五十年我即将圆梦的时候，我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我的
许多朋友。
    周思源    2003年6月3日深夜，7月6日修改于    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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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华绝代冯太后(中国千古第一后的励志传奇)》讲述了她是来自草根的平民皇后，也是杀伐决断的
铁血女人，更是成就千秋王业的「千古第一后」。
北魏午间，天下分裂，战乱频仍。
北燕王族后裔冯朗为宦官宗爱构陷，身死家败，其幼女冯雁被籍没入宫为奴。
冯雁自幼耳濡日染宫廷腥风血雨的争斗，她审时度势，十四岁即被册封为贵人，并一步步登上皇后宝
座，直至成为独掌乾纲的太皇太后。
在长期执政中，冯雁重用汉臣，厉行汉制，诛杀权贵，多次挫败对手阴谋，不仪使北魏国力空前强盛
，而且加速了胡汉各民族的融合，为隋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她的开明胸襟与丰功伟绩，中国历代皇后无人能望其项背。
 
然作为一个女人，她太渴望那只属于女人的自由与幸福。
丈夫早逝，她悲痛欲绝，一度投火自焚；她内宠李弈，却给心爱的人带来灭顶之灾；她视太子弘如己
出，却屡遭猜忌与陷害⋯⋯情与仇、欲与爱、皇权与至亲始终不能两全，尽管她拥有独断乾纲的权力
，却始终不能像民女那样哪怕只做一个普通的妻子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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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思源，原名盛公正，1938年生，杭州人。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
红楼梦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红学、文化史、美学研究及文艺评论与小说创作。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魅力探秘》、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周思源看红楼》、《周思源正解金陵十
二钗》、《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长篇小说《文明太后》等。
作为红楼学者的周思源，也是魏史的权威专家，曾多次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2013年再次现身百家讲
坛，主讲的就是本小说主人公—一千古第一后：北魏文明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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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皇上今日累了，是应早点歇息。
不过，既然虎鞭、鹿鞭、鹿肉均已炖烂，不妨趁新鲜尝几块。
太医说，新鲜的东西最补人。
” 虽然拓跋焘长年九鞭不断，但是虎鞭和鹿鞭同时都有，却还是头一回，何况还有鹿肉。
他一块又一块吃得津津有味：“嗯，味道不错！
就是咸了点。
”宗爱和贾周在一旁不断斟酒： “那皇上就多喝点酒，这酒清淡，不醉人，特别解乏。
” 宗爱今天为皇帝准备的是有名的三升酒。
此酒是用太行山一个溶洞中的千年岩水酿制，甘甜可口，香溢四周。
初喝时毫不过瘾，都以为何止能喝三升！
其实此酒颇有后劲，三升后鲜有不醉者，以此得名。
 宗爱不敢在酒中下麻药，更不必说下毒了。
因为所有拓跋焘吃的东西，他都要亲眼看别人吃了以后无事才下筷或下刀。
不过今天拓跋焘确实累了，不光是来回坐车颠簸和几个时辰的连续打猎，还有和那胡姬的云雨狂欢。
那胡姬精于此道，十分主动，竟使每年不知要吃掉几多鹿鞭的他在波涛汹涌中精疲力竭。
因此他下令将那几个胡姬都带回宫中，慢慢享用。
加上宗爱和贾周劝诱他喝了好几斤三升酒，拓跋焘终于酩酊大醉，伏在案子上鼾声大作。
 拓跋焘哪里想到，今天这一切，从老虎出现的时间，梅花鹿出来的距离和领舞胡姬的勾引，皆出于宗
爱一手精心安排。
目的是不断激发拓跋焘的兴趣，使他欲罢不能，耗尽他的体力。
甚至连红烧虎鞭、鹿鞭、鹿肉味道比平时略咸，都是有意所致。
为的是使拓跋焘喝更多的酒，定要使他醉得不省人事，方能成其大事。
 “皇上！
皇上！
奴婢扶您去卧榻上睡吧。
”贾周故意大声地喊，但拓跋焘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时贾周将殿中油灯、蜡烛一一吹灭，只留一盏彻夜不灭的长明油灯，历来伺候皇帝睡觉都如此。
宗爱过去，悄悄将拓跋焘枕下的短刀抽出，拿在手中；又将榻边的紫雪剑摘下放在柱后。
接着和贾周将他连抬带扶地搬到卧榻朝天躺下。
拓跋焘醉得如死猪一般，任人搬动，毫无知觉。
宗爱站在拓跋焘腿部的榻边，看了站在前面的贾周一眼。
贾周点了点头，悄悄俯身，装作要给皇帝解衣领，两手慢慢伸向拓跋焘的脖子。
见他仍无一点动静，突然使出浑身力气，一下掐住拓跋焘的脖子。
拓跋焘睁大了迷糊和吃惊的眼睛，喘不过气来，动弹不得，只能在喉部发出沉闷的“哼、哼”之声。
这时宗爱猛地扑了过去，左手压住拓跋焘的肚子，右手使劲抓住拓跋焘的睾丸，恶狠狠地说： “我要
为天下太监报仇雪恨！
你生，不让我当个真正的男人；你死，我也不让你当个真正的男鬼！
你在阴间别再想和女鬼睡觉了！
你也做一回‘阉竖’吧！
”一边说一边使出浑身力气捏紧拓跋焘的睾丸。
拓跋焘极度痛苦地轻轻“啊”了几声，身体抖动了几下，便顿时气绝身亡。
时在正平二年（452）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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