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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掌故

东晋前秦恶战为抢一和尚
公元379年，在湖北

襄樊发生了一场争夺和
尚的恶战。前秦以十万
大军占领樊城，猛攻襄
阳。东晋守军以死力敌，
连城中妇女也上了前
线。最终，和尚被前秦抢
走了，战争结束了。前秦
皇帝苻坚宣布取得了战
争的胜利。东晋守将朱
序当了俘虏，只留下了
一堵值得纪念的“夫人
城”。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
高僧释道安为躲战乱，率400余僧
徒自陆浑 (今河南嵩县 )南下襄
阳，在襄阳建檀溪寺。在这个相
对安定的环境里，释道安用儒家
文化注释佛经 ;创六家七宗之首
的“本无宗”;作成我国第一部佛
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制
定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姓释氏，
发扬四海一家的真精神。诸如此
类，均属佛门之首创。

经大文人、东晋别驾习凿齿
的推荐，东晋孝武帝下诏书褒扬
释道安。称释道安“居道训欲，徵
绩兼著”，令“俸给一同王公”。晋
帝诏褒道安，令其享受王公大臣
俸禄。而前秦皇帝苻坚也知道道
安的名气，却苦苦得不到道安。
他不只一次地对他的大臣说：

“襄阳有位释道安法师，简直不
是凡人，而是神器!有什么办法能
使他来到我这里?”

苻坚提的问题，在大臣中间
成了热门话题。但是，谁也没有
拿出个好办法来。最后，还是苻
坚自己拿定主意：晋以我为敌，
如果以礼去请，晋肯定不会允
许。武力虽是下策，但只有这一
个办法。苻坚主意已定，当即派
遣大将苻丕统领十万大军，进攻
襄阳。

十万大军去抢一个人才，比
占领一块地盘要困难得多。所
以，大军临行前，苻坚交待苻丕：
这场战争，公开宣布是夺取肥美
土地襄、樊、沔(古称汉水上游为
沔水)，实际上只要能争取释道安
就可以了。苻丕心领神会，大军

火速前进，直逼襄阳。

道安以退为进

朱序以僧护身

苻丕大军行进迅速、隐密。
当他渡过黄河，进逼到新野的当
儿，襄阳太守朱序才探得苻丕进
攻襄阳的消息。这时，朱序首先
想到的是保护释道安。他一方面
备战迎敌，一方面派人到檀溪寺
通知释道安离开襄阳。释道安听
到这个消息，细细地盘算了一
番。他想的是利用这个看似逃走
的机会，以退为进。把他的徒弟
分散到长江流域去，在更广阔的
领域传播佛教种子。释道安把徒
弟们一批一批地叫来，叫法遇、
昙冀、昙徵率一批同学到江陵长
沙寺 ;叫僧辅、昙戒、道玄率一批
同学到上明东寺 ;慧永率一批同
学到庐山西林寺。道安正筹划着
自己与慧远等南渡长江的当儿，
朱序派兵控制了檀溪寺。

原来，朱序已探听到苻丕进
攻襄阳的内幕消息，完全是为了
争取释道安。他觉得自己守土有
责，只能死守襄阳城，不觉为自
己的生命担忧。这时，他的僚属
向他献计说：“剌史和安法师交
情很好，秦兵是不会害安法师
的，有安法师在，秦兵也就不会
害剌史了。”朱序觉得这话有理，
便派了一队人马到檀溪寺，不让
道安离开。

苻丕大军兵临樊城，并在上
游渡江，逼进了郊区。朱序感到
情势危急，便又很快挟持释道安
朝襄阳城内的太守衙门而去。檀

溪寺里只剩下道安的高徒慧远
等望着师傅远去的身影，心想，
这是太守要师傅去当护身符啊 !
正在这时，一位农民急匆匆地跑
来说：“秦兵已到我们庄上，马上
要来檀溪寺抢安法师，其余的法
师有反抗的都要捆起来。”慧远
一行听了，很快收拾行李离开了
檀溪寺。他们刚刚走了一条小
路，秦兵也就到了，结果偌大一
个檀溪寺里，竟空无一人。

夫人襄阳筑城

伯护暗地通秦

苻丕军队在檀溪寺扑了空，
料到释道安一定是被朱序藏进襄
阳城太守衙门里去了。于是把个
襄阳城围得水泄不通。朱序也调
集了全部兵力死守。朱序的母亲
韩氏亲自到城墙上巡视。韩氏在
巡视中发现，秦兵最容易从城西
北角攻破，于是“领百余婢并城中
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城
中兵民谓此城为“夫人城”。不久，
秦兵果然从西北角发起猛攻，守
城将兵虽然顽强抵抗，老城墙仍
被秦兵攻破。朱序将兵很快退至
韩夫人新筑之“夫人城”固守。苻
丕因粮草将尽，率众苦攻。朱序坚
守卸敌，屡战破秦。苻丕屡攻不
破，只好退兵市郊。

朱序将兵日夜坚守，十分疲
劳。秦兵又退得较远，朱序也估
计其不会很快再来。劳累懈怠，
守备不谨。这时，襄阳太守衙门
出了内奸，督护李伯护秘密将这
一重要情报告各秦兵，苻丕军队
趁虚而入，李伯护充当内应，很

快将襄阳城攻破。苻丕俘得释道
安、习凿齿、朱序，大胜而归。

朱序长安思晋

苻坚庆得完人

苻坚派十万大军攻打襄阳，
战利品就是释道安、习凿齿、朱
序三个俘虏。还有一个为他攻下
襄阳城、得到这三个俘虏立下功
劳的襄阳督护李伯护。对于李伯
护，苻坚并不感谢，反而认为李
伯护是个对国对主不忠之人，一
到长安便把他杀了。而朱序固守
城池，顽强抵抗，还杀了不少前
秦官兵。苻坚反而认为这是一个
刺史应尽的职责，对其以礼相
待。可是，朱序却并不以为自己
能得到优待，就心甘情愿事秦。
他趁看守不备，一直逃到宜阳，
藏在夏揆家。苻坚根据蛛丝马迹
判断，逮捕了夏揆。朱序不愿连
累对方，也知道无法再逃跑了，
就向苻晖自首。苻坚得知并不追
究，反而任用朱序为尚书。

对释道安、习凿齿，苻坚的态
度更是尊敬。当苻丕偕同释道安、
习凿齿两人朝见苻坚时，苻坚立
即走下殿来，亲自扶着道安赔礼。
并把道安安置在长安五重寺里，
任由他招收门徒。道安此时的想
法同朱序不同，他将几百名门徒
撒播在长江流域，在南方传播佛
教，他已没有顾虑了，正好在黄河
流域施展才华。没过多久，皈依他
的僧众，竟有好几千人。苻坚对道
安恭维备至。他还下了一道诏书，
令所有的文武百官，如果有不了
解的事情，都要去请教安法师。

苻坚是个珍惜人才的皇帝。
释道安到了长安以后，建议请西
域龟兹国鸠摩罗什法师来一起研
讨佛教教义，因龟兹国王不同意，
苻坚便派吕光、姜飞两名将军讨
伐。他要组织一个人才政府，便想
让晋孝武帝当他的仆射官、晋宰
相谢安做他的侍中。他不顾道安
及大臣的劝阻，亲率八十五万军
马讨伐东晋，导致了历史上有名
的“淝水之战”，先锋苻融被杀，苻
坚自己单人独马落荒而逃。为了
争取人才，苻坚是愿付出代价的。
因此，苻坚派遣十万大军争取一
个释道安就不难理解了。

据历史档案揭秘

▲东晋前秦恶战图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朝鲜内战的爆发让他看到了“反
攻大陆”的曙光。为此，他先后三
次准备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但均
未能付诸实施。

李承晚请求蒋介石派兵

在美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
前夕，驻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致电蒋介石，询问能
否派兵援助朝鲜战场。对此，蒋
自是求之不得。6月25日朝鲜战争
爆发后，李承晚发密电请求蒋介
石派兵赴援。当天，蒋介石即致
电李承晚，表示愿派出精锐的国
民党第52军驰援南朝鲜。

麦克阿瑟得知蒋介石要派
精锐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立即表
示欢迎。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
逊认为，台湾本身就是最易遭受
进攻的地区之一，美国因此才派

遣第七舰队去防卫台湾；一方面
美国花钱去护卫台湾，另一方面
被保护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又派
兵到朝鲜，这种做法实在是荒
谬。如果台湾军队在朝鲜出现，
北京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
战。本来倾向于约蒋出战的杜鲁
门因害怕此举会招致中苏出兵
干涉，屈从了艾奇逊的主张。

杜鲁门再拒麦克阿瑟建议

后来，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参战，战局逆转使麦克阿瑟
再次想起国民党军。1950年11月

“圣诞总攻势”失败后，麦克阿瑟
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第52军前
往朝鲜助战。麦克阿瑟的决定让
蒋介石喜出望外。蒋介石召开紧
急军事会议，下令第52军于24小
时内完成出发准备。

杜鲁门收到麦克阿瑟要求

国民党参战的电报，立即召集国
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开会研
究。大多数人仍坚持认为，蒋介石
的军队逃匿台湾后，缺乏训练和火
炮、装甲等重型武器装备，根本不
是中共军队的对手，就是入朝参战
也难以根本改变朝鲜的战局。同
时，美国人还担心苏联出兵和中共
增加兵力。因此，杜鲁门再次拒绝
了麦克阿瑟的建议。

蒋介石最终未能出兵朝鲜

1951年春，美军逐步稳定了
战线。为了发动新的攻势，麦克
阿瑟极力要求增兵，并再次提出
将国民党军队派往朝鲜，但华盛
顿的决策者们坚持拒绝这一要
求。1951年4月9日，杜鲁门下令将
麦克阿瑟撤职，派出陆军上将李
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1952年5月，李奇微调往欧

洲。接替他的克拉克上将到东京
上任不久后，发现在苏联虎视眈
眈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
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
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
朝鲜战场抽出三师美军去防守
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准
通过，并电告蒋介石先做准备。
然而，杜鲁门很快便取消了克拉
克的计划。1952 年 12 月底，艾森
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担任美国总
统后，克拉克再次提出派国民党
军入朝作战的建议，但艾森豪威
尔听后表态：“新政府希望早日
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
步扩大化。因此，理所当然地反
对蒋介石的军队介入战争。”

对于蒋介石来说，朝鲜战争保
全了他的政权，也注定了他不可能
再实行借美国之手“反攻大陆”。
综合《国家人文历史》《百年潮》

蒋介石出兵朝鲜计划被杜鲁门否决

我国古代大多建都北
方，常遭受风沙侵袭，因而须
采取措施维护城市的环境卫
生。汉代时，为防止道路上尘
土扬起，要求路旁老百姓以
水洒道。道路两旁没有住户
的，由政府的洒水车进行洒
水。据《后汉书·张让传》记
载，汉灵帝时，“作翻车渴乌
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
省百姓洒道之费。”这种洒水
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
分是贮盛河水的“翻车”，另
一部分是用来汲取河水的吸
水装置“渴乌”。这是我国最
早的洒水车。

据《广州日报》

汉代就有洒水车

今年暑假结束了。古代
中国学校，私塾、书院以及官
办的县学、州学、府学、太学
和国子学等，都不曾有放暑
假的规定。清朝末年，传教士
创办的教会学校将西方现代
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也把
欧美等国放暑假的习惯带了
进来。大约从1903年开始，清
廷创办的新式学堂里出现了
放暑假的现象。而直到20世
纪30年代国民政府完成对私
塾的强制性改革以后，暑假
才在中国所有学校里普及。

据《百科知识》

清末学校有了暑假

“朕”最初是普通自称

中国古代的皇帝专权专
制，“朕”便是他们自己规定
的“专利自称”。其实，“朕”，
最初的字义指自己（自身），
是第一人称代词，我国最早
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对

“朕”的解释是：“朕，身也”。
《说文》中则解释为：“朕，我
也”。《诗·大雅·韩奕》中有

“无废朕命”，《楚辞·离骚》中
有“朕皇考曰伯庸”的记述，
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东汉蔡
邕在《独断》中则阐述的更为
直接：“古者尊卑共称朕。”因
此，“朕”最初就是第一人称

“我”、“我的”的代称，不论尊
卑，人人都可自称“朕”。

“朕”的分水岭出现在秦
朝。先秦时，诸侯国君主一般
自称“孤”、“不谷”、“寡人”。
随着秦朝建立，秦始皇嬴政
创立皇帝尊号，规定“朕”专
作皇帝自称，“天子自称曰
朕”。自此，“朕”便由大众普
遍使用的自我代称而变成了
皇家的专用代称，染上了“唯
我独尊”的色彩，平民百姓谁
再敢自称“朕”，那便要获罪
杀头了，普天之下只有皇帝
一人可以使用“朕”这一称
谓。这个称谓从此一直流传
至辛亥革命中国帝制终结。

先秦以前的平民百姓也
曾自称“朕”，秦朝以后老百
姓便被剥夺了这个“待遇”。
这也给今天影视作品的创作
者和演员们提了个醒：历史
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可“戏
说”，一定要尊重史实，不能
一“朕”到底。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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