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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师”是谋士的代名词吗
热播剧《军师联盟》的着力点非常大胆，选择从司马懿的角度切入讲三国，并且

将主线都放在了曹魏。“军师”是整部剧的主角，在我们的印象中，军师与谋士的意思
差不多，主要是贡献计策辅佐主公。那“军师”究竟是职称还是谋士的代名词？

在封建社会，皇帝、皇后、王
爷等人死后，比照平民出殡还多
出一道重要的程序，那就是上谥
号。《周礼·春官·大史》上，对于
上谥号的程序是：帝王之谥，由
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
予。这个谥号不可乱上，是对死
者一生的总结。

晚清时，庆亲王奕劻始终是
慈禧太后的“铁杆”追随者，他凭
借着慈禧太后给予的权力，卖官
鬻爵，中饱私囊。溥仪在自己的
传记中，这样写道：“收袁世凯的
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
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民国六年（1917年），在天津
隐居的庆亲王奕劻因病去世。他
的后人停尸不殓，派人来到京

城，向逊位的皇帝溥仪讨要谥
号。内务府的大臣们经过商议，
报上来了一个“哲”字，溥仪一
看，当时就火了，立刻否定了这
个字，然后打开《谥法》，从里面
找出了四个字““谬、丑、幽、厉”，
谬、丑这两个字，是南宋的孝宗
憎恨秦桧的恶行，对他加的谥
号；而幽、厉这两个字，是周朝的
幽王和厉王的封号，这两个人皆
是残暴昏庸的君主。

溥仪对这四个字斟酌半日，
最后拿起朱笔，在“丑”字上，画
了一个圈。庆亲王的后人一见这

个“丑”字谥号，当时就慌神了。商

量后，备了一份厚礼，直接去找溥

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经载沣说情，

溥仪无奈，只得收回了成命。载

沣几乎翻烂了《谥法》，终于找出
了一个“密”字，这个密字就被溥
仪赏给了庆亲王做了谥号。

《谥法》规定，谥号共分三
种，一、美谥，包括庄、武、文、宣、
襄、明、睿、康、景、懿等好的字。
二、平谥，包括怀、悼、哀、愍、思、
殇等等。三、恶谥：包括厉、灵、
炀、谬、丑、幽等等很差的字。

后来，溥仪一查《谥法》，发
现这个密字有“追补前过”的意
思，他亦是后悔不迭，清朝都没
有了，庆亲王拿什么追补前过？
从一部已经被扫进了历史垃圾
堆的《谥法》看来，溥仪还对清廷
念念不忘，他还想着有朝一日能
够复辟成功，重登九五之尊的宝
座。 据《北京晚报》

1885年中法战争中的镇南
关大捷，老将冯子材率军浴血奋
战，使得法军全线崩溃，形势一
片大好。而此时清廷却选择议
和，签订《中法新约》，放弃越南
的宗主权。这是为何？一是李鸿
章等清廷决策者深知镇南关大
捷只是局部胜利，很难从根本上
扭转在越南的不利局面。镇南关
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被法军占
领，法军主力犹存，数量上超过
清军且在不断增援之中，法国议
会已连续通过共两亿法郎的增
兵议案。而清军自身伤亡惨重，

“军民多怨”，刘永福所率的黑旗
军只剩500多人，且由于清政府
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军事后勤
无法保证。据《中法战争调查资
料实录》中记载，由于粮食供应
不足，清军士兵甚至到了要用步
枪向越南百姓换取口粮的地步。

另外，选择议和“弃越南”可
能是为了保台湾。此时，法国舰
队已攻占澎湖岛，这将有效隔断
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并对台湾周
边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此时福
建水师已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又
被日本牵制，单靠残余的南洋水

师和台湾守军很难力保台湾不
失。此外，清廷此刻事实上已无
藩可保。此前越南执政的阮氏朝
廷撇开清廷，与法国签订了《第
二次顺化条约》，公然宣布越南
接受法国保护。阮氏朝廷不但将
清廷颁赐的玉玺当众销毁，还命
令越南民众抗击清军，这等于越
南已实际脱离中国的藩属地位。
可以说，《中法新约》不割地不赔
款保全台湾，已经是晚清对外战
争最好的结果了，至于放弃对越
南的宗主权不过是承认既定事
实罢了。 张守涛

1 .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
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
个卫国。

真相：《史记·卫康叔世家
第七》：“成侯十一年，公孙鞅
入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
侯。……嗣君五年，更贬号曰
君，独有濮阳。……君角九年，
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
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
绝祀。”在嗣君五年，已经被贬
为公卿了，从诸侯国的行列里
被除名了。

2 . 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
世”时期，全国有户 820 万，是
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
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 890
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
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

真相：上述引用了杜佑
《通典·食货志》里面的数据，
数据没错，但是作者杜佑自己
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按后汉
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
百三十年，有户一千六十七
万。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
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
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
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
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
意。"无论隋、唐都是比汉朝的
户口数少的，这是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三百年战乱导致的。

3 .整个南宋时期，南宋王
朝一直被金国欺负，中国一直
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
是“行在”（陪都）。

真相：据《宋史·本纪二十
九·高宗六》记载：南宋高宗绍
兴八年十一月甲申，以翰林学
士承旨孙近参知政事……庚
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
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
以进。是月，虚恨蛮犯嘉州忠
镇砦。是岁，始定都于临安。

4 .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
的征战在亚欧大陆屠杀了2亿
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
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
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
蒙军屠杀；与之相比，遭纳粹
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
巫见大巫。

真相：蒙古军队的确屠杀
了不少人，但是6000万人有些
夸张了，北宋人口最多的是
4700万，南宋人口峰值最多也
只达到8000万左右。

5 .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
年号——— 崇祯，一共被朝鲜使
用了 265 年。（据《朝鲜李朝实
录》等）

真相：朝鲜在不同场合使
用不同纪年。朝鲜政府与明清
政府交往的文书，先后行明清
年号。对内，朝鲜政府和民间
也同时使用朝鲜国王的庙号
纪年。如1644年即为：明崇祯
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朝鲜仁
祖二十二年。如1892年为清光
绪十八年、朝鲜高宗二十九
年。在民间，也有人记作明崇
祯二百六十五年的。

据铁血网

镇南关大捷后清廷议和缘由

溥仪曾定庆亲王奕 谥号“丑”

那些不为人知的
历史真相

朱元璋时期，有个监察
御史名叫袁凯，博学多才，
算是朱元璋的近臣，很受朱
元璋信任。但做朱元璋的手
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句
话说不对，都是有可能要掉
脑袋的。

有一次，朱元璋又要杀
一批人，他派袁凯把卷宗拿
给太子朱标去复查。朱标性
格宽厚，主张仁政，所以他
对朱元璋一下杀这么多人
表示反对，还建议减免很多
人的刑罚。袁凯如实将太子
朱标的意见反馈给朱元璋，
朱元璋很不痛快，就问了袁
凯一个要命的问题，“你说，
朕和太子谁做的对？”

这可真是要了袁凯的
老命了，说皇帝不对那肯定
是不行啊，可太子是皇帝儿
子，说太子不对皇帝能高兴
吗？再说，太子他也不敢得
罪呀？

袁凯急中生智，对朱元
璋说到：“皇上这样做是执
法严明，太子这样做是仁慈
宽厚。”说完，他轻轻擦了一
下额头上渗出来的汗珠。毕
竟是官场老手，这样的场面
还是能应付得下来的。两边
都对，两边都不得罪。但是
朱元璋给了袁凯五个字的
评价：“老猾持两端。”然后
将袁凯押入牢中。

三天之后才放了出来，
官复原职。经此一惊，袁凯
可是害怕了，他总担心自己
哪天也会身败名裂、身首异
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
法。

有一天，袁凯在上朝经
过金水桥时，突然扑倒在
地，胡言乱语，开始装疯。朱
元璋不相信他是真的疯了，
就命人用锥子扎他，他忍住
不敢喊疼。袁凯回家后，用
铁索拴住自己脖子，成天疯
话连篇。还让家人把点心作
成狗屎的样子扔到墙边，让
人看到他捡狗屎吃。朱元璋
得知他疯成这个样子后才
放过了他。

袁凯因疯辞官，离开了
朝堂这个是非之地，总算落
了个善终。据《贵州手机报》

朱元璋近臣装疯辞官

很多人认为，北宋的军事实
力孱弱，与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
骑兵部队有很大关系。可是北宋
为什么不能建立这样一支骑兵
部队呢？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
经济最发达的，为何供养马匹的
能力，尚不及游牧民族？

答案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
令饲养牲畜变得昂贵。北宋是中
国历史上手工业最繁荣的时代
之一，这种繁荣必然带来许许多
多规模巨大的城市。城市规模的
扩大与密度的提高，使未经改良

的天然牧场变得稀少，牲畜只能
在那些人工种植牧草的牧场上
生存。牧草的缺乏与昂贵就严重
限制了牲畜的数量。如果北宋强
行增加牧草的种植面积，必然以
国民的饥饿和工商业萎缩（粮食
的昂贵增加了手工业者的生活
与经营成本）为代价。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汉化以
后，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骑兵部
队会迅速衰落。很多人觉得是

“子曰”“诗云”的功绩，这些人认
为，所谓的汉化，就是学习汉族

的文化，是汉族的文化消灭了一
个又一个游牧民族。其实，消灭
游牧民族的，从根本上讲是汉族
的生产方式——— 农耕，文化侵蚀
当然也发挥作用，但居于次要地
位。蒙元不肯汉化，表面上看是
不肯接受汉族的文化，实际上，
他们是将大片本该用于农耕以
养活更多人口的土地，用作了养
马的牧场。虽然蒙古骑兵的战斗
力保住了，但短短几十年，粮食
短缺的问题全面爆发，他们只能
撤回草原了。 据中华网

北宋为何未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军师”，据史料记载均为古
代军中掌管监察军务之职，汉、
三国、晋历朝军中均设。晋时为
避景帝司马师之讳，改为军司。
南朝梁武帝时以羊侃为大军司，
以后逐渐废除。

事实上，狭义的“军师”只是
个职衔，而广义上的“军师”可以
上溯至战国时代。据《史记·孙子
吴起列传》记曰：“忌进孙子于威
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其后
魏伐赵，赵急，求救于齐，齐威王
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
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
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
谋。”这被认为是关于“军师”一
职的最早记载。到了曹魏时，军
师遍见于较高级的军府。

军师的职责权力到底有多
大呢？《通典》说：“魏荀攸为军
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
焉。”可见，军师可掌军国选举及
刑狱。曹操时的军师大多以参谋
军计、司掌军国选举和刑狱为主
要职责，不仅权力大，而且还能
常伴随曹操左右。但军师的含义

远不止于此。《三国志》记载：“青

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

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
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
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
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在这里，军师的职责有点像“监

军”了，目的是为了监视主帅的，

防范他做出违背君主的事情。

《晋书》中说道：“及当途得

志，克平诸夏，初有军师祭酒，参
掌戎律。”也就是说，西晋军师祭
酒参掌“戎律”。此处的“戎律”可
能不仅仅是指军队的法律，也包
括其他的军事行政方面的内容。

而军司则有参谋军计的职
责，当主帅因故不能行使职权
时，又往往以军司摄行其职，军
司还常常是主帅职位的继任者。

《职官十一·监军》记载：“宋齐以
来，此官颇废。至梁大通四年，元
法僧北讨，复以羊侃为大军司。
后代多不置。”宋齐以后，军司之
职就很少见了，再往后就逐渐废
除了这个官职。而《三国演义》小
说的盛行，让“军师”这个职位更
多与谋士挂钩，成为幕僚式人物
的代名词。 据《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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