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泽十二水五泽十二水””系列之二十一系列之二十一：：““逍遥蒙泽逍遥蒙泽”（”（88））

编辑张莹 电话：2626317 E-mail：zhangyinglwm@sina.com

15152017年11月23日

■策划/张浩哲

【阅读提示】

连载

商丘姓氏探秘商丘姓氏探秘
■刘秀森

73 褚姓之光（4）
李世民想对辽东御驾亲征，褚遂良认为不

可。但李世民执意要去，褚遂良只好不再坚持
自己的意见，并跟随李世民远征辽东。而后来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意见是对的，李
世民对他更加赏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以
谋害魏王泰罪被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李
世民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贞观十八年，
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被
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可直接黜陟官
吏。此时，他的父亲褚亮逝世，褚遂良不得不
暂时辞职，为父亲行孝。贞观二十二年，褚遂
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九月被提升为中
书令，成为继魏徵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
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晚年的唐太
宗李世民病危，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
良召入卧室，殷切地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
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
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
辅佐，永保宗社。”并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
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于是
命褚遂良起草诏书。褚遂良深感李世民的信
任。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李治继
皇帝位，是为高宗，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
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
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拜为吏部尚书，
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
客。永徽（唐高宗年号）四年（公元653年），褚
遂良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其政
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也创造了褚姓的最大荣
光。

永徽六年，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不少
大臣坚决反对，其中以褚遂良、长孙无忌、英公
徐世勣等反对得最为强烈。长孙无忌想第一
个进宫劝谏李治。而李治决心已下，此时对他
强行劝阻，便有被杀头的危险。褚遂良不怕，
他看透武则天的黑心，决心不负太宗李世民的
信任，他拦住长孙无忌说：“太尉是国舅，如果
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向舅舅发怒的名
声，这不行！”徐世勣说：“我先去！”褚遂良说：

“你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

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我出自布衣，没
有立下什么功勋，只不过受太宗宠遇才有今
天。现在正是我报答太宗百恩的时刻，让我能
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吧！”

褚遂良先进宫去劝李治。结果，他以雄辩
的道理，竟然把高宗李治说服了。其实，也许
是李治想起了父亲李世民临终前的嘱托。但
无论如何，这一下册封皇后之事暂时搁置。武
则天对褚遂良气愤至极。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李治搁置册封皇后一
事只是权宜之计。同年，命李义府兼修国史，
加弘文馆学士，李义府得罪宰相长孙无忌，被
贬为壁州司马。李义府与中书舍人王德俭商
量对策。王德俭道：“皇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
但又害怕宰相不同意。你若能推助此事，定可
转祸为福。”于是李义府代替王德俭值夜，趁机
叩门上表，请求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唐
高宗大喜，召长孙无忌、徐世勣、于志宁以及褚
遂良等进宫，商议废立一事。忠烈耿直的褚遂

良又坚决反对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慷慨陈
词，并将官笏放在台阶上，把官帽摘下，叩头以
致于流血，劝高宗不要立武则天。高宗大为恼
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坐在皇帝后边
的武则天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

在这关键时刻，功臣元老徐世勣说：“此乃
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同年十月二十日，李
治下诏，将武则天立为皇后，将反对最力的褚
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显庆（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元年（公元656
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次年
春，褚遂良被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桂州
任都督。同年，褚遂良和中书令来济、门下侍
中韩瑗被诬为共谋反叛。晚年的褚遂良又一
次被贬。这次去了中国本土以外的越南河内
西南一带。褚遂良难忍冤屈，写信给高宗，诉
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
持高宗继位等，结果也无济于事。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中
孤独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
多里，武则天等人仍毒气不出，把他的官爵削
掉，并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

载初（唐睿宗李旦年号）元年（公元 690
年）九月九日，武则天改唐为周，史称“武周”，
定都洛阳，自己加尊号为圣神皇帝。（198）

清代《商丘县志》
记载“殷末三仁”

在宋元以前的商丘古城内，
有一条街名“三仁街”，就是为纪
念商朝末年王室中的微子、箕子、
比干三人。孔子将他们称为“三
仁”，《论语·微子》开篇即道：“微
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
死，殷有三仁焉。”清康熙四十四
年《商丘县志·古迹》载：“三仁
街：在旧城内微子庙前。”该志《封
建》篇亦载有三仁的事迹。

微子是商纣王的兄长，比干
和箕子同为纣王的叔父，三人因
见纣王无道都曾极力劝谏，其中
比干因激怒纣王而被杀，微子退
隐朝堂之外后被周封于宋，箕子
（名胥余，因封国于箕故称）只好
佯狂装疯以自保，但被纣王贬为
奴隶惨遭囚禁。《韩非子·喻老》中

“象箸之忧”的典故即出自箕子。
据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
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就是
他的名句。周武王攻占商都朝歌
后，始将箕子释放。获释后的箕
子没有臣服于新建的周王朝，而
是婉言谢绝了武王的封赏，率领
数千殷商遗民从河南经山东、辽
东半岛到朝鲜，建立了朝鲜历史
上的第一个王朝箕子朝鲜侯国,
其受封之地即今平壤。

箕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走出海外的第一人，这也是早期
中外交往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
件。对此，《尚书大传》载：“箕子
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
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微
子世家》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
鲜而不臣也。”在古代朝鲜的一些
史籍中，对箕子在朝鲜的活动更
是多有记载，《海东绎史》载：“箕
子率五千人入朝鲜。”清光绪五年
（1869年），朝鲜人郑磷基编纂成
《箕子志》三册。此后，朝鲜还出
版了徐膺编纂的《箕子外传》，内
容包括箕子建立朝鲜古国创立篇
章、制度及后人评价等。由此可
见，箕子东渡建立箕子朝鲜真实
性是不容置疑的。

蒙亳寻踪箕子墓

从 朝 鲜 的 核 试
验到韩国部署萨德，
很多国人开始重新
审视与中国比邻而
居的朝鲜半岛上的
国家，包括他们的欧
巴剧、化妆品甚至旅
游等。历史上的朝
鲜半岛，一方面承载
传播着中华文化，一
方面又保存并演化
出独具特色的民族
色彩，他们与中国的
文 化 交 流 其 实 自
3000 年前的青铜时
代晚期便已经开始，
一个名叫“箕子”的
中国人，则是开启这
一切的关键人物。

近百年来，随着
世界形势的起伏波
动，朝鲜半岛不但逐
渐摒弃了对箕子的
始祖崇拜转而信奉
檀君，甚至发展到否
定箕子和箕子朝鲜
的存在，把这个现实
中的历史人物涂抹
成 虚 幻 不 实 的 传
说。那么箕子是如
何被朝鲜半岛奉为
始祖的？箕子朝鲜
是否确有其事？箕
子去世后葬在了朝
鲜还是中国？如今
他 的 墓 冢 又 在 哪
里？为什么箕子会
记录在明清《商丘县
志》《归德府志》上？
本期将带领大家一起
探寻西周时期在宋
国蒙泽之畔就有的
箕子墓背后的故事。

箕子自西周初年迁徙朝鲜，
所创立的箕子朝鲜直到汉初被
燕人卫满所灭共存在近千年。
箕子去世以后，葬在了哪里？因
朝鲜平壤有箕子墓，很多人以为
他葬在了平壤。其实，此墓建于
1102 年，也即是中国的宋代时
期，是衣冠冢。近代因朝鲜、韩
国学者开始否认箕子朝鲜的存
在，而崇尚檀君，箕子墓也在
1959年被金日成下令拆毁。那
么，真正的箕子墓冢在哪里？《史
记》集释：“杜预曰：梁国蒙县（今
商丘梁园区与山东曹县部分）有
箕子冢”，即箕子墓在蒙泽之畔。

箕子墓在梁国（今商丘）蒙
县的什么具体位置呢？史籍记
载有两说：一说在蒙城（蒙县故
城）内，即是在今天的商丘市梁园
区蒙墙寺村。《太平寰宇记》“宋

州·宋城县”条下载：“箕子冢:在
宋城县北四十一里三十步古蒙城
内。”宋代王象《舆地胜记》亦如此
记载。一说在蒙县的亳城商汤
王陵西侧，即是在今天的山东省
曹县西南。晋代杜预《春秋释
例》：“梁国蒙县西北有亳城。”
《大清一统志》：“箕子墓，在商丘
县北。《水经注》：薄城西有箕子
冢。晋伏滔《北征记》:望蒙薄
间，成汤、伊尹、箕子之冢，皆为
丘墟。按：古蒙城即大蒙城，《水
经注》所谓蒙薄为北亳也。”再据
明清《曹县志》记载：“箕子墓：在
邑西南二十里盘庚里，月堤前野
田蔓草中,冢土坚凝,周围十数
步。”清代徐继孺《曹南文献录》:

“箕子冢：在曹县西南二十里盘
庚里，汤陵之西。”以此说为据。

笔者于 2016年 5月赴昔日

的宋国蒙亳间考察，按史料记载
在曹县阎店楼镇土山集村寻迹
到汤陵（北亳），在汤陵之西的郑
庄镇王厂村北见到已修缮的箕
子墓，按距离实测正在曹县西南
10公里处。据73岁的村民何培
聚介绍，此墓曾被淹没在 1958
年在此所建的太行堤水库内，后
水库废弃才得以重修，抗战时期
曾在这附近发生惨烈的王厂血
战。而箕子葬于此地的原因是，
箕子在从朝鲜朝周途中经过北
亳，在微子陪同下谒先王汤陵，
见宫室毁坏一片废墟，悲怆凄然
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咏《麦秀
歌》，并因感伤过度殇于中土，宋
君微子将其葬于亳西，与汤陵东
西相望。近些年，韩国驻华大使
及韩国箕氏后裔曾多次来此凭
吊、拜谒。

箕子入朝鲜以后，其地位是
非常尊崇。长期以来，公认的朝
鲜建国史说是“箕子封建说”，即
箕子是朝鲜的建国者。古朝鲜
史籍《三国史记》明确把箕子看
成是古朝鲜建立后的第一个国
王，并把箕子当成神去祭祀。直
到20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南北方
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此说。

箕子为什么会在朝鲜受到
如此高的礼遇和地位呢？这和
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箕子建
立了国家，并且还教给朝鲜百姓
耕作、礼仪和法治。他将商代中
国实行的井田制移植建立“箕
田”，充分运用中土的先进生产

技术对荒地进行开发，对朝鲜半
岛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开拓性
作用。同时，他将商代书籍、文
字、礼乐制度、阴阳五行、风俗习
惯等也带到了朝鲜。《汉书·地理
志》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
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三
国志·东夷传》载：“昔箕子既适
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
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柳宗元《箕
子碑》赞其:“正蒙难”“法授圣”

“化及民”。朝鲜史籍《海东绎
史》载：“箕子入朝鲜，其诗书礼
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
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
官制衣服，悉随中国。”以至于箕

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
1102年，高丽王朝肃宗有感

于“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
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
祭”，并在平壤修建了箕子墓、箕
子祠，正式开启了将箕子作为半
岛“教化之君”加以崇敬的历
史。朝鲜世宗曾称：“吾东方文
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
祀，惟箕子之教是赖。”英祖也认
为“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赖箕
子之教”。1437年，朝鲜政府正
式将箕子的称号定为“朝鲜始祖
箕子”。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
箕子被奉为“太祖文宣王”，半岛
对箕子的崇拜达到顶峰。

箕子之墓究竟是在朝鲜还是在中国

登上朝鲜半岛祭祀神坛的中国人

箕子墓

■文/图马学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