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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豪族势力非但“梦回东汉”，

恢复了其念兹在兹的“旧日荣光”，

而且变本加厉，在政治上的力量比

以往更显雄厚。

通过联姻的方式，司马懿编织

出一张豪族的巨网；他还掌握了军

事实权，景初二年（238 年）亲统

四万大军远征辽东，一举平定公孙

渊之叛。司马家将自身打造成地方

豪族、社会精英的“形象代言人”，

行事再无忌惮。咸熙二年（265年），

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

为帝，建立西晋，改元泰始。

西晋之“短命”众所周知，“八

王之乱”后紧跟着“五胡乱华”，

神州一分为二，南部的东晋与北部

的十六国两相对峙。当是时也，邺

地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三国

的都城，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来，

北魏也难逃“裂开”的宿命，分东、

西魏，邺城为东魏国都。武定八年

（550 年）七月，高洋篡位，改国号

为“齐”，国都不改。“邻居”这边，

宇文氏废西魏恭帝建北周；武成二

年（560 年），宇文邕继位，史称北

周武帝。

2024 年 3 月 28 日，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发布了宇文邕墓的考古发现

及研究成果，揭秘北周武帝的死因

是长期服食丹药导致砷中毒，引发

系统性疾病。“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大家可能不

知道，正是在宇文邕手上，北周灭

了北齐，亦替邺城的“王都生涯”

画上句号。

大象二年（580 年）五月，北

周宣帝宇文赟驾崩，杨坚矫诏自任

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专掌朝政。

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反叛（此

时邺城是相州的州治），杨坚随即

派出大将韦孝宽前往平叛，斩草除

根。在杨坚的授意下，古邺城最终

化作了一片焦土，当地百姓被强制

南迁到今安阳一带，安阳成了新的

相州治所。

鉴于此，隋唐以后的邺、邺城、

邺下、邺中，指的都是安阳城，如李

白《邺中赠王大》提到的“邺中”、

杜甫《石壕吏》提到的“三男邺城

戍”等。“殷和邺都是安阳的

前身，安阳继承殷

和邺成为河北平原

南部、太行山东麓

的都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认为：“盘庚舍奄就殷，曹操舍许就邺，

石虎自襄国迁邺，慕容隽自蓟迁邺，

高欢舍洛阳都邺，可见安阳是古代农

业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亦即‘中原’

的中心，所以多次被统治中原的王霸

选定为宅都之地。”

蓬莱文章建安骨，铜雀雅集咏

魏都。在初唐李百药的笔下，邺城

仍“帝里三方盛，王庭万国来”；

然而，到了盛唐名相张说的《邺都引》

中，已经苍凉弥漫：“城郭为墟人

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

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

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嗟乎，

从殷商到北齐，“群雄睚眦相驰逐”

是难以改变的人性，谁甘作刀下魂？

只愿成执刀人；可是，纵然称霸一时、

威加海内，哪有不死之君、哪有不

亡之国？

安阳阒然伫立，依旧缄默、持

重。东临碣石有遗篇，人间却换新

颜。

右图：安阳东南城墙

角楼魁星阁。

左图：东魏北齐时的

邺城平面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