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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这是宋史5：王安石变法卷》是没有办法写简介的，因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像以前的同类书说的——“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
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
可质疑⋯⋯”等等，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说得出口的废话。

　
谁都没错，只有结果错了？
谁都是好人，只有事情本身是坏的？
历史不是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它是门学问，要用事实、数据、立场等实打实的东西摆在明处辨认、审视。

　 而我所做的，是一次破译，一个大系统，一次还原当年一对杰出君相所设计的改革帝国的庞大规划
蓝图。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要从第一步起就有自己的发现，比如改革的中心是什么，一大堆新
法名词里边隐藏的真实目标是什么。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产业链。
在这本书里，王安石完成了半前段，为赵顼安排了一切，只等这位年轻的皇帝去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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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天流云，本名刘羽权，沈阳人，从事宋史研究多年，其出版的历史著作《如果这是宋史》系列，是
目前市场上最为畅销的白话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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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middot;宋朝病人　  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柔软光洁，把所有人的丑陋都包裹了
起来，看上去很美。
只是一旦他走了，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了。
　  比如宋仁宗之死。
　  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从蛛丝马迹中，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
赵祯死在深夜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
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看主角。
　  当皇太子赵曙赶到时，那场面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ldquo;乱兵&rdquo;闯进了卧室后的场景
。
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手捧黄袍，请他即皇帝位。
他的反应也很标准，连声地喊：&ldquo;我不能为，我不能为！
&rdquo;这都正常，推辞是必要的，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
　  赵曙转身就跑，要在现场消失。
　  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大佬，流程错了，没法演了！
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力量太足，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
只见顶级大臣们玩相扑，把皇太子按在当场，有的紧紧抱人，有的解头换发式，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
黄袍。
　  全折腾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
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才发现了问题
。
　  赵曙的目光呆滞，神情僵硬，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痛哭流涕的臣子们，别说带头举哀
沉痛悼念，就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
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还有两行泪水。
　  臣子们交头接耳，非常感动。
早就知道这是个沉默低调的人，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真是孝子！
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hellip;&hellip;这种孝顺，在七天之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八日，仁宗
大殓的日子，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来回乱窜，要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乱。
这是在搞什么，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如杨广、朱友珪，也没他这么彪悍吧。
闹得实在没法看了，韩琦站了起来，拉帘子挡人，把赵曙拦腰抱住，叫几个太监把他直接扭送回后宫
了。
　  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悲痛过度，导致行为失常&hellip;&hellip;　  回到后宫，悲伤在继
续，孝顺在升级，赵曙变本加厉，开始对人动粗。
先是打骂下人。
要说这也不算犯规，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怕他们失职
有罪。
但下人终究是下人，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
　  可总得有点理由吧。
赵曙就不管这些，说打就打，想骂就骂。
实话说，幸好是他手里没有斧子，不然侍者们各个都会缺颗大门牙。
　  这种暴戾，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mdash;&mdash;曹太后身上。
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您管管您儿子成不，他刚进宫，有点认生！
太后就去了。
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记录来看，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的。
　  温情的劝说，换来的却是儿子的&ldquo;不逊&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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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书无真相，乱讲被雷劈，史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
至于怎样&ldquo;不逊&rdquo;的，对话都被&ldquo;隐&rdquo;了，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
结果是，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她转身出来，去找韩琦。
　  &mdash;&mdash;&ldquo;韩相公，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竟敢对母后无礼！
&rdquo;　  韩琦很镇静，从这时开始，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或者可以说，以前一
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儿了。
此人超强悍、恶毒，并且不要脸。
面对皇太后的指责，他选择的是反击。
　  竟然是反击！
　  他先给事情定性，皇帝是病了。
一病遮百丑，怎样您都别在乎。
接着来了这么一句：&ldquo;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
&rdquo;截止到这里，都还是人话，紧接着的是，&ldquo;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
&rdquo;　  这是什么话？
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无论是病死，还是被杀，除非是宫廷政变，被太后密谋害死，否则关太后什
么事？
退一步讲，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
韩琦说的是一旦皇帝死了，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是出于为太后着想。
那也不对，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也只会水涨船高，更加尊崇。
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死了也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综上考虑，韩琦这样讲，只能有一个解释&mdash;&mdash;皇帝出事了，你也别想好，肯定是你害
的！
　  所以，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她沉下了脸，&ldquo;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
&rdquo;我当然是用心的！
　  韩琦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
绝妙的是史书上讲，此人这时是&ldquo;正色&rdquo;地说：&ldquo;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
&rdquo;说完转身就走。
　  走到外殿，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话：&ldquo;刚才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rdquo;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说出了真话：&ldquo;不这样讲不行啊。
&rdquo;　  至于为什么不行，谜底先缓点揭晓，事情和病情一样，都得看得周全些，才好下结论，才
看得清楚！
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自然有病就得治。
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
　  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地难了。
大家还记得话剧《雷雨》里母亲喝药是怎么办的吗？
妈妈不喝，儿子就得跪下劝，这才孝顺。
到了皇帝这级别，就得所有人一起孝顺。
　  打头的就是韩琦，他手捧药碗，送到了赵曙的嘴边。
按说这是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吧。
赵曙给了，稍微尝了一点，立即就扭头。
韩琦执著地端着碗，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下一瞬间很震撼。
　  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说&ldquo;推&rdquo;都是客气的写法，其实就是打翻了，因为药汤撒了韩
相公一身。
　  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
宋朝开国以来的四位君主，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
韩琦连说不敢，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ldquo;相公殊不易&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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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容易了。
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这句话能让韩琦心里五味杂陈，咬紧牙关。
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
　  韩琦从此上了贼船。
　  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当时名叫赵顼的英宗长子出现，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
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理都不理，就当没看见。
　  &ldquo;病&rdquo;是越来越重了，不管他是心病、身病，还是没病装病，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
病，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
根本没法子办公。
　  大臣们商量了一下，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
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她苦熬了半生，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的太后。
这样，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
　  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地不愿意即位，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
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会不会好一点了呢？
　  答案是正相反，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
这人说声好，能满面红光，健步如飞，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儿。
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一泻千里，说倒就倒下，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
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差。
　  大家这个郁闷，难道是仁宗附体了？
还真像，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年底十一月份，只要他在正
规场合露面，就始终端坐装神仙，岿然不动，一言不发。
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生的那一天。
　  那天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
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儿子都得持丧成服，痛哭流涕。
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
　  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赵祯真的成没有儿子的
人了！
　  儿子呢？
赵曙躲在宫里，就一句话：&ldquo;我病了，哪儿也去不了。
&rdquo;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曹太后难过，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
人伦之大，大于一切，连父亲都能漠视，你还能对谁好？
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
　  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
　  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让当事人没法发作，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
针对这件事，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
　  他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了起来！
　  查皇帝的医案记录，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ldquo;六脉平和，体内无疾&rdquo;。
那很好，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
！
敲山震虎，让赵曙明白点，这是个科技时代，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生的真实本相的。
　  赵曙很听话，他终于走到了前台。
他勉勉强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群臣痛不欲生，可偶然抬头，竟然发现身为
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半滴眼泪都没有！
　  这个畜生，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了，一片哗然。
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
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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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
　  但是世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去
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
赵曙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
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ldquo;卒哭&rdquo;。
　  卒，结束的意思。
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
在这之前，父母死了，从死至殡，哭声不绝。
殡后孝子思念父母，不择时间地点，控制不住就流泪，称作&ldquo;无时之哭&rdquo;。
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哭不哭的您随意。
　  从此之后，这成为被后世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从来没有绝
迹过！
　  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为什么要
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
！
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越来越重。
　  曹太后，仁宗的遗孀，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过，名义上叫自己养母，至少叫自己姨母的孩子，是
个怎样可耻、凉薄、无情无义的东西。
在回京的路上，她下定了一个决心。
　  把这个混账东西废掉！
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
　  为此，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作为废立的理由，交给了&hellip;&hellip;没办法，只能是韩琦。
他是当朝首相。
　  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ldquo;歌词&rdquo;，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
在回京的路上，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
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看完之后，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
　  他拿起火烛，当场就给烧了。
　  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
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奇妙的是，他还边烧边说，命那个太监传话。
　  不是说皇上有病吗？
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是罪过&hellip;&hellip;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韩琦立即精神抖擞、全
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危机到了，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
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出大事了，都过来！
　  欧阳修最先赶到，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
回忆一下，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基本没他什么事，这次的危机只是与韩
琦性命攸关，跟他欧阳修不搭界，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呢？
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
　  他的原则，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但无论何时何地从不
抽皇帝的耳光。
　  知道了吧，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
　  宰执集团逐个到位，他们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枢密使张异，副
使胡宿、吴奎。
稍等一下，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
对，富弼，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去了。
这真是韩琦之大幸，仁宗的悲哀，等富弼再次出山时，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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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绝不能有半点
的耽搁。
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谁也没权违抗。
　  半点都没夸大，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现在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
首先，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其次，赵曙在仁宗葬
礼上犯了众怒，机不可失，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
　  更重要的是，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赵曙的皇位一旦坐得久了，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
，那时什么都晚了。
　  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在赶往皇宫的路上，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那是他此时此刻命
里的魔星。
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沂州防御使、虢国公赵宗谔；宋太祖重孙、右卫大将军、蕲州
防御使、安国公赵从古；赵曙的胞兄赵宗祐，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些人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
　  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傻、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根本没有
任何争议。
宰相们想反对？
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结果当场被否定，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惨得
一塌糊涂。
　  问那是谁？
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
　  回到现在，如果皇帝换了人，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别说韩琦本人，就连他的子孙
都别想翻过身来。
想到这些，他不由自主地发抖，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一瞬间，韩琦突然轻松了。
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曹太后泪流满面，呜咽着说：&ldquo;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做主！
&rdquo;　  吁&mdash;&mdash;这样啊&hellip;&hellip;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
好，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对谁都狠不起来。
韩琦变得漫不经心，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ldquo;这是病了的缘故，病好了，就不会这样了。
况且，儿子有病，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
&rdquo;　  估计就是他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
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
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hellip;&hellip;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居然&ldquo;愕然&rdquo;，
不知所措。
　  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礼手。
面对韩琦的冒犯，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一声断喝&ldquo;大胆！
&rdquo;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不管他服不服，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
二十余年后，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不敢丝毫违抗，只是因为皇帝在前，臣子不许装大。
　  可这时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每一瞬间之后，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直到韩琦的白脸效
果彻底达到，唱红脸的人登场。
　  轮到欧阳修说话了。
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这样说：&ldquo;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天下皆知。
妇人之性，鲜不妒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恣，您也能处之裕如，始终包容，还有什么是您所
不能容忍的呢？
眼前母子至亲，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
&rdquo;　  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多么硌牙，谁都听得出来。
&ldquo;妇人之性，鲜不妒忌&rdquo;，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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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命的是，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她的气开始消了。
　  她说：&ldquo;你们能这样体谅，实为朝廷之幸。
&rdquo;　  欧阳修立即跟进：&ldquo;这不仅是臣等明白，普天之下谁都知道，您的仁德广为流传。
&rdquo;紧接着再动之以情，他突然之间对已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ldquo;仁宗陛下在位岁
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
所以一旦晏驾，天下秉承遗命，无一人敢不从。
今太后深居内宫，臣等到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
&rdquo;　  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
多么自谦，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根本不值得一提，对天下没半点的
威慑力。
之所以天下都听命，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
　  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
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
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就让曹太后没法，更不敢废掉赵曙了。
　  曹太后沉默了。
她清楚，赵曙违逆了她，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
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
　  在她沉默的时候，两府大臣们已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
谁胜谁负，心知肚明，事办得很成功，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
！
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后，这些人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
　  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现任皇帝，那位说傻不傻，说呆也不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
育，皇帝不是这样当的！
不把他搞明白，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
　  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
这时是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十一月，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足以说明这人的心
性和办事风格。
当时仁宗暴亡，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
向新皇帝求情。
　  说仁宗起初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后来这样，是天命已到，不是医官所能挽回的。
这话说得也没错，难道医术是万能的，世上有不死之人吗？
　  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问了一句话，&ldquo;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是吗？
&rdquo;　  &ldquo;是。
&rdquo;　  &ldquo;如此，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
&rdquo;　  医官们一听，简直是魂飞魄散。
让责任人（两府）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他们），那还有活路吗？
这就是赵曙的作风，置身事外，不怕事大，两边都往死里掐，根本不顾及公平公正性。
试问这样搞，得是什么样的宰相，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
？
　  以韩琦的公正性？
　  赵曙是冰冷的，在他这里没有原谅，没有理解，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
在不久之后，在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
现在要强调的是，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
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他也没有错。
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ldquo;太后待我无恩！
&rdquo;　  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ldquo;病&rdquo;到了什么程度，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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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起初进宫时，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
　  连最基本的孝、慈、礼、让都不懂，他都学过什么呀？
　  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给皇帝恶补。
先是韩琦，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ldquo;舜&rdquo;。
传说舜生母早死，父亲续弦，舜被继母、生父和异母弟残害，他们能让他上粮仓修顶，下面收梯子放
火；能让他下井挖泥，往下扔大石头。
种种危害都没害死舜，但舜对亲人仍旧友好。
　  这才是&ldquo;孝&rdquo;。
　  请问陛下，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
您的行为与舜差多少？
&ldquo;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孝者！
&rdquo;　  平心而论，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在封建时代，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这是正
常的。
如果父母不慈爱，儿子仍然尽孝，这才难得。
不管现代人怎么看，当时这是正理。
他正颜厉色地说了这番话后，赵曙的反应也是&ldquo;有所悟&rdquo;。
　  这人开始清醒了。
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很搞笑，三十多岁号称&ldquo;爱书如命、知识健全&rdquo;的赵曙
居然要人来给他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
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是什么？
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
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
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
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
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论语》，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
琦差不多。
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
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
第一，当年仁宗立您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
您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您保证朝局稳定，等您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ldquo;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rdquo;。
您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您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ldquo;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
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
&rdquo;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
逆。
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志开始&ldquo;好转&rdquo;。
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
这涉及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退休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一百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
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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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
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
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
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地微笑，那一点儿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
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ldquo;万岁万岁万万岁&rdquo;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
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作出批示。
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
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后，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
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才对，没有什么是
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一些宋朝日常的工作。
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曹太后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
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
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
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hellip;&hellip;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过程，在正史和笔记里共有三种版本。
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
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
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ldquo;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
，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rdquo;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已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ldquo;撤帘！
&rdquo;这两个字是起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
。
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
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已经出面了。
枢密使富弼。
富弼母丧结束，已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
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已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
可是帏帘突然间被卷起，只有赵曙一人坐在殿上。
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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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追了出来，赔笑解释：&ldquo;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
&rdquo;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
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
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
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
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
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
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
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
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
这个版本比上一版本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mdash;&mdash;天子御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
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
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
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
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ldquo;留&rdquo;。
　  不知怎么个&ldquo;留&rdquo;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
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锋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
。
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ldquo;叫做也是相公，不叫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
太过分了！
&rdquo;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
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
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
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的，曹太后更清楚。
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
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
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ldquo;相公安可求退？
退的该是我。
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
&rdquo;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
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起来继续夸。
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
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被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
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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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已，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
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御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
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
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
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ldquo;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rdquo;&ldquo;宽治如
何&rdquo;&ldquo;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rdquo;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
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召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他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了。
　  &hellip;&hellip;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果这是宋史.5，王安石变法卷>>

编辑推荐

　  对一个官宦时代的全景式展示　  人人都是刀斧手，个个都是权谋家。
　  解读历史政治运作与权力之道，记录无数无情的谋略与无比的忍耐。
　  有史以来，唯一一部白话通俗宋史，作者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在生动、有趣地讲
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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