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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梦魇江南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左右的祭天地大典是一个超
现实主义的魔幻表演舞台，在极短的时间内祭台上经历了晴空万里、乌云、大风、火焰、大雨、冰雹
、晴空万里的变化。
云收雨住之后，台上一片寂静。
　　唯一的近距离观赏者宋光宗赵惇表情呆呆的。
当时人们觉得他是被吓呆了，事后才发现他是被吓疯了。
　　关于被吓疯的原因，很多事后总结者都认为是他本身的心理承受力实在太弱。
这是无解的、先天的，比如他的大哥原皇太子赵愭就是被一群不良重考生隔着轿子“吼”死的。
　　因此老天爷的近距离错乱型发作，他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这一点相信赵惇本人也无话可说，只是会觉得委屈。
难道他快五十岁的人是吓大的吗？
人家也是正常长大的爷们儿，打雷下雨收衣服每年都见过。
　　只不过这一次他心里有鬼。
　　祭祀前一晚，他老婆—南宋皇后李凤娘派人来传话，他的贵妃—他最喜欢的女人黄氏突发暴症死
了。
对此他心知肚明，以他对李凤娘的了解，黄氏一定是她虐杀的。
　　之前他随口称赞了一个宫女的手好看，他老婆就能砍下那双手，放在食盒里送给他，让他近距离
欣赏。
这次趁他没法回宫，那死女人还不乘机除掉情敌？
　　天色突变，祭坛崩坏，这一定是获罪于天，上帝怪他娶了个恶女人，降下了灾祸！
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古代的人都会这么想，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赵惇被内侍们扶上车驾，赶回皇宫，直接陷入了重度昏迷。
这时没有谁知道这次惊吓的后果是什么，以至于处理的办法只是找太医、找太上皇等传统套路。
　　　　　　太上皇赵昚、太皇太后谢氏立即赶了过来。
到了之后，二位马上火冒三丈怒不可遏。
他们所看到的是：儿子赵惇脸色灰白，神色惊悸地躺在床上，满嘴胡话，陷入了深深的噩梦里不能自
拔。
　　而床边，却没有皇后李凤娘的影子。
　　这女人哪儿去了，还有比照顾皇上更重要的事吗？
！
口口声声说她是皇上的结发妻子，却在丈夫重度昏迷的时候玩消失！
　　赵昚快气疯了，他实在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千挑万选，给儿子定了这么个老婆⋯⋯不过这是他
老爹赵构越层决定的，他也没法否决啊。
　　怒火中，李凤娘终于出现。
她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下款款而来，面对太上皇的愤怒，这女人表现得非常镇定。
　　问病因。
　　答：皇帝很可能是饮酒过量了。
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赵惇酷爱杯中物，喝起来没日没夜，谁劝也不听，包括他父亲、他爷爷。
　　问为什么消失。
　　答：去找太医，核对病情，好仔细治疗⋯⋯赵昚的怒火瞬间再高涨三尺，这混账女人，居然当面
撒谎，有皇帝病在后宫，皇后去太医院了解病情的吗？
！
　　这是皇帝生病还是农民工生病？
　　赵昚怒斥：“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完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
”说完这句，他觉得内容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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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人会把宗庙社稷放在心上吗？
根本不屑一顾，要威胁就得抓到她的痛处。
赵昚临走前扔下了一句狠话：“万一不愈，诛灭你李家！
”　　赵昚走了，他怒气冲冲地赶回重华宫，想法子治儿子。
在他身后，李凤娘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她当然不是去什么太医院，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善后。
　　虐杀黄贵妃满宫皆知，她得压下去，至少不能在这时被太上皇知道。
不然老头儿真的怒到暴跳，而她丈夫还在昏迷中，没人挡箭，她就真的危险了。
　　这时混过去，大事自然化小。
　　　　　　李凤娘是个悍妇、泼妇、没见识的妇、总能把事情搞到最糟糕的地步的妇，可她处理问
题时还真是不含糊，第一胆子大，第二看得准，几乎生来就是虐待宋朝官方的料子。
　　她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做。
　　她看得准，知道只要熬过一时，最重视礼仪的宋朝绝不会公开处理她。
理由无他，好面子尔，尤其是老公公赵昚，说啥都不会搞出家庭丑闻的。
　　她安静地坐在皇宫深处，让身边的阉货们全体出动，全力打探这几天宋廷上下内外的动静。
处处都得留神，太上皇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臣子们也不可小觑。
　　宋朝的臣子一旦知道了她的所作所为，铁了心犯倔，一定要联名弹劾她，即使不成功，也会搞得
她灰头土脸。
　　阉货们工作认真，很快就有了消息。
朝廷上下还是安静的，因为什么内幕都没泄露出去。
嗯，看来保密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重华宫方面，太上皇的怒火已经四面八方地暴射，受创最重的是宰相留正。
留正，生于公元1129年，现年六十二岁，履历我们不必去关注，正常科考，一步步熬，年过花甲升到
宰执。
要不怎么说政治家的工作有时就像艺术家一样—一定要长寿才成。
　　留正的寿命远远没有到头，六十二岁之后还有大把的岁月等着他。
这时他站在重华宫里面对太上皇的怒火，表现得非常战栗。
　　直到他保证以后一定不惜一切地向皇帝苦谏、强谏，才被放回家。
之后赵昚展开了救儿子的行动，思来想去，也就只有两个办法。
　　他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给儿子祈福消灾；再遍求江南名医，给儿子确诊治病。
除这两点之外，他实在是想不出还能干什么了。
　　李凤娘的心情变得安稳，她知道这一关算是基本上通过了。
通过了⋯⋯她的邪恶本性再次浮现，太上皇那死老头儿吼她、骂她、威胁她，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想修理自己的老公公，还不承担任何后果，办法只有一个—通过她
丈夫。
那些只知道大喊大叫的女人，只会在老公公轰然倒地的同时，她自己也一身腥膻，形象尽毁。
　　李凤娘之前用的招数就很有这个趋势，所以她的声名逐渐狼藉，所要办的事一件不成。
比如她亲生的儿子仍然不是皇太子。
　　此时她却难得聪明了起来。
这女人思前想后，太上皇不是最疼子孙后代吗，那就从这里下手。
赵惇醒过来之后，她一边向天发誓黄贵妃不是她害的，一边哭成了个泪人，向丈夫倾诉：“我劝官家
少饮酒，你就是不听。
现在你病了，寿皇要诛灭我李家，我李家何处不是，招此罪过？
”　　赵惇无动于衷。
　　李凤娘继续： “宰相留正得了圣语，如再过重华宫，必留住官家，不让还宫。
”　　赵惇神色剧变，这让他瞬间想起了最害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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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皇位是不稳的，他儿子的皇位是没指望的，如果到了重华宫，站在太上皇面前，他会被剥夺得一
无所有！
　　这时，还没有人能确定赵惇得了什么病，病到了什么程度。
无论谁，都认为他只是惊吓过度，导致神情恍惚，只需要静静地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正常过来。
　　李凤娘如是想，太上皇赵昚也一样，所以都把他当正常人对待，而整个帝国更是不敢去怀疑皇帝
陛下的神经是不是出了问题。
　　赵惇的行为却与此相反，深深地感动了整个帝国臣民，让每一个人都为之钦佩。
那是在祭典魔幻夜之后的半个月左右，赵惇终于断药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连每年只有三次的大朝
会都没法升殿主持。
　　每年三次大朝会，分别是元日、五月初一、冬至日。
这是国家重典大礼之日，一般来说，皇帝只要有口气，就得出面。
　　可赵惇病骨支离，连迈步登楼都做不到，哪能全副皇帝装地出席主持大典？
没办法，只好取消。
　　　　　　但是在几天之后，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定的每月四次觐见太
上皇的日子到了，赵惇却顽强地站了起来，抱病前往重华宫。
　　那一天，临安城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赵惇的车驾在大雪中艰难前行，从大内向重华宫进发
。
这让全临安的百姓都看到了，他们震惊于皇帝的孝道，集体认为这一届皇帝的孝顺前所未有。
　　太上皇赵昚既心疼又感动，本想多留儿子住几天，不要在风雪严寒中当天返回大内，以免病情反
复。
赵惇却表示得回去，他会每隔七天就来一次，与父亲相见之日很多。
　　赵昚无奈，只好叮嘱病好以前，不必再依例过宫问安了。
　　谁都知道，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心疼儿子的一句随口话。
会当真吗？
会，至少在儿子病好之前。
不会吗？
这怎么也不能成为父子长年不见的凭据吧！
　　事情偏偏直转而下，从这次感动天地感动人民的风雪探爹行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赵昚在重
华宫里望眼欲穿，也没见到儿子一面。
　　其间包括了他的生日那天，他的孝顺儿子都没来向他祝寿。
　　这是自有宋以来从未有过的丑闻，让南宋国内的每一个人都不齿赵惇的忤逆。
孝，乃汉民族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无论谁与之相悖，都会被人所唾弃，哪怕他是皇帝。
　　皇帝呢，却振振有词。
　　这一年里每次应该过宫探望的日子到了，他都会抬出太上皇说的那句话，说：“我的病没好，不
能，也不敢违背父命擅自探望⋯⋯”这样的借口反复使用，在半年左右终于过期，臣民们都不信了，
心里也从最初的感动变成了厌恶。
　　皇帝不在乎，他始终缩在皇宫的深处不露面，面对质疑和鄙视，他的应对之道是把理由升级。
那句话有效期既然过了，就扔掉好了。
下半年他每次应去而不去时，都对外宣称是得到了重华宫的命令，是太上皇命令他不必过宫问安。
　　这是即时性命令，是每次他都准备好了之后，才由重华宫临时传出的。
所以，不是他不孝顺，不看望老爹，而是老爹没兴致，不想见儿子。
　　　　　　看似拙劣的谎言，偏偏无数次之后也没被拆穿。
理由无他，仍然还是那个无解的症结—面子。
赵昚太好面子了，他怎么能主动站出去向全世界拆穿自己儿子不孝的真实面目呢？
　　那样，不仅是他儿子的耻辱，更是他的失败。
　　养不教，父之过。
他这样一个一生追求高大全伟大形象的人，怎么会教养出这样一个混账忤逆不知所谓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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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让金国的女真人都笑话的！
　　于是太上皇赵昚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始料不及更无法理解的现实，用无声
来替儿子圆谎，把这事遮住了。
　　可是外界仍然渐渐地传开了，他的儿子、南宋帝国的第三任皇帝—赵惇的精神出了问题，似乎是
成了精神病啦。
　　这只能怪赵惇的精神病症状比较另类，属于外露型的。
如果他像北宋真宗末年、仁宗某一阶段那样，尽管有各种反常，但深藏不露彻底沉默不语，外人还是
很难下定论的。
可他总是在各个方面勇于表现自己是多么反常。
　　小的事无数，首先成年累月医生围在左右随时待命，时刻拿出救命的架势，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
道皇帝常年垂危。
　　相比医生，侍卫们更悲催。
按说都常年垂危了，就安静地躺着算了，侍卫们也可以轻松些，不必每天早早起床，到宫门外列队等
他。
但赵惇偏不，他不请假，也就是说整个皇宫系统因为他的不请假而必须每天照常运行。
　　于是乎，每天黎明前侍卫们盛装列队全副銮驾等待侍候皇帝上班，而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见影儿。
他们继续等，皇宫里终于传出命令。
　　陛下今天不爽，不上朝了⋯⋯不必长此以往，只需要连续六七次以上，谁都会脱口而出“有病”
吧。
这类事口口相传，在临安、江南大地上肆意传播，皇帝的病态逐渐成了臣民们公开的笑谈。
　　　　　　对此，太上皇赵昚痛心且无奈；李凤娘却无动于衷，她觉得这样非常好。
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了。
　　赵宋帝国已经不能再阻止她了！
　　自赵惇祭坛发病以后，南宋“政事多决于后”。
只是李凤娘的执政水平实在拙劣，几件事之后搞得她自己都兴趣索然。
心烦之后，她重新调整了工作方向。
　　李凤娘开始全心全意地为娘家捞好处。
　　宋制遵循西汉初年刘邦所定的“非刘氏不封王”之制，严格控制外戚的势力。
开国以来，不能说完全杜绝外戚封王，但人次极少，并且基本上是在某外戚年高且病将死未死时才封
，属于提前追赠一类。
李凤娘打破了这一切。
　　李氏“三代封王”，连她的侄子都官拜节度使。
她归谒家庙时，推恩亲属二十六人，授使臣一百七十二人，门客都荫补进官。
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家庙门前不那么恢宏，少了点什么呢？
嗯，岗哨少了点。
李凤娘下令增加防护侍卫。
　　人数比赵氏宗庙的还多！
　　回望皇帝本人，对这些却仿佛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他玩得很开心，主要体现在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上。
　　第一件：宰相、皇帝两不相见多半年。
　　这事儿的起因是一个人的职务调动。
这人叫姜特立，赵惇某天心血来潮，突然间宣布，他特别任命姜特立为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并宣他入
宫，赐钱两千贯当行装费。
　　这里面透出了浓厚的亲近味道。
　　这让宰执大臣们非常不安。
　　姜特立是赵惇太子府时的旧吏，陪着赵惇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一路走来，是他的贴心近人。
大家都知道，精神病态里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安全感，赵惇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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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父亲是随时要废掉他之人；妻子是暴戾强悍随时海扁他，动辄就搞出人命吓唬他
之人；满朝大臣不是太上皇的人就是他妻子的人，总之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姜特立这样的旧人是他所渴望的、急需的。
　　宰执大臣们明白这一点，更看出了这里的猫腻。
上任前进宫赐行装钱，两人一见面肯定就分不开了，皇帝会借坡下驴，把姜特立留在身边任职。
这等同于外戚、宗室干政，必须制止。
　　　　　　上面是公理，私下还有些恩怨。
　　姜特立本就是京官，仗着皇帝宠信公开收贿，是留正把他揭发并赶出去的。
这时要回来，留正当然百倍警惕。
　　据史料记载，留正是第一个确信赵惇精神有问题的大臣，但他不说，并且在大臣们质问时义正词
严地反驳，他恪守臣子之道，绝不会公开对外宣称皇帝有病，或者直接对皇帝本人说“陛下，您疯了
”。
　　所以他很清楚，和皇帝讲道理是没用的，他直接威胁。
　　“陛下，四年前是我把姜特立贬出朝廷的，现在无故召他回京，是对我当年的否定。
既然这样，我请求罢相。
留我还是要他，您一言而决。
”　　赵惇沉默。
　　留正等了好几天，不得要领，觉得很可能是力度不够。
于是他往前迈了一步，说： “某与姜特立，实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
”　　这回威胁生效，赵惇有反应了：“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
”　　留正有些傻眼，皇帝的态度很强硬。
事到如今，只有比皇帝更硬才行。
他从即日起给自己放假，扔下首相位置和全国政务，回家躺着休息。
　　名曰“待罪”。
　　他等待了整整七天，帝国正常运转，皇宫平静如常。
真应了那句老话儿，地球少了谁都转。
留正抑郁，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他搬家，从城里搬到了城外的六和塔，在那儿继续“待罪”。
又等了三天，还是啥反应没有，他无可奈何地提笔写辞职信。
　　按宋朝惯例，到了这步，除非皇帝连续驳回请辞，不然留正罢相是肯定的了。
可赵惇有新招，他既不批准，也不驳回，不管首相大人怎么折腾，就是啥反应也没有。
　　接连被忽视，留正终于无法忍受了。
独角戏是吧，没观众是吧，那我就唱到底！
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把入仕以来历次升迁所有的任命敕令都找了出来，打包送进皇宫里，以示与皇帝
彻底决裂。
　　　　　　这一招无比刚烈，可以说再无丝毫转圜余地。
相信全帝国的人都会喝声彩，首相大人有种。
可惜的是，皇宫里仍然沉默⋯⋯　　这该死的沉默，直接把留正玩死了。
他难道真的愿意为了一个政敌可能存在的升迁而辞职吗？
一辈子熬到了花甲之年才爬上了帝国首相的宝座，这可不是说扔就能扔下的！
　　留正有苦说不出，为了实践诺言，还得从六和塔搬出来，住到更远些的范村僧舍里，做出时刻准
备远行回乡的样子。
　　唉，把自己顶在南墙上的人啊，想下来都难。
怎么办呢？
时间给了留正机会。
他在范村里住着，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看似逍遥实则煎熬地度过了快三个月之后，机会终
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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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四日是赵惇的生日，当时名叫“重明节”，按例百官要由首相带队集体拜寿。
首相，由于皇宫深处一直沉默，留正仍然保有这一职位。
那么他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留正去了，他穿起了久违了一百多天的首相朝服，神态昂然地回到了议事大殿之前。
迎接他的，不只是似笑非笑的百官，还有当头一棒。
皇帝下令，这一次拜寿的首领不再是留正，而是时任右相，也就是副相的葛邲。
　　百官们的表情更加微妙了，首相大人何以自处，是不是应该拂袖而去，甚至自绝于宫门之前？
　　只见留正呆呆地站了很久，之后慢慢地移动脚步，他⋯⋯走进了百官的队列里。
没有自杀，没有离开，他沉稳地站着，非常平静。
　　好一会儿，有人才突然间明白过来。
首相大人站的位置非常讲究，一点都没违反朝廷制度。
那个位置是给少保的，留正除了首相头衔外，还有少保一职。
　　当天留正站在官员队伍里随波逐流给皇帝拜寿。
仪式结束，他仍然出城，去了范村继续住僧舍。
而皇宫深处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理他的决定。
　　首相还是他。
　　时光继续流逝，转眼间又三个月过去。
年底到了，冬至日大朝会上有个新节目，要给太上皇的妻子谢太后上尊号。
这个仪式必须得由首相主持，再用副相，那是对太后的不尊重。
这样，留正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赵惇派人召他回都堂理政。
　　顺便说一句，同时宣布的命令里还有一条：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必持诏入朝陛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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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年之间，宋史事无巨细，全程书写，到这里，时值南宋覆灭，元朝初兴。
祸始于何处？
始于赵匡胤与赵普定的“强杆弱枝、崇文抑武”赵宋国策之时。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唐灭于藩镇，五代武人横行，国人相杀无止无休，政权更迭如同儿戏。
尤其是文人一点地位都没有，哪怕是宰相，都随时有被武将斩杀的可能。
这样怎能治国，何谈发展？
所以赵匡胤、赵普这样做了。
从那时看，他们是对的。
赵宋之繁荣，赵宋之平安，甚至赵宋国之绵长，都是自两汉以来最久的。
可是从长远来看，简直是愚蠢至极，无可救药！
武人亡国，民族血气不衰，国内互斩，终究能产生一代雄主；文人亡国，就如赵宋一般，民族气节丧
尽，再无尚武之风，其他随便哪一个民族，强如蒙、金，次者契丹，更有甚者，连一介区区党项，都
能让堂堂中原狼狈不堪。
终于全境沦丧，全体成了亡国奴。
要说的话，就是这些了。
宋史，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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