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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李梦露

初雪过后，进入腊八时节，传统的年味渐浓。
在济南市五龙潭公园西北角，秦琼祠陆续有游人
到访。

秦琼祠正殿内一尊塑像英姿勃发，散发着
“战神”的魅力。近年来，每逢腊月二十三，在秦琼
祠举行的“门神故里，济南寻福”活动，让更多人
了解到，年画上的秦琼来自齐州历城（今山东济
南）。

秦琼生活过的历城有何风土人情？他的家族
在这里留下什么遗迹？他又缘何成为民俗中广为
流传的“门神”？院中两通石碑静默无语，为后人
凭吊提供了线索。

正史野传话秦琼

在正史中，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对秦
琼均有记载，但字数不多。对于秦琼“济南人”身
份的表述，各方史料并无争议。清乾隆年间的《历
城县志·正续合编》载：“秦琼字叔宝，隋代历城
人，事唐太宗于长春宫，骁勇善战，常为先锋，征
战屡建奇功，经大小二百余阵，以旌战之功封翼
国公，拜左武卫大将军。卒后改封胡国公。”民国
王化东著《济南名胜古迹辑略》载：“秦琼，字叔
宝，历城南山终宫人。”

信史中的秦琼，勇猛英武，壮志凌云，初为隋
将，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帐下任职，后
随裴仁基投奔瓦岗李密，又转投王世充。因见王
世充为人奸诈，就与程咬金等加入李唐，随李世
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其画像挂于表彰大
功臣的凌烟阁，死后封胡国公，陪葬昭陵。

民间传说中的秦琼形象更具传奇色彩。《隋
唐演义》中秦琼瓦岗归义、当锏卖马、取马走金堤
等故事脍炙人口，秦琼义士、良将、忠臣的形象在
百姓中深入人心。

在济南，与秦琼有关的多处遗迹证明他和这
片土地的密切关系。千佛山的拴马槐是比较著名
的遗址，据说秦琼上千佛山寺院给母亲许愿，为
表示孝心，脱去战靴，赤脚上山，曾拴马于树上，
故名“拴马槐”，也叫唐槐。五龙潭公园内南侧的
回马泉也映衬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秦琼在此
遛马，战马腾空，马蹄落地深处出现7到8个半月
型泉眼，故取名为“回马泉”。

带着传说的色彩，秦琼的形象在古老的戏文
中豪气峥嵘。“贾家楼结义”一段佳话有更多和济
南有关的细节可供回味。传说在济南府历城县西
关花店街一带，有一号称“冶铁秦家”的打铁世
家，秦琼出生于此，自幼习得铁匠手艺，后在历城

县衙担任捕快。他性情至孝，为人仗义，广交天下
豪杰。在济南西关贾家楼，秦琼与程咬金、罗士
信、贾润甫等人，结拜为江湖“四十六友”，这些人
后来大多成为唐朝开国元勋。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十六友中来自济南地域
的好汉共有九人。除了秦琼以外，还有开店的贾
润甫、柳周臣，与秦琼一起在衙门当差的金甲、童
环、樊虎、连明、铁魁、任忠，以及罗士信的化身罗
成。

系出怀智里诗书门第

1995年，济南市经七纬六路银行宿舍楼施工
中，一座石室墓葬破土而出。在墓室清理中，考古
人员发现了秦爱墓志铭。从墓志铭得知，秦爱不
是别人，正是唐代开国名将秦琼的父亲。考古研
究者意识到，墓志铭反映出的秦琼家世与正史、
地方志及民间传说有很大出入。

在今天秦琼祠院内的西南角，两通石碑默默
伫立，映衬着青林修竹、朱窗白墙。其中一通石
碑，就是《秦爱墓志铭》复制石碑，不仅具有较高
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秦琼家族历史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

秦琼曾祖父秦孝达、祖父秦方太、父亲秦爱
（字季养），三代人都做过北朝时期的文官。秦爱
墓志铭证实了秦琼出身官宦人家，而非“冶铁世
家”。南北朝时，最高统治者依靠士族支持其统
治，以门第的高低选取各级官员。秦琼家族至少
自父亲前三代均有任官经历可考，当属于士族中
的中等偏上的家族，一代武将原出身诗书门第。

另一通石碑为“唐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秦叔

宝之故宅”碑。乍观此碑，游人难免好奇：秦琼旧
宅位置就在今五龙潭公园所在地吗？山东省图书
馆原馆长任宝祯曾著文《山东好汉秦琼》，考证了
民间流传的“五龙潭是秦琼故居”的说法。

此说最早见于元代著名文学家张养浩的《复
龙祥观施田记》，以“闻故老言”道出此事。清乾隆
年间，著名学者桂馥在五龙潭畔建造潭西精舍，
其《潭西精舍记》明确指出五龙潭是秦琼故居。

但是这一说法明显与后来发现的秦爱墓志
铭不符，铭文记载，秦爱于大业十年终于齐州历
城县怀智里宅。后经证实，清顺治年间，济南的秦
氏后裔整修老宅时，特刻此碑立在大门前。但到
了清嘉庆、道光年间，破败的秦氏子孙分割出卖
故宅，碍于此碑声望没人敢买房，故将石碑移至
五龙潭公园南门附近。现在秦琼祠建成后，便再
度移至祠内。

秦氏子孙移碑原委和墓志铭记载的秦琼家
世，证实了秦琼故宅在经七小纬六路一带，唐时
地名为怀智里。五龙潭是秦琼故居的说法，属民
间讹传和文人附会。

元明门神成鲜活真人

相比于今天年画上的门神形象，秦琼祠内展
示的一张“五代秦琼彩绘石刻”图片，更加吸引人
的目光。这尊彩绘石刻中的秦琼形象，出自河北
曲阳王处直墓内，为汉白玉质贴金彩绘浮雕武士
像。

因朝代接近于唐，这尊彩绘石刻中的武士，
散发着当时人们审美情趣的自信与阳刚。武士体
格强健，身材魁伟，头著耷耳帽，头后有一衔珠凤

鸟，面相威严，臂著覆膊锁子甲，胸背著明光甲，
下著战裙，装有札甲。武士手扶剑，剑把有三叶纹
环手，脚踩卧牛，上著云头战靴，牛衔莲花，花承
剑锋。文物专家认定了这尊彩绘武士“秦琼”身
份。可以想见，后世民间门神画上的形象，由此演
变而来。

门神，从皇家贵族的御用保护神，流传到中
国百姓民间，是民俗中守护宅门的神灵。东汉郑
玄在先秦著作《礼记》中的注释“君释菜，以礼礼
门神”最早出现了“门神”一词。

在汉代之前，人们将桃木用作辟邪之具。汉
代把《山海经》中“性能执鬼”的神荼、郁垒当作门
神，据说这两位神明奉黄帝之命统领群鬼，发现
危害人间的恶鬼就会把它们用苇索绑起来扔去
喂老虎。

元明以后，被民间奉为门神的则是唐代开国
功勋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期间，门神经历了由
亦仙亦鬼过渡到鲜活真人的转变。

秦琼从开国名将，成为门神，得益于通俗文
学的描述，最早见于明刊本元无名氏《三教源流
搜神大全·门神二将军》。

据载，唐太宗由于早年杀人过多，入寝梦有
鬼嚎，睡眠不得安宁，早朝时说与大臣，大将秦
琼、敬德主动请命，穿上甲胄守卫寝宫，太宗果然
就能安然入寝。太宗看二位将军夜守寝宫无法入
眠，于心不忍，就令画工画秦琼、敬德二人之像悬
于宫门旁镇鬼驱邪，后世沿袭，秦琼和尉迟敬德
便永为门神。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
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亦有此故事，又加一段赞
语，“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错甲龙鳞。护心宝镜
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
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
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
从此，传统门神的形象，相对固定在民间广泛传
承。通常秦叔宝为白脸，留五绺须，敬德为红脸，
留连鬓须（若秦为红脸，则尉迟为青脸）。

请门神，保平安。中国传统民俗寄托着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祈祷和愿望。穿越悠久的历
史，秦琼从人到神的转变，体现出民间瑰丽的
想象。今天，走出秦琼祠，正对大门外的影壁
上以浮雕手法刻画了两匹秦琼的坐骑，一匹马
为通俗章回小说中所提到的随秦琼驰骋疆场的
黄骠马，另外一匹马则是《酉阳杂俎》中所记
述的忽雷驳。秦琼丰满的历史形象正如秦琼祠
内吉常宏先生撰写的龙门对楹联，上联“民间
传说为朋友插刀两肋中义薄九天四海皆仰秦叔
宝”，下联“历史记载擒敌酋撄锋二百次血出
数斛三军尽服胡国公”。

■ 民风民俗

请门神，保平安。中国传统民俗寄托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祷和愿望。穿越悠久的历史，秦琼从人到神的转变，体现出出民间瑰丽的想象。

好汉秦琼出历城 英姿千载年画中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王崇印 实习生 田原畅

近日，文化部公布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凭借民间舞蹈阴阳板，邹城
市榜上有名。作为流传在邹城东部山区的一种民
间祭祀求雨舞蹈，阴阳板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融
合着民间音乐、传统舞蹈、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
等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体现着鲁南一带农耕民
族的神灵崇拜、祭祀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特有的艺
术审美。2006年11月，阴阳板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旱时祈雨“打阴阳”

邹城东倚沂蒙山区，西临鲁西平原，南襟徐
淮要冲，北枕泰岱南脉，东高西低的地理环境一
定程度上阻挡了水汽，极易形成旱天。“旧时完全
靠天吃饭，因多旱天，故求雨祭祀活动较多。这是
阴阳板世代传承的客观因素。”邹城市文化馆馆
长刘向宏说，古代阴阳板主要用于求雨祭祀，包
括请神、祈雨、颂经、送神、夸官等内容。每逢天
旱，民众便自发组织阴阳板表演，以祈求天降甘
霖。

关于阴阳板的得来，在邹城流传着这样一个
故事：古时候有一年，天下大旱，人畜无饮。恰逢
八仙巡游到此，看到民不聊生，顿生怜念。曹国舅
命人在山上搭起神棚，将一棵柳树劈开，让两个
青年人各持一半，赤足裸胸来回对击，又吩咐众
百姓手举柳条朝天挥舞。顿时，风起云涌电闪雷
鸣，大雨倾盆，须臾之间，河满井溢，地润物丰。人
们欢呼跳跃，共庆喜雨。因曹国舅手中有两块神
通广大的木板，一阴一阳，专门用来调节世间“阴
阳”，为民造福。人们为了感谢神仙，消灾免祸，驱
恶辟邪，便手舞足蹈地练成此舞，起名“阴阳板”
舞。

美丽的民间传说，大凡是广大民众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
感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个传说起源于何年何月很
难考证，但据资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了“打
阴阳”的习俗，到清代康熙年间，阴阳板达到兴盛
并相传至今。

50岁的王长军是阴阳板的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他自1978年就开始学习阴阳板表演技巧，并
逐渐成为阴阳板团队的中坚力量。王长军告诉记
者，古时候，邹城流传着“十二个男、十二个女、十
二个寡妇来求雨”的俗语。那时，只有在天旱无雨
时才表演阴阳板，所以历史沿革较慢。又因世代
表演阴阳板的宋家订下了“技艺不外传”且单传
的规矩，一直为宋家的历代传人所沿袭，传播分
布面很窄。

到了解放初期，末代艺人宋景东曾在歌颂解
放和喜庆节日里组织表演过小型活动，并根据阴
阳板的发展和状况，对该舞蹈进行改革，不光求
雨时跳，每逢丰收和喜庆节日也作为一种娱乐活
动进行表演，并对阴阳板舞蹈进行了大胆革新。

“革新的重点，就是剔除了阴阳板中不合时宜的
迷信部分，使之每遇丰收和喜庆吉日均可走街串
巷表演。直到这个时候，流传区域扩大了，阴阳板
才在老百姓中扎下了根。”王长军介绍，宋景东正
是自己的师祖，是老师的老师。

刚柔相济阴阳和

所谓“阴阳板”，其实是一长一短两块柳木
板。长板为阴，长约50厘米；短板为阳，约30厘米。
两板各宽10厘米，板头配有铜铃，板尾钻孔，两板
相连。表演时，演员双手持一长一短木板打击和
搓击，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谓之“阴阳声”。

王长军介绍，阴阳板表演人数不限，但要求
男女各半。男子赤胸，身披“八卦带”，下着灯笼
裤，黑布鞋。女子扎头巾，大襟褂，彩裤配黑围裙，
绣鞋。“作出这一规定一方面迎合了传说中曹国
舅阴阳板‘调和天地阴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
遵循了中国古典舞阴阳相称的法则。”中国古典
舞讲究刚柔并济，演员肢体动作和表演皆要“对
立统一”，“欲左先右”“欲高先低”“逢上必下”“逢
开必合”，使得动作更具流动之美，在“刚柔”、“虚
实”“开合”之中互相转化，浑然一体。

阴阳板舞蹈，既体现出男性的阳刚之美，又
体现出女性的阴柔之美，男演员的“跳转步”在空
中旋转360度，“后退步”脚贴地面向后滑行，彰显
着男性的力量；而女演员“三步一踮”、“蹦蹦步”
等动作，轻盈活泼，体现出女性的柔美俏皮。舞蹈
中还设有“阴阳追逐”，舞者排列成圆形的“降祥
云”阵型击板，一名女舞者击板出列，绕阵慢跑，
这时一名男舞者随即跟出，在女舞者后面作追逐
状，时而蹲着跳步追逐，时而连翻筋斗，更是体现
出中国古典舞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之美。

阴阳板舞蹈有其固定的表演格局。表演中，
队伍最前面用旗锣伞扇开道，后面紧跟着阴阳板
表演队伍，再往后是八抬神轿，轿夫光着头、裸着
胸、赤着足。神轿后面是抬贡品的队伍和欢奏乐
队，最后面的是一手持香，一手举柳枝挥舞的祭
祀队伍。

“阴阳板表演队伍是其中最有看头的，且处
处体现着阴阳相合的主题。”王长军告诉记者，阴
阳板表演主要分为“行进”和“场子”两种。“行进”
是在请、送神的路上进行的表演内容，主要是跑
出各种阵形，主要阵形有“四过街”“二龙盘柱”

“登天梯”等。“场子”表演是在神棚前的开阔场地
上进行的，男女表演者击打阴阳板，与此同时加

入各种杂耍动作和男女逗情动作表演，增加情节
性，调节气氛。“场子”的基本动作有：“保佑步”

“观天步”“跳转步”“三步一踮”“追逐步”等。男女
对舞的动作有：“惊天动地”“阴阳嬉戏”“飞龙戏
水”“阴阳对脚”“连襟”“阴阳合”“驱邪恶”等。“这
些动作粗犷奔放而又朴实简洁，配合男女类似短
打的利落服饰，体现出山东人朴素、勤劳、豪爽的
性格特点。”

民间艺术走回民间

阴阳板舞蹈记录了鲁南地域丰富的历史文
化信息，是邹城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表演中有
多种宗教元素，如佛教的如来、道教的关羽，这些
源自不同宗教传说中的人物被不加区分地糅杂
在祭祀求雨之中，体现出当地人民自古以来信仰
多元化、崇敬多神的信仰特点。

图腾的频繁出现也是阴阳板的一大特点。阴
阳板的阵型中多处有“龙”的出现，如“飞龙戏水”

“二龙盘柱”等。另外，道具中有一棵大柳树、阴阳
板的材质也是柳木，因古时柳树被当地人民视为
驱邪之物，服饰上的八卦图案都是古时候鲁南人
民所信仰、崇拜的图腾。

“阴阳板舞蹈鲜明的宗教色彩、简洁的表演
装束、独特的演出道具、豪放的民间鼓乐，处处呈
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体现着远古先民们朴
素虔诚的信仰、豪放朴实的性格和对幸福生活的
孜孜追求，表达着人们对和谐安康生活的渴望与
追求，同时也阐释了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思想
理念。”刘向宏说。

如今，阴阳板已经融入邹城人民的生活，成

为节日庆典和强身健体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娱
乐形式。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阴阳板舞蹈的发
展却曾经陷入低谷，社会环境的制约、老艺人年
迈或相继去世，致使“阴阳板”走向沉寂，并随时
有湮灭的危险。

王长军告诉记者，在危机时刻，邹城市文
化部门1983年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先是
掌握了该舞蹈表演的相关技艺，初步整理了一
作资料，对舞蹈的大致场面和部分动作进行排
演和录像，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受到专家
学者的重视，阴阳板经专家学者的整理保护，
被载入多部专著中。1992年，邹城市文化部门
组织人员编绘刊印了《民间祭祀舞蹈阴阳板》
一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这一传统民间舞蹈。

近年来，一度默默无闻的阴阳板得到了更为
广泛的认可。2010年9月，8分钟的舞蹈表演阴阳板
出现在“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阴阳板作为传统
的祭祀舞蹈，经过挖掘整理，走进了大雅之堂，成
为开幕式的亮点。2013年，“阴阳板”参加“十艺
节”，斩获“群星奖优秀演出奖”，接着又在第三届
中国秧歌节中捧回“优秀表演奖”奖杯。2014
年山东省运动会前夕，济宁市实施全民跳阴阳
板舞的举措，阴阳板走进了大大小小的社区和
舞台——— 板声阵阵打出人们对新生活的赞美，
脚步声声踏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

对于阴阳板的前景和日后的发展，王长军整
理出一些思路：“下一步想着还不能光吃老本，还
得进一步宣传推介，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向全民
健身舞蹈发展，让民间艺术走回民间。还要编排
更有艺术价值的新版本舞蹈，当然，前提是保留
好阴阳板最核心的艺术价值。”

■ 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代，阴阳板主要用于求雨祭祀，包括请神、祈雨、颂经、送神、夸官等内容。据资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了“打打阴阳”的习俗，

到清代康熙年间，阴阳板达到兴盛并相传至今———

阴阳板响 雨至福临
□ 陈巨慧 田原畅 整理

水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
能解决温饱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风调雨顺
的基础上，所以，中华民族“水崇拜”情结十分浓
烈，而雨就是水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的知识和经验
都极为有限，先民们在自然界面前往往表现得
软弱无力，只好将希望寄托在“神明护佑”上，所
以由水崇拜衍生出来的“祈雨”现象作为其中的
重要方面，一直在中国神秘文化中占有相当突
出的地位。

祈雨，又叫求雨，是围绕着农业生产、祈禳
丰收的巫术活动。同其他巫术一样，祈雨巫术曾
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中。从日
本的原始部落到北美印第安人，从澳洲的土著
到俄罗斯的先民，都有过专门的祈雨法师来控
制雨水的降落。即使到了近代，一些已进入现代
社会的民族中，这种巫术活动仍然存在。

在古人的意识中，天神（又称天帝、上帝）是
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也要管，因
此，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神祈求。龙神是古人想
象中能够飞天入地的神物，并一直被当作掌管雨
水的水神进行崇拜和祭祀。早在3000多年前，关于
祀龙祈雨的情况就有明确记载。春秋时，人们已
经普遍把龙当作司雨之神进行崇拜，并定期举行
祀龙祈雨的仪式，以后又广建龙神庙（或称龙王
庙）加以供奉祭祀。雨师即主管雨水的神，是人神
化较早的气象水神。古人视其为掌管雨水的大
神，需要雨水时就向他祈求，传说中的雨神有屏
翳、毕星、赤松子、玄冥、陈天君。与雨神相关的还
有对风及风神、云及云神、雷及雷神、虹及虹神、
闪电及闪电神的崇拜，因它们与降雨都有一定的
关系，故受到先民的崇拜。此外，关公、麻姑等神
灵也被一些地方的人们视为祈雨的偶像，河北

《南皮县志》载：“遇天旱之时，农民有求雨之举。请
关帝或龙王像，设坛三日，舁像铙鼓游行……”山
西《榆次县志》载：“凡遇旱请神，两村互为迎送，谓
之‘神亲’。或迎龙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卫公，或
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
请，谓之‘请后神’。”在对诸雨神的崇拜中，影响最
大的当属主宰天地间一切水府的龙神。龙作为司
水特别是司雨之神一度登堂入室，成为官方和民
间共同祭祀的司水大神。

在我国，早在殷商年代，祈雨活动就已风行。
西周时，祈雨的礼仪日臻完备，国家设有专司祈
雨的巫师。周代将雩祭定为雩礼，作为例行的祭
典。汉代，“雩礼”在国家祭祀礼制中得到了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东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
教的建立和发展，两教均以各自的宗教形式积极
介入祈雨活动，而朝廷所采用的仍为传统的祈雨
方式。唐代随着绘画艺术的长足发展，在沿用前
代设土龙祈雨方式的同时，又出现了画龙祈雨
法。宋代百姓自己想象创造的掌管河泽云雨之
神———“龙王”得到朝廷的认可，每遇较大的旱
灾，朝廷便派遣官吏到各大寺庙祈拜“龙王”降
雨。直到清代，雩礼仍在举行，官方祈雨一般只采
取祭祀形式，另有一些祈雨巫术流行于民间。

·相关链接·

古时祈雨

□ 李梦露 卞文超 整理

尉迟敬德，生于北周静帝大定五年，卒于唐
高宗显庆三年，名恭，字以行，唐初著名大将。他
戎马一生，出生入死，为唐代前期的强大立下了
汗马之劳。

隋朝末年，时局动荡。年轻的尉迟敬德无以
为生，于是在高阳应募入伍。之后，马邑鹰扬府
校尉刘武周反隋，尉迟敬德投奔其部下，被授为
偏将，与宋金刚率兵攻河东，大获全胜，锋不可
挡，一路南下。唐高祖诏右仆射裴寂与齐王李元
吉阻击尉迟敬德，唐军却依旧步步溃退。

武德二年，秦王李世民亲自督军进讨。尉迟
敬德奉刘武周之命，与宋金刚共抗唐军，于是与
李世民大战于美良川。李世民攻战不胜，便采取
疲劳战术，守城不战，又釜底抽薪，截断尉迟敬
德的粮草，终于胜利。宋金刚遁走，尉迟敬德与
部将等则被劝降归唐。

尉迟敬德归唐后，李世民命他为右一府统
军，东进讨伐王世充。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唯恐尉
迟敬德叛变，多次密言李世民，但均无果。邙山
之战中，尉迟敬德把单雄信打下战马，保护李世
民突出重围，并杀敌千余，俘虏将首。李世民深
受感动，亲对尉迟敬德说：众人都说公必叛，我
独相保，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报答。

尉迟敬德以善在交战中避矟和夺矟出名。齐
王李元吉以善马矟自负，看不起尉迟敬德，遂请尉
迟敬德去掉锋刃，与之决一胜负。尉迟敬德请不除
刃，李元吉左右刺杀，终不能中。李世民乃命其夺元
吉马矟。李元吉操矟跃马，专心投刺，尉迟敬德很快
就把矟夺到手中。李元吉表面对笑，内心耻恨。

武德年间，李世民带尉迟敬德屡立战功，声
望提高，太子李建成感到威胁渐显，便与齐王李
元吉结成私党，更赠重金收买尉迟敬德，却被婉
言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李元吉遣刺客来
害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不以为意，开门安睡，刺
客畏其勇猛力大，不敢入内。李建成与李元吉又
对他加以诬陷，促使李渊下令斩杀，在李世民的
固争下方才得免。

由此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日益表面化。尉
迟敬德以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极力主张先下
手为强，于是与侯君集等人多次恳请劝说，促使
李世民由被动转为主动。当时，房玄龄、杜如晦
等人对双方斗争持观望态度，谢绝李世民的召
请。李世民气愤不已，解佩刀授尉迟敬德，再去
召请，不从就斩首相见。尉迟敬德遂劝谕房玄龄
等人归心李世民，共行大计。

玄武门喋血，太子李建成被斩，李世民战马受
伤，尉迟敬德率骑奔驰而来，射中想跃马遁逃的李
元吉。当时，两军相峙于玄武门，战杀不止，尉迟敬
德手持李建成和李元吉首示众，暂息混乱，然后禀
报唐高祖，请赐手诏让李世民指挥诸军，终于平定
事变。事后论功，尉迟敬德第一，官至右武侯大将
军。李世民即位后，欲尽诛灭李建成与李元吉的
随从亲信百余家。尉迟敬德认为非取安之道，
不可行。由是将众人免罪，全部放还。

·相关链接·

“门神”另一原型尉迟敬德

济南市五龙潭公园内的秦琼祠为唐代建筑风格 卞文超 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阴阳板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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