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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姜凌云

茌平县振兴街道前曹村内，有一处“马周
文化广场”。广场正北的办公楼一层，有一个
“马周文化展览馆”。马周是唐代贞观年间的
名臣，曾多次就朝政得失上疏皇帝，极力劝谏
太宗恢复贞观初年虚怀若谷、体恤百姓的作
风。

前曹村党支部书记、马氏后人马立岭告诉
记者：“前曹村就是马周的故乡，我们建设文
化广场、展览馆，也是为了纪念马周一心为
国、心系百姓的精神，为我们当下的为民服务
提供借鉴和参考。”

决意西游京师长安
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马周出生

在博平县（今属茌平县）。与许多出身寒门的
名人一样，马周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其父亲
早丧，母亲又接着亡故，家境非常贫寒。但史
书记载他虽孤贫却尤为好学，特别擅长讲说
《诗经》和《春秋》。“儒家学说对马周的政
治观点影响极深，马周后来针对唐太宗的一系
列改正举措，都有儒家思想的印记。”前曹村
委副主任张成军说。

马周一边好学不倦，一边游侠嬉戏，养成
了豪迈又落拓的复杂性格。因为行为怪异不
群，马周一直得不到州里官员的尊重。一直到
唐高祖武德年间，马周终于得到新任博州刺史
达奚恕的认可。达奚恕补用马周为博州州学助
教，协助经学博士向学员传授知识。但马周觉
得以自己的才华担任助教实属大材小用，因而
情绪低沉郁闷，每日只是一味豪饮味浓的醇
酒。因心中有块垒、腹中有浓酒，马周时常醉
得不省人事，屡屡耽误州学的讲授事宜。达奚
恕在数次提醒后，忍不住恼怒他无所事事、不
思进取，曾当面责备训斥马周。

达奚恕恨铁不成钢，但马周也是年轻气
盛。他虽不占理，脾气却非常刚烈，当即拂袖
辞去助教职务。回到家中的马周更加闲散洒
脱，索性就在曹州、汴州一带游荡。漫游生活
既有新鲜趣闻，也有烦心不快。马周到达浚仪
（今河南开封）时，和县令崔贤发生了激烈冲
突。冲突的具体原因史书中没有记载，想来多
半也是和马周落拓不羁的性格有关。

这次冲突对马周的刺激，远比博州刺史达
奚恕的斥责更加强烈。也许崔贤羞辱马周一事
无成，恰好戳中了他内心的隐痛。马周一气之
下，决意西游京师长安，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给
崔贤看看。

在水路交通都不发达的初唐，要跋涉到千
里之外的长安，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不
仅需要十足的勇气，还要有足够的钱财。

马周为西去盘缠一筹莫展。幸运的是，富
户赵仁本前来雪中送炭。因为觉得马周日后会
有所成就，他慷慨解囊资助他西游。

马周靠着这笔资金，徒步西行到了新丰
（今陕西临潼东），并入住了一家旅馆。店老
板“先敬罗衣后敬人”，只侍候衣着光鲜的商
贩，对一身布衣的马周始终不屑一顾。马周的
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随即做出令其他人大吃
一惊的举动：他一下子点了一斗八升的酒（约
为现在的3600毫升）。马周点了这么多的酒，
却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悠然独酌。店主人不
禁对这个酒量极好、行为怪异的客人有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

马周成功地让自己成为附近的话题人物。
他不久即动身离开新丰，却留下诸多人们津津
乐道的趣闻。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马周终
于抵达长安。此时他已经花光了赵仁本的馈
赠，身无分文，几乎与乞丐没什么区别。投靠
达官贵人成了他剩下的唯一选择。

马周闻听朝廷中郎将常何非常好客，又勤
于施舍，前去投靠寄食的成功率比较高。他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前往，没想到常何果然热情接
纳，马周顺势在他家做了一名门客。

其实马周选择常何，除了对方喜养门客
外，也看中了常何锦绣的政治前途。常何是一
名深得唐太宗信赖的武将。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秦王李世民在京师玄武门发动政变，袭
杀上朝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当时朝廷
负责守护玄武门的大将正是常何。关键时刻，
他倒向李世民一方，率人将大门紧闭，成功阻
止李建成、李元吉手下前往救援，间接促使李
世民政变能够成功。

成为常何的门客，是马周人生道路的一大
转折点。“正因为有常何这层关系，马周才能
以才名知晓于唐太宗，进而活跃在贞观时期的
政治舞台上。”马立岭说。

一次捉刀改变命运
常何府中的日子平静而无趣。马周利用这

段时间详细了解朝政动态，增长自己的本领见
闻。

等到来长安的第二年，马周的机会终于来
了。

贞观五年六月，天下久旱无雨，田中禾苗
焦枯。这在信奉“天人合一”理念的古代，等
于是上天对人间统治者的灾异预警，敦促他改
正当政中的弊病。为了消弭旱灾、平息民怨，
唐太宗下诏要求朝中文武百官，只要官居五品
以上，都要建言献策、直言朝政得失。

对腹有诗书的文臣来说，写出洋洋洒洒数
千言并非难事。但对常何这样出身行伍、不通
文墨的武将，写奏疏的笔好似有千斤重。当他
急得抓耳挠腮之时，马周主动提出帮他捉刀代
笔。马周很快就替常何撰写了有涉时弊的“便
宜二十余事”。“这是马周对当时朝政积弊的
一些思考，说明他虽是一名地位低贱的食客，
却对朝政特别关心。”张成军说。

常何向朝廷呈奏了马周撰写的奏疏。太宗
阅后着实大吃一惊，常何所奏二十余事，皆非

常契合太宗心中所虑。太宗实在没想到，武将
出身的常何竟然能对朝政得失有如此精深的领
悟。他好奇地询问常何有关奏疏一事，常何也
爽直地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
也。”他还不忘举荐褒奖马周：“每与臣言，
未尝不以忠孝为意。”

精彩的文章、功臣的举荐，激起了太宗的
好奇心。他立刻派人到常何府中，宣召马周入
宫奏对。因为使者没有立刻回来，太宗竟一连
派出四拨使者，足见他的思贤若渴。

马周来了，和太宗一番长谈。太宗确认马
周确实是位难得的人才。他当即命吏部安排马
周在门下省任职。太宗心想，让马周通过在门
下省当一名普通官吏，考察他的实际办事才
能。“太宗想知道，马周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腐
儒，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大才。”马立岭说。

马周在门下省任职果然成效突出。次年，
马周就升任监察御史，“奉使称旨”。太宗还
以常何举荐人才有功，“赐帛三百匹”。

担任监察御史不久，马周就开始上疏唐太
宗，并直陈非常敏感的“太上皇”问题。

大胆上疏暖化皇帝父子关系
贞观时代，太上皇李渊的处境，以及由此

带来的皇家内部关系，都是令朝臣颇为关注却
忌讳的话题。

自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他和唐高祖
李渊的关系就非常紧张。不久，李渊就被迫将
皇位内禅给已经掌握皇宫大权的李世民。

李渊成为太上皇后，居住在矮小破旧的宫
殿内，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和儿子李世民也许
久不见一面。皇帝父子之间的隔阂，对宣传以
“孝”治天下的朝廷，无疑是个莫大的尴尬和
讽刺。

擅自介入皇家内部事，并非一个明智的选
择。马周的首篇重要奏疏，却并不回避这个既
明显又隐晦的问题。但他心思缜密，擅长机
辩，知道如何委婉地劝谏帝王，以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马周以自己不幸的身世为切入点，
以自己的经历唤起帝王的共鸣。他充满真情地
说：“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
小人，窃希大道，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
迹。”接着，马周开始回顾自己的童年，“臣
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
来事可为者，唯忠义而已”。由于父母早丧，
自己没有办法去尽孝道，只能将精力全部尽忠
皇上，以图报效国家。马周还强调，正是因为
这个强烈的心愿，才催促他徒步两千里来到长
安。

马周以自身经历阐明了“忠孝一体”的理
念。他接着话锋一转，认为自己既然受到陛下
如此礼遇，就要不避责难地提出朝政积弊，以
供皇帝择纳。

马周所提首条建议就是请求改善太上皇的
居住条件，缓解太上皇与皇帝的紧张关系。马
周说：“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可
太上皇所居的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制卑小，
且在城外。作为对比，东宫皇太子之宅在城
中，且宫殿华丽。马周委婉提出，虽然太上皇
有志于提倡朴素清俭，陛下也难违太上皇的心
愿。但如果有蕃夷使者来京师朝见并四方观
所，会惊诧于太上皇所居竟然不如皇太子东
宫，有悖于朝廷礼仪制度。马周希望大安宫能
“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
孝昭乎天下矣”。

马周又说，看到陛下的诏令，将要游幸九
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县）。太上皇如今春秋已
高，陛下应该朝夕侍奉，早晚问安。可这次所
游幸的九成宫离长安有三百余里远，如果太上
皇思念陛下，“陛下将何以赴之”？而且陛下
此次游幸是为避暑，然而太上皇却被留在炎热
的住房里。马周表示自己想到古人冬天让父母
温暖、夏天让父母凉爽的做法，就私底下为皇
帝感到不安。马周希望“今敕书既出，行计已
成，愿示速返之期，以解众惑”。

马周渴望通过缓和皇帝父子的关系，来帮
助太宗树立“大孝”的形象。但太宗毕竟和太
上皇隔阂较深，瞬间冰释前嫌几无可能。但太
宗记住了马周的建议，主动尝试暖化与父亲的

关系。
太宗增加了去大安宫拜见太上皇的频率，

并在此摆下了家宴。宴席之上，长孙皇后和众
多皇子皇孙都向太上皇祝酒，让高祖重温难得
的亲情。

在这篇奏疏中，马周还重点谈论了“封建
诸侯”的得失。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模仿古制实
行封建，认为如果功臣子孙能够世袭地方职
位，那么“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
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在马周的心目中，如果
太宗想让功臣“安存之，富贵之”，应该效仿
东汉光武帝“不任功臣以吏事，使得奉大恩，
而子孙终其福禄也”。史载“太宗并嘉纳其
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马周又说：“臣又闻致化之道，在于求贤
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他特别注
重寻求德才兼备的人才，审慎地任用官吏。

当时正值太宗贞观初期，百废待兴，国家
急需人才。马周提倡尊崇儒家忠孝、求贤思
想，可谓切中时弊，针对性极强。唐太宗几乎
采纳了马周的全部建议，并升迁他为侍御史，
加朝散大夫。

明代文学家许穀高度评价马周的这篇奏
疏，认为“忠尽累疏……莫非陈善闭邪、犯颜
触忌之语”。

劝谏太宗“国之兴亡在百姓苦乐”

贞观十一年，太宗即位十年有余，皇位已
经稳固许多。此时的太宗开始有些飘飘然，没
有了即位初期锐意进取的壮志。马周有感“创
业易，守业难”，再一次上疏，谈论更为深远
的朝政问题——— 一个朝代如何才能长久维持。

马周表示自己历观夏商周汉“传祚相继，
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他认为其
中的关键是“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即使有
了昏碌的君主，也能靠着贤臣辅佐幸免于亡
国。马周又指出，自从曹魏、西晋以来，一直
到北周、隋朝，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
二三十年就灭亡了。其中的缘由也是“创业之
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
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
矣”。马周认为，一个朝代在创业之初是否施
行仁政，关系着朝廷的命运兴衰。

而唐太宗这一代，恰好是初唐创业之时，
能给百姓留下多少福泽，直接关系着大唐江山
的命数。

马周认为要使大唐能够长治久安，必须注
意“恩结于人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今
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更应该
广施恩义，“对自己节约朴素，对百姓施恩布
德”，使子孙有延续王朝的根基。对此，马周
提出了“立即更改现行政策，减轻百姓负担”
的建议。

马周回忆贞观初期，太宗尚能从隋朝灭亡
中汲取教训，注意与民休息，推行轻徭薄赋政
策。但等到天下安定，骄奢淫逸之心渐起，役
使百姓的程度日益加深。马周指出：“今百姓
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徭役相
望，兄去弟还，首尾不绝，往来远者五六千
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马周说：“臣每
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
养之。”一语道破了贞观时代的真实状况，绝
非完全是后世赞誉的清平世界。他还列举西汉
初期数代帝王勤俭创业的史实来规劝太宗，
“汉文帝、景帝节俭，所以百姓安乐，到武帝
虽穷奢极侈，幸承文、景的遗德，人心才没有
骚动”。马周还假设如果汉高祖之后即有奢靡
之武帝，汉家天下必不能长久安定。他还提醒
太宗“前代成败，目所亲见”。

马周指出，探讨古往今来的史实发现，只
要百姓因怨恨而反叛，国家没有不很快灭亡
的。国君此时即使想改过悔罪，也没有能重新
获得安定的。所以马周认为，如果要安定民
心，就要在可以安定的时候安定；如果等到变
乱发生，再想安定也来不及了。正因为如此，
国君看待前一个朝代灭亡，都知道灭亡的缘故
是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因此
商纣王嘲讽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嘲讽商纣王的
败亡。在隋炀帝初年，皇帝也耻笑过北周的灭

亡。
之后马周笔锋一转，开始剖析贞观前后朝

廷政风的变化。贞观之初，全国上下厉行节
俭，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但天下平安，百姓
知道朝廷爱惜他们。然而自贞观六年之后，天
下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石粟，但百姓却
认为朝廷不关心他们，怨愤极大。如今朝廷所
兴建的各种大型工程，许多都是用于官员享乐
之用，与百姓关系不大，却要役使百姓。他劝
谏唐太宗“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
（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

马周希望唐太宗能像贞观之初那样，励精
图治，减轻百姓负担，则天下百姓幸甚。

唐太宗闻奏，“称善久之”，全部施行马
周的建议。不久，太宗擢升马周为给事中，转
中书舍人。

太宗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在长安任职期间，不仅能够谈论国家
大事，也擅长处理具体事务。初唐时期为了维
持治安，京师实行宵禁政策，对居民夜晚出行
严加盘查。当时朝廷派出专人于晨暮之时“传
呼以警众”。但此政策实行的效果并不好，不
仅浪费人力物力，效果也不明显。马周建议
“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
之”。

马周屡立功劳，太宗曾夸奖说，他于马
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也
对人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
推古今，举要删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
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贞观十五年，马周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
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两年后，晋王
李治被立为皇太子，马周拜任中书侍郎，兼太
子左庶子。马周与褚遂良等人轮换去东宫，辅
导太子李治。

次年，马周迁为中书令，成为朝廷的宰
相，同时兼任太子左庶子。史称“（马）周既
职兼两宫，处事精密，甚获当时之誉”。太宗
曾赐马周飞白书（草篆）曰：“鸾凤凌云，必
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

马周患有消渴病（症状似糖尿病），病情
一直不见好转。太宗为了马周的病情，曾寻找
环境好的地点，为马周起宅。太宗还不断寻找
名医替马周诊治，而且“每令尚食以膳供之，
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疾”。但在古代
医疗条件下，马周所患之病乃不治之症。

临终前，马周索取自己曾呈递的奏疏，亲
手将其焚烧，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
身后名，吾弗为也。”

贞观二十二年，马周病卒，终年四十八。
太宗为之举哀，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
即位后，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
中，配享高宗庙庭。

马周短暂的一生结束了，但他充满奇异的
经历却给后世文人骚客留下取之不尽的诗歌题
材。白居易在《新丰路逢故人》中安慰故人怀
才不遇，即以马周相比拟：“惆怅新丰店，何
人识马周。”诗人李贺在《致酒行》中咏叹：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马周》中
道：“马周未遇虬须公，布衣落魄来新丰。”
南宋豪放派词人刘克庄在《贺新郎·跋唐伯玉奏
稿》中以马周赞誉友人：“似当年、文皇亲
擢，马周徒步。”

■ 政德镜鉴┩おごた

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有他一份不容忽视的功劳。面对唐太宗日渐骄奢的心态，他上疏力陈“国之兴亡，

不由积畜（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一记有力的棒喝，敲醒了昏昏欲睡的唐太宗。

马周：国之兴亡在百姓苦乐

□ 本报记者 鲍 青

初唐宰相马周，因为凭借一次捉刀代笔经
历，幸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日后平步青云晋
升宰相。其离奇的人生经历，尤为后人津津乐
道，成为文人墨客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而到
了晚明时期，随着世俗文学的兴盛，文学家冯
梦龙择取正史记载、稗官野史、民间传说，将
马周的故事再度丰满细化，创作出了《穷马周
遭际卖餸媪》，并将其收入他的《喻世明言》
中。

冯梦龙选取了正史中马周宿新丰、为常何
捉刀代笔等记载，但将其故事化，同时还创作
了马周的一段姻缘佳话，使马周的故事更有可
读性。

据冯梦龙记载，马周居住在新丰旅店时，
确实曾受到店主人的冷遇。马周心中愤然，吩
咐店主人道：“俺一路行来，没有洗脚，且讨
些干净热水用用。”店主人道：“锅子不方
便，要热水再等些片刻。”马周道：“既如
此，先取酒来。”马周一下子让店主人暖了五
斗酒（约10公斤重）。他将这些热酒放在桌
上，摆一只大瓷瓯，几碗肉菜。马周举瓯独
酌，旁若无人。

马周约莫吃了三斗有余（此时已经喝了6公
斤）后，讨个洗脚盆来。他把剩下的热酒，都
倒在盆里面。马周脱掉双靴，伸脚下去就洗。
众客无不惊怪。后来大臣岑文本画有《马周濯
足图》，后有烟波钓叟题赞于上，赞曰：“世
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踄陆。处

下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酬
之以酒，慰尔仆仆。令尔忘忧，胜吾厌腹。”

马周豪饮一事正史确有记载，但用热酒洗
脚，应是民间传说或冯梦龙杜撰，目的是为了
增加故事矛盾冲突和可读性。

次日，马周以所穿狐裘给店家当作酒钱。
店家因觉得他是非常之人，所以推辞不受。马
周索笔题诗壁上，诗云：“古人感一饭，千金
弃如屣。匕箸安足酬？所重在知己。我饮新丰
酒，狐裘不用抵。贤哉主人翁，意气倾闾
里！”

店家更加折服于马周的豁达气度，主动提
出可帮助介绍他到长安投奔住处。店家自称有
个外甥女，嫁在彼处万寿街卖餸饼的赵三郎
家。店家不仅帮马周写了一封介绍信，还赠送

白银一两，权助路资。
在正史记载中，马周到了长安后，投奔到

中郎将常何门下作食客。但在《喻世明言》
中，在成为常何门客之前，马周还有一段佳缘
奇遇。

店家的外甥女此时正在守寡，又听得相士
袁天罡所言自己将成为一品夫人。当晚她做了
一个怪梦：一匹白马入梦而来，后飞升而去。
正在她纳闷疑虑之际，马周带着店家的书信前
来投奔。

马周姓马且身穿白衣，这位姓王的女子心
中大疑，就留他在店中作寓。一日三餐，殷勤
供给。而马周也恰似理所当然一般，绝无谦逊
之意；这里王媪（即王姓女子）也始终不怠。

后来，京城浪荡子弟传出风言风语。王媪

便对马周道：“贱妾本欲相留，奈孀妇之家，
人言不雅。先生前程远大，宜择高枝栖止，以
图上进；若埋没大才于此，枉自可惜。”马周
道：“小生情愿为人馆宾，但无路可投耳。”

冯梦龙记载，正当马周踌躇不决之时，常
何的家仆刚好来这里买饼。王媪想着常何是个武
臣，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帮。她向常何家仆举荐马
周：“有个薄亲马秀才，饱学之士，在此觅一馆舍，
未知你老爷用得着否？”家仆答应道：“甚好。”

原来那时正值天旱，太宗诏五品以上官员，
都要悉心竭虑，直言得失，以凭采用。按照常何官
职，也该具奏，正欲访求饱学之士，请他代笔，恰
好王媪说起马秀才。家仆禀知常何，常何大喜，即
刻遣人备马来迎。马周别了王媪，来到常中郎家
里。常何见马周一表人才，好生钦敬。当日置酒相
待，打扫书馆，留马周歇宿。

次日，常何取白金二十两，彩绢十端，亲
送到馆中，权为贽礼。就将圣旨求言一事，与
马周进行商议。马周索取笔砚，拂开素纸，手
不停挥，草成“便宜二十条”。

常何叹服不已，连夜缮写齐整，明日早朝
进呈御览。太宗看罢，事事称善。

此后，马周获得太宗青睐，飞黄腾达。而
他也知恩图报，来到饼店，迎娶了王媪。

·相关阅读·

马周获得太宗青睐，飞黄腾达。而他也知恩图报，来到饼店，迎娶了王媪。

《喻世明言》中的马周

今人所绘马周像

前曹村马周文化展览馆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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