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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自导一出戏 太平盛世靠演技
——— 宋真宗自降天书封禅泰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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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明 孙辰龙

人造的“天书”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秋意正浓。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太后萧燕燕率军二十
万南下，一路上夺隘破关，势如破竹，直抵
北宋军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威
逼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汴梁城中，朝野
震骇，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临江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奉劝真宗南幸金陵
(今江苏南京)以避难；签书枢密院事陈尧
叟是阆州(今四川阆中)人，进言迁都成都；
宰相寇准则力主真宗北上御敌。弃都南
逃，真宗觉得不仅无脸见祖宗，而且要遭
到朝野上下耻笑，遂否决了王钦若、陈尧
叟的逃跑主张。在寇准的一再劝说下，真
宗鼓起精神，御驾亲征。前线宋军闻讯，士
气大振，射杀辽军大将萧挞凛（一作萧挞
览）。辽军士气受挫，进退两难。萧燕燕见
状，乃向宋方表示愿意议和。真宗本无战
胜辽军的决心和信心，立即同意议和。十
二月，宋辽议和，结为兄弟之邦，维持现有
疆界，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宋辽议和后，宋以巨额钱物换得边境的
暂时安宁。宋、辽双方信使往还，相安无事。
宰相寇准远见卓识，劝驾亲征，更加受到真
宗的器重，他每次退朝，真宗皆以目相送。寇
准名声日隆，妒恨其功名者不乏其人，王钦
若尤甚。他的南逃主张被否定以后被贬出朝
廷，出镇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到任以后，依
旧畏敌如鼠，遭到朝野耻笑。寇准得宠，让他
愤恨不已，遂上书辞官，去主编《册府元龟》
一书。不过，此人并非甘于寂寞之人，他发誓
要扳倒寇准。一天，他对真宗说：“城下之盟，
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
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顿时
把真宗说得面红耳赤。接着，他把一切罪过
都推到寇准身上，说什么寇准力主真宗御驾
亲征，是把万乘之尊当作赌坊的“孤注”，不
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这一招果然
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
方官，王钦若则升官为知枢密院事。

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澶渊之
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
法。王钦若见状，献上一计：“惟封禅可以
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封禅必须要有“天瑞”。王钦若“引经
据典”地劝说真宗：“陛下以为《河图》《洛
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
罢了。”真宗半信半疑，又垂询直学士杜镐
那《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位
饱学之士也如是说，真宗终于明白了那些

“天瑞”原来是可以人造的。
当时坐在宰相位置上的是莘县(今山

东莘县)人王旦，他是太平兴国年间的进
士，从吏部一个小官一步步升到宰相，办
事遵循“祖宗成宪”，果敢、有胆略，深受真
宗赏识。如果他反对，封禅一事就难办了。
王钦若表示，如果把皇上的旨意告诉王
旦，量他不敢唱反调。真宗便让王钦若去
说服王旦。次日，王钦若入宫复命，说王旦
表示自己不敢有异议。真宗还不放心，决
定亲自出马，会会王旦。他招王旦入宫饮
酒，散席时又特赐酒一樽，让他带回去与
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樽中装的竟
全是贵重的珍珠！从此，王旦也就全力以
赴支持真宗封禅了。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真宗召集
文武百官，宣告一个特大喜讯：去年冬天
十一月二十七将近半夜，他正准备就寝，
忽然室内大放光彩，看见一位戴星冠、穿
绛衣的神人对他说，如果下个月在正殿做
一个月的黄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
符》三篇。于是，他从十二月初一开始就在

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今天，
皇城司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
挂着一条黄帛，派太监去观察，帛长约两
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
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
宰相王旦立即率群臣称贺。

随后真宗步行到承天门，瞻仰“天书”，
下拜致敬，然后派两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

“天书”。王旦下跪进献天书，真宗下拜接受。
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
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恒，真宗之名
也。真宗跪受后，又命陈尧叟宣读，黄帛所写
内容类似《尚书·洪范》和《道德经》，赞扬真
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
简俭，还说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长。真宗
又跪奉天书，用丝帛包裹住后放入金柜。群
臣在崇政殿致贺，真宗赐宴款待。又派专使
策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

“大中祥符”；又赏赐群臣，并特许京城百姓
开怀畅饮5天。

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各种祥符纷纷上报。为了表达全国臣民的
迫切心情，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
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
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24370多人，五次
上书，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真宗佯装不准。
不久，兖州父老吕良等1287人又至京城上
书，请求封禅泰山，真宗在崇政殿接见，表
示自己功德不够难以行封禅大典，赏赐钱
帛让他们回家。第二天，兖州知州邵晔又
率州县官员至京，上表请求封禅，真宗还
是佯装推辞。三天后，孔子后裔孔谓等846
人伏于宫门外不起，坚请封禅。从此，各地
赴京请求举行封禅大典者络绎不绝。真宗
见时候到了，表示可以考虑封禅之事，但
又说举办这等大事，惟恐国库不足，劳民
伤财。主管财政的大臣丁谓马上报告决算
有余，无须多虑。于是，真宗下诏宰相王旦
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
为封禅经制置使，命丁谓经办沿途粮草费
用，命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整修
行营道路，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等详
订封禅礼仪。

六月初六，王钦若又报告：泰山涌出
醴泉，苍龙降临锡山。不久，木工董柞在醴
泉亭以北的树上又见到一幅黄帛。皇城使
王居正接到报告，立即奔赴现场，见帛上
写着真宗的名字，遂马上报告王钦若。王
钦若派人飞马送往京师。真宗立即在崇政
殿召集群臣，亲自宣布了第二个特大喜

讯：五月十七日子夜，他又梦见上次见到
的神人对他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他
天书。他马上密令王钦若等人，一旦发现
祥异就立即上报，如今果然与所梦符合。
王旦率众臣拜贺，将天书奉迎至含芳园正
殿，又由真宗隆重奉接。这次的天书写得
更明白无误：你对我如此孝顺崇敬，养育
百姓使他们幸福。特赐以嘉瑞，要让百姓
们都知道。对我告诉你的话要保密，对我
的意思要好好理解。国运一定能永远昌
盛，你也可以健康长寿。

群臣当然理解上天的意旨，立即给真宗
上了尊号，称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
感圣明仁孝皇帝”。不久，各种祥瑞在全国遍
地开花。王钦若献上芝草8000株，赵安仁献上
五色金玉丹、紫芝8700余株，各地贡献的芝
草、嘉木、三脊茅草多得无法统计。

按“剧本”举行的封禅

十月初一，真宗开始素食。十月初三，
真宗命王嗣宗为考制使，随驾东行，沿途
收集官吏政绩、民间疾苦、奇才异行等。十
月初四，在载着天书的豪华玉车的引导下,
真宗一行浩浩荡荡出了乾元门，前往泰
山。一路上，各地官员、百姓不断报告祥瑞
再显，真宗则频频赏赐官员、士兵、百姓，
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十月二十，真

宗到达乾封县(今山东泰安)，驻跸奉高宫。
十月二十三，真宗登山，封禅大典正

式开始。数日前，守山禁兵已封锁山路，禁
止民众进山。是日一早，禁兵又将山路两
侧清查一遍，然后沿途两步一哨，夹道护
卫，直至泰山极顶。

真宗乘步辇(轿子)登山，亚献宁王赵元
偓、终献舒王赵元偁、卤薄使陈尧叟随从，他
们就没有坐步辇的资格了，每人给横板各二，
由亲从推引而上。每到险峻之处，真宗即下辇
步行。秋高气爽，芳草葱茏，阵仗威仪，真宗心
情格外舒畅。当晚，真宗宿于山顶幕帏。

十月二十四，真宗享昊天上帝于圜台，
以太祖、太宗配享。又命公卿大臣享五方帝
及诸神于封祀坛，仪卫使奉天书于上帝之
左，中书侍郎周起读玉册、玉牒。真宗饮福
酒，大礼使王旦跪拜云：“天赐皇帝太一神
册，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三献毕，封金玉
柜，置于石案，摄太尉冯拯奉金柜以降，将作
监领徒封。真宗登圜台阅视，然后回到御幄。
王旦率群臣称贺，山上山下齐呼万岁。

当日，真宗下山，还奉高宫。十月二十
五，真宗禅皇地于社首山，仪式如封天。礼
仪毕，真宗还住奉高宫。沿途观者塞路，欢
呼声震天动地。

真宗登上奉高宫之寿昌殿，接受群臣
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升官一
级，首都开封府与皇帝途经州县增加举人
名额，特许全国百姓大喝三天，减免沿途
州县税收，改乾封县为奉符县，泰山周围
七里之内禁止采伐草木。真宗下诏在泰山
降天书之地建殿立祠，名曰“天书观”接着
在穆清殿举行盛大宴会，并在殿门外为当
地父老设宴。十月二十七，真宗起驾南下。
十一月初一，抵达曲阜，拜谒孔庙。又命刑
部尚书温仲舒等大臣分祭孔子七十二弟
子。又亲制赞刻于庙中。接着，真宗乘舆至
孔林，拜祭孔子墓。十一月初五，真宗离开
曲阜还京。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回到开封。

真宗颁诏，以“天书”降临京城之日为
“天庆节”，“天书”降临泰山之日为“天贶
节”。又命三司使丁谓负责把封禅泰山的
整个过程编写成册，名之曰《大中祥符封
禅记》。朝野纷纷上书，盛赞封禅大典。

封禅难消天灾人祸

宋真宗假借“天书”封禅泰山，本是为
了夸耀四海，标榜功德，挟“天之祥瑞”以
令诸侯。这场喜剧闹剧，劳民伤财，大费周
章。然而，闹剧落幕过后，真宗君臣终于发
现，封禅泰山只是让大宋君臣空欢喜一场
而已，天神地祗并没有因为真宗天书封禅
施恩于大宋，天灾人祸照旧不绝如缕。

封禅大典之后14年，乾兴元年(1022年)
二月十九，真宗寿终正寝，享年55岁，葬于
定陵(陵墓位于今河南省巩县)，谥日“文明
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真宗封禅泰
山，自欺欺人，欺世盗名，劳民伤财，屡遭
后世讥讽。

至今历史的遗迹依稀可辨。在天贶殿
西南，有一通《大宋天贶殿碑铭》，立于大
中祥符二年(1009年)，碑高3 . 86米，宽1 . 50
米。该碑是天贶殿建成以后所立，记载了
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诏建
天贶殿的经过。在天贶殿东南，还有一座

《大宋封祀坛颂碑》，碑高4 . 5米，宽1 . 65米，
方座圆首，碑文为楷书，是由宰相王旦撰
文，裴禹书并篆额。碑阴刻众题名饱经千
年风雨之后，字迹现已不能辨认。碑文详细
记载了真宗封禅泰山之事，溢美夸张，引经
据典，洋洋洒洒3700余字。这是岱庙现存惟一
的古代帝王封禅泰山记事碑。此外，岱庙配
天门西南矗立一座《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
碑》，碑高8 .20米，宽2 .15米，龟趺螭首。这是大
中祥符六年(1013年)真宗加封泰山为“天齐
仁圣帝”的记事碑。

封禅，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
王，曷尝不封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封禅乃“古今盛典，皇王能事”。宋真宗降天
书、封禅泰山，自编自导了一场劳民伤财、自欺欺人的闹剧和笑话，延续了几千年的封禅
也从此画上句号。如今，真宗、天书、封禅，都灰飞烟灭，只留下泰山上大宋天贶殿碑、大宋
封祀坛颂碑、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等遗存，向游人诉说着那段千年历史过往。

泰山岱庙宋天贶殿

大宋封祀坛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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