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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满足了让弟弟当一回皇帝的目
标，又最终回归传统继承的轨道。

我知道读者会说，这完全是胡思乱想，
荒诞不经。

的确没有历史资料对我的这种猜想提
供证据或线索，我只是提供赵匡胤可能的思
考和行动。难道这种猜想没有逻辑合理性
吗？排除他忠实执行母亲遗命的可能，排除
他杀弟弟以消除内乱隐患的可能，难道赵匡
胤还有其它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的吗？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赵匡胤对后来

的谋杀毫无提防，他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大
让步。

赵光义不傻，这种情况他怎么能够继
位？

哥哥不是因为身体原因退下来。即使
自己上台，也没有充分自由。这个皇帝没法
当。

赵匡胤的打算是，如果弟弟知难而退，
问题就解决了。万一弟弟接受皇位，那就让
他做一段皇帝，以后再相机行事。凭自己的
能力和威望，是可以控制局势的。总之，无
论赵光义接受与否，都处于被动地位。如果
他接受。处于自己监控之下。如果他拒绝，
那不是我不让你继位，是你自己放弃。

赵光义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除非自
己真心放弃继位意图，否则灾难马上到来。
既然哥哥已经摊牌，自己再不动手，就只能
坐以待毙了。于是这个谋杀事件发生了。

这当然是猜测，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有
相当的合理性。作为刑事案件，自然不能作
出这样的推断，但作为政治事件，作出这样
的推断非常合乎逻辑。如果你是赵匡胤，是
否也只有这个办法？

从他的性格看，他是一个仁慈的皇帝。
不杀功臣，不杀文人，当然也不愿伤害家
人。他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他不愿伤害弟
弟，当然也不愿伤害儿子。但这是做不到
的，因为他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或者说僵
局！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伤害自己的亲人！

他的决断可能太晚了，而且他在决断前
错判形势，不了解弟弟的心思和狠毒，结果
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葬送了性
命。

总之，他没有及时遏制赵光义势力的坐
大。在继承人问题上，态度暧昧。为了稳住
赵光义，不立儿子为太子，又不断以准太子
地位加封赵光义。这些都是失当之举，使局
势不可收拾。最后的摊牌行动也是错误
的。他不想杀弟弟，但没有想到弟弟会杀
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死于一个无法摆
脱的困境！

最后，赵光义是否谋杀了赵匡胤?
为此，我们对赵光义进行心理分析。
赵光义会怎么想？他一定想继位，因为

他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母亲有明言，自己非谋逆。
二，自己在哥哥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

宋上有大功。

三，自己有能力当皇帝。
而哥哥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这就意味着

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母亲提出了兄终弟及，
如果哥哥不愿意，杀他以保侄子顺利继位，
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即使哥哥不杀他，侄
子继位以后，也可能杀他。由此推断，弟弟
有杀哥哥的动机。

所以，对赵光义来说，母亲的话“兄终弟
及”本来是他的福音，但由于哥哥态度的暧
昧，这个话反而敲响了他的丧钟，不仅皇帝
当不成，连性命也保不住，所以冒险一博，杀
了哥哥。因为他只有杀掉哥哥才有活路。
对赵光义，是否能够继承皇位，已经是生与
死的问题，不能继承意味着死亡。赵匡胤不
理解赵光义的处境和心理，没有预防弟弟会
杀他，就造成了这个兄弟相残的悲剧。至于
怎么杀的，只是细节，不是关键。

从这个事件，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
兄终弟及说法的危害。也就是说，这件事是
老太太出了一个坏主意，造成严重后果。

赵匡胤是夺取后周政权当上皇帝的。
老太太提出兄终弟及这样要求，是基于后周
失去政权时是幼主继位。

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幼主继位
的事例很多，但只要是血统继承，可以是平
安的。康熙年幼登基，面对鳌拜的嚣张，还
是战胜了他，就是因为皇权的力量。后周失
去政权不仅是因为幼主继位，而是由于没有
形成一个可靠的顾命大臣集团。

而赵宋政权没有这样的问题。赵匡胤
的儿子已经成年。而且它已经有一批优秀
人才，包括赵光义，可以辅佐他。未必会失
去政权。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巩
固，关键还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治国能
力。

【谁是赵匡胤突然死亡的罪魁祸首】四
徐 联 舫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外地看斗鸡
比赛表演，霎时间，场上两只羽毛光
鲜绚丽的雄鸡，神气凶猛，双目凝视
以待，突然，威风凛凛，腾空跃起，利
爪相勾，尖嘴互啄，扭打得死去活来，
此时，观众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震耳欲聋。这个热烈、刺激而又充满
欢快的场面令我多年难以忘怀。

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斗鸡也叫
打鸡、咬鸡或军鸡，和一般家鸡相比
较，斗鸡具有体型魁梧、肌肉健壮结
实、腿胫骨长而有力、爪粗硬锋利、眼
睛锐敏有神、性情强悍、善打独斗等
主要特征。

翻开《汉书》等文献，知道中国的
斗鸡活动开始于周代，到今天已有两
千八百多年历史。汉晋以后斗鸡比
赛开始流行。“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
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

探玉除，嗔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
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
翔。”这是东汉名士刘桢所写的《斗鸡
诗》。且看，斗鸡登场时披着绚丽采
衣、利如刀锋的脚爪，神采奕奕，决心
在庭中道路来一场鏖战。接着，对斗
鸡双方窥伺战机的全神贯注、蓄怒待
发的情态作了生动的刻画。突然，斗
鸡腾跃而起，飞翅扑打对方，时而猛
喙劲敌头部，鲜血直流；时而猛击对
方颈处，羽毛散地，对斗鸡狠斗的场
面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激动，兴奋
不已。

与刘桢同时期的文学家应玚在
《斗鸡》诗中描写斗鸡比赛“双距解长
绁，飞踊超敌伦。芥羽张金距，连战
何缤纷。”从迎战到开战，斗鸡振翅舞
爪，羽毛纷飞；从早晨到黄昏，斗得难
解难分。

汉魏时期文学家、诗人曹植笔下
的《斗鸡》与刘桢写的有些相似：“群
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悍目发朱

光，挥羽邀清风。觜（同嘴）
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
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从
斗鸡开打阵前的气势凶猛、
扬起长尾、怒眼似喷火，继
而拍击双翅掀起阵风、嘴猛
啄对方羽毛飞散、利爪刺得
遍体鳞伤，直到获胜斗鸡仰
天鸣，声直冲云霄，威风凛

凛，振翅欲飞。全诗区区八
句，一句一镜头，集中展现了

斗鸡相互搏斗的生动过程和情境。
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唐代的

斗鸡娱乐活动更是进入鼎盛时期，从
宫廷到民间，斗鸡取乐更加普遍。一
些民间斗鸡比赛逐渐变成为赌博的

工具。
尽管唐代的几个

皇帝如文宗、僖宗都
喜欢斗鸡，但最痴迷
斗鸡的非唐玄宗李隆
基莫属。李隆基不仅
钟爱美人，也酷爱观
赏斗鸡，经常于京都
长安举行盛大的斗鸡比赛，尤
其是每年的元宵、清明和中秋
节，更要举办大型斗鸡活动。
每当到了斗鸡日子，唐玄宗都
要令宫廷乐队奏乐，后宫百千佳丽盛
装出场，仪式十分隆重。唐代文学家
陈鸿的传奇小说《东城父老传》就记
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
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家长
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
养放鸡坊。”时至今日，山东、河南、河
北等地，还留有当年“斗鸡台”的遗
迹。

除了皇帝爱观赏斗鸡，王公贵族
也沉迷斗鸡游乐。“日沉月上且斗鸡，
醉来莫问天高低”，正是最真实的写
照。著名女词家花蕊夫人有“寒食清
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
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的诗
篇。诗人王建也有“百官朝下午门
西，尘起春风过玉堤。黄柏盖鞍呈了
马，红罗系项斗鸡回”的诗句。可以
看出，斗鸡比赛已和赌物挂钩。

传说唐代开元年间，有个叫贾昌
的童子善于驯鸡、斗鸡，消息传到朝
廷，备受唐玄宗赏识，将他应召入宫，
封官赐爵，享尽荣华。当时在京城长
安流行一曲《神鸡童谣》：“生儿不用
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
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不过，许

多文人对此并不
认同，李白在《答
王十二寒夜独酌
有怀》写道：“君不
能狸膏金距学斗
鸡，坐令鼻息吹虹
霓”，抨击这种现
象歪曲人生志向，
误 导 少 年 前 程 。
他 的“ 路 逢 斗 鸡
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

皆怵惕”也对宫廷官宦斗鸡取乐和腐
败进行嘲讽。诗人陈志岁则质问斗
鸡活动“挑唆血斗是何人？”足见古人
对斗鸡的看法也非一致。

原产于亚洲的斗鸡，除了中国著
名的中原斗鸡、漳州斗鸡、吐鲁番斗
鸡、西双版纳斗鸡这四个品种以外，
也有不少地方良种。现今一些农村
仍继承斗鸡习俗，有的偷偷用来睹
钱。越南、泰国、日本、菲律宾、缅甸
等国都有斗鸡竞赛。菲律宾更是将
斗鸡赛事作为“国粹”之一，全国不仅
有许多大型斗鸡场，而且有专职的斗
鸡培养技师，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许
多人将它当成赌博的工具，乐此不
疲。

相比斗草、斗鱼、斗蟋蟀来说，斗
鸡的确血腥味较浓，这种几千年来原
本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习俗在神州
大地是兴是废（世界上许多国家是禁
止的），其利弊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值
得民俗专家学者深入探讨。

斗 鸡
骏 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