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历史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 15

谶言与帽妖：《梦华录》背后的大历史

由杨阳执导，刘亦菲、陈晓、柳岩、林允领衔主
演的古装励志剧《梦华录》，在网络平台上线后迅速
火爆全网，好评如潮，评分一度涨到 8.8 分。《梦华
录》剧名来自宋代孟元老著名的笔记《东京梦华
录》，从赵盼儿、宋引章、周舍等角色名称可以看出，
该剧改编自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赵盼儿从周舍手中解救姐妹宋引章的故事，在前5
集已经讲完，后续姐妹花携手闯汴京、开酒楼的创
业故事已和关汉卿没什么关系了。如果只是边谈
感情边创业的古偶言情剧，那就未免太单薄了，《梦
华录》为了抓住男性观众，还给故事设定了一个北
宋权斗的大背景。

虽然《梦华录》不是历史剧，年代设定也含含糊
糊说是“北宋年间”，但是根据剧中“女主昌”“封禅
泰山”等信息还是可以判定故事发生在有过封禅履
历的宋真宗一朝。剧中的清浊党争其实是赵恒的
帝党和刘娥的后党争权，而剧中人物也有对应的历
史原型，如剧中“瞒上欺下的五鬼之辈”萧钦言、朱
佩若、萧谓三人的原型就是真宗朝“五鬼”中的王钦
若和丁谓，清流派首领柯相柯政即寇准。

《梦华录》中还出现了北宋著名的灵异
事件“帽妖案”，该案正是发生在真宗朝，《宋
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都有记录。

《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天禧二年
（1018年）五月丙戌日，“西京讹言妖如
帽，夜蜚，民甚恐。”西京洛阳传言有外形
像帽子一样的妖怪，在夜间飞行，弄得人
心惶惶。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的报告更
为详细：“近闻西京讹言，有物如帽盖，夜
飞入人家，又变为大狼状，微能伤人。民
颇惊恐，每夕皆重闭深处，至持兵器捕
逐。”（《续资治通鉴长编》）这帽妖还能变换
成狼或狗的形状，还会对人造成轻微伤
害。恐慌的民众，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胆
大的则组织民防，带着兵器四处搜捕帽妖。

宋真宗一边命洛阳当地官吏核查情
况，一边又派侍御史吕言火速前往调查并
就当地官员没能及时上报舆情问责。当
地转运使、提点刑狱司被追责，西京留守
司王嗣宗因不察之罪被转调知陕州。笃
信祥瑞和神祗的宋真宗还寄希望于超自
然力量，“设祭醮禳祷”这类迷信活动当然
没能遏止“帽妖”谣言传播。

谣言越传越广，到六月乙巳日，已传
到东京开封。帽妖在流言中越变越强大，
已是“变化多般”“形状怪异”（赵汝愚《宋
朝诸臣奏议》），而且从之前的“微能伤人”
变成“能食人”（《宋史·五行志》）、“入民家
食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反映出人们
的恐惧越来越深。为了克服恐惧，当时东
京城内各街巷中，宗族势力聚集，通宵达旦
地喧闹壮胆，军营中的恐慌情绪更为严重。

这时，宋真宗觉得不对劲了，妖言惑
众，京城民众聚集，军心动摇，这帽妖的目
的不简单啊。如果有人趁机煽风点火，老
赵家的江山岌岌可危。而且据此前安排
的调查组报告，帽妖查无实证。一切妖怪
都是人在作怪，宋真宗怀疑是“妖人所为”
（《宋史·五行志》），别有用心者“因缘为
奸”（《续资治通鉴长编》）。

面对这种全民恐慌局面，怎么办呢？
必须抓到作妖的人。一是下令悬赏，检举

造谣传谣者：“诏立赏格，募人告为妖者”
（《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下真抓到了几
个嫌疑人：一个叫天赏的僧人，还有术士
耿概、张刚等人。起居舍人吕夷简、入内
押班周怀政审查后发现，这几人可能真有
问题，连带前科并罚，判了个斩首弃市，同
时连坐流配数人。

《宋朝诸臣奏议》记载了同一件事：
“（朝廷）遂出榜文，定其爵赏，许人告首，
庶获妖人。自后捉到夜聚晓散人张子元
数百人，命吕夷简制勘，决杀头首六人，其
余免死。惊扰捕逐，数月方安。”二是，严
刑禁止造谣传谣。司马光《涑水记闻》称

“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
扰，严刑禁之乃止”。帽妖的谣言从西京
传到东京，又继续扩散到南京（今河南商
丘），当时从东京到南京，恐慌的民众在夜
间都早早关门闭户，知应天府王曾下令百
姓在夜间必须开门睡觉，他这是要让民众
安心，告诉他们这世间并没有什么帽妖，
敢有传谣者，立即逮捕。这招效果果然不
错，从此“妖亦不兴”（《续资治通鉴长
编》）。

在悬赏抓捕妖人过程中，难免出现诬
告冤案，一旦捉妖的行动扩大化，将会造
成另一种恐怖。因此，宋真宗采纳右正言
刘烨的建议，诏令吕夷简等在审查妖人案
件中不得滥用刑法，不溯及以往，从而稳
定了局势。

至于天赏、耿概、张刚等人是否确为
帽妖的始作俑者，在宋真宗、吕夷简、周怀
政、王曾等帝党一系看来其实已不重要。
他们只是需要抓几个替罪羊来给民众一
个交代，堵住作妖者、附和者及不明真相
群众的悠悠众口。

“帽妖案”是帝党所为还是后党所为，
我们不得而知，该案刚抚平，群臣即请立
储君，宋真宗唯一的儿子赵受益成为受益
者，在当年八月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
即后来的宋仁宗。4年后，仁宗嫡母刘娥被
尊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梦华录》故事开篇第一幕即是
“女主昌”谶言现世，东京城内流传
着关于“皇后早已失贞，骗了官家十
几年”的谣言，这正是讲的刘娥与赵
恒那点事。历史上刘娥在嫁给赵恒
之前，曾依附于一个锻造银器的工
匠龚美，龚美带着她从成都到了东
京（今河南开封），后嫁入韩王府。
韩王后来即位，就是宋真宗赵恒，刘
娥通过“狸猫换太子”，抱养了侍女
李氏诞下的皇子，母凭子贵，被册立
为皇后。

刘娥成为皇后之后渐渐展现出
政治才能，宋真宗披阅的奏章，她都
提前过目，一些政事还能帮忙决
断。如同武则天与唐高宗故事，后
来宋真宗身体越来越差，政事渐渐
依赖刘娥来决断。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
“太白昼见，占曰：‘女主昌’。”（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联想到平日皇
后越来越频繁地干预政事，宋真宗
心中起了芥蒂，还将此事告诉了身
边的宦官周怀政。宰相寇准顺着周
怀政这条内线也摸清了皇帝的心
思，趁君臣单独叙话的机会，“密议
奏请皇太子监国”，并说“皇太子人
望所属，愿陛下传以神器。丁谓佞
人也，不可以辅少主。”真宗点头默
许了。这事极为隐秘，可坏就坏在
寇准自己喜欢喝酒贪杯的毛病上
——寇准喝醉了酒说漏了嘴，这下
政敌都知道了。

刘娥与寇准素来有矛盾。刘娥
显贵，母仪天下，各种宗亲攀附上
来，蜀中的宗人更是横行霸道，抢夺
百姓盐井。皇帝看在皇后面上，本
不想追究，但是宰相寇准坚决请求
依法治罪。立皇后一事上，寇准已
经得罪了刘娥，惩治刘氏宗人更加
深了两人的矛盾。此时寇准又要架
空她，刘娥、丁谓等人就向皇帝施

压，真宗见寇准口风不严把压力推
到了自己身上，也就来个死不认账，
说“朕不记得与寇准说了什么”，寇
准还得自己“背锅”，于是被罢相。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心中不
安，开始谋划杀掉丁谓等，让寇准复
相，再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
废掉刘皇后。不料，参与谋划的杨
崇勋和杨怀吉却临阵倒戈，向丁谓
告密，丁谓、曹利用等又向刘娥报
告，于是刘皇后决定先发制人，发出
矫诏，清算周怀政、寇准一党。结果
周怀政被杀，党羽朱能率永兴军兵
变失败自缢，寇准也因此受牵连，被
削去莱国公头衔，从河南到湖北，再
到湖南，遭三连贬，离权力中心京城
越来越远。

从寇准被罢相，继而短时间内
断崖式降级，这些事都是刘娥假传
圣旨所为，病榻上的宋真宗根本不
知道，年底了皇帝才突然想起，“我
好久没见过寇老西儿，怎么回事？”左
右之人都不敢照实回答。宋真宗驾
崩后，寇准再被贬到大陆最南端的雷
州，离京城真算天涯海角了。刘娥又
下令“播其罪于中外”，昭告天下。

虽然与寇准一党争斗中，丁谓
和刘太后结盟，但寇准一倒台，丁谓
也想限制刘太后的权力，以便扩大
自己权力。

于是他提议让太后居别殿，一
般政事、奏章由他代为通传，遇大事
才由太后传召辅臣商议。这明显是
要架空太后，由他来决断政事。刘
太后于是传谕：“小皇帝理政，太后
应该朝夕在侧。”于是宋仁宗和刘太
后五日一朝，皇帝坐左边，太后坐右
边。1022年，刘太后继而又发出手
谕，揭发丁谓阴谋，将丁谓罢相，贬
往海南岛。接连扳倒寇准、丁谓后，
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成为宋朝第
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

“女主昌”谶言开启“权力游戏” “帽妖”可能带着政治任务而来

陈晓饰演的顾千帆和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
《梦华录》剧照

壹 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