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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百钱之战
□ 樊启俭

相传,北宋仁宗年间,广源州有个酋长自立为王,出动
叛军,攻城掠地,向北一路杀来。北宋朝廷为了平息叛乱,
封狄青（古汾州狄家社村人）为元帅,率领十万大军南下
御敌。

宋军到达前线,狄青先派出精明探子潜入敌营,窥探
虚实。不到一日,探子回报:“敌军三十余万,连营数十
里。兵多粮广,装备精良。”狄青听罢,也感到情况严重。

敌酋自恃人多势众,又欺宋军远来,立足未稳,便立即将
宋军围得水泄不通。并派出精兵,四门攻打。狄青披挂迎
战,坚守城池。双方激战直到傍晚,敌酋方才收兵回营。

狄青下得城楼,来到军帐,见参军进帐来报:“启禀元
帅,敌强我弱,我军人困马乏,如何是好?”狄青紧皱双眉,心
中暗想:“叛军人多势大,锐气方刚,如要克敌制胜,只可智
取。”他沉思良久,想出一条妙计。

次日天明,狄青召集全营将士讲话。他站在将台上
高声说:“敌酋起兵,残害百姓,天怒人怨。本帅奉诏讨伐,
出师有名。今天我等要与叛军决一死战,决战之前,为占
卜胜败,求告上天,给予明示:今有铜钱百枚,弃撒落地,如
果都是四字朝上,此战必胜无疑;如果有两字朝上者,此战
必遭惨败。”话毕,他从侍从手中取过一碗铜钱,望空撒去,
只听“哗啦”一声,铜钱成弧形纷纷落地。狄青与众将士
急去围观,只见一百枚铜钱,果真都是四字朝天。狄青下
令用铁钉将铜钱全都钉在地上,等到得胜班师之日再回
来取钱。全军顿时欢声雷动,士气大振,大家都相信老天
定会相助,决战必胜。

狄青见状,当即下令出击。他戎装革带,威风凛凛,骑
在马上,手执利剑,高呼:“大家齐心协力,杀敌报国,共建奇
勋!”话音未了,只听炮响三声,全军将士人人奋勇,个个争
先,一鼓作气冲进敌营。那敌酋轻敌大意,猝不及防,慌忙
披挂上马,率叛军仓促迎战。顿时,两军杀声连天,鼓声震
地,刀光闪闪,烟尘滚滚。宋军虽少,却以一当十,以十当
百,愈战愈勇。叛军虽多,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战不
多时,叛军抵挡不住,弃营后退。敌酋怒气冲冲,连斩两名
偏将也压不住阵脚。正在这时,狄青飞马赶到,与敌酋二
马相交,战了数合,敌酋心慌意乱,自料不是对手,拨马便
逃。狄青不赶,立马拈弓搭箭,照准敌酋射去,只听弓弦声
响,敌酋中箭落马而亡。叛军无首,四散奔逃。狄青率军
紧紧追赶,收降叛军万余名,缴获旌旗、战鼓及兵器无数。

狄青收兵回城,设宴犒劳全军将士。酒过三巡,众将
士脸上泛起红晕,齐声赞颂老天保佑。狄青正襟危坐,微
笑着说:“这次平叛大捷,并非神灵相助,实际上是诸位浴
血奋战、英勇杀敌的结果!”

众将士惊问:“那撒百钱占卜之事,不是应验了么?”
狄青笑道:“诸君猜不着此谜,我现在特把实情相告,

那一百枚铜钱,正反两面都铸了四字,是我事先暗托工匠
特意制作的!”说着,令侍从拔钉取钱,果然无一枚钱铸两
字者。

狄青解释道:“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本帅惟恐诸君怯阵,
所以特意借大家迷信神灵的心理出此巧计,以坚定必胜信
念。士气振奋,以少胜多,现在这一切不都已经应验了吗?"

众将士恍然大悟,都点头赞叹。
狄青班师还朝,朝廷论功封赏,狄青官居显位。

汾阳二王府，东府庆成王是闻名天下的百子王，到万历时期人口繁衍
达数千人。而西府永和王就默默无闻了，甚至于目前找不到愿意认可是永
和王后裔的家谱。然而，今人万万没有想到，根据《顺治汾阳县志》发现永和
王在汾阳拥有的耕地面积竟然是庆成王的六倍多，达到十八顷之多。十八
顷是什么概念呢，号称拥有天下肥差的曹雪芹家被抄家时全部八块土地总
共才十九顷。而永和王仅仅一个汾阳县就有十八顷之多，如果将其外县土
地也算进来，永和王有记载的竟然有 106顷以上的耕地，财富值在曹织造的
六倍以上。可以这么说庆成王儿子多，永和王银子多。

那么，永和王为什么得到如此多
的赏赐？也许“永和”二字给他带来了
福禄。永和、长安都象征着安定团结，
这是朝廷之盼。研究发现，永和王第
一次发迹是在明英宗时期。《明英宗实
录三》记载宣德十年（1435）：“赐永和
王交城、祁县二地八十八顷有奇。时
永和王济烺奏原赐随侍官军一所，受
有屯地，今官军改调，屯地空闲，请为
畜牧之所。上从之”。文中交城牧区
即今关帝山本名官地山，关帝山数万
公顷的土地都隶属永和王群牧所，足
以肯定永和王财富甲晋府。

宣德十年，明英宗继位，年仅九
岁，太皇太后张氏理政，取消了晋王千
户所。当时永和王朱济烺年方 26 岁，
正是英武之时，大概张太后有培养永
和王之心，或者期盼国家长安永和，一
次性地赏赐给永和王八十八顷有奇交
城祁县土地，加上汾阳境内的十八顷，
这样他拥有 106顷多的耕地，并在吕梁
山中拥有辽阔的官地山军屯群牧所，
当时晋王在蒲州的群牧所处于割除状
态。永和王万亩耕地，辽阔的吕梁山
群牧所，妥妥的山西首富。第一代庆
成王朱济炫已经去世，永和王是当时
少数存世的朱元璋嫡孙。

永 和 王 第 二 次 发 达 是 在 正 德 时
期，“正德二年，永和王表桻奏：原赐随
侍官军近改隶太原卫，乞取回仍听管
束，改作群牧所如旧，轮戍大同。”正德
帝对永和王这一特殊要求特殊对待，
恢复了永和王吕梁山群牧所，恢复了
永和王排军对大同府的轮流守卫。永

和王为什么对汾州卫轮守大同感兴趣
呢？应该是为了获得盐引，有利于控
制晋商，巩固了永和王的财富，可谓泼
天富贵。

正德十三年年末，正德帝仿舜巡
从绥德离石汾阳回京，永和府乐工刘
良女被正德帝选为皇妃，永和王府的
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正德帝来汾州
的时候，老永王刚刚去世永和王府太
子负责王宫管理。当时东府第四代庆
成王朱奇浈六十多岁了。嘉靖元年，
王琼奏庆成王朱奇浈已经生了七十个
儿子，王琼不可能进入庆成王宫去点
数，所以七十其实是最少七十个儿子，
朱奇浈高寿八十多岁，按照这个速度
十年后增加二十几个儿子是可能的。
所以王世贞记载庆成王百子说是成立
的，是有历史依据的。三代四代五代
庆成王都长寿多子，据说得异人传术，
实际上可能掌握了妻妾排卵规律。因
第四代庆成王百子事件，朝廷首次出
台了对藩王妻妾数量的限制。

永和王第三次发达在嘉靖时期，两
次捕获白鹿麒麟瑞兽。因白鹿朝贡，永
和王获得“常服”之赐。赐服，古代是非
常荣宠的，明代“常服”指帝王之服装，
天下藩王恐怕没有第二件。明嘉靖二
十四年实录记载：“永和王知燠进白鹿，
贺万寿圣节。礼部请告献祖庙，百官称
贺。上曰：瑞应白鹿，诚荷上天眷锡。
依拟吉日告庙，免称贺。赐永和王常服
一袭，银五十两，纻丝（金丝）四表里”。
八月十日是明世宗生日“万寿圣节”，朱
知燠从汾州千里迢迢送上祥瑞物白鹿，

轰动全国百官称贺。嘉靖四十五年（公
元 1566年）七月永和王又向朝廷又献上
白鹿一头，与上次获鹿间隔二十年。永
和王为什么能两次捕获珍稀的“白鹿”，
自然与永和王家族拥有汾州北“官地
山”有关。

永和王有新旧二府，老府在汾阳城
西北上义坊（今汾阳医院），东西向街可
通庆成王府，叫二府街，今存此名，是山
西省历史文化街区。嘉靖三十四年左
右第七代永和王南迁到安静坊建设新
宫，今名西府街，同时建设巨大的游乐
园。朱小溪《永和王东江新建西宫宴》
曰：“琼宫端不让蓬莱，玉藻金葩上苑
开。花萼楼前酧酒兴，沉香亭里斗诗
才。朱霞摛耀灵光殿，青锁银铺歌舞
台。坐对梁园宾客盛，王人谈笑有邹

（阳）枚（乘）。”孔天胤诗《题西斋新宫及
园林》记载了永和王新宫和公园一起修
建的盛况：“广厦肃高明，长廊严序清。
调银题榜正，琢石砌阶平。宾榻华榱
荫，庭柯宝树荣。惜无文考笔，来赋鲁
宫成。园林多逶迤，台榭复参差。种竹
开三径，栽莲凿二池。绿槐邀对酒，红
毯 坐 敲 棋 。 触 景 皆 成 乐 ，惟 应 费 好
诗”。永和花园地理位置在永和府之周
围，今存西府街花园院地名仅为天乐园
之一角。诗中的白云洞、第一山、承露
台、灵光殿、花萼楼、沉香亭、东江西宫
等景点，我们猜想永和王花园一定也规
模宏大，景色迷人。就这两首诗歌来
看，将永和花园比喻为汉代上苑、蓬莱、
梁园、鲁宫等等堪称三晋第一。孔天胤

《五日宴莲社宗英》“宗英”两字说明永
和府的青莲诗社里确有不少女眷参
加。永和王捐资修缮小相灵岩寺塔，却
因为建设新宫拆毁了善昭祖师塔，理由
是“塔居虎位，与王府不利”，也是受了
风水先生的忽悠。

永和王的三次发迹

永和王不仅有丰富的土地，拥有
的墓地也是辽阔的。永和王墓地主
要在子夏山之阳，以太平里为核心，
北到小相里，西到池定里宋家里东南
到太平里辽阔的地域，以今金井村为
地标，相传金井村为其守墓人所居。
因西北墓区容量不足，第八代九代永
和王墓地转向西南三泉一带。康熙

《永 和 县 志》认 为“ 永 和 王 食 邑 永 和
县”，永和县令王士仪两次前往孝义
县拜永和王墓有诗吊之，其一：“圪卓
山川古晋疆，松楸无树锁残阳。行穿
石径枫香老，踞隐铜驼草曼长。窑洞
但瞻三世佛（今人平基伐树建寺而墓
犹存），土堆谁识永和王。漫题二百

余年事，禾黍离离泣路旁”。其二《戊
子年（康熙四十七年）九日再谒永和
王墓》曰：“伤心岂独为三秋，重见铜
驼忆旧游。半绿半红今日树，相呼相
应昔时鸠。夕阳远道催羸马，薄暮寒
风冷敝裘。麦秀那能欹帝子，聊沽村
酒酬荒邱”。王士仪，贵州人，在山西
为官，对永和王故事和炙手可热的扬
州盐官江宁织造曹寅之间的秘密必
有所闻，其吊永和王墓的诗歌是与曹
寅暗酬，孝义圪卓头墓地是第九代永
和 王 墓 地（也 可 能 是 永 和 王 母 亲 之
墓）。长安即永和，《红楼梦》里长安
县距离长安都“百里之遥两日功夫”，
这 个 距 离 指 汾 州 城 与 永 和 县 的 距
离。永乐十二年庆成王永和王迁居
汾州的，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才迁都北
平，也就意味着汾二王得号南京，来
自朱元璋所赐，《红楼梦》南京有宁荣

街正是此寓。笔者认为《红楼梦》里
荣国府财富胜过宁国府，也是永和王
富贵之原本。

山西巨富永和王的后裔之所以无
记载，与康熙梦见猪吃康事件有关，台
湾朱一贵起义，号称永和王，康熙大怒
秘密搜捕永和王后裔，永和王后裔从
此消失不敢认祖，汾阳杀朱巷恐怕是
给永和王后裔准备的。

历史沧桑，往事成谜，有心之士，
考得其真。今日汾阳，永和王遗迹为
非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西府街地处汾
阳城商业核心地段。汾阳政府府前街
也被命名为永和大街，而永和苑、雍和
苑等小区濒临最为核心的城市广场，
特别是二府街被批历史文化街区有待
开发。富贵永和王，百子庆成王，富贵
传佳话，宝玉驻风流。愿汾阳大地承
其福泽，祝三晋人民幸福久长。

永和王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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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永和王
□ 吕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