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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赵匡胤祖籍的面纱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

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

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

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

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

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

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

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

《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

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

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

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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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期间最

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以长津湖战役

为背景的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再

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冒着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忍受着饥饿

在冰天雪地中抗击美军的历史场

景，给观众以极大的震撼。尤其是 4

连指战员展现出来的机智勇敢、顽

强战斗的意志和歼灭美军“北极熊

团”的场景最令人难忘，不少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

1950 年 10 月 ，美 韩 联 军 调 集

20 余万兵力，分东、西两路发起所谓

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

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奋起反击，刚刚

入朝作战的宋时轮第9兵团克服了巨

大困难，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分别

进占预定作战地点。至 12 月 24 日，

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一场旷日

激战。美军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

第 3、第 7 步兵师，以及韩国的第 1 军

团，总兵力约10万人。抗击美韩联军

的志愿军第 9 兵团将士在零下 40 摄

氏度的极寒天气中苦战20天之后，狂

妄的美军终于不敌，利用海路撤离战

场，这也意味着“联合国军”全部被逐

出朝鲜东北部。这场阻击战，史称

“长津湖战役”。

此战之后，毛主席致电彭德怀、

邓华及宋时轮：“庆祝我九兵团的两

次歼敌大胜利。”“九兵团此次在东线

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

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

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

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战役的主攻

部队具体指挥者是镇巴籍的彭辉将

军。彭辉时任第 9 兵团 27 军 80 师副

师长（师长由副军长詹大南兼任），担

任主攻的 80 师首先向新兴里地区的

敌军发起进攻。彭辉指挥部队采取

近战夜战传统战法，出敌不意、攻其

不备，连续不断向新兴里地区之敌发

起攻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美军

第7师的一个加强步兵团（北极熊团）

3191人全歼于新兴里地区，创造了志

愿军唯一一次全歼敌团级建制部队

的纪录。

80师239团4连在长津湖新兴里

意外遇敌。官兵奋勇作战，一举端掉

敌“北极熊团”指挥所，缴获其团旗。

战后，4 连被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

连”称号。电视剧《冰雪尖刀连》的原

型便是80师239团4连。

长津湖之战是彭辉将军辉煌的

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战。彭辉，1915

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碾

子镇的一个贫苦家庭。1932年，彭辉

为生计到杨虎城的警卫团当兵，由

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是我党控制

的一支部队。出身贫苦的彭辉得到

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于1933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彭辉由组织

指派到陕西绥靖公署特务2团2营营

部当传令兵，担任中共地下交通员。

西安事变中，彭辉所在部队担负着维

护西安城内社会治安的任务，作为一

名基层士兵，彭辉发挥了应有作用。

1937 年 6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人

送彭辉到延安；7 月，彭辉被分配到

抗大二期培训学习；1938 年 2 月毕业

后留校，任抗大 5 大队 3 队区队长、

副队长、队长。1943 年 7 月，彭辉随

许世友征战胶东，历任胶东军区14团

1营副营长、16团2营营长、中海独立

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沂蒙山区多次

反扫荡斗争，成为许世友麾下的一员

猛将。

彭辉一生参加大小战斗无数，最

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山东潍县攻城之

战。1947 年 4 月，解放军山东兵团开

始战略进攻，目标是潍县县城。潍县

城防坚固，东西两城经过日本侵略军

和国民党军 10 年的修筑、改建，防御

体系完备，驻扎有国民党陈金城的第

96 军和保安部队，约 4.6 万余兵力。

时任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 27 师 79 团

团长的彭辉，率部首先攻入潍县城，

俘虏中将军长陈金城，拔掉了国民党

苦心营造的“鲁中堡垒”，使山东的鲁

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

片。潍县之战后，79 团被授予“潍县

团”的光荣称号。“潍县团”是全军 10

个英雄团之一，也是我军最早命名的

英雄单位。在新时期的部队历次整

编中，“潍县团”均得以保留，后整建

制转为武警部队。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

在天安门飘扬的百面战旗中，就有

“潍县团”的旗帜。在部队的荣誉室

里，首任团长彭辉率领这支部队立下

的赫赫战功历历在目，激励着从军卫

国的子弟兵。

解放战争后期，彭辉先后任27军

79师参谋长、80师副师长，1950年10月

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朝。长津湖战

役 开 始 前 ，80 师 师 长 张 铚 秀 调 任

26 军副军长，27军副军长詹大南兼任

80师师长，彭辉实际上主持该师工作。

27 军 80 师是享誉全军的老牌主

力，一向以打硬仗、恶仗著称，前身系

许世友的警备第 4 旅。1949 年 2 月，

扩建改编为27军80师。彭辉能在80师

这样一支虎狼之师中担任副师长，并

率部参加长津湖战役，取得骄人的战

绩，足以说明其过硬的军事能力 。

抗美援朝结束后，彭辉先后任 22 军

64 师师长、60 军 179 师师长、60 军副

军长。1964 年 6 月，彭辉担任公安

部队河南省总队总队长，1969 年 7 月

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革委

会副主任等职。1981 年 7 月，彭辉

离职休养。1993年9月3日，彭辉因病

医治无效，在河南郑州逝世，享年78岁。

长津湖一战，志愿军打败了不

可一世的美军，其惨烈程度绝不亚

于抗日战争中的任何一战，足以彪

炳青史。而杰出指挥员彭辉将军

的辉煌战绩，也足以让家乡人倍感

骄傲。

“鬼方国、府谷县、赵匡胤”，似乎

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三者之间却大概

率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传说、

历史、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奇妙“化学

反应”。

这还得从一个传说和一则报道说起。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听到关于

赵匡胤故里的有趣传说：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的墙头乡地

处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交界，风景

宜人，黄河从这里蜿蜒进入陕西，在著

名的黄河入陕第一湾的山崖上，一尊

宋太祖赵匡胤的巨幅石刻雕像巍然耸

立。这里的人们世代相传，赵匡胤的

祖辈生活在这里一个叫赵家山的村

庄，并且他少年时代在此度过，留下不

少故事。

据传，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赵匡胤

先祖逃荒来到这里，看到此地靠近黄

河，可耕田地广阔，就此定居下来，取

名“赵家山”。赵匡胤高祖赵眺曾任永

清镇（今墙头乡所在地）镇将，以武传

家，自此赵家兴盛起来，传到赵匡胤

父亲赵弘殷时，赵家已有不少人从军，

赵弘殷追随后唐庄宗有功，负责管理

禁军。927年，赵匡胤出生在河南夹马

营，因战争频繁，军营无法养育，遂于

他两岁时被送回原籍赵家山抚养。

赵匡胤在赵家山生活期间，留下了“龙腾

太极”“匡胤戏水”“金龙湾”“井龙头”

等许多与龙有关的历史故事和地名。

赵家仰仗赵弘殷的威望，横行乡

里，族中一个浑人将对面镇守紫城寨

的女真族王爷女儿抢回赵家山做小

妾。赵匡胤十二岁那年的除夕夜，趁

紫城寨与赵家山相连吊桥开通一个时

辰之机，王爷举兵夜袭赵家山，屠村洗

劫，庆幸的是赵匡胤母子恰好在黄河

对岸外公杜家过年，躲过此劫。从此

赵匡胤便浪迹山西、内蒙古、河南一

带，直至后来参军入伍，建功立业。这

段故事和赵匡胤称帝后未分封同姓王

爷的史实很吻合，因赵家当年被满门

屠杀，几乎无近亲可封。

初听到上述故事时，同众人一

样，笔者也认为这只是某些地方为

了出名搞的穿凿附会之说，不足为

信。因为正史上明确记载：“太祖，

涿郡人也……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

阳夹马营。”自宋朝开始，主流史学家

认为赵匡胤家族来源于西汉涿郡（也就

是今天的河北涿州）的赵广汉家族，这

主要是从正史记载上倒推得出的结论。

但赵匡胤祖上真是涿郡人吗？自

宋以来就存疑。民间一直有“宋不清”

之说，就是对赵匡胤家世而言的，不但

赵宋皇室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法，历史记

载也不清不楚。从史料记载看，涿郡是

西汉时期的名称，唐、五代、宋朝的官修

本，根本没有涿郡这个地方，所以一直

有史学家质疑赵匡胤是涿郡人。

据统计，关于赵匡胤祖籍地的说

法有七八种之多，其中记载他为太原

府人氏有一定可信度，也基本符合他

的行动轨迹。如果这个记载正确，

赵匡胤祖籍在府谷赵家山的可能性就

很大了。因当时府谷属太原府管辖，

加之那一带赵匡胤的故事流传至今，绝

非空穴来风。很多时候，流传千古的故

事是基于百姓对真实事件的口头传诵，

往往更接近真正的历史。史料记载与

口口相传的故事互为佐证，使赵匡胤祖

居府谷赵家山一说增加了可信度。

归根到底，有科学结论支撑的故

事才让人信服。巧的是，不久前，有一

则关于赵匡胤DNA 的科学报道近似

于揭开了蒙在赵宋皇族身世上的面

纱，让人有理由相信赵匡胤祖籍大概

率在府谷。

科学报道是这样说的：科学家为

了搞清楚赵匡胤家族身世之谜，对北

宋赵氏皇族后裔的基因进行了大规模

检测，确认北宋赵氏的父系Y染色体

含有典型的Q系基因，而中原一带主

体汉族的父系Y染色体为O系，迥异

于赵氏皇族基因。进一步研究表明，

赵氏皇族Q系基因来源于中国早期北

方的鬼方民族。

既然赵氏皇族来源于鬼方，那么

如果府谷地处上古时期鬼方民族活动

范围，就自然可以推断赵氏皇族大概率

出自府谷。这样的证据链还真找到了。

据《周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

方，三年克之。”高宗指商王武丁，武丁

花费三年的时间才征服鬼方，可见它

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后世学者考

证，鬼方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族群，大致

活动的范围在山西、陕西东北部和内

蒙古中部的黄河两岸地带。

被商王朝打败后，神秘的鬼方国

就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直到上世纪80

年代，考古学家在陕西清涧县李家崖

村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具有明显的地

方风格和特点，还有不少带有“鬼”字

的陶文以及其他与文献记载相符的鬼

方文物，这个存在于3000年前的神秘

古国才得以重新与世人见面。后续在

李家崖附近又不断有相关文物出土，

尤其是2003年5月，在李家崖旁的寨

沟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

地，属于方国一级墓葬，进一步验证了

鬼方古国的都城就在寨沟一带。

考古的发现，验证了鬼方国和府

谷的关系，鬼方的势力范围自清涧延

伸到府谷之北的广大区域，因此，鬼方

国虽然消失了，但鬼方民族却因为战

争而融入到中华大家庭之中。据考

证，西周时期，很多鬼方族人改为了隗

姓，春秋时期，府谷这一带被晋国占

据，到了战国时期，鬼方后裔通过编户

齐民而成为赵氏，融入到华夏民族之

中，成为了汉族的来源之一。

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赵氏皇族

祖上源于府谷，是鬼方民族的后裔。

在身世上，古人喜欢“攀高枝”，皇

族也不能免俗，比如唐朝皇室就自称

出自陇西士族李氏，祖先是李耳（即

《道德经》作者老子）；宋朝皇室自称是

战国时赵国王族后人等。但科学检测

往往会“打脸”有些说辞，所以我们还

是应该“英雄不问出处”。事实上，作

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自身已远

胜于他们攀附的祖先。

从历史评价看，赵匡胤作为唐末

五代十国混战局面的终结者，对中华

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他嫉恶如仇、宽仁大度、好学不倦、勤

政爱民，不仅彻底扭转了五代以来的

奢靡风气，而且由他建立的宋朝，以其

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

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专制史上

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对后世产生深远

影响。难怪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评

价：“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

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所以

说，从生物学DNA来看，虽然赵宋一

族并不算最原始的汉族，但这并不影

响他们作为汉族一支的重要地位。因

为他们的文化DNA，是根植于中华文

明沃土的、打上了中华文化烙印的纯正

汉文化DNA。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

关于赵匡胤本人，有很多趣闻轶

事，其中有一则他喜爱读书的故事对

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当年，他跟从后周世宗柴荣平淮

南时，有人向柴荣密告他用几辆车私

运财宝。柴荣派人去查，车中却是几

千卷书籍。柴荣问他：“你是武将，要

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

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

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他当皇帝后，因为宰相赵普学识

不够，他就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盛极于赵宋之

世”，与这样一位有大格局的皇帝有很

大的关系。

站在黄河入陕第一湾的山崖上，

远眺那矗立的赵匡胤雕像，俯视那奔

流不息的黄河水，内心不断涌起那些

烟消云散的英雄人物，“秦皇汉武，唐

宗宋祖”，宁有种乎？他们的身世其实

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后世的影

响。具有包容、融合精神的中华文化，

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

交融时代特有的文化基因，不断散发

出灼灼的生命力，这恐怕就是中华文

明得以源远流长的最大原动力吧！

亿万年的晋陕大峡谷依旧岿然而

立，亿万年的黄河水依然奔腾不息，亿

万年的黄土地依然生机勃勃，数千年

的文化依然熠熠生辉。根植于中华民

族沃土的文化基因，是强大原动力、凝

聚力、影响力，把中华民族牢牢连接在

一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管经受

多大风浪，“终必复振”，这就是中华文

化的力量。

蒙在不少历史事件上的面纱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慢

慢揭开，就像期待被揭幕的大剧，何其

乐也！由感而作小诗《月夜随想》：

浩渺苍穹无际涯，夜阑洒处醉流

霞。隔窗偶见无由影，故捡乌巾拭月华。

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古

代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早

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

“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吕氏春秋·尊师》

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

也”。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韩愈在《师说》

中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

此可以看出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

地位。古代对教师的尊称很多，如夫

子、山长、先生等，西席便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尊称老师为“西席”呢？

中国儒家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尊卑

有别，尤其是在座次上更是界线分明。

我国古代席位尊卑有君臣和主宾两

种。君臣之席取南北向，皇帝在上朝时

是坐北朝南的，那是最尊贵的座位，任

何人不得僭越，即面南称帝，面北称

臣。主宾之席则取东西向，主人出于对

宾客的尊敬，自坐东位，即面西而坐，

“东家”之称由此而来；而让客人坐西

位，即面东而坐，西位为尊位。家塾教

师和官僚们的幕客，都称为“西宾”，又称

“西席”。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

“西席”。这在古籍中也多有记载。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括一旦为将，东向而

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自己面东而

坐在尊位上，藐视其他的军吏，将夸夸其谈、狂妄自大的赵

括刻画得活灵活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候

田蚡专横跋扈、妄自尊大，他做了宰相后，“尝召客饮，坐其

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

田蚡以汉相自居，连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也不放在眼里，

自己面东而坐。《汉书·王陵传》记载，项羽把王陵的母亲放

在军中，王陵的使者来了，项羽就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

让使者看到自己对王母是尊敬的，以此想来招降王陵。

但是王母却不领情，哭着对使者说：“希望替老妇告诉

王陵，好好侍奉汉王，汉王是仁厚长者，不要因为老妇而

有二心。我用死来为使者送行。”

由此可见，在室内坐西面东是上座。古人将宾客和

老师安排在坐西朝东的座位上，以表示尊敬。《汉语大词典》

解释说：“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面东。”

据史载，汉明帝刘庄自从当上太子，就跟博士桓荣学

《尚书》。刘庄即位后，依旧尊重桓荣，以师礼相待。他

曾经亲自去太常府（桓荣已封太常）探望，让桓荣面东而

坐，摆好桌案和手杖，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行弟

子礼。明帝这样做是要为天下树立表率，向社会倡导一

种尊师重教的风气。清人梁章钜在《称谓录》中说：“汉

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

故师曰西席。”

古典文学作品里也常把老师称为“西席”。唐代柳

宗元在《重赠二首》中有诗曰：“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

事乞西宾。”明代杨慎的《两湖叶道亨泰招饮过湖晚归》

有“杨堤叶屿迥相邻，东主西宾意自亲”的诗句。《红楼梦》

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写

道：“因闻得鹾政欲聘一西宾，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

去，且作安身之计。”《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

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说：“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

‘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

《官场现形记》第八回“谈官派信口开河，亏公项走头无

路”写道：“陶子尧道：‘你又来了。咱们请的西席老夫子

才叫先生，怎么堂子里好称先生？’”清钮琇《觚賸续编·

琵琶》：“帐中人疑其奸细，困缚入帐，识为金星西席，乃

释而询其故。”近代诗人王益初的《贺友恢复教学工作》

曰：“西席重登崇宿望，皋皮坐拥更唐皇。”近现代诗人叶

云峰的《贺陈以光老师重返教职》云：“七年西席负桃李，

十载南冠淩雪霜。”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西席桃李满桑梓，东坦

龙蛇尽楷模。”此联只有14个字，却巧妙地运用了六个典

故，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语意丰赡、饶有情趣。赞美了

老师教育有方，得意门生遍及乡里，且家风严谨，其女婿

也是人中蛟龙，个个堪称人之楷模。



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