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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
跃水成文。”2024 年是甲辰龙
年。生肖动物十二种，辰龙是一
个特例。辰龙不同于子鼠、丑牛
等属相的是，它不是实有的动
物，而是文化造就的灵物。

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
虚拟动物。但在古代，以生肖
遴选者的眼光看，龙并不是虚
幻的存在。龙之所以能够与其
他十一种生肖为伍，是因为古
人相信世上真的有龙。

在远古时代，龙极有可能
曾被当作氏族部落的图腾。在
中国神话里，始祖神女娲与伏
羲均为人首蛇身形象。民间画
龙，犹如各种动物形象的集
锦，“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
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
鹰，掌似虎，耳似牛”。闻一多
认为，龙为图腾，是由许多不
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
体。原始社会，部落林立，各有
图腾，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
大。随着部落的兼并，各种图
腾合并与融合，以蛇为基调，
吸收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
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
和须等等，最终形成了龙。

古代的人们还把鱼作为龙
的后备军，于是就有了“鲤鱼跳
龙门”一说。大禹凿山开龙门，
鲤鱼跳龙门。跳龙门的时节在
暮春三月，来自大海及河川的
黄色鲤鱼，为追求化龙的理想，
溯黄河而上，争赴龙门。龙门一
跃，化龙的鲤鱼在通过龙界之
门的同时，要经历天火烧尾的
脱胎换骨。地位变，身份变，全
在这一跳。黄河龙门，被想象为
衡量这一质变的标杆。这与通
过科考之门，步入仕宦殿堂的
晋身门径，颇为吻合。

我国古代民间的龙崇拜
最重要的内容在于龙治水的
传说。晋代葛洪《抱朴子·登
涉》有一段关于十二生肖的

话：“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
肠公子者，蟹也。”以地支辰对应龙、鱼、蟹，三者
均为水族。河伯为水神，雨师是司雨的水神。“辰
日称雨师者，龙也”，不仅表明辰与龙的属相关
系，而且将辰龙的民俗文化底蕴和盘托出——
行云布雨，辰龙神物。

龙乃至尊之象，所以古代帝王服饰为龙袍，
清代一般绣九龙，但从正面或背面看都是五条
龙，合“九五之尊”的帝王称号。袍的下端排列着
许多“水脚”，水上绣水浪，俗称“海水江涯”，包含
着一统江山及延绵不断等寓意。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风调雨顺，是上
至帝王下至百姓，有共同语言的重要话题之
一。为此，人与天对话，与龙对话，传为风俗。祭
龙祈雨的古老风俗，源于雩，殷墟卜辞已有记
载。雩祀祈雨，祭天即是祭龙，两者原本是一回
事。《左传·桓公五年》说“龙见而雩”，杜预注：

“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
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也。”东方
青龙屋宿黄昏由东方地平线升起，万物繁茂的
季节到了，这时要祭天、祭龙星，为田野祈雨。

祭龙求雨，古人还要堆土龙。相传，土龙塑
的是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应龙处南
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
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晋代郭璞注解，认为
土龙求雨风俗源于这段神话。应龙本是天上兴
云布雨的神。蚩尤制作兵器去攻打黄帝，黄帝
请天上的应龙来参战。应龙的本领是以水克
敌，它积蓄大量的水，对付蚩尤。应龙帮助黄帝
杀蚩尤，战夸父，用尽了自己的神力，再也上不
得天。天上没了司雨的应龙，雨水就少，使得下
界 常 闹 旱 灾 。“ 旱 而 为 应 龙 之 状 ，乃 得 大
雨”——郭璞说，这就是土龙致雨风俗的来历。

祈雨请龙，赶上大气环流、天气形势无水可
降，人们请龙再虔诚，祭龙再恭敬，天空照样没
云。倘若请龙多日，天仍晴着，就晒龙。把“龙”抬
到太阳下暴晒，表示惩罚。抬着龙在烈日下游
行，让它体恤民情，尝一尝干旱的滋味。但晒龙
也不是一味地暴晒，要适时地向龙身上泼一点
水，大概表示恩威并用、情感沟通吧。经此折
腾，到某一天恰巧天就阴了，雨就降了，人们会
说这一招灵验。

中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不少是与龙有关
的。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南宋龙灯的记
述：“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
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南宋大
词人辛弃疾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的诗句，说的是由人舞动的龙灯。明清两
代，舞龙灯之风更盛。舞龙灯并非灯节才有，春
节、中秋以至各种庙会均有此项活动。在中国
的传统观念中，龙是吉祥瑞兽，人们用灯模拟
龙的形象，无非是取其吉祥除祟的含义。

农历二月二为汉族的“龙抬头节”。此时正
值惊蛰、春分时节，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在
这一天抬头活动，以后的雨水也就多起来了。
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宛人呼二月二
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
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
令百虫不生。”由于中国北方多旱少雨，将“龙”
引入家中，图的是风调雨顺，于是就产生了“二
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祭龙节”。壮族的祭龙
节在农历二月间，由村中两户或数户人家轮
流负担祭祀用的鸡、猪等祭品，以保人畜平
安。瑶族祭龙节在农历三月三，活动包括祭谷
魂、祭谷娘、祭盘古、祭玉皇、祭神农等。广西侗
族流行耍龙灯，用竹片制成一条三四十厘米长
的龙，摆一张八仙桌，两人围绕桌子舞动，跳
跃嬉戏，配以有节奏的乐器演奏，有声有色，十
分有趣。

龙腾盛世，天降吉祥。相比其他生肖年份，
龙年或许真的更能带来风云际会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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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世界中，鹰鸟的飞翔令人
神往，狮虎之勇猛令人惊骇，但最触动
我心灵的是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前蹄
扬起，身微侧，目视前方，马鬃飞扬，如
风如剑，射向远方。马奔跑起来四蹄大
跨度张合，空间在奔跑中不断变化，前
进的速度与奔放的激情震撼荒原。

考古学家对化石进行研究后证
实，马属动物的祖先，在约4500万年前
已在北美演化成型，叫“始祖马”，其个
子矮小，身体如同狐狸般大小，以多汁
嫩叶为食，前足有四趾，后足有三趾。
直到 400 万年前，地球上才产生现代
马。北美洲一直是马类动物起源和演
化的中心，马从这里起源并向四周辐
射。在史前冰川时期，马通过白令陆桥
扩散到欧亚大陆，随后又进入非洲，成
为非洲大陆动物群的重要一员。

1.
在一万年前，产生于美洲大陆的

马却突然与其他一些大型哺乳类动物
一起在北美洲灭绝，至今原因不明。有
的说是被狩猎杀光了，有的说是被野
牛一类反刍动物淘汰了。幸运的是，当
马类在北美洲灭绝之前，部分马群已
经通过白令海峡迁徙到了欧亚大陆。
哥伦布第二次航海到美洲，他的船上
带着马，重新将马种输入美洲。这是马
群在美洲大陆灭绝之后的再次登陆，
故地重返，马回到了自己最早起源的
故乡，人类的历史也从此改写。

考古学家发现的驯化马的证据可
以追溯到大约 5500年前的波泰文化，
波泰位于现哈萨克斯坦北部。驯化马
使人类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遥
远的距离变得可以快速地跨越。我去
匈牙利旅游，在那里了解到蒙古军队
攻打匈牙利的历史。匈牙利的祖先来
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强悍的草原民族
在传说中如附身于马上的神灵，长驱
直入，无可匹敌。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
绘成“几乎黏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
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
们是双足野兽”。

这一不畏艰险的游牧民族沿着横
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前进，止
步于中欧匈牙利大平原，从此在这里
扎下根来。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多瑙
河以东的匈牙利大平原，损失了五分
之四的人口。

马与人类的结伴不仅助长了帝国
的军事行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
拉分校的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表示：

“我认为将马用作战争武器是人类历

史中与动物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马
不仅成为人类的食物，而且达成了交
通和运输的繁重任务，后来又成为人
类战争中的重要元素。在中外历史上，
古代战马和战车是最重要的军事力
量，各种帝国的诞生扩张都离不开马。

远的不说，在二战时期，人类对于
马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迪斯尼电影

《白马的奇迹》改编自西班牙骑术学校
校长波达斯基上校的自传，描述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马术学校的
一段传奇故事。波达斯基接获命令，不
准他继续办骑术学校。这道命令无疑
等于下了一道灭马令，学习训练的欧
洲名马必将流落街头，成为军队或饥
民果腹的食物，为此波达斯基心急如
焚。经过各种努力，他说服德国泰勒汉
将军将那批马迁往捷克境内。可是随
着盟军胜利的扩大，为了保证马群完
好无损，波达斯基找到了美国将军乔
治·巴顿，请他帮忙，而巴顿将军又正
好是著名的赛马爱好者，随后巴顿派
出卡车队将马匹运往维也纳。利皮赞
马这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马种才在战
火中幸存下来，战后西班牙马术学校
才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2.
波达斯基千方百计保护的利皮赞

马，被誉为世界上最优雅的马种，兼有
阿拉伯和西班牙血统，是欧洲马匹中最
古老的马种。这种白马的肤色很有趣，
刚刚出生时的小马驹不是白色的，而通
常是枣色或黑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
长，肤色转变的整个过程在六至十岁之
间完成，毛色就逐渐变成了白色。所以

说利皮赞马是白色的马实际上是一个
常见的误解。据说追根溯源，现代这些
马，都可以在出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
世纪初的八匹基础血统种公马中，找到
自己祖先的名字。

那一年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的西
班牙骑术学校，我特地前往那间由建筑
名家设计的全世界最美丽的马术大厅，
观看骑手与马匹进行的晨练。维也纳的
皇家西班牙马术学校是世界上唯一一所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以传统形式练习并
演绎古典马术的机构。利皮赞马按照骑
手的指令，表演古典盛装舞步的一系列
高难度动作，给观众带来难忘的观感。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马术比赛
中，就有盛装舞步赛一项。盛装舞步比
赛如同在跳华尔兹，无论动作多么复
杂多变，人和马都显得气定神闲、风度
翩翩，沉着而充满自信，表现出骑乘艺
术的最高境界。每次竞赛完成，骑士都
会弯下身体用双手轻拍着马的脖子两
侧，完全可以感受到两者灵性的沟通。

马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深
远，因此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独特

的位置。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西班
牙等欧洲多国发现了一些洞穴中的史
前壁画，人、野牛、野马和猛犸象等都
是壁画中常见的生物。如果只用栩栩
如生来形容，已经不足以表达那些壁
画画面之传神和完美。因为画家笔触
之生动，使人们相信现代的毕加索、马
蒂斯等大师早已存在。在被誉为“史前
西斯汀教堂壁画”“史前罗浮宫绘画”
的法国韦泽尔峡谷的拉斯科洞穴壁画
中有一幅“五马图”，中间竟然出现有
一匹典型的“中国马”。所谓中国马，是
画家的笔法线条简洁，平面却动态，与
一万年以后中国画的画法极其吻合。
在相距万里之外，相距万年时间，法国
的隐秘洞穴中有一位画家在画着同样
风格的“中国马”，这种巧合匪夷所思。

上世纪 20年代，在法国西南部一
处洞穴壁画中发现的奇特马图案被称
为“斑纹马”，专家考证预估可能绘制
于 25000年前。马身上的一块块斑点，
像极了现代斑马身上的花纹，但是斑
马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近代现象，怎么
会出现在远古时代的壁画中呢？难道
是画家的主观创造？科学家们通过对
欧洲地区15个考古遗址的野生马化石
进行 DNA 分析，终于找到了证据：其
中有6个野生马化石共同拥有“斑点皮
肤”基因。约克大学考古系特里·奥康
纳撰文指出：“远古野生马皮肤上出现
奇特斑点图案，应当与迄今我们并不
知晓的环境因素有关。”

3.
除了在维也纳近距离观看过利皮

赞马的晨练，我还在新疆抚摸过来自

中亚的“汗血宝马”。走进汗血宝马饲
养区，看着一匹匹黑色、棕色、深黄色
的汗血宝马在马厩里沉静地站立着，
鬃毛细致，皮色闪亮。汗血宝马本名叫

“阿哈尔捷金马”，主要在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
家繁衍生息，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工饲
养历史最长的马种之一。汗血宝马名
字的由来，是因为这类马狂奔出汗时，
汗腺发达的马脖子部位肤色会变得特
别鲜艳，仿佛被鲜血浸染一样。

最早关于这种马的描绘来自西汉
的张骞。在一幅张骞出行图中，张骞坐
于马上行于荒漠，在望不到头的高原
上，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一
带）出发，走上了出使西域之路。张骞
历经13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
西亚各国。他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
务都没有完成，第一次企图联络大月
氏，夹击匈奴，大月氏没有应允；第二
次联络乌孙，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
目的，也没有实现。但是，张骞开拓的
道路，后来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商旅
要道——“丝绸之路”。

史书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说：
“（西域）多善马，马汗血。”他所说的就
是世界马种中十分有名的“汗血宝
马”。这种历史上最老的马种，曾伴随
曹操、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征战
沙场，被誉为最有灵性的动物。“日行
千里，夜行八百”是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对好马速度和耐力的描绘，而当之
无愧的恐怕只有汗血宝马。经测算，
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 1000米仅需要 1
分零 7秒，即使在摄氏 50度的高温下，
汗血宝马一天也只需饮一次水，因此
特别适合长途跋涉。汗血宝马性格暴
烈，是荒原上的斗士，而不是宫殿中
的绅士。它们在马厩中沉静的雍容状
态，是在养精蓄锐，是在酝酿着奔腾
千里的力量。

我国马史专家认为，“汗血宝马”
其实就是阿哈尔捷金马。专家曾对汗
血宝马的“汗血”现象进行过考察，认
为“汗血”现象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
现今，全世界阿哈尔捷金马的总数量
非常稀少，一共只有3000匹左右，产于
土库曼斯坦，并被当作国宝赠送他国。

汉武帝曾为被称为“天马”的汗血
宝马作歌咏之，歌曰：“太一贡兮天马
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
里，今安匹兮龙为友。”为了获取汗血
宝马，历史上汉武帝就曾发动过攻击
西域大宛国的两场战争。根据《史记》
和《汉书》相关记录，西汉王朝历时四
年，靡亿万之资，倾举国之力，并为之
付出了十万将士的生命，最终换回了
骏马三十匹……但此后重装骑兵流
行，成为战场主力，而汗血宝马的负重
能力有限，因此到了南北朝时期，汗血
宝马渐渐退出了战场。

2000多年前，崇山峻岭间，年轻气
盛的张骞骑马走过高原间的崎岖山
路。再见他时，他已须发斑白。如果没
有马，是否还会有这一段旷世传奇呢？

人类历史上的骏马奔腾
王淼

关于丹书铁券，最著名的莫过于
《水浒传》中关于柴进的故事。梁山好
汉大多为贩夫走卒、江湖匪类，柴进
的出身在这群人中显得尤为尊贵。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
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用了一阙

《西江月》描述：“累代金枝玉叶，先朝
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
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
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
柴进。”

柴进曾自述“家间祖上有陈桥让
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
做 下 不 是 的 人 ，停 藏 在 家 ，无 人 敢
搜”。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柴进为后
周世宗柴宗训后裔，故宋太祖赵匡胤
赐其丹书铁券，这与历史上发生于显
德七年（960 年）的陈桥兵变相合。这
一年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柴宗训
不得不“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将帝
位禅让于赵匡胤——将柴进称为“先
朝凤子龙孙”，倒也非夸张之辞。

那么问题来了：丹书铁券究竟是
何方宝器，居然能让柴进有胆与当朝
权臣争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柴进
此人，而柴进也的确有丹书铁券，那是
否还会落得个落草为寇的下场？

“丹书铁券”是一个统称，历代的
叫法不一。两汉分别称为“丹书铁契”
和“丹书铁券”，“契”与“券”相通，“丹
书”则是指铁券上的誓词用丹砂书写。
之后的《资治通鉴》《隋书》《辽史》中分
别有“银券”“金书铁券”“金券”之称，
是源于书写材料不同所致。《明史》因
铁券可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券，其实
与丹书铁券本为一物，仅仅是命名角
度不同罢了。

论及丹书铁券的诞生，就不得不
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
朝之前本无丹书铁券，据《汉书·高帝

纪》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律
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
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
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
庙”。而“剖符作誓，丹书铁契”的内容，
则是“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
存，爰及苗裔”17 个字——正是这 17
个字，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丹
书铁券。

刘邦借丹书铁券“班爵割地，与下
分功”，而功臣也因被授丹书铁券得以
享受“生则宠以殊礼，死则畴其爵邑”
的福利。由此可见，丹书铁券在其诞生
之初的确具备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契
约”之意。

汉初的丹书铁券，更近于荣誉而
无法外之权更非免死承诺。持券功臣
不乏获罪之人，如萧何便因“强贱买民
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险遭不
测。功臣本人已然如此，功臣之后则更
无免罪特权。持券功臣周勃封绛侯，后
其子周胜之嗣因杀人获罪而身死国
绝；后次子周亚夫封为条侯，续绛侯
后，且其本身又是平定七王之乱的元
勋，最后依然被逼得绝食而死。

刘邦之后，两汉帝王未再赐铁券
于大臣。东晋以降，丹书铁券再次出
现。大兴四年（321 年），东晋元帝司马
睿在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监平州
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等职时，
赐其“丹书铁券，承制海东”。这里的丹
书铁券与汉初诸功臣所受的丹书铁券
完全不同，更与免罚免死无关。

然而，在南北朝时期，情形悄然发
生了变化。南北朝各势力分疆裂土的
同时，汉晋数百年几近绝迹的丹书铁
券突然大量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了后
人眼中的“免死金牌”。北魏孝文帝拓
跋宏“兴礼乐，变华风”之后，北魏一度

“赏赐无度，盈积私家，金书铁券，不死

之诏频以许人”。这一风气明显延续到
了后继王国，西魏时期大将李穆冒死
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余“特赐以铁
券，恕其十死”，此处丹书铁券作为“免
死金牌”，已然实至名归。

在南北朝不足 200 年的历史中，
丹书铁券获得了极大的“延展性”。一
方面，作为“免死金牌”的丹书铁券终
于出现，另一方面，丹书铁券在政治军
事活动中的作用被极大拓展，这一切
成为后世丹书铁券的“底色”，最终使
这一器物在民间文化中被蒙上了一层
神秘面纱。

隋末越王杨侗称帝，段达、王世充
等七人因拥立之功“委以机务，为金书
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

‘七贵’”。此时的丹书铁券被称为“金
书铁券”，得益于冶金技术不断发展，
铁券上的誓文已能够用金银填嵌。《隋

书》中未明言“七贵”的金书铁券是否
有免死之权，但“七贵”无一例外均不
得善终——这也不能怪铁券，而是乱
世之中弄权者很难全身而退，这非一
枚金书铁券所能改变。

隋唐易代后中国再次迎来大一
统，唐高祖李渊如刘邦一样开始论功
行赏，其在颁布的《褒勋臣诏》这道诏
书中明确了诸勋臣“恕一死”的法外之
权。虽然其中未提及丹书铁券，但在

《唐大诏令集》中，这一道诏书被归入
“功臣·铁券”篇，可知当时虽无其名而
已有其实。以此为基础，唐朝的丹书铁
券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要求，其
誓词包括赐券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
爵、邑地，受赐者的功勋业绩，册封内
容与赋予特权，对受赐者的训诫……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
面对众多强藩悍将，朝廷根本无力掌
控，故只得示怀柔之心，丹书铁券是其
中的选择之一。如唐代宗面对李宝臣、
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藩镇，下诏“凡
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并“皆赐
铁券，誓以不死”。

现存最古老的一枚丹书铁券实物，
正是在唐末的悠悠乱世中诞生的。乾宁
二年（895年），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于越
州称帝，建大越罗平国，董昌部将钱镠
不肯相附，奉唐昭宗李晔之命平叛并取
得胜利。董昌平定后，李晔大喜过望，拜
钱镠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加检校
太尉、中书令，并赐丹书铁券。

历朝丹书铁券能留存于后世者寥
寥，而这一份“钱镠铁券”居然历经千余
年而得以传世。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明
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或犯
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此丹书铁
券不仅能免九次死，有普通的违法之举
时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这样的“免
死金牌”确实是续命宝器了。

有宋一朝，朝廷对丹书铁券基本
持保留甚至反感态度。北宋祥符年间，
王沂公出使契丹，契丹客伴使耶律祥
吹嘘其铁券，王沂公便回敬道：“铁券，
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
侧耳，何以辄及亲贤？”没有赏赐的东
西就给一个，这完全是糊弄人的玩意
儿！在宋朝，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僚
政治形态全面取代门阀士族政治形
态，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丹书铁券的
式微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辽金之后，元朝并无丹书铁券制
度，仅成吉思汗曾“赐誓券、黄金印”于
木华黎，以助其经略中原。有元一朝，
倒是有一“答剌罕”的封号享受“九罪
弗罚”的特权并可世袭，与丹书铁券功
用相似。

元朝虽无丹书铁券，但元朝之后情
形再次逆转。《明通鉴》载：洪武元年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剖符封功
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
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上
皆嘉纳焉”。至洪武三年（1370年）“大告
武成，论功行赏，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
十八人，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
砺，爰及苗裔”，丹书铁券由此迎来了最
为辉煌的时代。比之于唐朝铁券、元朝
铁券，明朝铁券在质地、券文内容等方
面均有变化。尤为不同的是，唐朝铁券
为单券，明朝铁券则与金朝相仿分为二
通，一付给受赐人，一付置于内务府。

那么，明朝的丹书铁券，是否有“免
死”功效？当然有，不过相对于唐朝动辄

“恕十死”的做法，明朝铁券的规定相对
保守。如大将军徐达在明初号称战功
第一，被封魏国公，然依其铁券，徐达
只能免死三次，其子免死二次。又如丞
相、太师、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长，依
其铁券亦仅“免二死，子免一死”。自明
英宗始，宦官干政日渐增多，丹书铁券
的颁赐又渐渐抹上强权色彩。终明一
朝，丹书铁券可谓有“免死金牌”之名，
却无“免死金牌”之实了。

丹书铁券在历朝更迭中几经起
伏，最终被岁月打上了“免死金牌”的
烙印。《水浒传》中借丹书铁券烘托柴
进的身世或系虚构，但大抵符合历史
逻辑。不过从历史看，丹书铁券往往徒
有虚名，立足这一视角，柴进持券却仍
被逼上梁山的情节，更多了一分真实。

丹书铁券的岁月烙印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

江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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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百骏图》

唐昭宗赐给钱镠的丹书铁券

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的“中国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