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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时候

,

就听到过
“
昭君出塞

”
的故

事
。

后来当了记者
,

又去过王昭君的家乡— 湖北省

柿归县采访
。

在那里游览了陪伴王昭君度过童年的

香溪
,

欣赏了香溪两岸的秀丽风光
,

因而王昭君的形

象一直深深地印弃我的记忆中
·

这次来到呼和浩特
,

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

去瞻仰昭君墓
。

一天的午后
,

清风阵阵
,

蔚蓝的天空
,

飘着朵朵

白云
。

乘车出呼和浩特南行 10 公里
,

在大黑河南岸

的冲积平原上
,

只见翠绿丛中
,

高高隆起一座巍峨壮

观的大土丘
。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昭君墓
。

陪同的友人

介绍说
:
昭君基占地 20 多亩

,

墓高 30 多米
。

墓的周

围
,

松柏育翠
,

白杨钻天
,

百花争艳
,

绿草如毯
,

大

黑河在它身边缓缓流过
。

昭君墓又名青稼
,

据说在古

代
,

这里每到深秋季节
,

四野草木枯黄
,

唯独墓上草

色青青
,

因此而得名
。

进人墓园
,

首先看到的是王昭君和她丈夫呼韩

邪单于
,

并肩策马的青铜色石雕巨像
。

他们手执马

誉
,

精神抖擞
,

重新展现了当年夫妻二人驰骋草原的

英姿
。

墓顶建有凉亭一座
,

凭栏北眺
,

如屏似障的大青

山
,

气势磅礴
,

仰首南望黄绿相间的田野
,

坦荡无垠
,

不免使人感到仿佛进人了对历史的茫茫遐想之中
。

墓园里有一座文物陈列室
,

陈列着珍责的历史

文献和出土文物
。

在这里我们重温了昭君出塞的历

史
:

王昭君又名王墙
,

于公元前五十几年的时候
,

出

生在今湖北省佛归县宝平村
。

昭君容貌秀丽
,

如花似

玉
。

汉元帝大选天下美女
,

昭君被选进皇宫
。

但是她

人宫以后被冷落了
,

数年见不到皇帝
。

就在这个时

候
,

北方匈奴族领导集团发生了内让
。

呼韩邪单于为

了争夺王位
,

曾经两次人汉拜见汉帝
,

以寻求汉王朝

的支持
。

从此匈汉两族之闻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

扭转了自汉初 15 。年来的对立局面
。

公元前 33 年
,

呼韩邪单于第三次人汉
,

向汉元帝提出了
“

愿婿汉氏

以亲
”

的请求
。

王昭君听到呼韩邪单于的请和 考虑到自己人

宫数年
,

生活十分孤寂
,

与其索居深宫
,

埋没一生
,

不如远嫁匈奴
,

做一个
“
和亲使者

” .

于是挺身而出
,

自愿请行
。

汉元帝为了争取匈奴归顺
,

立即同意昭君

的请求
,

将昭君以公主身份赐婚于呼韩邪单于
。

呼韩

邪单于则封昭君为
“
宁胡阔氏

” ,

即匈奴君主的主妻
,

也就是皇后的意思
。

汉宫为之举行的欢送仪式一结

束
,

昭君便随呼韩邪单于乘马离开西安
,

直往漠北匈

奴驻地而去
.

昭君到了塞北
,

完全过上了游牧生活
.

她住弯

庐
,

披毡裘
,

食禽肉
,

饮奶浆
,

夫妻恩恩爱爱
,

日子

过得很舒心
。

从此匈汉两族之间更加友好团结一直
保持了五十多年的和平安宁局面

,

塞北草原上呈现

了人民乐业
,

牛羊遍野的繁荣景象
,

因此昭君受&lJ 了

塞内外人民的无限尊重和爱戴
。

据传说
,

昭君去渔以

后
,

草原上的牧民
,

用他们的宽大袍襟
,

兜着黄土
,

纷纷赶来送葬
,

垒起了这座墓壕
,

用以纪念她知功

绩
。

值得思考的是
,

两千年以来
,

人们对
“
昭君出塞

和亲
”

一事
,

有褒有贬
,

评价各异
。

仅文人墨客写的

诗词就有一千多首
。

其中多数对王昭君出塞利亲持

否定态度
,

认为这是汉元帝软弱无能
,

不能抵制匈奴
人

,

把自己的官女送去和亲
,

是委曲求和的表率
。

把

王昭君则说成是被害者
,

为她抱恨不已
·

尤其科那首

借昭君之 口写的琴曲 《昭君怨》
,

更把昭君出辫和亲
描写得哀怨凄绝

,

不忍卒读
。

历史是歪曲不了的
,

王昭君的功绩也是殊杀不

了的
.

大青山南北
,

大黑河两岸
,

普遍流传着洋样一
首歌谣

: “

大黑河水浪悠悠
,

昭君和亲到匈奴
, ,

青壕

留在黑河岸
,

千古美名遍九洲
。 ”

这充分表达了塞外

人民的心声
。

19 63 年 功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趁必武
,

游览昭君墓以后
,

曾经挥笔题诗
:

昭君自有千秋在
,

胡汉和亲见识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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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客各抒胸臆意
,

舞文弄墨总徒劳
。

董必武以雄辉的诗句
,

对王昭君作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评价
,

赞美和歌颂了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功

绩
,

对过去一些文人墨客的歪曲描绘
,

进行了批判
,

这首诗一直为草原各族人民所传颂
。

历史学家煎伯赞
,

在 《内蒙访古》 一文中
,

对昭

君出塞和亲也有一段鲜明的评价
。

他写道
: “
在大青

山脚下
,

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
,

那就是被

称为青稼的昭君墓
。

因为在内蒙古人民心中
,

王昭君

已经不是一个人物
,

而是一个象征
,

一个民族友好的

象征
。

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
,

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

历史纪念塔
。 ”

接着
,

翻伯赞批驳了一些文人墨客的错误观点
.

他写道
: “

然而现在还有些人反对昭君出塞
,

以为昭

君出塞是民族和国家的屈辱
。 ”

翻伯赞明确表示
: “

我

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

因为在封建时代
,

要建立民族间

的友好关系
,

主要的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
。

而

统治阶级之间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盘的对

比
,

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
。

和亲就是改善

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
。 ”

翁伯赞继续写道
: “
当然

,

和

亲也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的
,

有些和亲是被迫的
,

但是也有些不是被迫的
,

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

的情况存在
。

如果不分青红
’

己白
,

只要是和亲就一津

反对
,

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

得民族之 l可的和解呢?’’ 翻伯赞最后说
: “

在我着来
,

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产

内蒙古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
:

除了呼市南郊

这座昭君墓以外
,

沿大 青山南麓还育私钾啤种
中

的昭君墓
。

像包头市黄河南岸那座昭君塞
,

宋但形貌
很像青缘

,

而且有些出土文物也证明
,

当年晤着确实

跟随呼韩邪单于在那一带活动过
。

忠此说昭君理葬
在包头也不无理由

。

但是在我国历史文献中
,

唐代杜

佑所著的《通典 》一书
,

最早提到晤君墓在呼市以南
。

元代编修的 《通史》中
,

也说
“

青壕即王昭君墓
。 ”
曾

经帮助成吉思汗创业的耶律楚材所著 《湛然居士集》

一书中
,

收有 《过青稼 》 一诗
,

其中有
“
玉骨已消青

壕底
,

香魂犹绕黑河滨
”
之句

。

可见这里所指的青缘

就是呼市南郊的昭君墓
。

昭君墓墓址之争
,

由来已久
,

今后可能还要继续

争论下去
。

但是王昭君究竟葬埋在什么地方
,

这并不

重要
。

正如翁伯赞所说
: “
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多的昭君墓宁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
,

反映了内蒙

古人民对王昭君的爱戴之情
。 ”

’

我们走出墓园
,

已经是夕阳西斜的时刻
。

回首仰

望昭君墓
,

在晚酸映照下
,

更显得雄伟和庄严
。

期待着与您相聚在北京

本刊举办首期新闻与写作系列讲座
为贯彻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

培养新闻与写作

人才的办刊宗旨
,

进一步密切 《新闻与写作》编辑部

与作者
、

读者的联系
,

应广大基层新闻工作者和写作

爱好者的要求
,

本刊将于 9 月下旬举办首期新闻与

写作系列讲座活动
。

内容包括新闻采访
、

消息写作
、

通讯 (瞥特写
、

专访
、

侧记 ) 写作
、

新闻评论
、

新闻

摄影
、

版面编辑
、

报告文学以及文学入门等
,

共分 10

讲
,

由中央及首都新闻界的高级记者
、

资深编辑
,

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知名教授及全国著名作家分

别担任主讲
。

学员面向全国各级宣传部门
,

地市县报
、

乡镇广

播站 (台 ) 的新闻从业人员及广大新闻与写作爱好

者
。

学期为一周
。

学员报到时可带一两篇文字作品
(体裁

、

题材不限 ) 或摄影作品
,

经老师评点修改后

推荐在本刊新辟的学员专页发表
,

稿酬照付
。

讲座期

间
,

还将组织学员到天安门广场观升旗仪式
,

游览壮

丽的万里长城
,

并与任课老师座谈交流合影留念
。

首期学员暂定为 60 名
,

报名额满截止
。

学员报

到时交听课及教材费 6 80 元
。

往返交通及在京食宿

费自理
。

为保证系列讲座顺利进行
,

学员来取由本刊

统一安排食宿的形式
,

费用将另行通知
.

凡欲参加新闻与写作系列讲座者
,

几

请境好报名

表格 (见本期第 18 页 )
,

尽快寄北京东单西裱精胡同

34 号北京日报社 《新闻与写作 》 编辑部刘建新同志

收
,

邮政编码 1 0 0 7 3 4
,

联系电话 ( 0 1 0 ) 尽52 , 87口8
,

( 0 1 0 ) 6 5 29 87 0 7
。

人班通知将于 8 月底发出
。

因名额限制
,

学员务

请接到本刊发出的有关通知后
,

再持通知来京报到
,

报到时间
、

地点与人班通知一并寄出
。

9 月
,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与您相聚在北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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