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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相-耶律楚材》

前言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大漠碑铭》和读者朋友见面了。    “大漠”是指
哪里？是我们北方的蒙古高原，古称“朔漠”，也称“瀚海”、“大碛”，史书上把内蒙古地区称为
“漠南”。    “碑铭”是指什么？就是“树碑立传”，为那些已被历史尘封的北方古代人物。    北方
，大漠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一直鲜为人知。同时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随
着历史的演进，在这片土地上，有过不同族属的兴替。遥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有牧歌羌笛，也有
吹角连营，有穹庐逐绿，也有战马嘶雪，在几千年的风雨中，记载在史书中的北方部族有鬼方、猃允
、戎狄、东胡、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其它族体。在他们争取生存
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表现出各自的刚烈和坚韧，无畏地冲开各种束缚而踏出自己的辉煌。但他们没
能为后世留下足够的记忆，人们要了解他们多数只能凭借汉家资料，正史中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列
传和志记是有限的，有些是带有偏见的，而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则更是把北方民族视为异类。比如“
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杨家将”、“岳飞抗金兵”等等，其中所出现的北方民族不都是野蛮
的反派角色吗？    事实真是如此吗？上下五千年，正史与野史交替，神话与传说并存，我们不能以地
域来评介民族和人物。我们应该认识到，北方的历史既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
分。以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规律，可以洞悉“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智慧。北方古代优秀人物众多，有些堪比秦皇汉武，只是湮没在历史的尘
埃中使很多人一头雾水而已。那么，如何让人们能清晰明白地去了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北方人物，感
受历史的真实，这便是我们编辑这套《大漠碑铭》系列丛书的缘起。    这套丛书由十四册组成，均为
内蒙古地区实力派作家创作完成。这套书中有写匈奴、鲜卑、乌桓的，也有写辽、金、西夏和蒙元的
，基本囊括了我们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族属中的不同人物，有帝王也有平民，有男人也有女人。在
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北方民族跨越阴山步人中原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每位作者在创作中、我
们在编辑中都注重不拘泥于旧说，更不拾人牙慧，大胆在作品中表述独立的见解，但我们更注重，在
对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虽可和成说不尽相同，但在史实上却不杜撰，更不戏说，尽量达到以时间为经
，以人物和事件为纬，经纬交织，描写出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的故事，用其中蕴含的或高昂或哀婉的场
景，让人们重温一段历史，与中国北方民族进行亲密接触，在读故事中寻绎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
，感悟民族气节。    以史为鉴，以古人为鉴，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是我们编辑出版这
套系列丛书的愿望，同时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愿我们这套系列丛书能更为生动、更为多彩地为读者
提供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历史人物的机会，能为读者朋友带来阅读上的满足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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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元相-耶律楚材，ISBN：9787204115495，作者：冯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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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相-耶律楚材》

作者简介

冯同军，爱文习武，当过记者、发表过作品。习练意拳多年，意拳四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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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片枯黄的槐树叶，在秋雨的抽打下，终于离开了母体，一阵秋风，把它们刮进一间尚未熄灯的屋子
里。    残秋，最揪人肺腑，秋风秋雨的夜更让人心寒。人们在这种天气里，都早早地熄灯进入了梦乡
，想用梦中的美事，抹掉残秋带来的惆怅。    在天都燕京玉泉山上玉泉祠内的那间尚未熄灯的房子里
，又续上一枝龙涎红蜡烛。在红蜡下，有一人身穿员外便服，一手捋着过脐的长髯，一手伏案疾书。
他就是蒙古汗国首任中书令——耶律楚材。    红蜡虽已换了五次，然而，耶律楚材毫无倦意。他把笔
轻轻地放在笔架上，双手慢慢梳着长长的胡须，原来墨黑的胡须添了些许白霜。    他站起身来，走到
窗边，侧耳细听秋雨的声音，算是一种休息。他低头看到飘进来的那几片枯黄的槐树叶，他把它们捡
起来，顺手把它们扔到窗外。    在紧靠窗口外的石桌上，有几盆怒放的菊花，在秋风秋雨中，这几盆
菊花更显得生机盎然。    “唉！”耶律楚材叹了一声。他扔的那几片枯叶，落在菊花盆内。这些枯枝
败叶不配和菊花共在一个盆里为伍，他想。他把手伸到窗外，把枯叶从花盆中捡起来，扔到地下。    
在微弱的红烛光下，室外的菊花看的不太真切，耶律楚材的身躯又挡住了红烛的光，所以，菊花只能
看个大概。耶律楚材在窗边沉思片刻，转过身去，走到案几边伸手把红烛举起，另一只手遮着红烛向
窗边走去。    菊花在红烛的照映下，使耶律楚材看得真切了，他看的是那样入神，以至烛泪掉到他的
手背上，也竟然不知。良久，他长长地呼了口气，举着红烛又回到案几边，提笔在手。    这是1243年
的一个秋夜，也就是乃马真后称制翌年的一个秋天。    耶律楚材疾书几行后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耳
边响起了太祖孛尔只斤铁木真洪钟般的声音“吾图撒合里系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为之”。    
然而，在窝阔台汗的晚年，太祖的遗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赤胆忠心的两朝贤相耶律楚材渐渐失
势，他推行的中原汉制，虽初见成效，却遇到重重阻力，很难发展下去。    窝阔台汗驾崩后，乃马真
后称制，更是每况愈下，军政大权旁落他人。    耶律楚材失势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
得罪了乃马真后。乃马真后是窝阔台汗的第六位皇后，窝阔台汗对这位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
的皇后宠爱有加，宫中的一切都可以过问。更何况，乃马真后独得一子叫贵由，因此，她更加得宠。
窝阔台汗驾崩后，贵由随军西征未归，皇孙失烈门年龄尚幼，乃马真后便与耶律楚材商议立主事宜。
耶律楚材听后道：“这是皇室大事，外姓臣子不敢过问此事。”乃马真后说：“太宗在日，曾令皇孙
失烈门为嗣，但失烈门尚幼，贵由远征未归，一时恐难定议。但国内不可一日无君⋯⋯”耶律楚材听
出弦外之音，顾不得君臣礼仪，厉声打断了乃马真后的话，“先帝既然有遗训，必当遵行，还商讨什
么！”楚材话音刚落，闪出一人道：“太子未归，皇孙尚幼，你何不请母后称制！”说话的正是鄂拉
合玛尔。耶律楚材知道这是串通好的，让他首肯。他纵观历史，唐武则天称制改周的教训。他知道自
己是朝中重臣，一言一行责任重大，尤其在社稷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于是正色道：“先帝既
有遗训，当立诏皇嗣速返称帝改元，皇后称制万万不可⋯⋯”楚材话未说完，乃马真后一阵冷笑，“
暂且称制，料也无妨。”楚材欲再谏，只见乃马真后已蛾眉冷竖，鄂拉合玛尔也怒目而视，谅说也无
益，便默然而退。只此一点，耶律楚材失宠于乃马真后就是必然的事了。    往事如过跟云烟，浮生若
梦。官场上的沉浮升降是很难预料的。自从和乃马真后龃龉后，他上朝所言之事真可谓听者无二三，
驳回常八九。难啊！他感到做人难，更感到作为社稷重臣难上加难。难，难道就撒手不管，听之任之
吗？这样岂不辜负了铁木真和窝阔台两位大汗的重托，更违背了自己事蒙古汗国的宗旨。    铁木真确
实是一位拓疆斩土的英明君主，但地处大漠南北的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经济、文化，毕竟落后于黄
河、长江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的经济、文化。铁木真能统一大漠南北分散的蒙古各部落，也会扫清北
、西、东虎视眈眈企图分一而食之分散而落后的蒙古部落；更会以灭宋亡金来统一中国。这些耶律楚
材深信不疑。但，虽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    从历史上看，历代的君王对北方民族的征战还
少吗？是啊，蜿蜒的长城和断魂的琵琶都是阻碍和安抚强悍的北方民族的有力武器。    风大了，雨小
了。一阵风差点儿把屋中的红烛刮灭。耶律楚材是信奉神明崇佛尊道的，他忙用手挡住了红烛，情不
自禁地向窗外看了看，又模糊地看到窗外的菊花。墙角的蟋蟀在叫。连这个凶狠好斗振翼而噪的小东
西的叫声也显得软弱无力。这不是战斗前愤怒的号角，而是冬之将至临终的哀鸣。百草已经枯黄，树
叶纷纷落下，在这场秋雨的洗劫中，世界将要变得光秃秃的寒冷而单调。在这种季节里，在这种天气
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菊花的气质呢！它傲然挺立、精神抖擞，它是天之灵物，秋之瑰宝。    秋天菊
花披露傲霜迎风而立，冬天梅花战寒斗雪破冰而绽，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倘若春天菊花与百花齐放，
腊梅在狂蝶中破颜，那它们的风骨在哪里呢？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耶律楚材想
到黄巢的诗句。唉！他毕竟是个草莽英雄，不懂得菊花之所以被人们赞美正是因为它不与桃花一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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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相-耶律楚材》

。    “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韩琦的两句诗很合他的口味。    他看着秋风秋雨中的菊
花，想到司马迁与汉武帝，好比自己与太祖、太宗。刘彻与铁木真、窝阔台无疑均是一代圣主。但，
汉武帝对司马迁绝对是不公正的。他对司马迁施以腐刑。腐刑者，刑之最也。然而，司马迁为了完成
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在忍辱偷生，任人笑骂中完成了《史记》这部皇皇巨著，才使记史没有中断。汉
武帝在晚年感悟到自己对司马迁施刑过苛，又将这个施了腐刑的司马迁千石郎官，提升为中书令。圣
明君主的差错，犹如日月之蚀，是微不足道的，更是不可避免的。    想到这里，楚材感到，自己现在
境况不好，但比司马迁好多了，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把辽、金、蒙古史撰写出来，留于
后世，否则，有何面目到九泉之下拜见太祖、太宗。    他还想到，自己虽年过五旬，还不是太老，乃
马真后之后，不难再遇到明主，那么，他弃金降蒙古汗国的主要宗旨，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士择明
主而侍之，等待吧，会有这样一天的。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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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耶律楚材，蒙古汗国大臣，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倡“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
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
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大元相(耶律楚材)》
以小说形式讲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与成就。本书由冯同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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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在研究耶律楚材！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读！为我提供资料！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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