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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史研究]

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时任太尉的一代大
儒、朝廷重臣杨震，突然被强行解职，随即受馋而“有
诏遣归本郡”。深知难逃后续迫害的杨震，在途中自
杀身亡。这是震动朝野上下的一大冤案。

汉安帝并非暴君，却为何不顾后果地迫害杨震
致死？杨震罹难，反映出东汉统治体制方面存在哪
些积重难返的弊端？杨震屈死一案，对当时以及后
世都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便以杨震屈死一案为入

手点，对东汉统治体制的弊端作一有益探讨。

一 从“关西孔子”到一代名臣
汉安帝时期的一代名臣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

人，堪称东汉道德文章第一人。《后汉书》卷五十四有
《杨震传》。①在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所辑《集古录跋
尾》卷二收录有杨震碑，题记为《汉故太尉杨公神道
碑铭》，《隶释》也收录此碑。②碑文残缺，所述生平简
略，其中“立朝正色，克勤竭忠”之语，是对杨震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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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外，记载杨震之史传，又见于：谢承《后汉书》卷四、华峤《后汉书》卷三、袁山松《后汉书》卷三（均见周天游《八家后汉
书辑注》）、《东观汉记》卷十七（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袁宏《后汉纪》卷十七。

②杨震碑，早已损毁，只存拓本。清代书法家黄易 (1744-1802)有《临汉碑》（此轴为纸本，隶书。纵 68.9厘米，横 27.5厘
米）。黄易有题记曰：“杨太尉碑石已不存，余得宋榻本日临一过。古先生正定。”后有落款“杭人黄易”，钤一白方“别字小松”。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另外，由山东拍卖公司主办的“山东金诺2011首届碑帖拓片专场拍卖会”（2011年7月16日开拍），有编号
76的拍品《汉故太尉杨公神道之碑》，系清代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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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政之政治品格的由衷赞叹。他的高风亮节，由史
书、碑铭、方志、族谱、民间口碑等多种传播途径共同
传诵，流芳千古。

从经学成就而言，杨震自少年时代就以好学而
著称，曾经受教于经学大师、太常桓郁门下，系统学
习《欧阳尚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在儒林之中
有“关西孔子杨伯起”[1]1759之誉。汉代儒者在相互品
题时，尽管时见褒奖过度之例，但是以“孔子”的盛名
相推奖，似乎也仅见于杨震一人，由此可见杨震学术
声誉之高。

从个人品行而言，杨震是居官清廉的楷模，特别
是他“深夜却金”的“四知”典故，成为我国古代廉政
的美谈。杨震出任东莱太守，在赴任途中，道经昌
邑。时任昌邑令的王密曾经得到杨震的举荐，为了
报答举主之恩，王密深夜怀金前来谒见杨震，于是就
有了如下典故：

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

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

知。”密愧而出。[1]1760

“四知”的典故，已经足以使杨震名流千古。
笔者于 2007年在台湾访学之时，曾经到访台北

的一处民居“四知堂”，据告知，在台的杨氏后人甚
众，他们均以出身于弘农杨氏而自豪，以身为杨震后
裔而自豪。请看台湾杨氏后人的自豪感：“我国的杨
姓家族，无不以‘弘农’为傲，以‘四知’为荣。台湾所
有的杨家子弟，也一向秉承了这项相沿相袭了两千
多个年头的传统……创造‘四知’一典的，是汉代大
名鼎鼎的‘关西夫子’杨震，由于‘四知’美德在传统
文化的永垂不朽，杨震的后裔，一千多年以来便始终
以‘四知’为堂号，为他们血缘归属的表记。这项传
统，直到今天，衍传在台湾岛上的杨氏子孙，也仍然
奉守不渝，而且必将千秋万世相承相袭下去。”[2]

山东莱州，是杨震出任东莱太守时的郡治所在
地，也就是“四知”典故发生之后，杨震的任职之处。
十分荣幸，莱州是笔者的籍贯与出生地，因此也就与
杨震有了一种特殊的地缘感情。在莱州宾馆北侧，
建有“四知苑茗茶”，寄托着莱州人民对这位古代清
廉官员的敬重，也是对廉政建设的特殊的宣传方式。

其实，居官清廉是杨震终生秉持的风格。史称：
“（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
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
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1]1760他把“清白”的居
官声名作为遗产留给子孙，这种境界实非常人所能
够企及。

从立朝辅政的政治风范而言，杨震刚烈正直，批
评时政积弊，不避形形色色的权贵，甚至敢于批评皇
帝本人，是当之无愧的直言极谏之臣、社稷之臣。他
的进谏，涉及到当时统治集团的所有弊端。批评范
围之广大、用语之尖锐，在当时的高官重臣阶层实为
首屈一指。这为他带来了千古流芳的盛名，也为他
带来了罢官自杀的祸患。

杨震之死，震动朝野，一时人神共愤。汉安帝并
非暴君，却为何不顾后果地迫害杨震致死？这不能
单纯地归咎于安帝的拒谏饰非与受人误导，而是因
为杨震对朝政的批评，触及到当时统治体制的几乎
所有的弊端。他所触犯的不是汉安帝一人，而是上
层当政者共同构成的利益集团。当杨震成为统治者

“利益集团”共同的敌人之时，大儒与名臣的双重身
份也无法保住他的生命。

二 杨震罹难：直言触及高层政治诸弊端
据《后汉书·杨震传》所载，他五十岁始入仕途，

但是凭借着一世名儒的身份、清廉的政声、卓异的能
力，其仕途发展十分顺利。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
守、涿郡太守等地方长官。安帝元初四年（117），征
入为太仆，迁太常。安帝永宁元年（120），代刘恺为
司徒。延光二年（123），代刘恺为太尉。可谓遍历地
方和朝廷要职，晚年有长达七年的时间身为公卿。
以其仕宦经历而言，他是高层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之一，似乎自然也应该是高层利益集团的成员之一，
但是，从杨震的实际从政表现来看，官位愈高，他发
出的批评声音愈强，完全没有为统治集团粉饰的迹
象。这只能理解为：身为名儒、五十岁始入官场的杨
震，身受数十年经学教育的熏陶，使他成为儒家“社
稷之臣”境界的憧憬者、“大丈夫”人格修养的实践
者。杨震晚年虽然也遍历高官，但是，他始终秉持着
儒生本色，特别是“气节观”，并没有真正融入官场高
层的“利益集团”之内。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的五
次“得罪”中体现出来。

第一次：永宁二年（121），杨震第一次强谏汉安
帝，其官职为司徒。执掌朝政多年的和熹邓太后驾
崩，被压抑多年的安帝得以亲政。令人遗憾的是，
安帝亲掌政柄，并没有带来朝纲大振的新局面，而
是“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
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针对这一乱
世之象，杨震上疏切谏，批判的矛头直指乳母王圣及
其女儿伯荣，实际上也是直接批评安帝本人。其中
有如下激烈的言论：“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
为务……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
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
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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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宜速出阿母，令
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
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
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1]1761杨震的这一切谏
奏章，安帝不加理睬，竟然把它传示乳母王圣等人，
内宠之徒对杨震皆怀忿恚，为杨震日后得罪留下了
祸根。

安帝一朝，乳母干政是一大政治痼疾。在安帝
的曲意纵容之下，乳母王圣及其女儿伯荣成为大权
在握的人物。她们母女二人，不仅生活上极端奢侈，
而且操纵朝廷大臣的生死荣辱，甚至插手太子的废
立与帝位传承。一批无耻官僚不惜卖身投靠，成为
乳母一党的党羽。①也有几位正直立朝的官员，秉持
与杨震相同的理念，对乳母一党干政乱政的劣行进
行过揭露与批判。时任仆射的陈忠就是如此忠臣。
针对“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而伯
荣负宠骄蹇，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又霖雨积时，
河水涌溢，百姓骚动”的局面，陈忠上疏进谏：“臣闻
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
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春秋大水，皆为
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
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
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輧马，相望道路，可谓
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
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
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
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
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
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
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
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1]1562-1563

合观杨震、陈忠之语，不难想见，乳母王圣母女
变乱朝纲，已经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杨震以其
职位之高、威望之重，公开上疏批评乳母干政，他所
造成的影响，要远比陈忠的批评更为深远。乳母王
圣一党对杨震的嫉恨深切，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第二次：杨震在延光二年为太尉之时，因为坚持
选官用人的基本制度，一举而同时得罪了在朝当政
的外戚与宦官首领。

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

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

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

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

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

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

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

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1]1763

在这两个性质相近的案例中，杨震坚持原则到
了铁面无私的程度，不仅不给外戚大臣大鸿胪耿宝、
执金吾阎显面子，更不给中常侍李闰面子，甚至不给
皇帝面子，表现出完全不理会官场规则的坚毅。这
在官场中完全是不懂规矩的“异数”。官职与之同级
的司空刘授就懂得“人情世故”，所做的是符合官场
规则的事情。仅此而言，就可以说明杨震没有真正
融入官场之中，不属于“利益集团”的成员。

第三次：杨震对汉安帝的第二次强谏，是在延光
年间担任太尉之时。他要极力制止朝廷的奢靡风
尚，结果同时得罪了乳母、宦官和一批得到皇帝信任
的近臣。“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
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杨震上疏直
谏：“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
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窃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
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
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
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
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
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
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
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
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
陛下度之。”稍后，杨震又利用地震之机，上疏直接批
评安帝“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
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讙哗，众所闻见……唯陛
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
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1]1765在杨震的这个谏
言之中，他引用“师言”，无疑是在运用儒家名师的权
威性来加强其进谏的效果。也可以证明，杨震的心
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儒者，而不是朝廷高官的。
杨震的进谏如果得到采纳，势必会对在大兴土木工
程中各自发财的各类权贵人物造成经济利益的极大
冲击。杨震与这些达官权贵之间的对立，既有人品
与政见的不同，也有现实经济利益的冲击，因而他们
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协调的。

第四次：杨震对汉安帝的第三次强谏，是在延光
三年担任太尉之时。“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
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

①如，宗室成员刘护从兄刘瓌，在延光年间“与安帝乳母王圣女伯荣私通，遂取伯荣为妻，得绍护封为朝阳侯，位侍中。”见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传·泗水王歙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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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
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

‘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
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
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
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
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1]1766赵腾直谏一事，《汉
书》分记在《杨震传》、《张晧传》①两处。《张晧传》的记
载置于汉顺帝时期。两个记载，必有一误。似乎应
该以《杨震传》为确。②赵腾谏言的具体内容，史料失
载，但可以推测，赵腾必定是批评安帝本人的失德失
政。杨震在营救赵腾时，一再强调不该以“激讦谤语
为罪”，就是在诱导安帝要有虚心纳谏的雅量，能够
容忍批评意见的存在。杨震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赵
腾的生死，毋宁说他更加关注保存一个适度的容纳
政治异见的空间。可惜的是，杨震的努力失败了。
他本人也于不久遭受迫害，含冤而死。

第五次：直接导致杨震被免官的事件是杨震安
排属官，开始查处中常侍樊丰及侍中谢恽等人贪占
官府材料，兴建家舍、园池等工程，因此，遭到“利益
集团”的反噬。史称：“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
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
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延光三年，安帝东
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杨震得知
他们兴建的私人宅邸是贪占国家资源，就安排部属
高舒召集大匠的令史属官彻查此事，掌握了樊丰等
人为了贪占国家资源而伪造“诏书”的证据。杨震把
案件文书整理完毕，但等皇帝车驾返京奏报。至此，
樊丰等人面临灭顶之灾。此次“利益集团”成员涉案
的性质十分严重，不仅是贪占官物的经济犯罪，还涉
嫌伪造诏书的政治犯罪，并且罪证被政敌杨震所掌
握。安帝东巡不在京城，杨震又书生气十足，墨守通
常的办案程序，没有紧急奏报在外的皇帝，这就为樊
丰等人的反噬提供了可能。樊丰等人在惶怖之时，
恰遇太史说有“星变逆行”之异，遂共同构陷杨震，其
诬告的用心就是要把杨震置于死地。“自赵腾死后，

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在这里，他们
给杨震编造了两项罪名：一是因为赵腾被杀，杨震心
怀怨恨；二是指杨震是外戚辅政大臣邓骘的故吏，因
为安帝迫使邓骘自杀，杨震遂有愤恨之心。这两项
罪名都是“似有根据”，而且都是安帝所不能容忍
的。赵腾被杀，最后的决策者是安帝本人，而此前杨
震为了营救赵腾有极力谏阻之举，当安帝本人知道
赵腾被杀成为失德之举而被臣下诟病之时，他无法
容忍自己承担恶名而杨震获得清誉。樊丰等人恶意
劾奏杨震对赵腾之死依然有“怨怼”之语，安帝自然
要“龙颜大怒”了。樊丰等人特意强调杨震是“邓氏
故吏”，更是把杨震置于安帝的“政敌”营垒之内了。
因为安帝登基之后的几年间，只是一个傀儡式的皇
帝，和熹邓太后“临朝称制”，安帝不亲政事。在邓太后
与安帝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权力斗争，再加之有人居间
挑拨，安帝与邓氏外戚集团逐渐形同水火。史称：“小
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
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
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1]2514在和熹邓太后去世之
后，安帝以非常手段夺回了被邓氏家族控制的大权，
才得以乾纲独断。安帝在清除邓氏势力时表现出的
坚忍与残酷，《后汉书·邓骘传》的记载更为详细，也更
为令人恐惧。③安帝对于可以认定的邓氏一党，肯定
要予以清除。而杨震入仕之初，确是出自邓氏的辟
举。经过樊丰等人的“旧事重提”，足以让安帝认定杨
震是政敌阵营中的人物。樊丰等人的这次诬告，直接
导致安帝把杨震视为异己力量。如此，杨震的威望越
高，安帝要清除他的决心也就越加坚定。

樊丰等人还利用与皇帝亲近的关系，恶人先告
状，在安帝刚刚回京、杨震未有机会面奏之时，抢先
弹劾了杨震。安帝一怒之下，“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
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樊丰等官场恶势力对退出
政坛的杨震并未停止迫害，“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
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
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

①异说的记载见于《张晧传》：“及顺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
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晧上疏谏曰：‘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
采善书恶，圣主不罪刍荛。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争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帝乃
悟，减腾死罪一等，余皆司寇。”见《后汉书》卷五十六《张晧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6页。

②袁宏《后汉纪》记事，把赵腾之事置于“孝安皇帝纪下”，当有所据。
③“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骘为上蔡侯，位特进。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

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
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德、叶侯广宗，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
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
又徙封骘为罗侯，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见《后汉书》卷十六《邓禹
传附孙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16页至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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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
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
年七十余”。[1]1766-1767一代大儒、忠臣，含恨而终！

由以上杨震“得罪”的五个事例来看，他所触怒
的是皇帝、乳母、外戚、宦官、近臣。在杨震的“直言
极谏”之中，暴露了东汉统治体制中的几乎所有重大
弊端。由此，形成了对杨震言行评判的两种立场：杨
震自以为是清廉忠正，为国为民；但是，在安帝等人
看来，杨震身负清望，蔑视皇权，如果要给他定罪，

“大不敬”、“沽名钓誉”、“结党营私”、“欺压同僚”等
等罪名，是可以任意相加的。杨震挑战了最不该挑
战的一群权贵人物。他们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大权
在握，再加之善于玩弄权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
这是他们的“优势”。杨震以书生本色、书生手段，与
这批朝廷之上的黑恶势力抗争，惨遭迫害而死，在某
种程度上说，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三 杨震之死引发的反响
杨震死后不久，安帝去世。在经过一番政治斗

争之后，汉顺帝即位，正式为杨震平反昭雪。杨震的
子孙累世身居高位，弘农杨氏成为“四世三公”的高
门望族。杨氏的兴盛，历来被认为是杨震道德功业
的延续，《后汉书·杨震列传》的“论曰”集中代表了这
种史论观点：“延、光之间，震为上相，抗直方以临权
枉，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
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信哉，‘ 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 ’。”[1]1790

汉顺帝为杨震平反冤狱，成为他刷新政治的开
端，也是他顺应民心、笼络民望的重大举措。因为杨
震被迫害致死，招致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在统治集
团的上层，也有身居高位的人对那些参与迫害杨震
的权贵人物表示愤懑与抗议。来历就是其中之一。
来历是东汉开国功臣来歙的曾孙，时任太仆之职，而
且其母为长公主，从家世和官位而言，都是有影响的
人物。来历在杨震遭受迫害之时，对所信任的同僚
明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
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
杀。历谓侍御史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
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
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1]590

当时，大将军耿宝等人正是权势显赫之时，同为朝廷
大臣的来历，就因为他们“诬奏杨公，伤害忠良”而视
之为奸臣一党，断然与其党羽侍中周广、谢恽绝交，
这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抗议了。来历此举，可以反映
出在政治高压之下部分朝臣的真实想法。

顺帝即位之初，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组成
部分，迫害杨震的核心人物中常侍樊丰、侍中周广先

被朝廷诛杀，随后，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又诣阙上
书要求为忠臣平反昭雪，“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
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
至”。[1]1767以辅政外戚的身份参与了迫害杨震的大将
军耿宝，也被追究前责而自杀。“（安帝）以宝元舅之
重，使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而附事内宠，与中
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谮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及排
陷太尉杨震，议者怨之。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
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幸，共
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于
道自杀，国除。”[1]714至此，大臣来历在杨震屈死之后，
对耿宝等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判断完全兑现。

杨震以尽忠直谏而获罪，最终被迫害致死，成为
后世的政治教材，不断地有人引用这个沉痛的历史
教训，告诫当时的君王不能重蹈安帝拒谏而诛杀忠
臣的覆辙。在汉顺帝之时，这一“典型”已经在发挥
着实际的作用。汉顺帝尽管是为杨震平反冤狱的决
策者，但是在他坐稳了帝位之后，却几乎复制了安帝
迫害杨震致死的罪过。当时，宦官首领张防依仗得
到汉顺帝宠信而弄权横行，有位为人刚正的朝臣虞
诩，出于社稷大计的考虑，开始抵制张防的胡作非
为。一个很接近于樊丰—杨震争斗的局面出现了，
而且当事人虞诩就是以杨震自况。他抵制专权宦官
的勇气，来自对杨震的敬仰与模仿，他得以侥幸保全
生命，也是营救者强调杨震的悲剧不能复现，才使得
盛怒之下的汉顺帝翻然改悔。史称：“时中常侍张防
特用权埶(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寑不报。
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
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
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
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
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
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宦者孙程、张贤等知
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
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
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
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
下诏出诩，还假印绶。’”[1]1870-1871虞诩脱险，是直接受
益于杨震致死案件的历史警戒作用。

民间对杨震的崇拜，最早是从“神秘符号”开始
的，这就是殡葬之日的神鸟致哀。这是一个充满了
神秘色彩的史传神话。在朝廷为杨震平反、以礼改
葬之前，“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
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郡以状上。时连
有灾异，帝感震之枉，乃下诏策曰：‘故太尉震，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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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
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
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
魂而有灵，傥其歆享。’于是时人立石鸟象于其墓
所。”①这个并非理性可证的传说，不仅载入正史，还
有皇帝的诏书佐证它的可信，墓前石雕大鸟向后世
传颂这一神灵之异，似乎要否定其真实性都会感到
困难。也许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解读：与
其说这是“超自然”，不如说它反映出汉代人神化、圣
化杨震的心理诉求。

杨震，在我国历史上，成为廉吏忠臣的楷模，受
到后世的褒奖与敬重。仅举唐太宗祭祀杨震、论为
政之道为例。

贞观六年（632）冬，唐太宗行幸至华阴，钦命专
祭汉太尉杨震，并且亲自撰写祭文。唐太宗还对司
空无忌等大臣说道：“炀帝上承文帝余业，海内殷
阜。若止两京去来，岂至倾败？迺不顾万姓，行役无
休，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帝祚长短，委以先天，而
福善祸淫，亦由人事，岂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
次灭诛。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
极言。我闻卿等言，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量，终
择善而用。”[3]513-514唐太宗要求“君有违失，臣须极
言”，就是以总结历史教训为着眼点，以褒奖杨震为
其立论根据的。杨震为忠直之臣的楷模，得到了进
一步的肯定。

在《贞观政要》中，还记载了房玄龄答唐太宗之

语：“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伤其以忠
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
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亲降神作，可谓虽
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
下矣。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
名节，知为善之有效！’”[4]167其中的“勖励名节，知为
善之有效”之说，道出了后世统治者致力于推奖杨震
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之世，重新研究杨震、研究杨震致死的深
层原因，应该超出古代统治者的“佐治”理念之上，应
该得出自己的判断：杨震入仕之后，依然不肯融入官
场利益集团，而是秉执儒学的“修齐治平”之学，愿意
以其所学济世安民，是其被黑暗的当政集团所吞
噬的根本原因。这个历史悲剧，留给后人许多值得
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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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67至1768页。其他记载东汉历史的典籍对这一传说的描述

更加神秘和具体，如《续汉书》曰：“大鸟来止亭树，下地安行至柩前，正立低头泪出。众人更共摩抚抱持，终不惊骇。”《谢承书》
曰：“其鸟五色，高丈余，两翼长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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