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平古战场怀古
顾永磊

大平原一望无际， 郸城县宁平镇只是平
原腹地一个不起眼的小乡镇。 然而，这里就是
当年宁平城之战的战场。 说起那些决定历史
进程的著名战役，从长平之战、巨鹿之战到赤
壁之战 、淝水之战等 ，大家耳熟能详 ，但说起
宁平城之战，同样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战役，很
多人可能就蒙圈了。 就连很多郸城县当地人
都不了解这场战役， 不知道是哪朝哪代谁和
谁打的。 甚至发出疑问，宁平这个小地方，在
古代既非兵家必争之地，又不是军事要塞，哪
儿来这么重要的战役？

虽然宁平是郸城县下辖的一个镇 ， 但历
史远比郸城县悠久。 郸城县在隋朝时 （公元
586 年 ）设立郸县 ，距今有 1400 多年的历史 。
宁平始建于五帝时期， 有 4000 多年的历史 ，
在商朝前期曾为古亳国的都城， 西汉初年置
宁平县。 东汉光武帝刘秀封胞妹刘伯姬为宁
平长公主，封地在宁平县。

追寻着历史的踪迹 ， 当年惊心动魄的
大战场面早已荡然无存 ， 毕竟过去了 1700
多年 ， 锣鼓号角和呐喊声也已随岁月的流
逝而归于沉寂 ， 庄稼地里难寻一丝战场的
踪迹 。 放眼望去 ，田野的尽头一块石碑孤零
零地矗立着 ， 走近看清了那斑驳的字迹 ：
“宁平古战场遗址 ”。这时 ，耳畔犹闻战鼓催
征 ，兵器碰击声和厮杀声让人为之一振 ，热
血沸腾 。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人刘渊举兵叛
晋，于并州建汉国，史称刘汉。 公元 308 年，刘
汉军将领石勒率部从冀州向南侵袭， 占据了
豫州等地，直接威胁京都洛阳安全。 公元 310
年 11 月，“八王之乱”的受益者东海王司马越
率西晋重臣及主力 4 万多人屯兵项城， 并收
拢周边军队，对抗石勒军。 公元 311 年 3 月，
司马越死于军中， 晋军主力十多万人及民众
仓皇东撤司马越的封地徐州。 当时的宁平城
归属梁国苦县 ，承南贯北 ，连东接西 ，商贾云
集 ，既是交通要道 ，又是较大的城池 ，也是项
城前往徐州的必经之路。 当司马越的灵柩在
军队的护送下行至宁平城附近时， 便被从许
昌飞奔而来的 3 万石勒精锐骑兵追上。 宁平
城之战拉开序幕。

《晋书·列传二十九》记载：石勒追及于苦
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 勒
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
烧其骨以告天地。 ”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
而射之，相践如山。 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史
书上简短数语记载了宁平城之战的经过 ，但

不足以反映一场灭国战役的全景。
这次战役是西晋最后一支精锐部队的谢

幕 ，然而 ，这个过程既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 ，
又没有百般挣扎的不甘， 甚至没有投降乞饶
的奴颜，只有莫名其妙的愕然。 石勒的 3 万精
锐骑兵铺开如蝗虫般的箭雨， 黑压压地射向
已经放弃战斗的晋军、随军的王公贵族，以及
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 晋人的血肉之躯倒在
利箭之下， 更多的人在试图奔跑躲藏中互相
践踏 ，响彻天际的惨叫 、哭喊 ，在尸山血海中
凝固成异常残忍的悲鸣。 这哪里是战斗，分明
是一场屠杀。

如此罕见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让后人

愕然， 为什么区区 3 万之众如此迅速消灭十
几万人的精锐之师？ 宁平城城池不坚竟然成
了战争失败的原因。 宁平城之战爆发时，晋军
主力部队在战败后没有进行第二次抵抗 ，按
撤退路线向宁平城逃窜， 希望通过城墙进行
抵抗。 但在西晋时期，宁平县已被撤县，仅剩
一座空旷的城池，且年久失修，根本无法容纳
十几万人的军队和众多百姓， 导致晋军自相
践踏，被石勒军包围消灭。

城池不坚导致战败的说法很是牵强 ，西
晋在 “八王之乱 ”后 ，当权的司马越强行遣散
了军队的中层军官 ， 破坏了晋军的指挥体
系 ， 晋军已经不再具备灵活机动的攻击能
力 ，只能在撤退中威慑一下流民 ，保证队伍
本身不被抢劫 。 在政治上 ，司马越杀死了大
量忠于皇帝的官员 ， 名义上控制了政权 ，但
实际上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较弱 ，很多地方被
流民首领控制 。 各地的百姓经过 “八王之
乱 ”，已不再认同晋军 ，而石勒的军队转战数
千里 ，大量吸纳各地的流民补充兵源 ，逐渐
壮大 。 司马越的队伍名为庞大的晋军主力 ，
实际只是一支孤军 ，从洛阳到项城 、再撤退
到徐州一千多公里的路途 ，处处面临流民武
装的威胁 。 当退至宁平城后 ，在石勒军的追
击下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 ，反而因争权夺利
和犹豫不决多次错失良机 ， 一次次在战略 、
战术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致使军心 、民心
混乱 ，皆无意死战 ，十多万精锐大军及王公
吏民，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烈日当空，抚碑怀古，站在遗址碑前屏息
静听， 耳畔犹闻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歇斯底
里的呐喊。 怀古至此，即使我对两晋南北朝历
史特别有兴趣， 也不忍翻阅这一黑暗残酷的
篇章。 这种可怕乱世正是西晋当权者无视道
德法则 ，各种残酷内斗 ，上层骄奢淫逸 ，不尚

实务而空谈玄性， 对下压榨民众和民族压迫
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恶果。

也许是宁平城之战对中原王朝来说太过

灰暗 ，所以一直名声不显 ，但它的意义远超
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 、终结三国的
晋灭吴之战 。 宁平城之战规模虽小 ，持续时
间虽短 ，却是决定西晋王朝及汉族命运的一
次战役 。 西晋的有生力量经此一战丧失殆
尽 ，五胡势力入主中原已经在所难免 ，西晋
再也无力与匈奴 、羯族等五胡抗衡 ，直至亡
国。 同时，大量汉族民众因西晋政权的崩灭，
蒙受了入侵异族的肆意杀戮和掠卖 ，推动了
大量汉族民众为免遭厄运而南迁逃命的历

史进程 ，也就有了历史上文雅的说法 “衣冠
南渡”。

硝烟散尽的数百年后 ，当年鏖战的历史
痕迹并未灰飞烟灭 ，不同时期的史志对这次
战役均有记载 。 宁平城周边的地面上在暴雨
过后经常会出现被雨水冲刷出的箭头 、铁器
及铜器等物件 。 后来 ，经过有关部门的考古
挖掘 ，清理出很多锈蚀的兵器和大量叠压的
尸骨 。 经专家研究分析 ，这些都是当年宁平
城之战遗留的 ，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宁平城
之战 。

午后的阳光依然热辣 ，我站在遗址碑前
抚今惜古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 仅有的一块
带着伤痕的石碑 ，承载的历史太为沉重 ，每
一页的翻动都掠起一片腥风血雨 ， 每一次
的吐纳都卷起一阵狂飙巨澜 。 我默默地凝
视空旷的古战场 ， 寻觅那已经看不到踪迹
的城墙遗址 ， 心底升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
怅惘 ：纵使当年的宁平城墙固若金汤 ，是否
能担负起抵御 “五胡乱华 ”的重任 ？ 能否避
免 “衣冠南渡 ”悲剧的发生 ？ 历史告诉我们 ，
城墙并不是最坚强的防御 ， 更不是最安全
的壁垒 。

从遗址碑走进繁华的宁平镇 ，午后的阳
光依然明亮 ， 我的心情也从沉郁走向明和 。
立于小镇街头 ， 回望有着 4000 多年历史的
宁平古城 ， 宁平城之战早已成为历史的剪
影 。 或许 ，宁平本就无意做一个因战而成名
的城池 。

当时光流转 ，将那呼呼烈响的战旗与狼
烟尽数吹散之后 ，如今的宁平镇 ，因东汉光
武帝刘秀的妹妹宁平长公主刘伯姬的封邑

之地而声名远播 ，伴随着 “宁平麻花 ”的香气
名声在外 ，昔日的古战场早已蜕变成一个温
柔可人的宜居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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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周口分行成功投放首笔“养老贷”
������近日，工行周口分行成功为某养老机构投放 200
万元“养老贷”。 该笔贷款的落地，标志着工行周口分
行在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融合发展领域实现新突破，
为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工行周口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按照
总行、省行的统筹部署，深度调研周口市养老现状和
需求，针对养老机构融资难、担保弱等痛点，主动对接

养老服务机构，创新推出“养老贷”金融产品，为有融
资需求的养老机构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信贷资金支
持。

“工行的‘养老贷’不仅利率低，还充分考虑了我
们行业的特殊性。这笔资金将用于增设老人护理设备
和适老化改造，切实提升入住老人的生活品质！ ”获贷
企业负责人表示。工行周口分行以此次信贷投放为契
机，同步深化“金融+养老”场景建设，为养老机构提

供账户管理、代发工资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助力构建
“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

工行周口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以“养老
贷”为切入点，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持续加大养老领域
金融支持力度，深化与政府、保险、医疗等机构的跨界
合作，为区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贡献。 ②27

（李玉 刘敬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