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荣 (公
元 921 年 ~959

年)，又称柴世宗，后周世
宗。邢州尧山柴家庄人(今河北省邢

台市隆尧县郭园村)。他15岁从军，24岁拜
将，33岁称帝，不仅精明强干，而且节约简朴，赢得了

广泛的拥戴。(公元954~公元959年)在位时间5年6个
月，后因重病无治而逝，终年39岁。葬在新郑郭店镇郭店
街西北，庙号世宗，谥号睿武孝文皇帝。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播报 巴明星

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怡青 美编：金驰 校对：一广

新郑播报 文化
X07

正当乘胜追击，志在夺取幽州的
时候，柴荣在战场上突患重病，六月回
京后病卒，大志未酬，英年早逝，年仅
39岁。

新郑市市志办靳录说：“在公元
959 年 6 月，因连年征战、积劳成疾
的柴荣，带着他的抱负，带着他的遗
憾，永远离开了人世。有人说他的
早 逝 是 因 为 做 过 一 些 不 近 人 情 的
事 ，受 到 了 上 天 的 诅 咒 而 折 了寿。
其实，事必躬亲的作风才是他耗尽心
力的致命杀手。”

在位短短的 5 年间，柴荣清吏治，
选人才，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
教，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
订刑律和历法，还考正雅乐，纠正科举
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
做出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
的非凡之举。

据新郑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管理科
王凯介绍，柴荣的庆陵位于新郑市郭
店镇陵后村陵上西侧。1963 年 6 月 20
日，周世宗庆陵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周世宗陵现存冢高 10 米，周
长105米。明朝初年建有正方形陵园，
四周建砖墙，边长 200 米。大门朝南，
院内有甬道，宽 3 米，长 80 米，直达墓
前。陵墓四周植柏树，墓前置有方形
祭坛，祭坛附近碑石林立。民国年间，
军阀混战，陵园被毁。2001 年 11 月 11
日，新郑市政府重修陵园。

柴荣祖父柴翁、父亲柴守礼都是当地有
名的富豪。家道中落，年幼的柴荣前去投奔
嫁给郭威的姑母。柴荣的姑母曾经入选后
唐庄宗时的后宫，后来恰逢天成元年（西元
926 年）四月的兵变，庄宗被杀，唐明宗李嗣
源依靠政变上台，遣散庄宗后宫，柴荣姑姑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郭家雀”即后来的后
周太祖郭威，于是不顾父母反对，自作主张
带着遣散费缗钱嫁给了郭威。

柴荣生性谨厚，帮助郭威处理各种事
务，深受郭威喜爱，被收为养子，当时郭威家
境并不富裕，柴荣为资助家用，外出经商，做
茶货生意，往返江陵等地。其间学习骑射，
练就一身武艺，又读了大量史书和黄老著
作。27岁时，弃商随郭威从戎。

后汉建立，郭威以佐命功授为枢密副
使，柴荣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郭威任
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枢密使、天雄
军节度使，柴荣被任为天雄牙内指挥使、领
贵州刺史、检校右仆射。

后汉乾祐三年（950 年），郭威和柴荣留
居京都开封的亲属全被汉隐帝诛杀，郭威愤
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开封，柴荣受命
留守邺都，主持邺都事务。后周建立，柴荣
旋以皇子的身份拜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
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柴荣在澶州任内，

“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吏民赖之。”其后
加封晋王并出任开封尹，判内外兵马事。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郭威驾崩，晋
王柴荣按遗命在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

励精图治 改革新政

年富力强的周世宗柴荣，雄心勃勃，决
心遵照养父的遗愿，干出一番大事业。即位
后随立下三十年宏志：“十年拓天下，十年养
百姓，十年致太平。”

随后，柴荣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利于休养生息。在文化方面，延
聘文学之士，实行考试制度；重视国家的藏
书和文化建设。曾多次亲临史馆视察藏书
情况，见藏书太少，便下诏采取激励政策，钦
定凡献书之人，均给以优赐。聚而又校，选
常参官30人，对所藏图书进行校雠、刊正、抄
写，并令在书卷末署校书名衔。为后周国家
藏书奠定了基础。在政治方面，打破常规，
选贤任能，提高办事效率；不徇私情，严惩贪
官污吏；修订法律，完成了五代著名的《大周
刑统》。在经济方面，注意减轻赋税，减轻百
姓负担；招抚流散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治理
汴水，使汴水宽五丈，注入梁山泊，下接济
水；扩建开封，历时三年，使新城周围 48 里，
航运畅通、商贾云集，成为壮观的京城。加
强寺庙管理，毁掉铜佛像铸货币，废除泛滥
的寺庙三万多所，让假和尚还俗 60 万人，进
而促进商业发展，增加了国家收入。

柴荣办事谨慎，虚心求谏，他曾极为诚
恳地专门下诏要求群臣尽量上书言事，还点
名让 20 多名翰林学士都写两篇文章：《为君
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这种命题向众
多朝臣征求治国之策的做法在历史上是很
少见的，而且他也绝不是哗众取宠，只做做
样子。在认真审读大臣的建议后，他欣然采
纳了大臣王朴《平边策》中“先易后难”的主
张，以此制定统一大计，付诸实践。

柴荣凡事率先垂范，甚至事必躬亲。他
先后五次亲自领兵出征，每次都亲力亲为，
战斗在第一线。有一次，柴荣率军打算从水
路进攻南唐，但有段河道无法疏通，将领禀
告说河道一旦被掘通，河水必然倒灌，所以
无法安全施工。柴荣亲便自前去察看，几天
后传下手谕，竟然有详细的施工方法。工匠
依法施行，果然安全地疏通了河道，大军得
以出征。

南征北战 欲统全国

柴荣继位不久，就开始实施统一
全国的计划。显德二年（955）三月，柴
荣派兵马伐后蜀，击败蜀兵，俘虏将领
300 余人；至十一月，又俘虏蜀兵 5000
人，生擒凤州节度使王环，使秦州（今
甘肃天水）、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成
州（今甘肃成县东）和凤州（今陕西凤
县东）全部被后周占领。

同年十月，周世宗柴荣又命李谷
率12员大将征伐南唐，曾攻下舒州、蕲
州、和州等地，后又被南唐收复。

显德四年（957）正月，李重率后周
大军围攻南唐寿周（今安徽寿县），数
月攻打不克，周世宗亲自率兵南征，歼
灭唐军5000人；三月，周世宗指挥大军
攻打寿州，迫使南唐将领朱元、朱仁欲
带领的万人投降；接着又攻破南唐金
山寨（今安徽省凤台县东南），杀敌万
余人。同年十月，周世宗第二次征讨
南唐，先攻打濠州（安徽省凤台县东
北），烧敌船70余艘，杀敌兵万人；又攻
楚州（今江苏淮安），获战船3000多艘，
虏敌兵 7000 余人，到十二月，攻取泰
州，克扬州。显德五年（958），周世宗
三次南征，共获得 14 个州，60 个县，使
南唐彻底灭亡。

显德六年（959）二月，后周开始
攻打辽国和北汉，仅用 40 天时间，就
一举占领了三关——瓦桥关（今河北
雄县境）、益津关（今河北文安县境）
和淤关（今河北霸县境），收复了宁州

（今河北青县）、瀛洲（今河北河间）
和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三州 17 个
县，得到 18360 户，取得了五代时对
辽作战的最大胜利。又打败北汉兵，
占领固安县。

英年早逝 功绩显赫

位于新郑市新华路的柴荣园

周氏宗陵

柴荣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