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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给我的印象是“苦炼艺理优德能，埋头
游艺创新高；借助外物升艺华，不惜功力勇探
索”，他习惯于不懈地在创新中攀登高台阶。我
曾建议他认真总结攻难关、破“三难”的大道之
理，以更好地宣传中华民族道德学问内涵与文
化导武化性能的“天人合一”法则，向广大爱好
者讲明本质根脉，不是简单地讲雕塑与篆刻的
技法。攻难关、破“三难”的力能，源自能精准把
握泥粉细度、泥土含水率、火温与收缩系数、制
作的分寸把控、干燥时间与湿度等的互相制约
与影响关系，则证明你以文化导武化的理论修
炼有相当广度与深度。

——刘培金（原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
总经理）

刘欣，国际陶艺家协会会
员、中国民协会员、山东民协理
事、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山东
省行业首席技师、山东省突出贡
献技师、齐鲁文化之星、德州市
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州工
匠；师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梓
源，精研刻瓷技艺，独创性地运
用金石技法在作品的整个创作
过程，开创了陶瓷冰雪山水画的
新面貌；作品获上海国际陶瓷艺
术博览会白玉兰陶瓷艺术奖金
奖、“佛山杯”2019年国际手工砖
设计大赛最佳工艺奖，共获 2 项
国际大奖、40 余项国家大奖；曾
在日本大阪、韩国首尔、匈牙利
布达佩斯、保加利亚索非亚举办
作品展，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与
收藏。

刘 欣（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刘欣作）

【专家点评】

大山里的红十字（国画） 何光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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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书法）

王长喜 作

网络安全系列（漫画）
郑爱国 作

几 时 归 去
作个闲人（篆刻）

王 峰 作

吉 祥（篆刻）
贺永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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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藩镇的设置主要
是为了应对边疆游牧民族的军事挑
战。安史之乱爆发后，出于平叛的需
要，藩镇的设置由边疆扩展到内地。
藩镇权力的扩大，打破了中央和地方
的权力平衡。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中
央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成为王
朝顽疾，最终导致了唐朝的覆灭。

唐代河阳军，领怀、孟二州，“太行
峙其西北，黄流绕其东南，形胜所据，
为古用武地”“北连上党，南接武牢”

“南蕃凤阙，北控羊肠”，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地位。河阳与孟津之间的黄河
上建有浮桥，连接河阳三城，为河北之
地与东都洛阳之间重要的交通线。安
史之乱时，唐军和叛军在此展开激烈
争夺，每当唐军处于不利之时，可以

“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因
此，河阳被唐王朝视为军事重镇。

“
□李立明

四、先战柳子镇，再解寿州急

平定刘稹叛乱20多年后，徐
观和李臯作为河阳老将，参加了河
阳军平定庞勋之乱。唐咸通九年，
已在桂州戍守6年的徐州戍卒被所
在藩镇军将要求再留戍一年。忍
无可忍的戍卒发动兵变杀驻军都
将王仲甫，并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
首领，擅自北还，所过剽掠，归附日
众，并于10月攻陷重镇徐州，兵力
已有数万之众。

庞勋乱军攻占徐州后，唐廷大
为震动。下诏发诸道兵7万多人分
三路进行讨伐，而且还征召了少数
民族沙陀、土谷浑等部落的骑兵参
战。

唐咸通九年十二月，庞勋的军
队攻占了泗州（今安徽泗县）淮口
镇，使唐廷“漕驿路绝”，接着攻占
了寿州（今安徽寿县），彻底断绝了
唐王朝江淮财赋北运关中的路线，
唐王朝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围
剿之初，各路官军屡败于庞勋起义
军，南路戴可师部全军覆灭，康承
训所率西路军也屡次受挫。61岁
的李臯率领2000人为先锋都将，
归康承训节制，先后参加了收复被
庞勋起义军占据的宋州（今河南省
商丘市）、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
谷熟（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
镇）、柳子镇（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
县百善镇西北部）等的作战，冲锋
陷阵，战功卓著，以战功授侍御史
（从六品下）。

柳子镇之役尤为惨烈。柳子
镇因隋代通济渠开通而兴起，其地
西接睢阳，东近宿州，北通徐州，南
控亳州，既是交通枢纽，又是繁华
的运河沿岸商埠，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唐咸通九年，庞勋部将姚周占
据该地。次年三月，唐军康承训部
会同沙陀军败庞勋部于鹿塘寨之
后，进逼柳子，夹汴为垒，将柳子镇
团团包围，与姚周部一个月内交战
数十次。适有大风，唐军四面纵
火，庞军弃寨而逃，在沙陀骑兵的
追击下，姚周被随从所杀。庞勋率
军5万人企图收复柳子镇，由于降
将李湘的告密，遇唐军伏击大败，
庞勋只身脱逃。柳子之战，使庞勋
起义军遭受重创，并成为庞勋起义
失败的关键性之战。

上阵父子兵。李臯率军参加平
定庞勋之乱，其次子李寓随侍左右。
每次冲锋陷阵，李寓都冲锋在前，掩
护其父作战，左冲右突，最后克敌制
胜，可谓“忠孝尽命，臣子两全”。

唐咸通十年，崔彦昭出任孟州
刺史、河阳怀节度使，任67岁的老
将徐观为统兵都将，率领河阳军
5000人奔赴徐州前线。同年六月，

“贼将郑镒急攻寿州”。寿州为运河
咽喉，面对3万名义军的围困，陷落
在朝夕之间。在这危急时刻，徐观
率领两个儿子徐陟、徐承阮及所部
5000人，不分昼夜急行军，参与寿
州解围之战，“既达贼境，会计诸
军，连锋一扫如大山崩，次第收复
城寨非一”。平定庞勋之乱后，接替
康承训任行营都招讨使的马举为
徐观向朝廷请功，徐观升任御史大

夫（正三品），并受到皇帝嘉奖。

五、单骑降朱实，王郢失大将

平定庞勋之乱后，河阳军大将
徐观、李臯相继而卒，属于他们的
辉煌落下帷幕，可是作为藩镇军将
家族，他们的子嗣仍然奔赴在平叛
作战的路上。

徐观的子嗣中有多人在河阳
军中为将，但皆为中下层将领，事
迹不彰。除了前文述及，徐观之
子徐陟、徐承阮均随其参加了平
定庞勋的作战。徐观卒时，徐陟
为水军军虞候，徐承阮为山河军
军虞候，徐齐任衙内右步军军虞
候，徐防为衙前虞候（早卒）。还
有一子徐陲不在河阳军中，奉诏
赴桂州戍边。

李臯的两个儿子李定、李寓作
为将门之后，皆自幼随父从军。唐
乾符二年爆发王郢之乱。王郢本
是浙东镇下的一员卑微小将，因对
犒赏和上级克扣不满起兵造反，攻
占府库，夺取武器，很快聚集有上
万之众，先是攻陷了浙西苏州、常
州，后泛江南下，洗劫了浙东以及
福建管内，然后北上再犯温州。朝
廷多次下诏招降，反被玩弄，遂调
遣兵力进行围剿。新任镇海节度
使裴璩秘密招降了叛军大将朱实，
并授以金吾将军。最后甬桥镇遏
使刘巨容射杀了王郢，历时两年的
王郢叛乱遂平。

李臯墓志记载了招降叛军的
经过。王郢叛乱后期，朝廷诏令裴
璩出任镇海节度使，治所在润州
（今江苏镇江），参与平叛。此前裴
璩了解到河阳军将李定为人机敏，
智勇双全，可堪大用。因此，在赴
任之时，裴璩奏请李定为将，为己
所用。李定遂离开河阳南下，奔赴
金陵（今南京），并被补授节度押衙
之职。裴璩到任后，整饬兵备，不
与王郢交战，暗自派人招降王郢手
下大将朱实。而承担这一秘密且
重要职责的就是李定。被任命为
温、台、明等州招谕使的李定，单骑
深入叛军大营，镇定自若，言辞敏
捷，宣达王命，晓以大义，明以利
害，最终成功劝降朱实，遣散其麾
下叛军六七千人，获得大量器械、
舟船和粟帛。朝廷诏授朱实为金
吾将军，之后叛军余部四散，王郢
被杀，叛乱平息。李定因功绩卓
著，授侍御史，不久升授御史中
丞。李定招降朱实，丰富了历史的
细节，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
的河阳军将形象。

六、驻防虎牢关，保东都无恙

黄巢、王仙芝起义期间，河阳
军是拱卫东都洛阳的一支重要军
事力量。唐乾符二年年初，王仙芝
率众在濮州濮阳揭竿而起，自称

“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
统”，号称“草军”。同年，曹州人黄
巢率众加入起义队伍，一时间应征
者云集，起义军队伍发展到数万
人。在官军围剿之下，自唐乾符三
年七月起，起义军开始大范围流动
作战，自山东西进河南，连克许州
的阳翟（今河南禹县）、汝州的郏县
（今河南郏县）等多个县城，进逼东

都洛阳。唐乾符三年九月，义军攻
破汝州重镇，洛阳震动。

据李臯墓志记载，为防卫东
都，时河阳节度使郑延休任李寓为
武牢镇使，驻防武牢关（即虎牢关，
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日夜巡逻，严
防义军袭击。面对重兵防御和围
剿，王仙芝率义军跳出官军云集的
河南，南下作战，洛阳转危为安。

唐乾符五年三月，黄巢率义军
由曹州、濮州出发，经滑州，掠宋、
汴，挺进许、汝地区，再次摆出威胁
东都洛阳的态势。唐廷以为黄巢
要攻打洛阳，任命张自勉为东南行
营招讨使，从东南进攻义军；加派
禁军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
应援防遏使，调发河阳、宣武、昭义
三镇兵马，守卫洛阳。以义成军
3000人分别驻守武牢、河阴、伊阙
等重要关隘。不过此次仍然是虚
惊一场，黄巢率义军在官军尚未部
署到位之时，再次南下淮南。

七、北上忻代，夜袭沙陀

沙陀军是崛起于代北的军事集
团，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叱咤
风云。沙陀军在守卫边疆和平定叛
乱中受到唐王朝的倚重，逐渐积累
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唐朝末年，自恃
兵强马壮的沙陀军逐渐尾大不掉。
唐乾符五年年初，沙陀军以云州防
御使段文楚削减军费为由，发动兵
乱，诛杀了段文楚，意图割据大同、
振武两镇拥兵自立，是为“斗鸡台事
件”。沙陀军叛乱后，拒不接受朝廷
安抚。有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在前，
即便面临黄巢之乱的危局，唐廷还
是决定出兵招讨沙陀。

唐乾符五年六月，“沙陀焚唐
林、崞县，入忻州境”，危及河东。
唐乾符五年七月，唐廷诏“发义成、
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
沙陀”。这年冬天，吐谷浑首领赫
连铎趁李国昌讨伐党项，攻陷了沙
陀占据的振武，接着又收复了云州
城，沙陀军退守朔州神武川之新
城。唐广明元年七月，李国昌、李
克用父子兵败药儿岭，逃亡鞑靼部
落，唐军取得了对沙陀军平叛作战
的胜利。

李臯墓志记载，其子李寓作为
河阳军将领参与了对沙陀的平叛
作战。沙陀叛乱之时，曾经的神策
军高级将领罗元杲任河阳节度使，
忠实执行中央诏令，出兵讨伐。作
为统兵元帅的罗元杲，任命李寓为
先锋都亚将，率河阳全军北上晋阳
参与平叛。其间，河阳军会同其他
官军在忻州、代州与沙陀军周旋作
战，先后驻守险要之地玄岗栅、长
城要隘土隥寨，趁夜色奔袭45公
里，收复沙陀军的老巢重镇新泽
城。战后，李寓因功升副兵马使，
授侍御史。

参与平定沙陀是河阳军平叛
之旅的最后荣耀。此后，随着黄巢
的覆灭，中原地带陷入持续动乱，
秦宗权“侵噬”邻镇在前，朱温逐灭
群雄于后，朱温与李克用为争夺河
阳更是倾注了全力。随着河阳诸
镇相继臣服于朱温，河阳军作为维
护唐朝稳定的藩镇力量不复存在，
历时200多年的唐王朝也即将走
向灭亡。（完）

(上接8月9日B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