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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内容概要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来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首广为传唱的《杨白花歌》，是北魏胡灵太后因怀念远走高飞的爱人而作。
在盛行“留犊去母”这一残酷祖制的北魏深宫之中，嫔妃们皆不敢生育皇子。尚书之女胡容筝自幼聪
慧美丽，更因出生时满室红光，被相士预言为大贵之相。纵使亲历了前朝两代皇后之间的残酷争斗，
纵使要面临死于“留犊去母”的命运，一心出人头地兴旺家族的她，仍放不下对权势的向往。为了实
现自己的抱负而拒绝清河王提亲一心入宫的她，能否得到皇帝的宠爱，逃脱死亡的厄运，登上权力的
巅峰？当真爱来临，她是否能不顾年龄与世俗观念，与他倾心相恋？当她为情所伤，她的选择是否能
保她一世周全？这位勤政爱民、政绩斐然的女主，一生中还会经历多少次命运的作弄？洛阳城中她下
旨兴建的千座寺庙中的晚钟声，长久回荡在洛阳城的暮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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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作者简介

陈峻菁，女，1972年生，199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曾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罗贯中长篇历
史小说奖、第二届全国剧本创作奖等，已出版《我，卫子夫》、《平阳公主》、《千寺钟》、《沙陀
王》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影视作品有央视八套电视剧《凤求凰》、央视一套《双城变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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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精彩短评

1、挺老成个书，弄个小言的封面。
2、喜欢，超级喜欢啊！
3、南北朝的背景
4、没有走正史的路线，而是从灵太后内心来深入剖析这个奇女子，前半生与后半生的离奇经历，没
有太过偏离史实，推荐，值得看，对于了解一些北魏的历史常识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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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精彩书评

1、总觉得能看到以前在课本上出现的那些背景、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被作者加以结合故事呈现在眼
前是特别幸福的事！原来可以这样记住日期、事件和关键人物,这些人物像是活了一样给你演了一出大
戏！你作为既是旁观者又是亲临者可以站在一边看人物之间觥筹讲错、步步惊心，每次都能看到不同
的细节，感受不同的价值观！甚至精彩处会在心里默默的记住，换个场景你也可以借鉴使用。作者把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北魏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和事件:拓跋焘统一十六国，一百
五十年的中原混战，拓跋部落联盟解体，迁都洛阳,六镇大起义以及东西魏分裂等等。《千种寺》主要
的描写都是在迁都洛阳以后，围绕灵太后的生平，包括她和元怿，以及元怿死后她的堕落，以此背景
缠绕着来写北魏的兴衰起落。灵皇后恰好是一个非正非邪，让人又爱又恨的女子，她很适合这个朝代
。灵太后就像作者说的：“和前面的古人文明冯太后、后面的来者武则天一样，这个手操天下权柄的
女人，首先是个有独特秉赋的精英人物”！不过所有的人物有好的一面也相应的都会有不好的一面！
灵太后和元怿的感情的确可歌可泣，元怿辅佐她处理朝政的时候国家一片祥和，可以说是国泰民安，
但是这一些都在元怿死后改变了，也许是悲伤后的放纵，也许是天性如此。我们可以把元怿的死看作
是转折点，之前的灵皇后勤于朝政，善听忠言，任用贤人。之后的灵皇后则自暴自弃，骄奢淫逸，信
小人，远贤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灵皇后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因为悲伤而放纵自我。在这
一点看来灵皇后其实很可怜，北魏时期虽然思想稍微解放一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封建王朝，对于女子的
思想禁锢很严重，男尊女卑的思想直至现代也是存在的，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不入男人，这点事
很可悲也无能为力的。不过，这并不能说明灵皇后不是生性风流，就像作者举的例子：西晋的潘安，
在他的夫人死后深情作诗，以此纪念自己的结发妻，这对杨夫人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徒增了自己的
名气，给自己冠以深情的假象！真正钟情之人该是心中有，不会挂在嘴边，这辈子缘薄，记在心里去
缅怀而不该是放纵自己，那样恐怕只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做自己喜欢的事。多情之人最薄情，古
人的话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胡诌。深情的女人才最可怜，注定一生孤独，无论身边有多少过客，鞋子
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终归也不会得到。就像罂粟，美丽却危险！天下
又有多少灵皇后？过去是时代使然，而现在则是不忘初心。注：此书评有部分借鉴《千寺钟》，如有
转载或取用需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一期一会、或发邮件至243412014@qq.com 维权必究！
2、《千寺钟》书评——千寺钟鸣，山河尽悲与南朝四百八十寺相比，同期北朝的寺院达三万多座，
出家僧尼逾二百万，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处造有大小佛像十几万尊⋯⋯每到傍晚千寺钟声一起响起
，声声晚钟回荡在暮色中⋯⋯北魏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意味着其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
。这就是留犊去母，北魏沿袭了汉武帝制定的制度，目的是防止后宫乱权、干政。可是小鸡不尿尿各
有各的道，四十年来，冯氏外戚稳立皇位之侧，文明太后更是成为了大魏未上尊号的帝王。冯家的女
人根本不需要为这座江山生育子孙，只需要顶着皇后的头衔，抱着别人的儿子，就能坐稳自己的龙椅
，在祖制与权力的夹缝之间巧妙地生存。每个朝代都是争权夺利，大肆杀戮，血流成河，换来暂时的
国泰民安。想比战场的杀戮来说更残忍的却是宫斗，后宫就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场，留犊去母伤害了
多少女人和孩子。但宫斗并未止于此，反而愈演愈厉害。冯氏一家自文明冯太后掌权后，不断得把冯
家的女儿昭到皇宫里来，冯家出了两个皇后、三位昭仪。冯家的女儿抚养五代太子，而五代太子之母
却因为留犊去母的祖制被杀，别的后妃因生子受累而死，冯家的女儿却因母养之功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真是鸠占鹊巢。每个女人梦寐以求的是得到皇帝的宠幸，并希望这幸福能独宠，可是皇帝三宫六院
，妻妾成群，不可能专宠一人，总是见新人笑旧人哭。冯氏姐妹同样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而展开了
斗争。大姐和皇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就是内定的皇后，可是命运的安排却让大姐冯润受到到了
残忍的迫害，为了能活命沦落到依门卖唱的地步，最后得花柳病，容貌尽毁，差点惨死。于此相反的
却是妹妹冯清得到了皇后的宝座，贵为后宫之首。后宫的斗争继续着，膨胀的野心继续发酵着⋯⋯魏
文帝经常到寺院祈福，静修，听晚钟声鸣，思念着冯润。历史的车轮不停步，历史的故事同样的精彩
如出一辙。在实行留犊去母的祖制下，残害了多少女性，但也没有控制住外戚当权，女人干政的局面
，到了尚书之女胡蓉筝改变了历史，她没有被去母，最后贵为太后，她就是宣武胡灵太后，北魏崇佛
狂热的集大成者，一个步步为营刻意攀登权力顶峰的女执政，同样将皇权看得重于一切，凌驾教义，
超越亲情。和前面的古人文明冯太后、后面的来者武则天一样，这个手操天下权柄的女人，首先是个
有独特秉赋的精英人物。这位勤政爱民、政绩斐然的女主，一生中还会经历多少次命运的作弄？洛阳
城中她下旨兴建的千座寺庙中的晚钟声，长久回荡在洛阳城的暮色中⋯⋯读这部小说了解了北魏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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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洞察人性冷暖，知人间自有公道。作者是很有名的小说家，曾获台湾 联合报小说奖、罗贯中长篇历
史小说奖、第二届全国剧本创作奖等，已出版《我，卫子夫》、《平阳公主》、《千寺钟》、《沙陀
王》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影视作品有央视八套电视剧《凤求凰》、央视一套《双城变奏》等。这部
《千寺钟》读来很有快感，节奏明快，让人很入戏，如有看电视剧的感觉，非要追着一气读完方可罢
手。
3、关于古代宫廷方面的小说有很多，尤其是清宫类的格格小说等在前些年十分流行。但是如果放的
年代稍微远一点的话，小说家们的关注点也大多在汉朝，唐朝，明朝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朝代，描写
的手法也是各种各样。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国的宫廷类小说就比较少见了，本书《千寺钟》的
作者就将小说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在那个汉人处于弱势的时代，在那个在我们现在
一般人避而不谈的朝代（对于汉人来说南北朝时期，汉人的王朝是基本很弱势的），作者能够将关注
点放在北魏这也算一个新颖之处了吧。本书一共分为二十三个章节，从书名以及章节名能够看出本书
的中心基本上与佛教有关，这与历史上对于北魏崇信佛教也是比较吻合的。作者的文笔可以说是非常
不错的，从章节的取名也可以看出（每个章节都只有四个字），在序言中作者简要交代了一下本书的
女主人公宣武胡灵太后与佛教的渊源以及其可与唐朝的武则天相媲美的的生平。这里面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执政清明、勤政爱民的女主，但同时也展现了她挥金如土、情人众多、举动轻佻、任人唯亲、疏
于朝政、宠信奸佞的一面。当然如果看到这里觉得作者写这篇序言对整本书的剧情起到了剧透的作用
，那就误解了作者的用意了。在序言最后作者就这样写道：“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书，小说家言而已，
为了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加强故事的密集度，书中对时间前后有一些调整，主要人物的命运，在这篇序
中也做了交代⋯⋯”在我看来也是对整本书起到一个补充解释的作用，不影响我们阅读的。在书中的
第一章开始就讲述了北魏从平城迁都到洛阳一事，通过皇后冯清和十五岁的太子元恂之间的谈话（准
确的说是太子元恂向其母亲冯清传达皇帝迁都的口谕），在这个场景中我透过作者入木三分的文字可
以感受到处于深宫大院之中的无奈，即使是地位超然的皇后也是如此。例如“没去洛阳城的那几年，
冯皇后对太子也是朝夕陪伴左右、恪尽母职，但元恂却没见过几次冯皇后的笑脸。这句话里面就可以
看出皇后心中的矛盾，可以看出仔皇后心中对于太子是有所保留的，而在太子这方面来看“在元恂心
里，皇后永远是皇后，不是一个可以依恋怀抱的母亲”。可以说太子与皇后之间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
是有隔阂的，但是究竟是何原因，作者没有立刻交代其中的原因，到后面因为太子大婚对于太子妃的
人选问题才揭开了原因，而这一切在我的阅读过程里面一点也不觉得作者的安排很突兀。及时后面场
景突然一转引出了一看就是出家人名字的玄静，作者也采用倒叙的手法一点点交代清楚，而且更吸引
我读下去。而在看到玄静的出场，我也开始明白了本书的女主人公不是皇后冯清，而是这位玄静，当
然读者们可以看看本书看我猜的对不对哦。最后值得欣慰的是，我在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北魏对于
汉人还是很看重的，即使太子元恂对于汉人不屑一顾，但是在传达其父皇的口谕时还是不得不说汉语
，“元恂传完口谕，又恢复用鲜卑语奏对”，可见汉人的影响力还是不弱的。偷偷这小小的细节我也
能够感受到作者这部书的用心，相信眼前的你在阅读完本书后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4、岁月的苍苍无法磨灭段段的历史；痴情的故事却是此刻祭奠着洛阳城内的传奇女子灵太后。尽管
几千年的岁月早已经无处再次让我们觅及伊人的倩影，唯有那悠扬的钟鸣久久伴随着千钟古寺阵阵长
鸣。《千钟寺》一部围绕着乱世中的杰出女性皇权统治者的故事就此娓娓道来着一段传奇女性的传奇
人生。只要略知中国古代历史的人们都知晓尽管历史上的中国诞生了众多的皇帝，但是真正是以女性
的身份登上这样极致高度的人物却屈指可数。读了《千钟寺》后，原本只知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的我又
增长见识般地认识了北魏灵太后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呢？小说《千钟寺》运用着异常唯美的古
典情怀揭开着这样一个传奇女子的传奇故事。尚未阅读这部古言小说时，我就对这部作品有着无比的
好奇和探究。毕竟这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故事，又添加增添如诸多文学色彩的古言小说。既有着真实
的历史性看点可考，又有着作者横空创意联想展开的写意创作，其中的主体内容注定有着耐人寻味的
所在。及至走入故事的深处，我更是深深地，欲罢不能地爱上了这部作品。虽然现在还仅仅只是翻阅
了整部小说的初始，我更由此及彼地感觉到作品本身的诸多亮点耐人寻味。首先，作者深厚而又渊博
的历史文学北京让整部小说充斥着很多的精彩。尚书之女胡容筝自幼就展露着与众不同的那份别样味
道。她的才情，她的胆识，她的家庭背景注定着将会走上一条别样的人生之路。文中关于她出世之时
道士的推算有着某些的奇谈成分，不过她可以如此步步为营地走上一条通往王权之路却是重中之重的
亮点。破除着“留犊去母” 的命运，逃脱死亡的厄运，欣荣家族的使命，攀登皇权的顶峰---- 除此之
外，我觉得自己更好奇着这位女子辉煌人生背后的爱情篇章。如此的身世注定着她的爱情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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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寺钟》

如此的奇女子注定着有人哀叹的真情，整部小说本身的书名注定着随后的故事终将以悲情告终。唯有
留下那缕缕的香气，绵延着岁月的痕迹直至永恒。有别于以往同类的古言小说，这部《千钟寺》不得
不称得上是上品之作。作者那入木三分的文笔功底极尽生动地将这样一位才情有佳的奇女子淋漓再现
地用文字展现。结合着家庭背景，历史因素，朝代变迁，个性张扬，北魏胡灵太后诸多的性情，情感
是如此的凹凸有致。所有的这些更是全面多方面地展现着女主不平凡的人生际遇和情仇纠葛。耐人寻
味，百转千回。相信假若这样的作品经由改编为影视剧作，我想肯定也会大受好评！期待着可以早日
搬上荧幕。
5、次第裙风绿到城，洛阳二月雪如倾。不拚弱骨霜前死，何似飞花占美名？千寺在，百年空。呼将
旧燕认芳踪。一时残照生秋色，四面寒山尽晚钟。读罢《千寺钟》这部小说一时百感交集，这个凄美
的故事的发生在北魏迁都洛阳的时期，围绕着胡灵太后的生平向我们展开了这个恢弘壮丽的故事。我
们不曾亲身经历那样的年代，不曾亲眼目睹那样的悲欢离合。而本书的作者陈峻菁则通过她手中的笔
向我们讲述这个跨越了千年的故事，她是讲故事的人，而我们就是听故事的人。我们无力改变历史，
只能静静的通过作者的笔看故事的发生。在故事外体会她们的喜怒哀乐。胡灵太后作为北魏晚期政治
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她“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在北魏晚期的政
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她执政期间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晚期佛教盛极一时，洛阳龙门石
窟的营建也在她统治时期达到顶峰。男人的顶峰就是皇帝的宝座，而女人的顶峰就是头上的后冠。可
是高处不胜寒，胡灵太后在达到顶峰的同时那是一条怎样的路啊，在那宝座的下面永远是血流成河，
如果她不忍别人流血，那就得她自己流血。正是因为有鲜血的浇灌，才有了她后冠上的熠熠生辉，才
有了权利的锋刃。她作为一个女人生在那个时代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她不能选择自己的爱情，不能
掌握自己的人生，她背负家庭的兴衰；可同时她也是幸运的，在那个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封建王朝
，她通过步步为营，排除万难攀登至权利顶峰成为国家的女执政者。她和前人文明冯太后，和后面的
武则天一样，成为了手操天下的女强权者。这可谓是人生的巅峰。可她又是寂寞的，在盛行“留犊去
母”这一残酷祖制的北魏深宫之中，嫔妃们皆不敢生育皇子。作为尚书之女的胡容筝，自幼聪慧美丽
，可她不能选择自己的爱情，在亲历了前朝两代皇后之间的残酷争斗，纵使要面临死于“留犊去母”
的命运，一心出人头地兴旺家族的她，仍放不下对权势的向往。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拒绝清河王提
亲，一心入宫的她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生死之事，忍常人所不能忍，权谋的斗争永远是一把杀人不见血
的刀。失败者的鲜血灌溉了权利之花，成王败寇，自古不变的经典。“不诉离伤，醉笑陪君三万场。
怎弹衷肠，只识金戈射日忙。”胡灵太后作为一个女强权者，她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千寺钟》
这本小说更是通过对她一生的描写向我们展开了一副壮美的篇章。在历史的长河里她留下的那片涟漪
久久回荡。《千寺钟》这部小说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节奏的把握都堪
称炉火纯青。对于这部小说可谓是不可错过。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里有关《华严经》的摘录部分，就
以此为结尾吧。“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应知一切心识如幻，应知世间诸行如梦⋯⋯一
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善男子，随生死流，入大爱河，爱河干
枯，令汝解脱⋯⋯”
6、北魏时期盛行的“留犊去母”祖制，迫使后宫嫔妃们皆不敢生育皇子。权力的追逐下，后宫倾轧
愈发残酷，哪怕朝代更换，哪怕是至亲血缘，终没有人能抵挡住权力那双大手的播弄。陈峻菁又一次
将视点落在历史尘烟之中，《千寺钟》取材于北魏的后宫，透过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历史，我们仿佛
又看到了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正演绎着各自的命运，那无从改变的、也不能替代的
人生轨迹。本书通过描写北魏时期后宫两朝皇后的殊死争斗，面临宿命的祖制，为了生存、为了家族
、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能最终站在权力的巅峰俯视众生，从曾经豆蔻年华花样少女，一步一步走向心
若止水冷酷无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觉，刻画出的众生百相，在权力的诱惑下，展示出的真实人性
。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尔虞我诈的欺骗，陈峻菁并没有做简单的评判，她想通过她笔下的文字
，让那些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重新回到各自的场景，她想贴近每个人的内心，去理解那些
平常之人，鲜活的人，以各自的立场，做出各自的唯一选择。于是在《千寺钟》里，透过北魏这个强
大的鲜卑王朝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历史的命运画卷。在这幅画上，有北地风沙的生灵涂炭
，有入耳梵音的极佛境界，有转瞬即逝的情与义，有刻意攀登的步步为营。陈峻菁用她的笔，通过一
个个人物的刻画，说出了她对于文字的理解，文字的意义。把那些在历史星空中杂乱纷飞的碎片，用
一支妙笔，一颗体恤的心，将它们连成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整体，有血有肉的呈现在当下，呈现在我
们面前。 书中的文明冯太后、冯清、冯润以及胡容筝，谁不曾是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子，谁都有过倾心

Page 8



《千寺钟》

的相恋，爱慕的意中人，不可避免都会为情所伤，无助而绝望。可是在皇权的诱惑下，情与爱，亲与
义都可以放弃，不约而同选择了那条权势之路。那一场场悲欢离合，无边的挣扎与彷徨，一次次命运
的捉弄，无论怎么逃哪里避，抑或借助于宗教，浸淫于信仰，一样难以寻找到解脱之路。纵然是熟读
史书，潜修佛诣，那生命中与身俱来的如幻灭般的冷和空，因此能随之化解吗？陈峻菁的文字很细腻
，时温柔时感性，读之后有淡淡余香留齿。她更像一个静静的看客，悄悄的用笔，写下那一行行文字
，不知不觉让你的心绪扰乱，让你为那一千多年前的丽姿倩影而牵挂，为那些俊朗少年叹息，为那个
宿命的时代而悲悯。而这些，正是陈峻菁要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让那段历史的枝叶，穿过时空，落入
我们的世界，去体味，去感受。那千寺的晚钟，从长久回荡在如今，在暮色中⋯⋯其实人生，就是电
光石火的刹那。公众号：樱花阵
7、民族交融、动荡不止的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拓跋硅建立的封建王朝成为北朝第一个朝代，为逐
鹿中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以鲜卑融汉、改姓通婚、大兴佛教，促进民族融合⋯⋯在历史
书中描述到的北魏时期的发展，鲜卑族通过不断地努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但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所熟知的鲜卑族却不仅仅是这样一段话而已。鲜卑族有着不同于后来的蒙古族和
满族一样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帝国，以少数民族的姿态统治了中原地区，隋唐的建立是以完全中原的主
人翁之资建立的盛世，却不能忽视其统治者曾经的北魏王朝的血脉，一段历史被知之甚少却故事精彩
，有无数可以赋予其文学力量的注脚，这一切都打动了作者陈峻菁，在从事多年幕后工作之后，重新
回归小说创作，在此之前的陈峻菁曾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罗贯中长篇历史小说奖、第二届全国剧本
创作金奖等，多位台湾著名作家都曾推荐过其作品，被称为“古典女性的最佳代言人”、“最擅长描
写女性心理的新锐女作家”。此次面世的《千寺钟》更是带着作者最大的诚意，耗时十年之久打造的
女性视角的历史题材小说，在一个女性权利不断被剥夺的年代，一个古代的奇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
勇气，凭着对梦想的渴望，放弃那些面前的平坦道路，毅然选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孤注一掷。
成功的路漫长且孤独，会受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就好似总不会缺席的闹心女二号，每一个选择都只能
依靠自己，会犹豫挣扎，会有儿女私情，会有国家利益，一个女性表面有多坚强，内心就有多脆弱，
她惯于伪装自己，渐渐地就迷失了自己，在家族利益、个人梦想、男女情爱之上选择寄托于佛祖。漫
漫夺权路，她巧记连施，对皇后，对政客，甚至是&quot;留犊去母&quot;的祖制，坚定不彷徨；漫漫
等爱路，一路上有扶持，有意外，权力的收获给身边人带来的伤害击垮了一颗坚硬的政治心，无心苍
生而让政权动荡，社会不稳，民不聊生。修建寺庙是为了追逐心爱之人，也是为了安抚自己多年高高
在上的孤独之心。这一路走来，步履匆匆，曾经为了实现的个人抱负都不禁恍惚生疑，曾经的同行者
都四散天涯，过往岁月如迷雾，似幻景。如今，唯有在佛祖面前看早已结痂的伤口，想曾经被抛之脑
后的欢笑。最最遥远的路，走了一生，仍未读懂它的意义，现在停下来的是脚步也是疲倦的心，或许
遗忘了那些辉煌的曾经，那些悲喜交集的苍凉。“所谓人生，只是弹指一瞬间，只是此刻，只是当下
，只是今天。”
8、历史上第一位称帝建国号的女皇帝是武则天，但第一位当朝执政以“朕”自称的，却是北魏灵太
后胡容筝，为了她，延续了100年的“留犊去母”也最终废除，其执政的13年，也是北魏空前繁荣的鼎
盛时期。它就是陈峻菁继《我，卫子夫》、《平阳公主》、《沙陀王》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部
历史言情大作《千寺钟》。《千寺钟》的女主人公宣武胡灵太后，北魏崇佛狂热的集大成者，一个步
步为营刻意攀登权力顶峰的女执政，同样将皇权看得重于一切，凌驾教义，超越亲情。这是一本历史
书，这是一部宫廷剧，这是皇室家族跌宕起伏的人生。她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到被人们疯狂追随的《
甄嬛传》、《秀丽江山》亦或是《武则天》。北魏宣武帝时，在严行“留犊去母”残酷祖制的深宫内
，嫔妃们都不敢生太子，纷纷饮药堕胎。身为尚书之女的胡容筝，不仅美艳动人、文武双全，更是野
心勃勃。古人有云：最毒妇人心。一个漂亮且文武兼备的女人，一旦狠下心，迷恋上这个万人之上的
位置，要想攀登到顶峰，她会使上她身上所有的解数，令多人为她折腰。但是再聪明机智的女人，想
要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一直稳居崇高地位，绝非易事。这位勤政爱民、政绩斐然的女主，如何经历
命运的作弄，如何逃脱死亡的厄运，如何登上权力的巅峰，最终又如何颓废归于尘埃⋯⋯人前浮华人
后沧桑，欲望的膨胀也让她最终走向死亡。暮色下的洛阳城，千寺晚钟为谁而鸣⋯⋯地位再高，形象
再美，女人在得到属于她的一切后，终究还是逃离不了真爱的世界。“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
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来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
窠里。”这首广为传唱的《杨白花歌》，就是胡灵太后因怀念心爱的人而作。她爱上了杨白花，因无
法共存，他只能选择出家为僧，后来她又和元怿心生爱意，却不料心爱之人又被人暗杀。世世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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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浮沉沉，最后难逃一劫，尔朱荣将落发为尼的胡容筝投入黄河。全书共有二十三章，这要拍成一部
连续剧，跟《甄嬛传》不相上下。人物的聪明才智、故事的鲜活深邃，情节的跌宕起伏，都让人惊艳
。陈峻菁围绕胡灵太后的几个主要人物命运和朝廷上的大事件，把胡灵太后绝情中的多情，成长中的
挣扎，成功中的沉沦描写得淋漓尽致，恰到极点，通过故事我们看到了陈峻菁浓厚的历史功底和笔峰
的细腻，这位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当之无愧堪称历史剧中的“才女”。她的《千寺钟》更让我们读
懂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洛阳城中空前绝后千座寺庙的晚钟声，回荡在暮色中，震撼悠长，离心最近
的地方，你可知道它为谁而鸣⋯⋯
9、响彻洛阳城的千寺钟声，见证着代代轮回的权位杀戮，纵使更姓易主，却也更改不了皇权富贵下
被扰动的人性。待繁华褪尽，红尘飘落，归隐于这暮色钟鸣下，方求得半晌雨后残花的安宁。——题
记初次看到《千寺钟》这个名字时，不禁想到了夕阳之下的古刹，庄严、平和、香火缭绕，比起北魏
宫廷中的繁华，更多了分淡然。北魏宣武胡灵太后，这座王朝的主人，在历史上有“性聪悟、多才艺
”的美赞，曾大兴土木修建天下第一寺——永宁寺，把持内政十几年，后期因耽于声色，日渐衰落。
作者以这段历史为依托，精加饰润，著成这部历史小说，让读者在一幕幕情节中，身临其境去感受历
史带给后人的那份厚重，那份亘古的气势。北魏历代公主、皇妃多居高位，才智过人，不仅限于插手
政务，更有领兵出征的英勇史录，皇族血统为防外戚篡夺江山，遂至道武帝颁布一条铁律，凡妃嫔生
育子嗣立为太子者，必诛母留子，史称“留犊去母”。祖上的规矩使得宫中无人敢传血脉。有一家族
唤冯家女儿，她们精通权术，并且不用育子也可立于一人之下的权位，冯家儿女个个容颜姣好、心机
深藏，较为出众的冯润、冯清姐妹，更是在这座深宫掀起了惨烈的争权之斗，心倾权势，践踏生灵，
然用计巧妙，每一计棋子走得不露声色，真是让蒙在鼓里的人不知不觉成为其登权夺位的祭奠品，让
看明背后玄机的人无以应防，只得伤春悲秋之份儿。一呼百应并非那乱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面对生
死未卜，捉摸不定的人生，至高无上的权利才是最稳妥的保障。于是，只为这份稳妥，人性最为疯狂
的一面被煽动起来，母子相互算计，姐妹血刃相见，可那最为耀眼的皇位也不过几载光阴，当繁华剥
落，深思一路的磕磕绊绊，竟挣了个虚名。挚爱、手足、骨肉，以及那曾经灿烂的自己，赏景沐花的
心情，早已随一步步登上巅峰的脚步，成了牺牲品，一步一祭奠，一步一血染，一步一迷失。这洛阳
千寺便是那些失了权势、幸留一命的皇后妃子们容身之所，虽曾权倾朝野，可当年岁渐高，这孤身寡
人竟不及平民膝下儿女成群，老伴儿相依来的真实。远处千寺钟声阵阵，回荡在北魏都城之上，荡平
了过往故人的悲欢离合，荡去寺院中皇妃心头的斑斑血迹，荡起百姓对风和暖阳一世太平的期许，荡
尽了世事轮回的尘嚣嚷嚷。
10、文心倘若没人告诉我这是一部小说，我一定会当成正史来看；书中字里行间流动的灵气，在一时
间，仿佛自己融入了进去，随着他们命运的起伏而开心抑或难过。长在帝王之家，可选的颇少；就像
一盘棋，只不过没有退路。常人家，若是处理好了，兄弟相爱，妯娌相亲，晚年相互走动，一辈子也
颇为怡然自得。在皇宫里，虽锦衣玉食，却无人可信；皇帝钟爱年轻妃子，信誓旦旦的誓言多半随着
时间而消散；皇后偏爱后宫争宠，母仪天下的期盼良多伴着岁月而飘散。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命运
的起始就在那里。冯清因意外成为了皇后，有时候，命运是自己选的，有时候，命运是他人选的；明
显，她成为了后者。她没有亲生的孩子，虽然视皇子为己出，但再三的努力隔着一道血脉；他总是和
她作对似的，也早早窥探到她家的秘密，不怀孕——因为诞子必除母，免得母系专权，生下皇子的女
性全部丢了性命。冯家深知此理，他家的女系因秘药而不孕。待到他人有了孩子，自己养育；凭借着
自己的根基，出了几代皇后。冯清成为皇后，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她并非皇帝最钟爱的妃子，甚
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皇帝并未沾染过她。她成为皇后，凭的是皇太后的一纸定文。不在其位，不知其
难。在太子登基之前，皇后也并非那么好做。后宫的女人虎视眈眈，少有什么差池，轻则打入冷宫孤
独终老，重则赐上三尺白绫。她不喜欢和自己争宠的姐姐——但皇帝却衷心姐姐，若不是她的出身，
想必皇后非她莫属。冯润则是那个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人。她自入宫便深得皇帝的喜爱，但她却是
过于单纯了些，古时男人三妻四妾，何况是一国之君，即使再过恩宠，最终坐上皇位的那个人一定是
血缘最纯的人。她未必会有多少才德，但凭借着出身，就像一道道化险为夷的金符。遇到什么磨难都
能随时化解。在宫中有人暗中保护着，在家中有父母支撑着，很多人一生虽风光，但不知爱情为何物
。冯润从这点来说是幸福的，她几乎独断了皇帝的恩宠。若不是强大的力量介入。皇帝一定会封她为
后。在江山和她之间，羽翼未丰盈的皇帝只要忍气吞声选了江山。她失踪了那么多年，甚至被认为是
死去了。她在皇帝心中活了那么多年，从她离开宫中的那刻起，皇帝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她。她是他今
生的劫，躲不开，逃不掉。在一切看似平和发展地环境下，她回来了，带着怒火回来了，她想夺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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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失去的，她要夺回那些逝去的。冯清和冯润打开了一扇属于她们的门，俩人渐渐站在一起，俩人无
声斗在一起。只为那颗心：那颗万人之上的帝王心！
11、01 你可能看了会上瘾不知你是否看过，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凤求凰》和央视一套播出的《双
城变奏》。如果恰巧你看过，恰巧你喜欢，那么恭喜你这下逮到了，因为《千寺钟》和它们是同一个
作者陈峻菁，此外作者出版过《我，卫子夫》、《平阳公主》、《沙陀王》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没
有看过也不碍事，相信你看过《千寺钟》，也会刷一遍其他的作品。02 不必担心剧透与其说是一部历
史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宫斗戏，或是一部人物传记。《千寺钟》讲述的是北魏时期胡灵太后的一生事
迹，就像之前看《甄嬛传》、《芈月传》一样，以古代历史为背景讲述主人翁风雨飘摇的一生。真的
，不要担心剧透，因为毕竟知道的都是粗枝大叶，更有许多细枝末叶等着你去慢慢推敲、品味。03 了
解历史，但不要局限于历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知为什么，看到《千寺钟》这
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就一直浮现这句诗。不过倒也没错，北魏是包含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中的一个
时期。但看小说的时候，也不能太拘泥于历史。就像作者所说，每个人对历史人物的理解都会有其个
性化的角度，好比我前两天看的《长歌行》中的阴丽华，有人说历史上的阴丽华根本不懂政治和军事
。没关系，作品里的主人翁可以是历史上的阴丽华，也可以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阴丽华，只要我看到
的阴丽华对我有所触动就可以了。“只愿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悟、在故纸夹缝里对人性的寻找，也能打
动我的读者，如此，足矣。”这是作者的初衷。一部作品能让我们对人生有所感悟，对人性有所思考
，那这部作品就不失为一部好的作品，又何必抓住残枝末叶死死不放呢？没有意义。04 如果可以的话
，请看两遍第一遍先看剧情发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第二遍放慢速度，缓缓读，欣赏文采，咀嚼情
节。“她似在采摘，似在飞翔，似在鸣唱，似在拂羽，似在耕作，似在赏花⋯⋯每一个动作中都有春
光流溢，每一次转身中都可见万物芬芳，这是他的妙莲，是他的初心，是他多年来午夜醒来魂萦梦系
的旧爱⋯⋯”看，多么曼妙的舞姿，仿佛只为你一个人舞动。“洛河两岸，桃李成林、杨柳岸延绵数
百里，洛水穿城而过，处处柳堤映水、长桥卧波，金谷园的梅杏牡丹陆续绽放，里坊间汇集万阜而至
的新巧玩艺儿，乐坊里新奏着南梁流传过来的时新曲儿，让人真感觉是目极天下之色、耳极天下之声
、口极天下之鲜、身及天下之妙丽。”闭上眼睛，静静体会一下，多么秀丽繁华的闹市景象啊，如身
临其境。05 看宫斗，既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记得之前看《甄嬛传》，心情跌宕起伏，真是跟着主人
翁的脚步，把整个人生都走了一遭，以主人翁的喜为喜，以主人翁的悲为悲，看着主人翁终而变得强
大，得以掌握大权，心里也洋洋得意起来。冷静想一想，也并不是那些排挤陷害主人翁的人就坏，哪
里有什么坏人和好人，只是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必须做出同样的举动而已。换做自己的话，
恐怕也会是那番模样，不然只怕还没见到皇上就被一丈红去了天堂吧。犹如善良可人的甄嬛曾经一度
不愿入宫，更不屑掺合宫斗之中，而最终却也成为了自己曾经最不想成为的样子。看《千寺钟》也是
，作为冷静的旁观者，既要进得去，也应出得来，不要被故事情节所套住。06 可以没有佛的悟性，但
要懂点佛语既然与寺有关，难免有佛，而有的佛语，真的会让你思忖良久，比如“爱念即是执念，我
身之外，都为幻影。小乘佛法有三，曰毗昙，曰成实，曰涅槃，都为的是要修炼内心清净。毗昙宗，
修的是前世缘、今世因、明世果，今日的富贵，就是前世的福报。涅槃宗，是一切寂灭、死生无异。
而我们成实宗，乃断情思、弃旧缘、斩爱念，所谓人生，只是弹指一瞬间，只是此刻，只是当下，只
是今天。”看完，有没有悟出点什么呢？07 不必刻意去记人物名字以及派别一开始不要着急去分清哪
个是哪个，或是谁和谁是站在同一边的，只管看下去就行了，一旦看进去，谁谁谁，经历了什么事，
你比谁都门清。08 保持体力，做好入坑的准备“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重要的事情说三
遍。看小说，是一种休闲放松的事情，若是为了一味追求故事情节，而不眠不休，影响身体健康就不
好了。千万不要熬夜，慢慢看，书在你手中，怕什么，迟早会知道结局。(说的一身劲，其实这一点我
也做不到啊，总想一睹为快）哈哈，见笑了！
12、《千寺钟》光看书名大概猜不出是讲的什么，我读过之后的理解是，这是一本有关佛法、爱情的
历史小说。佛法教世人摆脱各种执念，方得内心喜悦平和。而爱情恰恰相反，它最是执念的一种，世
间多少人为情所困，生出多少烦恼，“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作为讲爱情的历史小说
，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历史底蕴深厚，文字功底扎实这是一本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
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历史小说应该是比较难写的，它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为了创作需要，作者会进
行文学加工，因此读者不必太较真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和时间背景。因为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历
史文献资料。《千寺钟》的作者陈峻菁是令我佩服的，作为理科生，我对历史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之
前没有关注过北魏这段历史，但这本《千寺钟》很好地表现了北魏这段历史，读来一点都不枯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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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巧妙地将时代背景与人物性格特点进行结合，一开头书中出场的人物便比较多，但在作者笔下，这
些人物的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迁都洛阳，大
举改革，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尊儒教等，为我国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这段历史再现，充分表现
了他的谋略和智慧。——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很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男女主角就已经出场
，而这本《千寺钟》的作者有意将背景叙述得详尽细致后，男女主角胡容筝和元怿仍不凸显，只是稍
微登场亮个相。故事由太师长女冯润与皇帝元宏的爱情故事为引子徐徐展开。冯润本是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太师长女，容貌艳丽，舞姿翩跹，家人疼爱，皇帝钟爱，没承想一夜之间被文明冯太后陷害，
被父亲哥哥出卖，被登徒子轻薄，染上恶疾，九死一生。最后保住了性命，却容貌尽毁，与爱人咫尺
天涯。恩宠、美貌、健康都不复存在。冯润化名尼姑玄静，费尽心思重回皇帝元宏身边，本只愿默默
守候在爱人身边，怎知执念太深，纵然精读佛法，六根依然不净，仇恨、爱恋都没有被放下。玄静选
择与皇帝元宏相认，然而内心仍在，却皮囊丑陋的她能否重获恩宠，与皇帝厮守。后面的故事围绕这
些一一展开。所以作者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情节极其扣人心弦，吸引我们迫不及待地翻开下一页。
——佛法启迪人生，佛语发人深省冯润化名尼姑玄静时曾对高贵人说过一段有关佛法的话：“爱念即
是执念，我身之外，都为幻影。娘娘，小乘佛法有三，曰毗昙，曰成实，曰涅槃，都为的是要修炼内
心清净。毗昙宗，修的是前世缘、今世因、明世果，今日的富贵，就是前世的福报。涅槃宗，是一切
寂灭、死生无异。而我们成实宗，乃断情思、弃旧缘、斩爱念，所谓人生，只是弹指一瞬间，只是此
刻，只是当下，只是今天。娘娘，有爱念，即为大烦恼，此大烦恼，便为人生一切造业之源。”书中
关于佛法的介绍还有很多，不论是对各种佛教经典的引用还是对佛法的解读传授，都看得出来作者对
佛法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喜欢佛法的读者可以好好研读一下，没有涉猎过佛法的读者看看这些佛法的
解读也可解解心结，让内心清明豁达。
13、阳春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
去春来双燕子，愿含杨花入巢里。 --杨白花歌 这首广为传唱的《杨白花歌》，是北魏胡灵太后因怀念
远走高飞的爱人而作。这首《杨白花歌》可以看作是北朝的贵族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另类”，一般说
来，北朝文学多骠悍豪迈之风，而胡太后循着南朝文学路数而写出《杨白花歌》，着实令人惊异、叹
服，可看出她的文学修养有相当造诣。第一次在故事中了解历史，在历史中了解王朝故事。《千寺钟
》作者陈峻菁，女，代表作有《我，卫子夫》、《平阳公主》、《千寺钟》、《沙陀王》等多部长篇
历史小说，影视作品有央视八套电视剧《凤求凰》、央视一套《双城变奏》等。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
北魏王朝南迁洛阳帝都开始的，作为北魏百年京城的平城，两年的时间里陷入了一座孤城。为了统一
中原，学习汉人的文化知识。北魏皇帝拓跋宏才将帝都南迁到洛阳去。魏宫里打北魏太祖、道武皇帝
拓跋珪手上起，就建立了一种特殊而血腥的立嗣制度 “留犊去母”，虽说母凭子贵，但是在那个朝代
里却不是如此。身为皇家女人只要身下太子，太子的登基之时，就是母亲去世之日。在那个残酷的朝
代里。养儿育女却完成不了女人一生的事情。但是在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
武帝不忍看到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幸运的女人也就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历史并
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免于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
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存活在帝皇之家，总是尔虞我诈，深
宫里每一个女人的手上必定会沾满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北魏冯皇后，因为心软，没有如她姑
妈冯太后那样心狠。留下了她的亲姐姐左昭仪冯润，而冯润在青年时就已经深得魏献文帝元宏喜爱。
可是在手镀金人成功即将封后之时，却遭到冯太后的毒手。以一场病为由遣她出宫，出家养病。可是
在最后回到元宏身边时虽说丑陋，身材臃肿。可元宏皇帝还是对她有感情，封她为左昭仪。因为得了
花柳病，丑陋无比，为了得到皇帝的临幸。不惜服用“垂棠涅槃’，服下之后可以换掉浑身的皮肤，
可以把浑身的疤痕都去掉。最后她成功了，也重新了皇帝的喜爱。在重新回到元宏的身边时，她就下
决心要夺回自己本该有的一切。最后她也成功的夺回了她的皇后之位。而她的妹妹冯清被废之后，出
家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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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千寺钟》的笔记-第1页

        因此虽然高照容觉出玄静尼姑的小乘法过于空寂，还是情不自禁地追问下去：“可是法师，倘若
三世为空，父母妻儿也只是这一世的缘分，为什么父母爱子，妻子爱夫，都重逾生命、期待生生世世
相聚？本宫有时候望着膝下两个皇子，会心中生出无边爱念，倘若他们有难，那本宫宁可自己的性命
不要，也要守护他们周全。”
玄静微微抬起眼睛，安静地望着高照容：“爱念即是执念，我身之外，都为幻影。娘娘，小乘佛法有
三，曰毗昙，曰成实，曰涅槃，都为的是要修炼内心清净。毗昙宗，修的是前世缘、今世因、明世果
，今日的富贵，就是前世的福报。涅槃宗，是一切寂灭、死生无异。而我们成实宗，乃断情思、弃旧
缘、斩爱念，所谓人生，只是弹指一瞬间，只是此刻，只是当下，只是今天。娘娘，有爱念，即为大
烦恼，此大烦恼，便为人生一切造业之源。”
高照容似懂非懂，叹了口气没再追问下去，笑道：“法师果然高明，来日得闲，再领教法师经义。”
玄静知道她听不进去，淡淡一笑，便住口不语。

还是我姑母说得对，读通一部《论语》，已可懂得为人处世、了解人心，读透一部《春秋》，便可明
悟治国经济、君臣大义，所读贵精不贵多，所以虽然眼前万卷，不如心头五经，打明儿起，我不会再
来了。

玄静翻开经文，细细解读道：“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有身为苦，人一生出来，便是苦
，所以婴儿落地立刻痛哭，人的色身，便是众苦根本，此为苦谛。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怨憎
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悲哉六识，沉沦八苦，不有大圣，谁拯慧桥?苦谛与生俱来，需要大
智慧才能解脱，所以陛下，各位娘娘，倘若想要远离痛苦，就要懂得集谛与灭谛，才能入灭成道。”

“所谓集谛，就是我们集苦的根由，执念、贪念、痴心、多情，便是自寻苦谛。正是因为心灵与结业
相应，因为渴爱，才召来了生死之苦、离别之苦、得失之苦。所以只能放下对爱的渴望，才能入灭谛
，得道谛，弃绝八苦。”玄静的解读依旧循循善诱，“所有的放不下、舍不得，都是执念，是渴爱，
亦是集谛，是孽业。你放不下的人，会被你的执念纠缠损害，放不下你的人，也会给你带来灾殃痛苦
。爱，便是集谛，心存渴爱的执念，便会招致三界生死苦果，永世不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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