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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与李丰等人
发动政变和德行有
亏，是魏少帝曹芳被
司马师废黜的根本原
因吗？并不是。历史
上的曹芳虽然达不到
“明君”的层次，却也
不是一无是处，在有
限的皇帝生涯中，他
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文/宋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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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栏目《三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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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89年陈留起兵，到公元220年病逝，曹操用
了31年的时间扫平了中国北方，给曹家人代汉称帝打下
了基础。到了公元254年，曹氏政权的第三任皇帝曹芳
不光是成了傀儡，甚至还被赶下了皇帝的宝座。那么，曹
氏家族到底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才造成这样的尴尬局
面？在笔者看来，要怪就得怪曹丕，因为他推出的两项举
措，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拱手送给了司马家。

其一，限制藩王。我们在之前的栏目中多次说过，因
为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曹丕在称帝以后，对藩
王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策略，让这些藩王成为了没有任
何实权的“闲散人员”，因此，当高平陵之变发生后，就算
藩王们想勤王救驾也没有兵马可用。

其二，过于信任中书省。为了实现对权力最大程度
的掌控，曹丕设立了由士人担任官员的中书省，并承担了
本来由尚书台负责的诏令文书起草工作。中书省的监、
令这些官员级别虽然不高，但成天待在皇帝身边，深受信
任。这些人不光参与人才的举荐、考察、任命工作，甚至
能直接参与重大决策。因为有了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
三公职务变成了空架子，宗室专权的风险也被大大化解，
但也给权臣专权提供了机会。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为

什么那么轻松就取得了成功？在笔者看来，中书省在其
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公元238年，曹叡在病危之际准备任命燕王曹宇为
大将军，让他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
校尉曹肇和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中书监刘放、中
书令孙资这俩人是咋想的？在他俩人的一番“忽悠”
下，曹叡罢免了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等人的官职，
并召回了在辽东打仗的司马懿。于是，曹叡就作出了
让曹爽、司马懿辅政的决定。看到这里，相信诸位也就
能够明白，如果曹叡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让曹
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等人辅政，曹爽和司马懿能得到
专权的机会吗？

在这里顺便也说一下，刘放和孙资之所以劝说曹叡
改变辅政大臣的人员组成，或许是因为他俩有私心。
据《世说新语》里的记载，夏侯献、曹肇对刘放、孙资二
人长期专权早就心怀不满。有一次，夏侯献、曹肇在皇
宫的某座大殿前，指着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几只鸡，愤
愤地说：“看看它们在树上到底还能待多久！”听说这件
事后，刘放、孙资非常害怕，就加大了“忽悠”曹叡更改
辅政大臣名单的力度。

虑事不周：曹丕提前挖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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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司马师上奏给郭太后的那道疏，曹芳就是
一个无道的昏君，如果我们再简单翻看一下《三国志》等
史料，却能发现他颇有仁君之风。那么，哪些事情可以
证明曹芳有仁义的一面？

对曹魏来说，公元234年是一个“喜事连连”的年
份。这一年，被曹丕封为山阳公的汉献帝刘协病逝，发
动第五次北伐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亲率大军进攻合
肥的孙权败走。那么，如何庆祝一番呢？

两三个月后，曹叡终于找到了宣泄心中喜悦之情
的办法，他下达诏令大修洛阳皇宫，新建昭阳殿和太
极殿，筑造总章观。虽然很多重臣在第一时间发表了
反对意见，可曹叡始终保持“左耳进右耳出”的态度。
曹叡大兴土木到底“大”到了何种程度？为了确保施
工进度，曹叡不停地征调民夫，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
万人，一直忙到他驾崩的公元239年，还有很多宫殿没
有开工。看着一座座楼台拔地而起，曹叡是高兴了，
但因征调的民夫数量太多，国内的农业生产、商业、手
工业等方面却受到了严重影响，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
的大局，就这样让曹叡折腾得官员愁眉不展、百姓怨
声载道。

曹芳登基的时候虽然很年轻，但意识到先帝丢给了
自己一个烂摊子，于是，他第一时间下达诏令，对于那些

尚未启动的工程项目，马上取消施工计划，让尽可能多
的民夫回家与亲人团聚，并回归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
说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曹芳是一位仁君，那么，以下几
件事或许能增强说服力：其一，清理皇宫多余的金银制
品，将其融化后充当军费，从而减少对民间税赋的征
缴。其二，视察洛阳周边地区农田，对年长的农夫予以
不同程度的赏赐。其三，让皇宫和官府里60岁以上的奴
婢恢复自由之身，与家人团聚，失去工作能力的，要求官
府帮扶。其四，降低宗庙道的修建标准，减少人力、物
力、财力投入。

对待百姓，曹芳有怜惜之心，对待臣子的态度又是
如何？可以用“恩威并济”来形容。其一，用感恩的心对
待已故功臣。公元243年，曹芳下诏在曹操的庙庭举办
了隆重的配祀仪式，让曹真、陈群、钟繇、张郃、张辽等二
十一位功臣名将配飨，通过这次政治表彰表达了对已故
功臣的纪念，也向朝中文武传递了善意。其二，重用黄
权。公元239年，任命黄权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让其在内部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向主动投靠曹魏者表
达诚意。其他蜀汉、孙吴阵营中选择主动投靠或归降
的，基本上都得到了善待。其三，超常规追封刺杀费祎
的郭修，及拒绝投降敌人的普通士兵刘整、郑像为侯，树
立正面典型，表达朝廷重视功臣的态度。

胸怀仁心：善待百姓和臣子

司马师废黜曹芳的理由很简单，可以用“荒废政事”
“德行有亏”这两个成语总结，但从史料中来看，曹芳却是
一个看起来还算合格的皇帝。那么，曹芳被废黜的真正
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曹芳有了当皇帝的
才能，才会被废黜，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人，反而能坐
稳皇帝的宝座。

其一，曹芳拉拢士族的意图明显，威胁到了司马师的
统治。如果曹芳只是拿出了一些善待百姓和官员的举
措，司马师还不至于太担心，但曹芳不是平庸之辈，他知
道自己怎样才能从士族那里得到更多支持。

司马师上奏给郭太后的那道疏里，给曹芳安了“废弃
讲学”“弃辱儒士”这样两条罪名，但我们在史料中不仅找
不到相关的佐证，反而能找到推崇儒学的证据：公元241
年，曹芳稍能读懂《论语》时，就安排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
以太牢的标准祭祀孔子，还让颜回配飨；公元244年，曹
芳读懂《尚书》的时候，又安排太常以太牢的标准祭祀孔
子，还对太傅、大将军及侍讲者都给予了赏赐；公元246
年，曹芳通晓《礼记》后，再次安排太常以太牢的标准祭祀
孔子。多次以太牢的标准祭祀孔子，我们可以理解为曹
芳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可以理解是他向士族的一种拉
拢，如果支持他的士族越来越多，恰恰就等于司马师政治

地位的削弱。再者，从曹芳年少就懂得善待官员和百姓、
推崇儒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聪明人，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的政治智慧会得到增长，也会明确自己的政治目
的。那么，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司马师会把好不容易夺
来的权力交出来吗？当然不会。

因此，为了守住自己家族好不容易才夺来的权力，司
马师必须得在曹芳的翅膀变硬前其将废黜，让更好控制、
年仅13岁的曹髦取而代之。不过，司马师恐怕没有想
到，曹髦虽然很年轻，但这个少年不仅不是一个可以随意
拿捏的软柿子，反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斗士。正是因为
司马师将他扶上皇位，让司马一族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反
面角色”。

其二，司马师借机打压政治对手。司马懿为曹魏集团
服务了43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本来就出身于名门望族
的他拉拢到足够多的政治盟友，加上司马师等人的努力，
这个家族对政权的控制力是越来越强。然而，要想在最大
程度上抓稳手中的权力，司马师还需要进一步对亲近曹氏
的政治势力进行打压，那么，哪种打压手段效果更好呢？
当然是废黜现任皇帝曹芳，因为废立之事是权臣展示个人
能量最简单、直接的办法，也是权臣借机大量清除敌对政
治势力、大量安排自己人到重要岗位上的好办法。

壮志未酬：因有谋略被废黜

曹芳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