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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
十个龙年

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张凯丽 整理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王嬴政继任秦国
君王后，当时与秦并存
的还有齐、燕、韩、赵、
魏、楚六国，并称“战国
七雄”。公元前221年灭
掉最后一个诸候国———
齐国，实现了统一。

在历史长河里，逢龙的年份都发生过哪些大事？

本文选择了10个龙年，回放当时的激荡风云。

公元8年：王莽篡位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氏家族在
元帝、成帝时长期干预朝政，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
公元8年，王莽公开称帝，改国号为“新”，他篡位前后
十六年，史称“王莽改制”。

公元68年：佛教始传入中国

东汉明帝即位后，听说西域佛教博大精深，派郎中蔡音西天
求佛。公元68年，明帝诏建洛阳白马寺供两位佛师居住。二僧在
寺中编译佛典《四十二章经》，佛教至此开始在中国传播，成为
儒、佛、道三教之一。

公元200年：

官渡之战

曹操专权，汉
献帝命车骑将军董
承携血书密诏，谋
杀曹操，事泄董承
被杀；曹操破刘备、
擒关羽，驻于官渡，
刘备败投袁绍，袁
绍军与曹军相持于
官渡，曹操派人偷
袭袁军乌巢粮草，
袁军大败，一蹶不
振。曹操经此一战，
统一北方。

公元632年：魏征谏封禅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6年，准备泰山封禅，宰相魏征极言不可，上书阻谏：“国力未复，田原多
有荒芜，百姓尚未复业，不应崇虚名而受实害，做劳民伤财之举。”太宗纳谏，开唐初从善如流之风。

公元992年：糊名考校，堵塞弊源

992年，宋太宗规定，今后复试合格进士，采用糊名考校之法，
即把考卷上考生的姓名先盖上再阅卷，以防止考生与考官混同作
弊，后来此法推广到科举逐级考试中，并流传至今。

公元1616年：

努尔哈赤称汗

满族首领努尔
哈赤统一各部，建立
八旗制度，1616年正
月，他在赫图阿拉称
汗，国号为金，奠定
了清朝满族贵族300

年统治的基业。

公元1856年：天京事变

1856年8月，太平军先后攻破清军的江南、江
北大营，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私心膨胀。9月2日，
韦昌辉率精锐赶回天京，趁夜将东王及其家属、侍
从全部斩杀，后又擅杀了东王部属和无辜群众两
万余人。石达开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派
兵攻翼王府，杀其全家，石达开连夜逃走。这就是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1376年：空印冤案

明初官吏办事按元朝旧俗，衙门公干差人多持有预先盖好官
印的空白文书以备急用，类似于今天的“空白介绍信”之类盖好公
章的便笺，朱元璋得知后，认为是舞弊行为，为此逮捕官吏数百
人，多数蒙冤而死，揭开了明代系列冤案的序幕。

公元1916年：护国战争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于1916年元旦登
基称帝。被羁在京的云南都督蔡锷巧计离京，绕道日本回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迫于内外压力，不得
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T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