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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百家姓“赵钱孙李”中的
“钱”姓排第二的因由

文 / 天来

《百家姓》是宋朝人编著的，赵氏江
山，赵姓排第一能理解，钱姓为什么排
第二呢？这里有个故事，对今天的人很
有启发意义。

故事要从唐朝末年的黄巢造反说
起，当黄巢的叛军劫掠江南时，当时担
任镇海军右职的钱镠以少胜多击退叛
军，保全了杭州城。之后，天下大乱，
钱镠的上司董昌在越州造反并邀请钱镠
加入，但钱镠拒绝，还率军击溃叛军并
活捉董昌。

钱镠的忠臣义节之行感动了大唐天
子唐昭宗，特地颁给了钱镠一块“丹书
铁劵”，这可是一块免死金牌，可以说
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公元 907 年，唐王朝灭亡，钱镠在
吴越建立了吴越国，但是钱镠称王不称
帝，奉行“保境安民”的战略，始终同
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尽管五代十
国时期天下大乱，但两浙江南一带的吴
越国不参与混乱，不去称王称霸，始终
保持着和平发展，百姓们过着丰衣足食
的生活，百姓们因此感激钱氏，尊其为

“钱王”。
公元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

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建立宋朝。钱镠

的孙子钱俶自动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
为皇帝，史称“纳土归宋”，这是顺应
天意的善行，避免了战争与杀戮，促进
了当时宋王朝的和平统一，百姓为了纪
念这件事，在杭州的西湖边修建了钱王
祠，时代惦念钱氏的善举。

宋人在编著《百家姓》时，赵氏第
一，钱氏第二，赵钱孙李，有纪念之
意，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报的体现？！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洪武年间，
公元 1391 年，钱氏后人因罪犯死罪，
其子钱怞拿出世代珍藏的“丹书铁劵”，
献给皇帝朱元璋，希望能用这块免死金
牌赦免父亲的罪。结果，朱元璋认同了
这块大唐天子颁发的免死金牌，赦免了
钱怞父亲的死罪。

人都说 ：祖上积德，后世儿孙得福
报。钱氏家族的福报远不止于此。清朝
时，钱氏家族除了钱大昭、钱穆等知名
人物 ；钱氏家族的“丹书铁劵”也被乾隆
皇帝围观，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观钱镠
铁劵歌》。能得到皇帝的亲笔题字，这
可是莫大的荣耀。

近代，钱氏家族不仅接连出了文学
大师如钱玄同、钱锺书，诺贝尔奖得主
钱永健等人，还出现了著名物理学家钱
学森、钱三强。

1951 年，这块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丹书铁劵”由钱氏后人捐献出来，现在
藏于大陆的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
我国历史上能找到的最古老完整的丹书
铁劵。

一块免死金牌“丹书铁劵”，其中
蕴含着善恶有报的天理。祖上积德，福
荫后世儿孙，这是符合善恶有报的天 
理的。

愿朋友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
把握住自己，不随波逐流，为自己也为
儿孙积福。Ⓞ

以神仙自命的医圣李时珍
李时珍的出生，和其名字的来历，

有一个看似奇异的神话传说，但在明朝
著名文豪顾景星所著的《李时珍传》中，
却明确记载，李时珍从小自命神仙。

石头说话 神仙起名
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

年 7 月 3 日 ）生于湖北蕲春县。其家世
代行医，父亲李言闻是当时的名医，曾
在皇宫的太医院任职。

传说其出生那天，其父李言闻不知
何故，心情郁闷，就跑到雨湖上打鱼去
了。平常运气不错，总能有收获，可这
一次却连下几网都空无一物，最后抛的
一网终于感觉沉甸甸的，正惊喜以为是
条大鱼，没想到拉起网一看，不过是块
大石头。李言闻顿觉丧气，叹道 ：“石头
呀石头，我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为何捉
弄我？叫我愁上加愁。”

没想到奇异的事发生了，石头竟然
开口答话 ：“石头呀石头，是前来贺喜不
用愁。先生娘子快落月，不知先生有何
求？”石头告诉他自己就是雨湖神。他家
妻子马上要生孩子了。问他不赶紧回家
迎接孩子的降生，还有何不足呢？李言
闻惊异不已，急忙起身回家，到家正好
李时珍生下地，于是给他起名叫“石珍”。

接着当晚李言闻又做了一个梦，梦
见八仙仙人铁拐李前来道喜说 ：“时珍时
珍，百病能诊。做我高徒，传我名声。”

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他的名字和
从医生涯就是神仙定的，他的医术，也
跟扁鹊一样，为神仙所传。不管传说如
何，他本人从小就自命神仙，晚年勤于
打坐修道却是真事。

白鹿入室 自命神仙
明朝大文豪顾景星为李时珍写下了

《李时珍传》。他在《李时珍传》中明确写
道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祖某，
父言闻，世孝友，以医为业。时珍生，白
鹿入室，紫芝产庭，幼以神仙自命。”这
句“时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产庭，幼以
神仙自命。”很明了，意思是李时珍降生的
时候，家人见到白鹿进入室内，庭院长出
紫色的灵芝，（ 传说白鹿和灵芝都来自仙
界 ），李时珍从小认为自己是神仙下世。

大家可能会问了，顾景星到底是何
许人，为何会知道李时珍家的这些秘事。
顾景星也同是湖北蕲春县人，出身书香世

家，曾祖父顾阙，曾祖叔顾问均为声名
远播的理学家、教育家，而顾问，曾是
李时珍的老师。

顾景星本人更是位旷世奇才，他著书
宏大，有 430 卷。其中 122 卷被编入《四
库全书》。他因长辈的关系，认识了李时
珍。因此当年，他写《李时珍传》时，不
仅对李时珍及其一家的情况十分了解，而
且也通读了《本草纲目》全书，对李时珍
十分尊敬，写作态度是很严谨的。

晚年打坐修道
顾景星在《李时珍传》中，还写道 ：

“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陷德。晚
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日入为期，
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
意思是说，“我幼年时常听到（ 李时珍 ）
先生的趣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德
行深厚，晚年还跟随我的曾伯父游学，
说他读书按日出日落作息，夜晚静坐修
道。因此他从小以神仙自命，岂能是偶
然的？”顾在此明确说明，自己从曾伯父
那里了解到李时珍的晚年生活，证实李
时珍的确在修道，是打坐修炼的人，小
时候的神仙之说，并非传言。

当然李时珍是否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中
见过其父梦中的神仙来传授医术，是否从
小就开始教他打坐修道，晚年才被人发现

他的道术，就只有他本人才能知道了。

著书欲传神仙医术
不过，李时珍除了《本草纲目》，还

曾写了《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等多
部研究经脉的书籍，论述古代修炼界常谈
及的，但一般医生肉眼看不到的奇经八
脉，他认为医者不懂这部分医术，不可能
真的明白病理，懂得治病。所以在他的

《奇经八脉考》中，认为医生和修仙者一定
要知道“奇经八脉”。他说，“医不知此，
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

这段话透出了一个天机，古代医术
来自修道者，本为一体。有境界之分，
不得道者只能停于常人层次的一般医
术，不能成为掌握深层病理的神医。人
体修炼不能超出常人的境界，是不可能
看到奇经八脉的真相的，看不到这部分
存在于另外空间的经脉，就无法掌握人
体奥秘，因此，医者不修道难得真知，
无法探明病理，而修道的人，也无法明
白安鼎设炉炼丹的原理和真法，一般人
不得真机，随意炼丹服丹，常人因此误
入歧途而中毒，非常危险。

那么奇经八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
在《濒湖脉学》中有一段关于北宋道人张紫
阳对八脉经的论述 ：“紫阳八脉经所载经
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
惟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

李时珍在这段话里，解释了修仙者
得道后所观察到的奇经八脉和一般医生
所认知的为何有所不同的秘密，因为修
道的人，是通过另外空间的眼睛，也就
是修道后被打开的天目，（ 如同扫描器 ）
直接反观自身经脉而照察到的。天目层
次 不 同， 看 到 的 也 不 同， 一 般 人 的 肉
眼，岂能得见。于是众说纷纭，历代医
学界没有定论，他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肯定张紫阳的说法是对的。证明他
也已经亲眼看到真实的奇经八脉的景象。

可惜这些书籍大部分都失传了，高
层医术也自然失传了，可能超出人世间
的 学 问 与 技 术， 非 普 通 德 行 的 常 人 可
传，也就留不下来了。能留下的也就是
常人层面可以理解的《本草纲目》了。即
使如此，这部巨著，被世界誉为“古代医
学的百科全书”，其宏大的医药知识，也
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了。

也许这就是李时珍当时该留给后人
的东西吧。完成他的这部巨著，也就完
成了他此生的使命。就此仙逝。Ⓞ

蝗灾不伤善人田
文 / 德惠

中国古人历来相信包括蝗灾在内的一切天灾都是被
神掌握的，天灾是神对人的惩罚，只有做好人才能免遭
天灾。下面就是两则关于飞蝗不伤善人田地的故事。

据《睽车志》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年间（ 公元 1174
年 -1189 年 ）、庚子年（ 公元 1180 年 ）与辛丑年（ 公
元 1181 年 ），平江都发生了旱情，因此朝廷下令受灾
民众免交秋赋。常熟县有个姓过的农夫，他种了六十亩
田，这几年一直丰收。他听说朝廷对灾民免征秋赋的命
令后，便伪称自己也遭遇了旱灾，果然免除了秋赋，不
用向朝廷缴纳赋税了，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自己洋洋得
意。岂料，第二年也就是壬寅年（ 公元 1182 年 ），飞
蝗突然降临他的田地，将他的庄稼全部吃光。而其邻居
的田地，哪怕靠的很近，甚至接壤紧挨一起，飞蝗都是
过而不食。

还有两户农民，忘了他们的姓氏。其田地东西向
接，东边那家淳朴本分，而西边那家狡诈凶狠。东边那
家因为老实本分经常受西边那家的欺负。某年蝗虫来
了，蝗虫都聚集在西边那家人的田地里啃食庄稼，从不
到东边那家人的田里去。西边那家人很奇怪，也很妒
忌，就捕捉许多蝗虫用布袋子装着，在夜里偷偷放到东
边那家人的田里去，有人告诉东边那家人，他们也不计
较，只是向神灵祈祷 ：如果真有神灵，请让蝗虫自行离
去。结果第二天，蝗虫又回到了西边那家人的田里。从
始至终，东边那家人的庄稼就没有被蝗虫祸害过。

在这两则神奇的故事中蝗灾都不损伤善良人的庄
稼，只惩罚得到不正当利益的人、不好的人，可见蝗
灾真的是由更高级的生命、神灵来控制的，有神论才
是正确的。当今有些人也认为自己是好人，结果还是
遭遇到新冠瘟疫等天灾，其实他们只是自认为的好
人，而不是真正的好人。对比第二则记载里东边那
家人、得到神灵帮助的好人 ：别人夜里往他们田里放
蝗虫，他们也不计较、不记恨对方，只是祈求神的帮
助。他们是真正信神、真正按神传给人的道德标准生
活的人，是真正的好人。Ⓞ

文 / 德惠

清 代 灵 隐 寺 里 有 一 位 住 持 僧
人，法名“慧辂”，字“谛辉”（ 也有
的资料写作“谛晖”）。明朝天启七
年（ 公 元 1627 年 ） 出 生， 少 年 时
出家于灵隐寺，清雍正三年（ 公元
1725 年 ）圆寂于灵隐寺，寿九十八
岁（ 虚岁九十九 ）。清圣祖康熙大
帝南巡时，赐“翠华重临”匾额给谛
辉住持的灵隐寺，并赐谛辉御书“禅
门法纪”四字，以及黄金、佛像等
物。而谛辉面对帝王的恩赏，据《新
续高僧传》记载 ：其心态竟为“无得
无舍”，可谓一代高僧。今天就说
说谛辉和尚的几件轶事。

陪同康熙游寺，圣祖赐匾“云林
禅寺”

灵隐寺天王殿上有一横匾，上
题四个大字“云林禅寺”，此乃康熙
大帝所题。据灵隐寺本身的记载，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公 元 1689 年 ），
清圣祖康熙大帝南巡至灵隐，一日
早晨灵隐寺住持谛辉和尚陪同康熙
帝登上北高峰，只见灵隐寺笼罩在
一片晨雾之中，一派云林漠漠的景
色。回到山下，谛辉请求康熙为寺
院题字，康熙大帝即景为灵隐寺题
了“云林禅寺”的匾额，但灵隐寺已
名扬天下，人们依旧称云林禅寺为
灵隐寺。

当今大陆许多网页上关于为何
给灵隐寺赐匾“云林禅寺”？其回
答大约是这样的 ：康熙在灵隐寺里
喝醉了酒，把正体的“灵”字，上半
部的“雨”给写大了，下面的三个

“口”和一个“巫”怎么也写不下了，
才不得以改成了“云林禅寺”。我认
为这个说法靠不住 ：第一、不符合
灵隐寺自己的记载 ；第二、康熙是
一个敬佛的皇帝，在佛寺中喝酒明
显不符合敬佛者的基本行为规范。

谛辉和尚轶事佛家故事

历史故事

位于西湖柳浪闻莺的钱镠雕像。

         李时珍塑像

这种说法来源可能是某不知名的野
史，甚至是中共文人编造。在中共
党文化中，古代的帝王将相都成了
被系统抹黑歪曲的对像。大陆类似
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 ：岳飞不是
英雄，而是军阀，秦桧成了好人等
等，都是为了颠覆中华历史，破坏
中国文化而由中共制造或放任出来
的。“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
中共就是在用中共取代中国，用党
文化取代真正的中华文化。

谨慎言语 抑制争斗心
当时还有一位与谛辉齐名的僧

人石揆禅师，这位和尚有功能，按
辈分他是谛辉的师兄。据记载，“石
揆住天竺寺，祈雨持咒，如黑龙行
雨，人所共见，皆以他为神”，然
而灵隐寺的名声比天竺寺大，石揆
想 夺 灵 隐 寺 住 持 的 职 位。 谛 辉 听
说 后， 就 躲 避 离 去， 隐 居 在 云 栖
的 最 偏 僻 处， 把 住 持 的 位 置 让 给 
石揆。

石揆曾资助过一位名叫沈近
思的才子 ；恰巧谛辉也帮助过一
位名叫恽寿平的才子。恽寿平成
为一代知名画家，与当时的王时
敏、王鉴、王辉、王原祁、吴历
合 称“清 六 家”， 山 水、 花 鸟 皆
精，诗文更是清妙脱俗，颇为时
人所追奉。有人问谛辉 ：“恽寿平
与沈近思两人哪个优秀一些？”谛
辉说 ：“沈近思学儒不能脱周程张
朱窠。恽寿平学画能出文沈唐仇
范围。以吾观之，恽寿平比较优
秀。”刚说完，他忙用戒尺打自己
的头颈说 ：“又与石揆争胜了！不
可不可！”

在一般人看来是石揆要夺住持
职位，谛辉知道后让位躲避起来没
与石揆争执，才学上也的确是恽寿
平 超 过 沈 近 思， 言 行 上 谛 辉 都 没
错。可是谛辉却主动的发现自己内
在的争斗心并抑制它。看来谛辉确
实是守心性的高僧。

施展神通 锡杖御盗
康熙年间，某天晚上，谛辉和

尚突然对侍者说 ：“取吾锡杖横山门
间，今夜有凶人来，当慎之！”果
然到了晚上三更之后，夜深人静，
有强盗数十人各持凶器呼号而来，
准 备 抢 劫 灵 隐 寺， 僧 人 们 听 到 动
静，心中惊恐不已。此时但见谛辉
和尚的锡杖突然凌空飞舞，强盗吓
的退出山门躲避。不一会儿，强盗
不死心，又冲过来，锡杖再次凌空
飞舞。这样反复了三次，天空渐渐
明亮，强盗们不得不退走了，从此
再也不敢来冒犯灵隐寺了。经过此
事，大家才知道谛辉老和尚是修炼
有成的神僧。Ⓞ

文 / 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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