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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刘晓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灾
祸是层出不穷，而且频率越来越
高。最近的瘟疫横行，甘肃地震、
北方地区的持续偏冷天气、血色天
空灾难和诸多异象等，无不昭示着
上天的愤怒和警示。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
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

《易经》有言“天垂像，见凶
吉”，西汉的董仲舒在他的“天人
感应”学说中也认为，天人相类相
通，天的赏罚是依据人类行为好坏
而施。上天分别用符瑞和灾异对统
治者显示赞赏和谴责，用以指导人
世间的活动。他还特别强调灾异的
警惧作用，认为自然界的灾害变
异，是为政者的错误所致。

那么，当灾祸发生时，帝王们
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我们就说说
先秦三位君王的办法。

商汤修德去灾异
商朝的建立者是成汤。他的祖

先契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后被
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商地为
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因此老百姓们
生活安定。到成汤继位时，他不仅
敬顺天命，祭祀鬼神，而且能任用
伊尹等贤臣。

成汤为人十分贤德。成语“网
开一面”就和他有关。故事说的是
一天他外出打猎，看见郊野四面张
着罗网，张网的人祈祷说 ：“愿从四
面四方来的禽兽，都进入我的罗网
中吧！”成汤听了后说道 ：“你这样
做的话，就把禽兽全打光了！”

于是他下令把罗网撤去三面，
让张网的人祈祷说 ：“想往左边走
的就往左边走，想向右边逃的就向
右边逃。不从命的，就进我的罗网
吧。”诸侯听到这件事，都说 ：“汤
的仁德真是到了极致，连禽兽都能
受到他的恩惠。”当时就有三十六国
归服了他。

后来，成汤在伊尹的辅佐下，
打败了夏朝的军队。夏朝灭亡，商
朝顺天应命建立。成汤又被称作

“商汤”。他在成为天子后，告诫
诸侯要敬畏上天、修行德政、为民 
谋利。

一天，商王宫廷中突然长出了
一棵奇异的谷子，黄昏时萌芽，到
了次日天亮时已经长到有两手合围
那么粗了。臣子们都认为是不祥
之兆，因此请求占卜谷子出现的 

原因。
商汤令负责占卜的臣子退下，

并对其他重臣说 ：“我听说，吉祥
之物的出现是福气将至的先兆，但
遇到这样的吉兆却行不善之事，福
气也就不会降临了。怪异之事的出
现是灾祸将至的先兆，但遇到这样
的凶兆而行善事，灾祸就不会降 
临了。”

于是，商汤更加注重修德。他
每天早早的上朝，很晚退朝，勤勤
恳恳的处理朝政 ；他还亲自看望生
病之人，吊唁死者，倾听百姓的声
音，务求安抚百姓。

商汤这样做了仅仅三天，宫廷
中那棵奇异的谷子就不见了。所以
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这是圣人才能认识的道理啊。

周文王重德行善避免灾祸
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建立了周

朝，他封父亲“西伯侯”姬昌为文
王。“西伯侯”姬昌是西部诸侯之
长。他在位时，继承先祖的德政，
一心一意施行仁义，敬重老人，慈
爱晚辈，礼贤下士。有时到了中午
都顾不上吃饭而来接待贤士，许多
士人因此都来归附他。比如名士伯
夷、叔齐，听说西伯非常敬重老
人，都投奔了他。

西伯建立周国称王后的第八年
六月，他突然生起了病。在他卧病
在床五天后，发生了地震，地震范
围东西南北都不出国都四郊。百官
都请求说 ：“我们听说地动是因为君
主的缘故。如今大王您生病卧床五
天而发生地震，且范围不出国都四
郊，这让我们非常惊恐，恐怕是不
祥之兆。”因此，百官们纷纷请求文
王将灾祸移走。

文王于是问百官要如何移走，
有大臣说 ：“可以兴事动众，加固
国都的城墙，这样大概可以避免灾
祸。”文王说 ：“不能这么做。上天
显现怪异是为了惩罚有罪之人，一
定是因为我有罪，所以上天才降
下灾祸来惩罚我。如今再劳烦百
姓，加固城墙，这是加重我的罪过
啊。我应该通过重德行善来免除 
灾祸。”

随即，文王下令严格控制礼
仪、官俸开支和皮革制品的使用，
用结余的费用与诸侯友好交往 ；整
饬辞令，准备币帛，用来礼贤下
士 ；颁布爵位等级以及相应的田
地，以赏赐有功之人。

文王这样做了没多久，他的病
就好了，地震也没有再发生。这表
明文王通过重德行善来避免灾祸的
做法，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此后，文王又在位 43 年。周文
王立国 51 年才去世，这完全是因为
他避免灾祸的方法得当啊。他以德
泽国，以仁化民，举国上下一派君
子之风，让后世十分感佩。孔子曾
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称
文王这样的圣人，五百年才出生一
位。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历
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了。

宋景公三言 荧惑退避三舍
春秋末期的宋景公是宋国历史

上在位时间最长、政治影响较大的
一位国君。他发奋图强，对内实施
仁政，留下了“荧惑守心”的典故，
对外结好周边国家。

公元前 488 年，曹国叛晋攻
宋，第二年，宋景公一举灭掉曹
国，并占领其土地，宋国国力渐强。

公元前 480 年，出现了荧惑守
心的天象，就是火星出现在心宿的
位置上。古代“荧惑”是指火星，
由于火星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
定，因此得名。这被认为是大凶的
兆头。宋景公很害怕，就召来太史
兼司星官子韦，询问这种天象有何 
寓意。

子韦告诉景公 ：“火星代表上天
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 ；灾祸

将应验在国君身上，但可以将灾祸
转移到宰相身上。”这里的分野，意
思是与星次相对应的地域。宋景公
说 ：“宰相是与我一起治理国家的
人，将灾祸转嫁给他，不吉利。”

子韦又道 ：“那可以将灾祸转移
到百姓身上。”景公说：“百姓死了，
寡人将给谁当国君呢？与其这样，
寡人宁可一人去死。”

子韦再道 ：“还可以将灾祸转移
到农业收成上。”景公还是不同意，
说 ：“农业收成受到损害，老百姓
就会发生饥荒，发生饥荒就会被饿
死。身为国君，却杀害自己的百姓
而求自己活命，那谁还把我视为国
君呢？既然这是寡人的命数，你就
不要再说什么了。”

听罢景公之言，子韦马上离开
自己站立的地方，向北方、也就是
天帝所在的方向拜了两拜，然后对
景公说 ：“臣下恭贺大王！天虽居于
高处却可以听到地上的一切。大王
您刚才说的三句话，符合最高的道
德，上天必定奖赏您。今天晚上火
星将后退三舍，您也可以延寿二十
一年。”

景公疑惑的问子韦是怎么知道
的，子韦答道 ：“您有三句美善之
言，所以必得三次奖赏，因此火星
一定后退三舍，后退一舍要经过七
颗星，一颗星代表一年，三七二十
一，所以臣说您可以延寿二十一
年。臣请求守候在宫殿外观察火
星。如果火星不后退，臣甘愿一
死。”景公同意了。

当天晚上，火星果然后退三
舍。古代一宿为一舍，三舍指三座
星宿的位置。

显然，三位先秦君王面对灾祸
时可以快速消除，都是选择从自身
找原因，看看自己哪里不符合上天
的标准，并更加努力的重德行善。
上天看到了他们符合了标准，就将
灾祸撤走。

不仅先秦帝王如此，秦之后的
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皇帝对于来自上
天的警告都不敢怠慢，除了反躬自
省，还要下罪己诏。这种传统一直
延续到清朝，也反映了古代统治者
敬畏天道，为政求德的传统。

前车之鉴在告诉当下的统治
者 ：如果统治者能够接受上天的警
示，改善治政，就会感应上天，改
变命运，否则必将亡国失政。而那
些不听来自上天警示而自取灭亡的
实例，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比
如夏桀、商纣王、汉顺帝等。Ⓞ

万事有因果 能预言灾厄的不止红了眼的石狮

灾异发生时 先秦君王如此消除

文 / 李震霆

王安石、苏轼是北宋文坛的两
大巨匠，但他俩又曾是一对有名的

“政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乃至中

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变法领
袖的王安石行事大刀阔斧，雷厉风
行 ；苏轼则信守中庸之道，认为王
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
太锐”，为此他多次上书，请神宗

文 / 颜雯

不少人都曾听过红眼石狮的故
事，讲的是一个村子里的村民因德
行败坏而遭天谴的事。天上的菩萨
心存仁善，却不能明言直说，于是
化成乞丐，告诉了村里最善良的一
位老人家 ：石狮子眼睛变红时会发
洪水，到时记得要往山上跑。老人
家宅心仁厚，赶紧去告诉村民。可
此时村子里的人早已是恶业满身，
他们不信果报，不信自己活的好好
的会有什么天灾降临。一听石狮子
的眼睛会变红，都嘲笑老人痴傻。

故事的结尾很有戏剧性，石狮
子的眼睛不是自己变红的，而是被
几个村民使坏、涂上了红色染料。
但就在这时，洪水如期而至，整个
村子被瞬间吞没。唯一能活下来
的，就是那位信了菩萨的话，径直
往山上跑去的老人家。

《尚书 • 太甲》中说 ：天作孽犹
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降灾厄
前，神佛总会以一些不寻常的方式
点悟世人，或借善良人之口提醒劝

说，或借修道人之口示警预言。只
是，人继续执迷不信，恐怕也难有
生机，终究无法躲过因自身作恶而
招致的劫难。类似的故事在史书中
不乏记载，本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五代十国时。

异士施法救火难救天谴之人
蜀后主孟氏称王时，利州有一

位异士，人称“天自在”。他白天
穿着布制的短衣，披头散发地光着
脚在街巷中闲逛，到了晚上就住在
神庙里。与人攀谈时，说的都是天
上发生的事。若看到纸笔，他就立
刻挥毫泼墨，有时画的是九霄之外
的云龙、鸾凤，有时则画出世间罕
见的亭台楼阁，里面还有人在演奏 
乐器。

利州南边有个集市，白天人来
人往的十分热闹。一天晚上，集市
上突然着起火来，火势凶猛，浓烟
直冲云霄。这时，“天自在”在神庙
里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地方的人
作恶已久，老天也不放过他们了。”

说完，他来到庙门外的石盆

边，用手沾着盆里的水，往空中挥
洒。顷刻间，一股神奇的气体从庙
门飞出去，然后升到天上，下起了
瓢泼大雨。不一会儿，集市上的大
火就被浇灭了。可第二天，人们发
现整个集市已被大火烧成了废墟，
无一人生还。就在那晚，掌管神庙
的人曾见过“天自在”用神奇的法术
灭火，于是消息不胫而走。“天自
在”觉得不便在此地久留，就离开
神庙不知去向了。

道人预言水灾难救不信之人
在利州南门外，有一片商贾云

集、买卖交易之地。一天，有个衣
衫褴褛的道人带着一些葫芦种子，
来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售卖。他不
停地吆喝着 ：“未来一两年是很有
用处的，每根苗只结一个葫芦，无
需搭架子，藤曼在地上都能长。”他
一边说，一边用白土在地上画着葫
芦的摸样。见他画的葫芦特别大，
路过的人都嘲笑道 ：“疯子的话不 
能信！”

那道人吆喝了好一会儿，依然

金陵之会

没人来买他的种子。于是，他用手
捂着耳朵来回跑起来，边跑边说 ：

“风声、水声怎么那么大啊！”路
上的孩子看到，都跟在他后面嘲笑
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掩耳
道士”。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了第二
年秋天，附近的嘉陵江突然在一夜
之间暴涨，江水泛滥成灾，很快就

淹没了江边的几百户人家。放眼望
去，昔日的集市已成一片汪洋。这
时，有人远远地看到那道人正漂浮
在水面上。他坐在一个能装人的葫
芦瓢里，像往常那样，捂着耳朵喊
道 ：“风声、水声怎么那么大啊！”
后来，葫芦瓢越漂越远，谁也不知
道那道人去了什么地方。Ⓞ

皇帝不要让王安石肆意妄为。
因反对新法，苏轼外放杭州 ；

元丰二年（1079 年）调任湖州。他
在湖州任上才三个月，就爆发了北
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御史李定、舒亶等人从苏轼的诗文
中找出他讪谤皇帝和新法的词句，
把他投入御史台监狱，欲置其于 
死地。

起初，只有弟弟苏辙为兄求情， 
其他人都不敢为他说话。关键时
刻，已经罢相隐居金陵的王安石挺
身而出，对神宗皇帝说 ：“岂有圣世
而杀才士乎？”看在老搭档王安石
的面上，神宗放了苏轼一马，将他
贬为黄州团练副史。

因为变法，王安石受尽群臣攻
击，遍体鳞伤。自熙宁九年（1076
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他一直孤
独的在金陵隐居。此时朝廷旧党复
辟，新法被废，他的一番心血付之
东流，其间又痛失爱子，其心中伤
痛可想而知！当“政敌”苏轼因攻击
新法而遇难时，王安石却摒弃私见
大义相救，并因其“一言而决”，保
住了苏轼的性命。

人们不禁感叹 ：宰相王安石肚

里能撑船！
元丰七年（1084 年）苏轼被

朝廷由黄州贬到汝州。这年秋天，
赴汝途中他特意绕道金陵拜访了王 
安石。

听说苏轼来访，王安石骑着毛
驴去江边迎接。苏轼来不及换衣服
慌忙出船，长揖而礼 ：“轼，怎敢以
野服拜见丞相！”王安石拱手笑道 ：

“礼岂为我辈设哉！”其时王安石 63
岁，既老且病 ；苏轼 47 岁，也“早
生华发”。但一切都没有冲淡两位
巨子相会的欢欣。这就是北宋历史
上著名的“金陵之会”。

苏轼在金陵住了一个多月。二
人冰释前嫌，畅游钟山，诗酒唱
和，不亦乐乎。苏轼当时写的和诗
中有这么一首《次荆公韵四绝（其
三）》：“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
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
已觉十年迟。”

我们从此诗可以领略两位巨子
当时的些许心迹 ：

——目睹曾经的大宋宰相王安
石，如今却寄身于荒山野岭中，又
患大病，苏轼心酸不已 ：我应该趁
先生未病时来看望，来晚了 ；祈望

先生康复。一声“先生”，道出苏轼
对王安石的无比尊崇。

——王安石劝苏轼买田金陵，
与自己卜邻而居，终老林泉。苏轼
深表遗憾 ：没能早点来陪侍先生左
右！既表示相从恨晚，也委婉表达
出对从前顶撞的歉意。

“金陵之会”距今虽有千年，
但我们从苏轼这首温婉恳切的小诗
中，依然能感受到两位巨匠惺惺相
惜的君子之风。

苏轼走后，王安石对他人叹息：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两年后，王安石病逝。苏轼写
下《王安石赠太傅》，文中称王安石

“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
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
以藻饰万物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
四方。”

王苏二人政见不同，只因各自
性格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但本
心都是心系天下、为国为民的 ；对
于对方的人品道德、诗文学问彼此
都是互相敬重的。

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荆
公和苏公的这段故事对孔子的这句
话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历史故事

成汤为人十分贤德。外出打猎 , 看见郊野四面张着罗网，他下令把罗网撤去三面，只“网开一面”，连禽兽都能受到他的
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