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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杨延昭传奇

文 / 德惠

北宋后期，在舒州桐城县（今
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桐城市）有位
何姓富翁，就叫他“何翁”吧。何
翁是当地有名的富翁，好酒又好美
色，刚到五十岁就得了“风疾”，
中风偏瘫了，右边的手脚都不能抬
起。家人用车把他送到当地名医李
百全那里治疗。

李百全，字“几道”，用心给

他调理了一个多月，病终于好的差
不多了。何翁回家前与李百全饮
酒，庆祝病体痊愈，喝到一半时李
百全问他 ：死与生，你觉的哪样更
好？何翁愕然道 ：您是当代名医，
治病救人，当然是死不如生，生比
死好呀，这还用问吗？李百全听后
才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不怕死呢，
你要能知道畏惧死亡，那么就还有
希望。你这个病是纵欲过度所致，
你回去后要永远禁绝男女之事，彻

底禁欲，否则就会再次发作，而且
必死无疑。我们也不可能再相见
了。何翁经过这一番疾病之苦，又
听到名医的警告，顿时如醍醐灌顶
一般，有了觉悟之心，明白放纵欲
望是错误的，决意清心寡欲的去 
修炼。

他回去后，依照李百全的教导
去附近山顶处搭建草庵，开始独居
修炼，从此不再见自己的妻妾，家
事全都委托给几个儿子们管理。何
翁就这样修炼了两年，功效显著 ：
身体健壮如同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某次他从山上徒步入城，不借助任
何交通工具，一天就走了一百二十
里地，可谓健步如飞。李百全见到
他后，鼓励道 ：没想到何翁你真能
按我说的方法，去结庐修炼 ；继续
如此修行，将来就算不能修成神
仙，也会成为一个“有道之士”。何
翁从此更加努力的修行，还趁偶尔
空闲之际酿了很多酒，有客人来，
就跟客人下棋、饮酒，一旦谈起道
家法理来，那就是不眠不休，不分
昼夜。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又过了
二十五年，时间来到南宋高宗建炎
初年（公元 1127 年）。此时北宋已
经灭亡，金兵南下，南宋高宗赵构
刚刚逃到临安，立足未稳，江淮一
带各方势力云集，流寇李成率领手
下四处作乱。

何翁此时已经修炼有所成就，
可以预知未来，他预见到流寇李成
将会来到此地烧杀抢掠，于是他对
儿子们说 ：现在快跑还能保命。可
惜何翁的这几个儿子们，不是顾恋
妻子、孩子，就是实在舍不得各种
金银、宝物、钱财、细软，收拾行
装动作缓慢、拖延，这也放不下，

那也不能割舍。何翁见他们不听
劝，叹息一声，转身自己一个人撤
离，身上只带了几千文钱急用，富
甲一方的万贯家财他视之如敝履，
全都舍弃了。他一个人来到江边，
此时流寇李成的人马还没过来，江
上还有渡船。渡江后，何翁直接前
往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山间的
一座寺庙，在那里借住栖身。而他
的儿子们因为没有及时离开，全部
死在流寇刀锋之下。

何翁借住在寺庙中修行，跟庙
里的一个行者关系很好，“行者”就
是带发修行，还未正式剃度的人。
某日何翁对行者说 ：我要买口棺
材，麻烦你和我一同去拿，怎样？
行者说 ：您老身体这么好，怎么就
要用上棺材呢？何翁笑而不语，行
者心中顿有所悟，于是和他一起取
回棺木。何翁拂拭棺材好几遍，之
后又跟行者说 ：看来我的后事最终
要仰赖恩公您了，屋后有我买来的
柴火，明天请您焚化我的棺材，以
后会有我的家属找来，跟他实话实
说就行了。

行者听后且疑且信，暗中注意
何翁举止，太阳落山时，他见何翁
打开棺木，自己躺入其中，托着棺
材板，从内部把它合上了，行者见
此不敢上前惊扰。第二天一早开棺
查看，发现何翁已经安详的去世
了，享年七十九岁。

一年多后，果然如同何翁所预
言的，他有个侄子侥幸逃脱流寇之
乱，寻访何翁踪迹，终于找了过
来。行者就向他详细讲述了何翁去
世的情形。

何翁的事迹是中书舍人朱翌
（字“新仲”，号“潜山居士”）记
录的，他与何翁是中表亲。中书

舍人是负责起草朝廷诏令的文职
官员。朱翌还将此事写下来交给洪
迈收录到《夷坚志》中。此事具体
的记录人，记录人与何翁的关系，
洪迈是如何收录的，都有详细的说
明，可见其事迹真实性是有保证
的。何翁通过修行不仅恢复了健
康，还有超常的体力，甚至出现了
预知灾祸的神通，预知自己离世的
时间，预知死后有家属前来寻访，
种种神迹无不证明修炼的超常与 
真实。

记载里何翁预知流寇要来烧杀
抢掠，提前告知儿子们 ：必须赶快
撤离才能保命。可惜他们不听劝
说，什么都放不下，最后全都惨死
在流寇手中。何翁为何有预知能
力，那是因为他修炼有成，具备了
宿命通的超能力。今天众多的修炼
人之所以告诉大家“天灭中共，退
党保平安”，同样也是他们从法中
预知了中共在未来必被上天所淘
汰。淘汰中共是天意，也是中共几
十年来发动各种运动整人、害人的
报应，是宇宙高层生命对中共罪行
的天谴。所有加入过中共党、团、
队组织的人，如不表态退出，就是
在选择作为中共的一份子，和中共
一起在天谴中灭亡，当中共的殉 
葬品。

记载里何翁的儿子不听劝说，
不能尽快离开，结果都死了，留下
了可悲的历史教训 ；那些始终不愿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就
是在重蹈覆辙，让历史的悲剧在自
己身上重演。行文至此，笔者恳切
的希望所有的同胞都能尽快退党、
退团、退队，远离中共，在天灭中
共的天谴中保平安，走入没有共产
党的新纪元。Ⓞ

桐城何翁

马刨泉的故事
文 / 仰岳

杨延昭，《宋史》中的北宋抗辽名将，戍
守边防二十余年，辽人（契丹人）十分畏惧
他。辽人认为六郎星宿（将星）是他们的
克星，而杨延昭的智勇善战宛如是六郎星下
凡，故称之为“杨六郎”。

杨延昭和天波府杨家将保家卫国、一门
忠义的改编故事，从元代起，各种版本在戏
曲、小说和评书中流传甚广，深受普罗大众
喜爱。此“杨延昭传奇”系列，笔者仅就乡野
民间口耳流传的轶闻加以摘录综述，与读者
分享杨六郎流传千年的英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马一直和人类社会有着
密切的关系，在春秋时代就有管仲利用“老
马识途”的记载，后来引申成比喻有经验的
人对情况比较熟悉，容易把工作做好的成
语。而在历史记载中，也有许多关于马儿在
危难情况下解救主人的传奇故事。

马是一种极有灵性的动物，民间传说
中，有很多涉及到马能感知泉水的故事。例
如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一次与王莽军队的
战争中不幸失利，在兵疲马困时，靠着老马
找到水源，最后脱困之事 ；还有三国时，关
羽于樊城战役中陷入粮尽援绝之境，此时亦

是靠着赤兔马刨出清泉，而暂时解了围。
因此，在中国大陆的山西涞源、湖北到

北京的昌平，都有名为“马刨泉”的遗迹及不
同的故事流传着。

关于杨延昭的马刨泉故事发生在现今
北京昌平区周边，当时这附近是宋辽交战
的边境前线，杨延昭曾率领一个小队深入
辽境侦查敌情，途中多次与辽军的前线精
锐部队激战，但都靠着其超凡的武艺脱离
险境。有一次，杨延昭与将士们遭遇十倍
数量的敌军，双方激战三日后，杨家将
士最终取得胜利，但众军士身上除了剩
余些许干粮外，其它物资与饮水皆已消耗 
殆尽。

杨延昭率领众人，到附近一处名为
大工村的地方暂时歇息，将士们在村中
向村民讨水喝，然而没料到这地方已经
干旱了一段时日，村里百姓难以提供充
足的水给将士们饮用。杨延昭不愿为难
当地百姓，于是率军队到村外山边的一
处年久失修的古庙中歇息，并派人寻找 
水源。

杨家军士在这寺庙里待了三天三夜，大
家都四处寻找水源，但一直找不着，将士们
几乎滴水未进。到了第四日上午，一位老婆

婆骑着毛驴前来，她见着杨延昭，说道：“将
军为将星下世，是百姓们的守护神，我们日
夜都盼望将军能率军收复燕云之地，这坛水
仅是一点心意，还请您笑纳。”接着就递上一 
坛水。

杨延昭接过水坛，连声感谢，他虽然也
很渴，但却将这一坛珍贵的水拿到寺院后，
优先分与将士们饮用。就在杨延昭回身想取
出财物，赠与老婆婆表示感谢时，却发现这
位年老的婆婆早已没了踪迹。

杨延昭回到寺院的正殿，正纳闷着时，
赫然发现正殿上供奉的神像，容貌与那位老
婆婆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杨延昭见状，立
即带着将士们一同虔诚地向正殿上的神像朝
拜，感谢神佛赐予的恩惠，并且让大伙儿将
寺院内外好好地打扫、整理了一番。

整顿完这一切后，杨延昭听闻在后院的
坐骑白马忽然发出一声长嘶，只见它奋力一
跳，跃到寺后的一处小土台上，用四只蹄
在地上乱刨，起初只刨出些潮湿的泥沙，但
随着越刨越深，慢慢地有细水缓缓流出。杨
延昭见状，赶紧与将士们一同顺着马蹄掘的
位置奋力下挖，挖了数尺之后，一股清泉奔
流而出，将士们大喜。经过多天的寻觅，终
于找到水源，杨家军士至此终于获得充足

的饮水。随后，他们通知村庄内的百姓也
前来取用泉水，全村的干旱灾情因此获得 
缓解。

后来，当地的百姓感念神仙赐予当地的
泉水，遂出资重新修建了那座年久失修的古
寺。同时，为了纪念杨延昭的战马刨出泉水
的故事，就将村子改名为“马刨泉村”，而
杨延昭和白马、泉水的故事亦在当地流传了
千年，直至今日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道家修炼故事

文 / 新竹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微风和纸鸢是春
日里的绝配，它有唤起人们儿时
记忆的特殊能力。可您知道吗，
风筝其实已经有二千四百年的历
史了，它一开始可不是供人消遣
的玩具。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
聊风筝的历史。

最早的风筝，是用木头做
的。据《韩非子》记载 ：“墨子为
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
日而败。”鸢的外形与鹰略同，惟
嘴较短，尾较长，飞时好像悬停
于空中，尾常展开，以调节其体
势。墨子仿造鸢的外形和飞行方
式制作的木鸢，耗时三年完成，
可惜只飞了一天就坏了。

在墨子之后，春秋时的公输
般在木鸢的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
的突破，他“削竹木以为鹊，成
而飞之，三日不下。”（《墨子》）

作为一个会飞的“高科技”
产品，风筝很早就被运用在了军
事方面。“汉高祖之征陈豨也，
韩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
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隧入宫
中，今谓之风筝。”（《古今事物
考》）韩信在两千多年前，便借
助高飞的纸鸢作为丈量和定位的 
工具。

除了用于测量定位，风筝还

曾被用来载人飞行。据《北史》记
载，北齐文宣帝诛杀元氏宗族，
废帝元朗之子元黄头被命令与其
他囚犯一起从金凤台乘坐纸风筝
飞下，只有元黄头飞到紫陌才坠
下来。元黄头也成为史书记载的
第一个成功飞行的人物。

当然，风筝最多的用途还是
在于传递信息。梁武帝在遭到侯
景的反叛，深受困围时，部下献
计仿效鹞鹰模样制成纸鸢，再顺
风施放向友军求援。不料，纸鸢
却在途中遭到敌军射击而掉落。

在唐代，风筝的制作技术已
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因为军事需
要，纸鸢已能高飞百余丈，在制
作和放飞技术上也已是相当的精
湛了，而且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
民间玩具。

顺带一提，唐代已有了“风
筝”的叫法，但并非是指纸鸢。
李白有“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
筝”的诗句（《登瓦官阁》）。杜甫
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中
有“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之
句。还有李商隐《燕台四首 • 秋》
的“云屏不动掩孤嚬，西楼一夜
风筝急。”这些诗中的描述显然难
以和纸鸢匹配起来。其实，唐时
的风筝是指挂在殿阁四角的一种
檐铃。《康熙字典》就指出 ：“檐
前铁马曰风筝。风动成音，自谐
宫商。”

直到五代时，李邺在纸鸢上

装上竹笛，风吹笛响如筝鸣，纸
鸢才改换了姓名。“风筝，纸鸢
也。五代时，李邺于宫中作纸
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
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
故名风筝。今俗并其无弦者亦名
风筝。”（《清稗类钞》）。

到了宋代，放风筝活动在民
间盛行，不但有专门制作贩卖的
风筝商人，甚至有了专门以放风
筝来赌博之人。《西湖老人繁
胜录》载 ：“南宋临安城外有二
十座瓦子，街市举放风筝轮车数
椽，有极大者，多用殊红，或用
黑漆，亦有用小轮车者，多是药

线，前后赌赛输赢。输者顷折三
二两线，每日如此。”足见放风筝
这项活动的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风筝的
医疗保健作用也逐渐被人认识。

《续博物志》载：“今之纸鸢，引丝
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
热。”、“风筝即纸鸢，缚竹为骨，
以纸糊之，制成仙鹤、孔雀、沙
雁、飞虎之类，绘画极工。儿童
放之空中，最能清目。”（《燕京岁 
时记》）。

到了清朝，放风筝又有了
“断鹞放灾”的内涵，“清明扫墓，
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

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
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

（《帝京岁时纪胜》）前往郊区的
扫墓者，祭扫完毕后便会在坟前
施放纸鸢。人们将灾祸病情写在
纸鸢上头，再将之施放。待纸鸢
随风高逝，即剪断线丝，让纸鸢
随风飞逝。

关于“断鹞放灾”的习俗在
《红楼梦》中也有体现 ：“这几个
风筝起在空中，一时风紧，众丫
鬟都用绢子垫着手放。黛玉见风
力紧了，过去将籰子一松，只听
豁喇喇一阵响，登时线尽，风筝
随风去了。黛玉因让众人来放。
众人都说 ：‘林姑娘的病根儿都
放了去了，咱们大家都放了罢。’
于是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铰
断了线。那风筝都飘飘飖飖随风 
而去。”

令人意外的是，《红楼梦》的
作者曹雪芹不但是小说家，同样
也是制作风筝的行家。他的另一
本著作《南鹞北鸢考工志》，不但
详细介绍了四十三种不同风筝造
型，还介绍了起放原理、扎糊技
法、绘画要领等方面的诀窍，即

“扎、糊、绘、放”。这也算是文
人有趣的“跨界”了。

到了现代，风筝已经发展出
各式各样的形制和图案，不但有
鸟兽鱼虫之类，还有各类神话人
物和卡通人物。或许是由于人们
内心对飞行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
求，放风筝这项中国传统的娱乐
活动，也已随着中华文化而传遍
世界。Ⓞ

漫话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