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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形容一个人眼光敏
锐、看的远，常常用“千里眼”作比 ；形容
一个可以听到很远声音的人，常常用“顺
风耳”来称谓。事实上，在民间传说中，

“千里眼”和“顺风耳”可是一对司职观察
远方情况、探听消息的神仙。

“千里眼”和“顺风耳”最早亮相是在
明朝小说《西游记》中。在第一回孙悟空
横空出世时的“金光焰焰”惊动了天庭，玉
皇大帝马上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
看，查查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位天将奉旨
出门运用神通查看地界，“看的真，听的
明”。

他们很快就回奏玉皇大帝，说是“东
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
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
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
府”。他们看到的和实际情况分毫不差。
玉帝听罢，说道 ：“下方之物，乃天地精
华所生，不足为异。”

千里眼、顺风耳第二次亮相是在《西
游记》第三回。当时孙悟空抢走了金箍
棒，在冥府勾销生死簿，龙王、阎王向玉
帝告状，玉帝于是询问众神仙，这是哪里
来的猴子，这般有道行？玉帝话音刚落，
众仙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耳，说道：“这
猴乃三百年前天产石猴。当时不以为然，
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降龙伏虎，
强销死籍也。”

千里眼、顺风耳的两次亮相和本事，
说明他们是玉皇大帝御前负责俯察人间之
事的天将，天将也是神仙，自然将三百年
前的一件小事，也记得清清楚楚。

在《西游记》之后写就的《封神演义》
中则讲述了千里眼、顺风耳的来历。当姜
子牙率西岐大军抵达孟津的时候，眼看商
纣王所在的都城朝歌就近在眼前，可就在
此时，姜子牙又遇上了效力纣王的“梅山
七怪”。正当姜子牙阵营与“梅山七怪”斗
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千里眼”和“顺风耳”
就出现了。

“千里眼”名叫高明，“顺风耳”名叫高
觉，他们兄弟二人投靠“梅山七怪”后，由
于他们能看千里、能听千里，所以屡次使
用法术识破西周大营的行动，这使得姜子
牙一度怀疑自己的身边出现了内奸。

后来，二郎神杨戬来到玉泉山金霞

洞，询问师父玉鼎真人后，才知道了他们
西周大营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奸，而只不
过是对方的阵营中加入了“千里眼”和“顺
风耳”。

玉鼎真人告诉杨戬，高明高觉其实是
棋盘山上的桃精和柳鬼，桃、柳二怪盘
根三十里，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
华，因此借着轩辕庙中泥塑鬼使之身，幻
化人形，摇身一变成了“千里眼”和“顺风
耳”。在玉鼎真人的指点下，杨戬告诉了
姜子牙应对之策，那就是派人到棋盘山上
掘了桃、柳二怪的根，并将其付之一炬，
同时将轩辕庙中泥塑鬼使的雕像打得粉
碎，彻底断了高明、高觉的后路。

高明、高觉的根基已绝，道术已破，
所以，他们刚一走向战场，就被姜太公的
打神鞭打得脑浆迸流，到封神台去了。

后来，姜子牙奉元始天尊敕令主持封
神大典，高明、高觉的名字就出现在了

“封神榜”之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敕封已
毕，各路神仙，各有归宿，于是，也就有
了《西游记》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
两位天将了。

通常，“千里眼”的形像是四肢裸露，
散披着衣裤，右手持叉，左手搭凉棚作远
视状 ；“顺风耳”的形像则是面貌狰狞，四
肢裸露，袒胸露腹，左手捏着一条蛇，右
手握着方天画戟，侧耳作倾听状。

清代，道教奉“千里眼”和“顺风耳”
为护教之神，并将二位的形像塑在道观
中。

知晓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来
历，我们今后在提到他们时，也要多一丝
敬畏之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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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陆国产动画片《哪吒 2》火爆上
映后，尽管各界褒贬不一，但也引起了人们
对那段真实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反思，下
面就来看看武王伐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招
——前歌后舞。

孟津观兵
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人心尽失，

天下大乱，民众苦不堪言。周武王顺应天意
民心，决定举兵讨伐商纣。周武王先是在孟
津观兵，与八百诸侯会盟，相当于现在的大
型阅兵仪式和联合军事演习。

孟津观兵渡河时发生了两件奇异的事
情 ：其一，是周武王渡河至半道，一条白鱼
跃入王舟，武王当场将这条白鱼献祭。《史
记 •周本记》“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
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其二，是渡河完成后，大军来到黄河北
岸的王屋山附近，这时突然有天火化为赤色
的乌鸦“其声魄云”。

这两件事情被周人视为大吉之兆，士气
为之大振。正所谓商朝金德，尚白 ；周人火
德，尚赤。因此白鱼（商）入舟（周），天
火化乌，都属于火克金，预示周朝即将代替
商朝的天象。

渡河完毕后，周武王举誓师仪式，发表
声讨商纣王的檄文《泰誓》。“诸侯不期而会
者八百”皆曰 ：“纣可伐矣！”周武王曰 ：“女
未知天命，未可也。”于是班师回朝休整。直
到两年后才发起牧野之战。

既然天道人心都在仁德治世的西周这一
边，武王为何退兵罢战？《越绝书》：“仁人
未去，不敢轻动。”《尚书正义》：“退以示
弱，卜诸侯之心，观政于商，宣而后战。”

《吕氏春秋 •慎大览》：武王与纣王决战之前，
派人前往殷都刺探情报，第一次来报，“殷
其乱矣”，“谗嬺胜良”；第二次来报，“其
乱加矣，”贤者出走矣，“杀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第三
次来报，“其乱甚矣”，百姓不敢诽怨矣！”
武王赶紧找吕尚（姜子牙）商议，吕尚说 ：

“佞臣压倒忠臣，这叫作戮 ；贤臣出走，这
叫作崩 ；百姓不敢怨言，这叫作刑胜。动
用酷刑来压制民心，殷商已彻底失控了。”
二人一拍即合，认为“其乱至矣”，殷商 
可伐。

相传，在伐纣前，武王与吕尚君臣二人
的这段对话汇集成册，是为《六韬》，又称

《太公兵法》。
武王退兵还有一个原因，“国之大事，

惟祀与戎。”只有天命承认周为天下共主才能
占据道义制高点，被天下诸侯所承认。也就
是说，只有拥有了可以祭祀上天并可以和上
天沟通的权利的时候，才是天下唯一共主。
而誓师时祭祀上天与天沟通的权利和乐器仍
然在商朝，等到了太师疵和少师彊抱着祭祀
的乐器投奔西周后，殷商和上天的沟通已然
断绝，天命已归周朝。这时武王攻打商朝才

名正言顺，而不是“以下犯上”或者“乱臣贼
子”，而是听从天命，也叫替天行道。正所
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时至不行，反受
其殃。”

牧野之战
武王践阼之时，殷商王朝已经处在风雨

飘摇的前夜。各种骇人的诡异现象层出不
穷，诸如，五星聚房；昼见星；天雨血雨灰；
六月飞雪 ；鬼哭山鸣 ；天降陨石，大的如瓮
缸，小的如簸箕，等等。

朝歌城角落里有个小酒杯，突然飞出一
只乌鸦。商纣王先是大吃一惊，让一位贞人
来占卜吉凶。贞人说 ：“以小生大，这是罕
见的吉兆。国家必多福，大王的英名也将倍
加显耀。”专门喜欢听好话的纣王，从此高
枕无忧，整日沉溺于扬名立万的自我陶醉之
中，不理朝政，更加荒淫无度。

在得知武王与八百诸侯孟津会盟的消息
后，纣王也与《哪吒 2》里的“我命由我不由
天”一样，依然坚信“天命在我不在周”。对
此不屑一顾，我行我素。实际上，此时的殷
商王朝就像陡坡上的滚石，正加速滑向万丈
深渊。

牧野之战前夕，武王与周公旦在丰邑谋
划兴师伐商计策，周公曰 ：“时至矣，乃兴
师循故。初用三同 ：一戚取同 ；二任用能 ；
三矢无声。三让：一近市；二贱粥；三施资。
三虞 ：一边不侵内 ；二道不驱牧 ；三郊不 
留人。”

“三同”：是指在官僚中实行亲人同步调；
贤能同任用 ；机密同保守。“三让”：是指

在商业上实行移近市场，让利于商 ；降低米
价，让利于民 ；出借资本，让利于贷。“三
虞”，是指实行严厉的地方管制措施，以防
备不虞之患，包括边民不得迁入内陆，道路
不得驱赶牲畜，城郊不得居住百姓。

正当周武王以姜子牙为师，周公旦为
辅，积极筹划“兴周灭商”大计的时候，刚愎
自用的商纣王却倾举国之力向东南用兵，京
畿空虚，以至牧野一战，纣王引火自焚，商
朝宣告灭亡。

前歌后舞
周武王率领多国联军在牧野发表伐纣灭

商的檄文《牧誓》后，商朝军队纷纷临阵倒
戈，调转矛头杀向朝歌。这样，西周仅仅只
用了一天时间，便以区区 4.5 万兵马，大败商
朝 70 万大军，可谓“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
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古之所以善战者，胜于
易胜者也”。

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铭文 ：“武王征
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也就是
说，武王伐纣，一夜之间灭商，在岁星当空
的甲子日清晨，便占领了朝歌。从而证实了
古籍中“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记载。不得不
说牧野之战乃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闻所未闻
的惊人奇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武王以少胜
多，不战而胜的呢？

有史学家分析，商朝因为正规主力兵
马全都调离朝歌去打东夷，这 70 万兵马
相当于现在的预备役部队，大部分都是临
时拼凑起来的。因此在大战一开始，便不

堪一击，在一天之内就全军覆没。但要想
让 70 万人同时倒戈，这也是根本不可思议
的事情，所以，史学家只能把它归结为“ 
天意”。

如果用孟子的话说，这场战争是“以至
仁伐至不仁”。几千年来，周武王是公认的
千古明君，是正义的化身，而商纣王是无
道昏君，助纣为虐成为邪恶代名词，两者相
斗，是“仁义”和“邪恶”的较量，是正邪大
战。即所谓“邪不胜正”，“仁者天下无敌”。

除此之外，周武王还使用了一个秘密武
器。据《华阳国志 •巴志》记载，“周武王伐
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
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
曰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
是指西南地区的八个部落。早在文王时期就
已归顺西周。这其中，羌在蜀郡西面 ；髳、
微在巴蜀 ；纑、彭在西北 ；庸、濮在江汉之
南。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当中，这八个部落
也都跟随一起出征作战。巴蜀先民是一个崇
尚武艺、能征惯战的勇敢民族，就像奇门功
法一样，练就许多出奇制胜的杀手锏，包括

“前歌后舞”。
刘邦平定三秦后，将武王伐纣的“前歌

后舞”引入宫廷中，命名为巴渝舞。用来在
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
功德，成为汉代著名杂舞，后来又将它列入
雅乐舞蹈的系统。发展到魏晋时，巴渝舞已
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性质的舞蹈，直至唐太宗
大历年间广为流传，从而在中国古代舞蹈艺
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舞蹈的基本动作为一曰矛渝，二曰安
弩，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其基本形式为

“执仗而舞”。“仗”即兵器，“执仗”即执干
戈，伴奏则是击鼓。班固《汉书》载 ：“巴渝
鼓员，三十六人”，此处是指宫廷燕乐的巴
渝舞。而征伐战场上的巴渝舞，有多少人
参战 , 就有多少人歌舞 ：在阵前拼杀者，执
看挺戈，大声呼呵，后面伴奏者，则击鼓
顿足，以增威势，这就是武王伐纣的“前歌 
后舞”。

巴渝舞是古人在同猛兽及部族角逐中发
展起来的一种集体武舞，它与驱鬼避疫的傩
舞一样，也是古蜀国武术的前身。尽管巴渝
舞经历了从原始的武舞向祭祀和庆典性舞蹈
的转变，但其内在的杀伐之威和律动之力仍
然得以保留。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描述巴
渝舞的壮观场面乃为 ：“千人唱，万人和，
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武王伐纣的“歌舞以凌殷人”，就像舜
作《大韶》平定三苗，不靠千军万马只靠音
乐 ；楚汉战争中，韩信使用十面埋伏的计
策，把项羽军队围在垓下，再用四面楚歌来
涣散敌军斗志 ；还有气壮山河，用来振奋军
心的《秦王破阵乐》，等等。都是用歌舞形式
来鼓舞士气，震慑敌人，动摇对方军心，令
敌军闻风丧胆，弃暗投明，最终不战而屈人 
之兵。Ⓞ

武王伐纣秘密武器——前歌后舞

千里眼与顺风耳原来是天神中华典故

草鞋别名
“不借”

文 / 大法弟子

草鞋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相传为黄
帝的臣子不则所创造。大约从汉代起，草鞋开始
有了一个别名 ：“不借”。例如《古今注》中就写
道 ：简朴的汉文帝曾经“履不借以临朝”。

草鞋为何别名“不借”，大致有三种说法。
据《五总志》一书的解释是 ：“不借，草履也，谓
其所用，人人均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大
意是说 ：草鞋以草作材料，非常经济，平民百姓
人人都能自备，故而不需借别人的草鞋。

而据《字诂》“不借”条的解释 ：“不借，草履
名。按《齐民要术》乃作‘不惜’，初以为其字有
误，谛思之，当以‘不惜’为正。盖因此物极贱，
虽履泥湿地亦不之惜，故以为名。乃知字作不
借，其误已久矣。谓不须假借，义殊无谓”。按
这种说法，因为草鞋太便宜，故而不必珍惜，“不
借”乃是“不惜”的误写。

此一解释，在我看来有所不妥，古人向来勤
俭节约，社会上应没有草鞋便宜就不用爱惜的风
气存在。且《齐民要术》一书写作时间为南北朝
时期，远远晚于汉代，其中的“不惜”应当是“不
借”的误写才对。

第三种解释，则来源于一个神仙故事。据
《致虚阁杂俎》记载，古时，有位被称为“凤子”
的仙人想要度化一个人成仙，于是就扮作一个农
夫居住在他旁边，成为他的邻居。

一日天降大雨，道路泥泞，那人便向凤子借
草鞋。不料凤子却说 ：他人草鞋可借，唯独我的
草鞋是不借的。那人一听便怒火中烧，对这极便
宜的东西，你都如此吝啬，于是破口大骂凤子。
凤子听后叹了一口气，知道此人无法度化，失望
的把草鞋丢给他，自己则变化成了一只仙鹤飞走
了。那人才知道因为自己一时的怒火，竟失去了
成仙的机会。从此后世的人们都把草鞋称为“不
借”，以此来纪念此事。

无论草鞋因何被称为“不借”，我想凤子仙
人的这则故事都在提醒着人们 ：心态要好，一定
要能克制怒火，不要随意发脾气，更不能轻易辱
骂他人。Ⓞ

千里眼和顺风耳木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