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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
由殿前都点检变成了皇帝。进宫不久
的某天，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年幼的男
孩，便问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
宗的儿子啊。周世宗就是赵匡胤原来
的老板柴荣。当时，恰好赵皇帝手下
大臣范质、赵谱、潘美等人随侍在旁，
他们同赵匡胤一样，原来都是柴荣手
下，只不过如今换了天下，随了赵老板
而已。赵匡胤回过头来问他们，该如
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赵谱等人
说：杀掉算了。唯独潘美在身后默不
作声。赵匡胤便问潘美认为如何，潘
美低着头，不敢回答。赵匡胤也没逼
问，只是望望天，喃喃自语地说：“即人
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潘美这
时接茬了，说：“我和您都曾经是周世
宗的手下，劝您杀这孩子，那对不起世
宗，若劝您不杀，您必然会怀疑我的忠
心。”赵匡胤觉得有道理，就顺势对潘
美说：“世宗的儿子不便做你的儿子，
就给你做侄子吧。”潘美便把这孩子带
回家，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一样，悉心教
养。从此以后，对于这孩子的事，赵匡
胤不闻不问，潘美也从不向他提及，就
像这孩子从未出现过似的，君臣间形
成了一种默契。

赵匡胤是一个认真听取意见、从
善如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能顺水
推舟地把孩子作了巧妙的安置，既不
用担“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骂名，
又因为孩子有忠臣潘美监护，不用担

心今后兴风作浪，一个皇帝能把事情
处理得如此符合天道、人情、己意，殊
为难得。

但不要因此而以为赵匡胤是一个
心慈手软、毫无心计的坦荡君子，坦荡
君子是夺不了天下、坐不上龙椅的，他
是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认准的事，特
别是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地位的事，
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唐朝五代以来，
皇帝同大臣们议事，都会给宰相一级
的大臣安排椅子就座，甚至还有茶
水。赵匡胤第一天上朝，范质一班大
臣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椅子上，听候
皇帝的指示。赵匡胤看着奏折，突然
抬起头来，对范质等人说，我眼睛有点
花，你们上前来给我说说这奏折上的
事吧。等大臣们把奏折上的事向皇帝
汇报完回到原地时，才发现所有的椅
子都被他安排侍卫悄悄撤掉了。从
此，无论大臣多大，上朝时都得站着议
事，以前叫“坐朝”，以后就叫“立班”
了。

赵匡胤刚刚即位的时候，那些曾
经与他同在柴荣手下当差的方镇，因
为同他资历相当、经历相似、手里尚紧
握兵权，虽说表面对他臣服，但心底却
有不甘，他们结为“十兄弟”，明里暗里
十分傲慢，对这位新皇帝颇不以为
然。赵匡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没
有明火执仗地收拾他们。一天，他召
集这“十兄弟”，赐每人一匹马、一张
弓、一把宝剑，自己单身带领他们驰出

皇宫，在固子门外的密林里下马饮酒，
赵匡胤居中，“十兄弟”围坐。赵匡胤
边饮酒边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说：“这里
没人，你们中有想当皇帝的，现在就可
以动手了，杀了我取而代之！”这群平
日里不可一世的方镇面面相觑，顿时
都成了缩头乌龟，吓得跪在地上战栗
不已。赵匡胤又再三重复这个意思，
但他越是这样说，“十兄弟”越是长跪
地上，全身发抖。最后，赵匡胤才说，
既然你们都认我这个皇帝，那以后就
得努力尽一个做臣子的责任，不能目
中无人，傲慢无理，要做到有令必行，
有禁必止！“十兄弟”磕头如捣蒜，连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看人一看一
个准，在他眼里，“十兄弟”不过是一群
外强中干的莽夫而已，对付他们，小菜
一碟。不过，他们表面臣服还不行，不
利于长期的和谐稳定，必须让他们心
服口服，所以才下了这招险棋，但终于
兵不血刃，险中得胜，既见心机，又见
胆识。

虽然赵胤收拾起人来行动果敢，
既准又狠，但十分难得的是，在他的心
底始终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
块“碑”。建隆三年，赵匡胤秘密安排
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
里，取名“誓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
盖起来，门外有门，锁外有锁，禁卫森
严。他规定，每有新皇帝登基，均由
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帝进
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
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
碑文大意有三层：一是要善待后周皇
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
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
天打雷劈。

摘自《文史月刊》

晚清名将左宗棠，在征服陕甘
后，凯旋入关。当天晚上，驻军于某
处，刚刚扎营完毕，左宗棠忽然传下
将令：立即拔营，继续前进!

当时，全军将士都已疲惫不堪，
正想好好地休息一番，因此谁也不
愿再动弹了。那些将领们则相约着
来到统帅的大营，请求左宗棠收回
成命。左宗棠勃然大怒，道：“我这
就上马出发，敢违命落后者，军法处
置!”

左宗棠军令极严，将士们虽然
怨气冲天，却也不得不装束停当，整

队紧随其后，于黑夜中艰难地走
着。过了两个时辰，左宗棠扭头问
身边的偏将：“我们走了多少路？”偏
将答道：“距离先前宿营之处已有四
十多里了。”左宗棠点点头，道：“那
好，就在这儿扎营吧。”

将士们重新安歇不久，忽然听
到身后隐隐传来阵阵爆炸声。过了
一会儿，后队巡逻兵来到帅营禀报，
说：“先前宿营的地方忽然被炸，已
经陷成一个个巨坑。”于是全军将士
无不惊骇万分，都为躲过这一劫难
而庆幸不已，对统帅左宗棠更是佩

服得五体投地。
众将领进帐询问左宗棠是如何

预测到这场灾难的，左宗棠答道：
“当时刚刚驻军，我忽然想起：那些
头领们虽然投降了，却是迫于我们
的军威，并非个个都诚心诚意地归
顺，肯定有人会挟恨报复，而我们第
一晚的驻军之处也早在他们的预料
之中。后来，军中击打更鼓时我又
凝神一听，地下似乎有回应之声，像
是有地洞，于是我立即传令速速避
开。现在已经可以证实，那儿不但
有地洞，而且洞中藏着不少硫磺火
药。可是当时由于拿不准，又怕引
起慌乱，才没有明说啊。”

就这样，左宗棠以自己精妙的
判断，机智果断的性格，避开了这次
危难。

摘自《石狮日报》

联姻是政治人物笼络对手、部
属的惯用手段。在清末民初的政治
舞台上，袁世凯就是一位这方面的
高手，仔细梳理袁的家族谱系，可以
发现，袁几乎笼络了清朝及其后大
部分政要以及为数众多的贵族。

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最得力
的助手是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
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中，王士
珍为人淡泊不问政事，故袁世凯主
要依靠段祺瑞和冯国璋。1900 年，
段祺瑞原配病故，袁世凯便把自己
的养女张佩蘅许给了段祺瑞。张佩
蘅的祖父是前清江西巡抚张芾，父
亲早亡。张在袁府很受尊崇，上上
下下都称她大小姐。把养女许配给
段祺瑞时，袁世凯将打麻将赢来的
府学胡同一套价值三十万大洋的房
子转手送给段祺瑞，段不敢受，袁世
凯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但这套宅子后来给当了国务总理的
段祺瑞惹了不少麻烦，袁世凯死后,
当年房主拿着房契来要房，段总理
一家子只好搬家。段祺瑞娶了张佩
蘅，同时也犯上了惧内的毛病，段祺
瑞反对袁世凯称帝，张氏大骂丈夫
没良心，段就听着，不吱声。

民国成立后，段祺瑞留守北京
掌管军务，而冯国璋则率部南下镇
压“二次革命”。1913 年底，冯国璋
攻陷南京后被任命为江苏都督。袁

世凯最担心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尾大
不掉，便竭尽笼络之能事，恰好冯的
原配去世，袁世凯遂将跟随了自己
十几年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介绍给
冯国璋，并把周当做自家人，置办了
一笔丰厚陪嫁。虽然袁世凯意在

“和亲”，但婚后冯、周二人却恩爱和
谐，相濡以沫，几年后周道如因病去
世，悲痛欲绝的冯国璋专门为爱妻
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想称帝。
为了获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他又
采取“和亲”的方式，提出与黎家换
亲，以黎之女黎绍芳嫁袁的九子袁克
久；以袁之女嫁黎的长子黎绍基。黎
元洪夫人对此极不情愿，勉强同意女
儿的婚事，却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女儿
嫁进黎家。黎绍芳和袁克久订婚时
年龄很小，长大后对自己的婚姻不
满。黎绍芳曾找父亲商量退婚，却遭
黎元洪坚决拒绝。绍芳由此长期郁
郁寡欢，后来竟然发展成精神疾病。
黎元洪与夫人去世后，黎绍芳和袁克
久结婚，婚后仅一年多，袁克久就纳
了妾，而黎绍芳则被送进了疯人院，
直到解放后病故。

清朝贵族一度也是袁世凯极力
拉拢的对象。满汉通婚开禁之后，
袁世凯立马与清朝权贵订立了几桩
姻亲：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
的独生女，十三子袁克相娶军机大臣

那桐的孙女，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
大臣荫昌之子荫铁阁。据袁世凯三
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甚至有将自己
嫁给满清末帝溥仪的打算，但最后由
于静雪的坚决反对而未成。

袁静雪说，袁世凯常常一两句闲
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这种
轻率的做法往往具有复杂的政治动
机。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联姻外，袁
世凯为子女定的还有多桩亲事。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
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但
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
的情况，譬如袁世凯亲信徐世昌就
没肯把女儿嫁进袁家。

不仅袁世凯与军阀和贵族广泛
联姻，各大军阀间也纷纷如法炮制，
培植自己的势力。1922 年 1 月，直
系曹锟为了拉拢奉系张作霖，将 7
岁的女儿曹士英许给张作霖 8 岁的
儿子张学思。当时的订婚宴摆了上
千桌，轰动一时。但直奉战争时，两
位亲家反目成仇，互相大骂。1931
年，17 岁的张学思长大了不承认娃
娃亲，这桩轰轰烈烈的“婚姻”也就
告吹了。

军阀间之所以有这么多姻亲可
以结成，主要还得益于他们各自都妻
妾成群，生子扎堆。例如，袁世凯妻
妾10房、曹锟妻妾4房、段祺瑞妻妾7
房、张作霖妻妾 6房。山东军阀张宗
昌，更是妻妾无数，据可考的数目就
达到 24位。妻妾生下后代成为他们
笼络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
国时期一道奇特的政治风景。

摘自《北京晚报》

袁世凯的联姻术

善观避危难
沈 园

曾读到几个文学艺术家受尊重的
故事。

第一个，唐朝诗人李涉夜遇强盗，
强盗问：“你是什么人，赶快留下买路
钱。”李涉自报家门：“本人乃书生一个，
姓李名涉。”正巧这位盗贼是个诗歌爱
好者，马上向李涉连连赔罪。事后，李
涉应盗贼所请，还题赠了一首诗：暮雨
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
不用逃姓名，世上如今半是君。

第二个，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
英国首相丘吉尔夫人克莱曼蒂访问苏
联，顺路访问了契诃夫的故乡，受到契
诃夫的妹妹玛瑞安的接待。

“在敌人占领克里米亚时，你没有
受到骚扰吗？”克莱曼蒂问。“敌人的一
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他对部下
说，他认识契诃夫这位伟大的俄国作
家，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所以我侥幸
平安地过来了。”说完，玛瑞安笑了。

第三个，说音乐家贝多芬经常独
自一人在维也纳近郊散步，沉醉于自
己的灵感中。他的耳朵已完全聋了。
有一次他在路上跪下来记录他刚刚构

思出的乐曲，后面来了一支出殡的队
伍。情绪集中加上耳聋的贝多芬对他
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他被人们
认出来了。出殡的队伍停住了：“等一
下，让他写完！”大家一直等到贝多芬
站起来。

第四个，画家黄永玉的故事。
1991年的一天，黄永玉在意大利佛罗
伦萨的一处人行道上写生。画布平摊
在地上，他则像告地状一样全身趴在
画布上描绘。人来人往，大家都自觉
地不妨碍他。到了下午六点钟的时
候，扫地的洒水车过来了。大汽车绕
着圈子一边扫地一边洒水，每次经过
黄永玉画画的那块范围，洒水车的龙
头都停止了喷射，虽说谁也没给谁打
过招呼，但是在黄永玉四周，始终留下
了一块深情的干地。

文学艺术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它是能超越一切世俗、一切偏见、一切
历史，直接给人心灵以震撼的。文学
艺术的魅力无穷，它可以使愚昧者变
得聪明，使卑贱者变得高尚，使丑陋者
变得美好。

然而文学艺术品的生产又是十分
艰难的，它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在车间
里，在流水线上，在田野中成批生产；
它需要文学艺术家用生命投入，十年、
二十年以至一辈子盯在那一点上，运
用天赋、才华、毅力、勤奋、经验、汗水
和心血，还有机缘，水滴石穿地创造出
来。每一个时代，在芸芸大众中从事
艺术创作的人是少数；在从事艺术创
作的少数人中，真正成为文学艺术家
的人不多；在这些文学艺术家中能创
作出好作品的更少，而这些好作品确
实能经受时间淘洗可以流传后世的又
是凤毛麟角。你想一想，现在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灿烂的世界文化的珠宝，
是多少个时代多少个艺术家呕心沥血
的结晶啊！

文学艺术家是不可能凭空得到人
们尊敬的，他们是用自己的作品建立
起了崇高的塑像，从而感染和鼓舞人
民，所以人民爱戴他们。

在正常的情况下，文学艺术家的
幸运其实是时代的幸运。如果文学连
艺术家都没有什么幸运了，可以说，像
相声里调侃的那样，是这个时代“不
行”了。

幸好我们在经历一个“不行”的时
代之后，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们得学会珍惜。
摘自《渤海早报》

那日，一外地书法家来访，坐而
论道，谈起做人的姿态,我与他都颇
多感慨：有些人表面气势如虹，实则
庸碌平常；有些人看来谦逊若水，内
心却气象峥嵘……实在是形形色色，
乱花渐欲迷人眼。

临走时，他送我一条幅，上书“低
头看云云在脚下”。乍看，不合逻
辑。细想，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站
到很高的境界，谦逊一低头，不经意
间，却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书法家的意思很明确，低调,是
很美的生活姿态。现在我每天都用
这条幅来教育自己，因为我也曾是个
白眼望天之人。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低调，
是一种自我放松。低调，自由，随意，
犹如松散的泥土，适意且散发芬芳；
而高调，则紧张，僵硬，好似绷紧的缆
绳，给人随时会断裂的危机和担忧。

低调生活犹如低碳经济，低碳经
济是对环境的友好，而低调生活是对
周围人群的亲善。低调的人，总在根
据周围人的情绪和感受，不断调整自
己的姿态。一个人的低调生活，其实
质不是在强调自己，而是在让别人少
些压力。

不同的人走在路上，有些人气宇

轩昂，目空一切，蛮横霸道；有些人满
脸阳光，仁慈悲悯，谦卑感恩。你喜
欢谁？美国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凶狠
张扬的人比那些低调谦恭的人，出车
祸的几率要大出十倍。这个结论不
难理解：高调的人既然与人争长短，
又怎能不与车争快慢。

低调还是高调，与一个人的能力
无关，只和品行与境界有关。世界公
认俄总理普京是个牛人，然而他很低
调，而且他很反感俄罗斯那些高调的
富豪，伊斯梅洛夫花 15 亿美元在土
耳其建豪华酒店，开业庆典时，砸重
金，请名流，极尽奢华之能事，普京不
声不响把该富豪的财源——切尔基
佐夫市场关了，一招将其制服。

“苏联时期，部分富人为炫富镶
上金牙。兰博基尼汽车和其他昂贵
小饰品简直就是今日的金牙，见人就
显摆。”数名俄罗斯富豪开着兰博基
尼在瑞士撞车，引发俄国内热议时，
普京如此看待新贵阶层。也难怪，一
个国家只要穷人还存在，富人的高调
炫富，势必破坏社会和谐。

相对于高调，低调生活虽不风
光，却十分惬意。没有独处高处的恐
惧，没有随时与人PK的焦虑，没有被
人揭穿的担忧。低调的生活，是没有

泡沫和水分的生活，很自由实
在，随心所欲，无须顾忌什么，只
需关注生活的本身。

中 国 圣 人 有 言 ：“ 智 者 乐
水”，而常识又告诉人：“水往低
处流”，可见，人选择低调如同流

水选择低处，是一种智慧。
高调，犹如吹一只气球，一个小

小的针孔，也能将炫目的华丽毁于瞬
间；低调，像一颗铺路的石子，将自身
安放在低处，安全且踏实。高调的人
张牙舞爪，像只螃蟹，总是想伺机横
行别人的领地，令人反感；低调的人，
像一棵彬彬有礼的树，不越轨，一身
绿色，让人喜欢。

低调的人，总能收获意外的惊
喜。作家二月河说：“人生的最底层
有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
力，都是向上的。”一个低调的人，所
走的人生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登，
正如一颗星星不会在水沟里待很久
——它的家园在天空。

不高估自己的力量，是幸福之
源。西方大哲学家罗素先生如此解
释其中原因：“一个低估自己的人，永
远因成功而出惊；至于一个高估自己
的人，却老是因失败而出惊。前一种
出惊是愉快的，后一种是不愉快的。
所以过度自大是不智的。”

我感谢书法家送我的这幅字，同
时我的意识里常常出现一些低矮的
树，它们站在山顶，风过处，谦逊地低
头。然而，云，却在它们的脚下。

摘自《经典阅读》

《挪威的森林》序言里有这样一
句话：“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座两层楼，
一楼有客厅、餐厅，二楼有卧室、书
房，大多数人在这两层楼间活动。实
际上，人生还应有一个地下室，没有
灯，一团漆黑，那里是灵魂的所在
地。深处暗室，闭门独修，正是为了
面对真实的自我。”

从此，我知道了人生应该有一个
“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可以自我
疗伤、自我咀嚼、自我思考。一个没
有“地下室”的人，哪怕地上的房子再
华丽、再漂亮，也是一种“贫穷”和“困
顿”。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为了静
心沉思，他听从内心的召唤，去森林
中过着一种隐士生活。自己种豆和

黍为食，摆脱了一切剥夺他时间的琐
事俗务，全心记录自己的思考和人生
的感悟，为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
化遗产。

面对人们的不解和嘲讽，棱罗决
不动摇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他说，自
己到瓦尔登湖隐居，是因为生命太宝
贵了，他要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吸
吮生活的精髓，绽放自己的心灵。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名之累，利之苦，
热衷于被官方、民间、电视广告商人
等拉去“作秀”。天长日久，渐渐地迷
失了自己。面对陷入这种种忙乱的
俗事重围，不知如何解脱，最后自杀
而了却一生。

临终前，他对友人说过这样一句

话，我现在整天生活在高高的楼房
上，一刻也不得安静了，我想拥有一
间小小的“地下室”，也成为一种奢侈
和不可能，这是多么大的一种人生悲
剧啊！

他是著名的古籍整理暨文史研
究专家，他编撰的《苏轼年谱》、《苏辙
年谱》、《三苏年谱》，被学术界称为

“迄今为止三苏研究的最高成果”，他
就是无冕学者孔凡礼。

其实孔凡利并非没有“加冕”的
机会，而他却一再选择了放弃。他或
因编务、公务与古籍整理难以兼顾，
或因离京太远耗不起而一一婉辞。
一次次与编审或教授头衔擦肩而过，
然而，在丰厚的学术成果面前，他的

“失去”，显得那么的微小。
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上说，当我在

自己人生的“地下室”里编撰古籍时，
我的心灵变得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
宁静，那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
乐！

摘自《幸福》

五代的时候，有一儒生去一位达
官贵人家里做客。在这位达官贵人的
书房里，儒生见到了一块美玉，上雕玉
兔捣药，玉兔形态逼真，煞是可人。儒
生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迟迟舍不得放
下。主人当然是奉此玉珍宝的，赶忙
借故令儒生放下，然后，带领众宾客接
着参观其他的宝贝。却不料一圈参观
下来，主人发现先前的那块美玉不翼
而飞了！

当众搜身，那势必是不好意思，主
人打算吃个哑巴亏，就此了事。这时
候，一位书童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那就是让主人领着众客人到后花园里
观荷，荷塘在两座庭院的中间而建，夏
日里多有风穿梭其间，荷花在风的吹
拂下俯仰生姿。

主人领着众宾客在后院观荷的时
候，他还令书童暗地观察每一位宾客
长衫里面有没有鼓囊之物，微风吹来，
书童果然看到了先前摩挲主人美玉的

那位儒生腰间鼓鼓囊囊，连忙去抓，那
儒生果真是窃玉之贼。

书童问这位儒生说，先生腰间是
何宝物，不妨与我家主人过目，我家主
人最爱收藏天下奇珍，你可不要私藏
宝物，不肯拿出来供大家齐赏！

主人让出一条道来，把那位儒生
重又引进了一间偏房。

那位客人刚进屋就跪了下来，求
主人饶恕自己的窃玉丑行，并把那块
美玉完璧归赵。

主人强压住内心的气愤，问儒生，
你怎能不顾读书人的尊严，到我处窃
宝？

儒生声泪俱下说，家母染上了疟
疾，急等着钱财治疗，无奈，我却囊中
羞涩，遂生出了如此下作的手段，望您
海涵，一定别把这件事情说与众人。

主人一听，面色舒缓，他双手把儒
生搀扶起来，不仅把那块美玉赠予了
儒生，还资助了儒生一大笔银两让他

为母亲看病。在众人面前对儒生窃玉
一事只字不提。

半月后，儒生母亲病好。问儒生
看病的钱是如何得来。

儒生是孝子，只得一五一十地把
此事和盘托出。

母亲一听，当即捡起来锅灶前的
烧火棍，对儒生就是一顿猛打。

儒生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口怨气也不敢说。

母亲问儒生，你可知我今日打你
为何？

儒生说，为窃玉之举。
母亲说，大错特错。我是让你知

道，棍棒打在你身上的伤痕也许三月
即可痊愈，但是，那些打在你伤口里的
灰，你却一生都洗不干净呀！

儒生自此以后，发奋攻读，一年
后，中得榜眼。儒生高中后，所做的第
一件事情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跑到了
曾经赠玉于他的达官贵人家里，双手
奉上那块美玉，然后说，我现在终于可
以把这块玉擦干净还您了！

玉主人说，你心如玉，一直未曾染
尘，何来擦拭之说？

儒生涕零。
摘自《美文》

汝心如玉何需擦
李丹崖

低调是一棵站在山顶的矮树
查一路

人生的“地下室”
李良旭

公元前约 1600年的商朝，商王成
汤身边有一个厨子叫伊尹，他很懂得
鼎祖庖厨间的功夫，烹饪技术出众，并
发明了用五谷酿酒的方法，深得成汤
的喜爱。

不久，天下大旱，一旱就是７年，
奴隶们成批成批地被饿死，连贵族们
的饮食也成了问题。于是，成汤沐浴
斋戒 7 天 7 夜，祈天赐雨。说来也巧，
老天还真的降雨了。只见阴云回合，
一阵霹雳闪电，大雨“哗哗”地下起来，

将成汤上下淋得透湿。
旱情解除了，可成汤却患上了重

病。发着高烧、满口谵语。床头案边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草药和大丸子药。
可成汤一直在上吐下泻，又怎么能咽
得下这些草药大丸呢？眼看成汤奄奄
一息了，群臣们一个个摇头摆手，无计
可施，谁也无法叫成汤进药。

伊尹目睹了成汤祈天的经过，很
受感动。他使出平生手艺，给成汤做
了很多好吃的美膳珍馐，可成汤还是

吃不下去。
伊尹苦恼极了，一筹莫展，便拿起

一把草药在地上来回踱步思索，用什
么办法让成汤进药呢？忽然，他灵机
一动，能不能用烧菜汤的办法，把这些
草药煎熬一下，再让商王喝熬过的汤
液呢？

于是，伊尹就用嘴把草药咬碎洗
净，煎熬成汤液，又把另一些草药咬碎
后浸泡在醪醴里，然后一齐献给了商
王。这回成汤喝起来很顺口，不久病
就好了。

商王为了表彰伊尹的功劳，就叫
史官把这件事契刻在甲骨版上。伊尹
本人也撰写了一部《汤液经》，详细叙述
了汤液加工的过程以及应用方法。

摘自《旧闻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