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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宇飞

狄青功高空叹息云梦山中拜名师
——商圣白圭传之二 □郑贞富

汝坟侯国云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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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乃北宋名将，一生戎马，他智勇双全，多
谋寡言，战场上身先士卒，先后经历25次大小战
役，8次中箭，每每几乎丧命。他出身低微，脸上始
终带有16岁当士兵时的刺青，即使官至国防部部
长，也从不有意遮盖。仁宗劝他整整容，他豁达地
说：“臣之所以有今日，正是朝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典型。还是留着它，激励士兵好好干吧！”

按理说，狄青功成名就，结局应该不差，可为
什么49岁就死了，留给后人诸多叹息呢？这跟文
彦博有关。

《智囊》中就叙述过这个缘由。
狄青行伍出身，但智商一点儿也不低。他经常

秉烛夜读，潜心研究历史，借鉴古人智慧。可狄青的
禀赋再高，也有自己的“盲区”，那就是不懂内敛含
蓄，用事张扬武断。有一次，战场上缴获了许多战利
品，他说：“拿去吧，这是狄家爷爷赐的啊！”树大招
风，这种突出自我的言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那是
十分致命的。果不其然，渐渐地，无论是仁宗还是大
臣，都十分忌惮这位居功至伟的军界强人。

当时文彦博担任宰相，建议仁宗让狄青去担
任地方节度使。节度使本自唐朝设置，是战略重
地集军政司法于一身的朝廷命官。到了北宋时
期，地方的军权由文臣担任，财权由转运使掌控，
节度使就变成了地方名誉官员。文彦博的建议，
实际是给银子，不给位子，保留狄青的“工资”待遇
不变，但解除了他的军权。

狄青听说这个任命，认定是宰相作梗，就到相
府求见文彦博。

文彦博听了狄青的一番辩解和质问后，说：
“你想知道为啥这么做吗？”狄青脖子梗梗道：
“想！”文彦博忽然从桌后站起身来，说：“没有其他
意思，就是朝廷怀疑你！”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政
治环境里，这话谁都听得明白，那就是怀疑他可能
拥兵谋反（灭族之罪）。而人的疑心被吊起，就很
难放下，况且还是皇上。

狄青本是刀尖上舔血的武将，何等死难没有
见过？此言却如晴天霹雳，吓得他噔噔噔连连退
后几步。

狄青只好离京赴任，可事情并未因此结束。
朝廷开始实施心理战。每月都要两次派特使

到狄青的驻地“看望”，而每次特使“光临”，狄青就
惶惶不可终日。不到半年光景，狄青终于得了严
重的抑郁症，死在了外地。

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为狄青鸣冤。反过来
想，如果任其在“盲区”发展下去，朝廷的担心是否
会变成现实，未为可知。文彦博的建议亦是见大、
见远的一种考虑。

有一个人，可以作为狄青的一面镜子。那就
是同样出身低微的西汉名将卫青。卫青是汉武帝
刘彻的小舅子，虽然七败匈奴，战功显赫，权倾朝
野，但从不结党，礼让大臣，体恤士卒。即使身份
尊崇，功勋卓著，可“将在外”时，从不滥用“君命有
所不受”的特权，人缘也超好，凡事让三分，留待皇
上裁决，真正做到了上不疑、下不忌。

至于狄青为何不以卫青为镜明得失，还在于
自身的素质和性格吧。素质不高可以培养，性格
张扬可以节制，但居功自傲最为可怕——功高震
主，这是封建朝代里最为忌讳的一件事。狄青偏
偏没有认识到，惜哉！

战国末期，秦国迅速崛起，昭襄王想让秦、齐
两国分称“西帝”“东帝”。下一期，我们将讲述洛
阳人苏代在秦、齐“称帝”问题上巧打“时间差”，破
坏强强（秦、齐）联盟的故事。敬请关注。

洛阳关林是全国三大关庙之一，三国
时期蜀将关羽的葬首之所。它是我国唯
一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建筑遗存，也
是地位崇高的武圣寝陵。在关林朝圣的
历史中，庄严隆重的官祀和热闹非凡的民
祭并行不悖。

明代的关王冢会除依朝廷典制拜祭
外，各地神社皆踊跃前来助兴。当时有各
村组织的“关帝神社”到庙内对鼓、赛狮、
唱经，也有大戏助兴。大礼既毕，百姓方
可行香随祭，故有“香烟荡荡，人缘浩大，
广进香火”的记述。

乾隆时期是关林建立以来祭祀最隆
盛的一段时期。乾隆至道光年间，每次诞
祭大都有地方官主祭，周围各神社更为踊
跃，每年三次庙会均有民间社火表演。传
统的舞狮、排鼓、十万（洛阳古曲，又称社
盘）、杂技等是庙会必不可少的娱神活动，
尤其是清代光绪初年形成并首次在关林
庙会上亮相的“高跷曲子”，成为关林庙会

上独具特色的娱神活动。
清初的关林庙会上已出现文跷和武

跷，但都是“哑巴跷”。洛南王屯艺人王凤
桐把弹唱曲牌创造性地搬上了高跷，把文
跷、武跷的装扮、表演融为一体，并于光绪
六年正月十三日赴关林“朝冢”，将附近
州、县的高跷比得心服口服。

民国前期，洛阳大屯艺人解新富汲取
了简洁明快的杂调小曲，表演内容也有了
完整的情节，并在关林庙会上广交艺友，
促进了“洛阳曲剧”的诞生。

民国时期，由于庙会场地增大，庙会影
响也越来越大，娱神活动有增无已，除传统
的地摊狮子、排鼓、高跷、旱船、杂技外，新
型的、惊险的“狮子上老杆”“狮子上天梯”

“狮子走软索”等表演的出现，吸引着善男
信女和远近百姓前来逛庙会、饱眼福。

社火由各村组织，出动狮子、旱船、高
跷、大排鼓、骑驴及彩旗几十面，大铳响、
鞭炮鸣，灵羊上供，以示对关公的敬意诚

心。因社火多，从正月十一开始，三天才
能朝拜完毕。关林一带既具香火社功能
又兼具艺术、娱乐功能的民间社团有：高
跷社、狮子社、海神社、排鼓社等。

民国时期关林庙会另一特色是大批弹
唱艺人的参与。正月十二晚上，“海神社”
的小型弹唱团体在庙内各自占地一方演
唱。每摊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演员不化
装，仅有少数锣、手镲、三弦伴奏，这种团体
多时有三十多家，剧目多是《三结义》《单刀
会》《保皇嫂》等，通宵唱，天亮即收，为各神
社让出表演场地。据《洛阳市志》记载：海
神，隋唐宫廷宴乐，五代以后流传到洛阳民
间，后也被称为“洛阳海神”。演奏“海神”
的团体被称为“海神社”。“海神”的节奏平
缓悠扬。九月十三与此大同，只是五月十
三又增加了“奶奶会”。这天赶会的婆婆居
多，久之，近人讹称“老婆儿会”。

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最具洛阳地方
特色的是“磨刀会”“扎纸马”和“献灵羊”。

农历五月十三，历史上是关公的诞祭。传说
这一天为关羽单刀赴会日，是怪物旱魃经过
的日子，祭拜关帝时祈其显灵，驱邪避灾，
普降甘露，以解农忧。这天又称“雨节”。这
天祭关公时，人们希望能够下雨，称其为“磨
刀雨”，意为天降磨刀雨为关羽磨刀。

扎纸马是关林镇五月十三拜关公特
有的风俗。材料由村里信仰关公的人自
愿捐钱买，最多时能有三四百人捐钱。“献
灵羊”以洛南李屯关帝社为代表，活动起
于何时，今难确考。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讲师）

热闹非凡的关林民祭热闹非凡的关林民祭

在风云际会的战国时代，鬼谷
子因其弟子纵横驰骋于列国的政
治、军事、外交、经济舞台而显威扬
名。鬼谷子讲学之地，在汝坟侯国
的云梦山。白圭闻鬼谷子之名，入
山求学，他将在汝坟侯国书写自己
的人生传奇。

周显王五年（公元前 364 年），十六岁
的白圭成为自由民，他听闻汝坟侯国有一
个奇人，名曰王禅，在云梦山的鬼谷聚众讲
学，人称鬼谷子，便决定到汝坟侯国跟随鬼
谷子学艺。

汝坟侯国，位于洛阳南部的汝河流域。
周平王初年，将其少子姬烈封为汝坟侯，建立
汝坟侯国。在列国混战中，汝坟侯国一直未被
兼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时，汝坟侯国的
君主，是第十六代汝坟侯，名曰姬宽，是一位德
高望重的长者。

汝坟侯国的首府，名为板棚城，位于板
棚河的源头。板棚河是汝河的支流，发源
于岘山北麓。其西部数十里，为云梦山，山
中有一条山谷，即鬼谷。鬼谷中有一条河，
名为鬼谷河，是汝河的另一条支流。鬼谷
河边，多野生马兰花。因此，鬼谷河，又名
马兰河。

姬宽在少年时，曾在洛阳成均学宫读
书，与王禅为同窗好友。后来，两人结业后，姬
宽回汝坟侯国，而王禅遍游列国，又师从多门，
成为天下名士。姬宽即位后，请王禅到汝坟侯
国，在鬼谷河一带建立鬼谷学馆，为汝坟侯国培
养人才。但是，由于王禅名望甚高，各国学子都
不远千里而来，如齐国人孙膑、魏国人庞涓等。
王禅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弟子甚多。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白圭到达云梦
山。此时正值隆冬时节，云梦山大雪飘飘，
鬼谷河结了厚冰。

在鬼谷学馆的明伦堂，白圭拜见
鬼谷子。此时，鬼谷子的朋友墨翟，
鬼谷子的弟子孙膑、庞涓等在座。

白圭 行 礼 毕 ，鬼 谷 子 问 其 经
历，又问其志向。白圭说：“学生求
学之目的，不是为了仕进，也不想
成为硕学鸿儒，而是要成为大商，
重振白氏商号。”

鬼谷子说：“今夏秋之时，汝坟侯
国洪水泛滥，秋粮绝收，将出现饥
荒。鬼谷学馆的存粮，也将在月内食
尽。听闻你曾帮天子解决盐荒，现在
可有妙计解决饥荒？”

白圭说：“今年韩、赵、魏和周王
畿都出现涝灾，中原各国都缺粮，无
法向其借粮。汝坟侯国与楚国相邻，
楚国府库充盈，家给人足。但楚国正

待中原饥馑之时，问鼎于中原，必不
会借粮于别国。学生听说，从前楚灵
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
每天吃一顿饭来节食。后世的历代
楚王虽未做那么过分，但楚人仍以瘦
为美。当今楚王，身体肥硕，甚至无
法行走。学生听说，有一种瘦身奇
药，名曰轻身丹，假如我们向楚王献
轻身丹，楚王必大悦，然后让轻身丹
行销楚国，可换取大批粮食。”

众人 拊 掌 大 笑 ，白 圭 不 明 其
故。鬼谷子说：“你所说的，与墨翟
先生多天前所言相同，我与墨翟先
生已合成轻身丹药，禽滑釐（lí）带众
弟子正大批制作。三天后，汝坟侯
将派公子员为使者，前往楚国，你与
禽滑釐可为随从。”

公子员是汝坟侯的长子，曾在楚
国为质子，熟悉楚国国情。公子员带
白圭、禽滑釐等人组成的使团前往楚
国，获得很大的成功，汝坟侯国度过了
饥荒。

在旅途中，禽滑釐向公子员提出，
欲使汝坟侯国无水旱灾害，必须治水，
公子员称善。回到板棚城后，汝坟侯
任命禽滑釐为水官，主导治水事宜。
禽滑釐抽调了鬼谷学馆的白圭等几个
学生为助手，组织一批民众，对汝河和
其支流板棚河、鬼谷河等，进行全面治
理。同时，开凿了水渠，使大批荒地、
滩涂成为良田。

三年后，汝坟侯国的水利工程全
部完工。白圭回到鬼谷学馆，去见鬼
谷子。

鬼谷子说：“几年来，你虽未在学
馆，但已在劳作中学会了安身立命的
技能。你的志向，是做个商人，但要做
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你首先要了解天下的形势和各国
的物产、风情。周朝开国之时，有八百
余国，现在只剩二十余国，齐、楚、燕、
韩、赵、魏、秦为七个大国，还有宋、邹、
卫、鲁、越、中山、巴、蜀等中小国家。
汝坟侯国和周王畿的东周国、西周国，
都是小国，为周天子仅存的三个直属
诸侯国。但，汝坟侯国与周王畿中间
隔着韩国的领土，又南邻强大的楚国，
随时都有亡国之忧。你是周王畿人，
汝坟侯国也算你的父母之邦，期望你
能在这里开始你的事业。”

白圭拜见鬼谷子

汝河流域迎丰年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
看洛阳城。”“人文河洛”系《洛
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
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
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