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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又迎归，
规劝君主齐家治国

历史上，能把帝王放逐，后又迎
归还政的大臣可真不多，而伊尹就
是这么一位。

太甲继位，伊尹一连写了三篇
文章，教他怎么做个好君主。其中
一篇《祖后》，就是教育太甲不能背
弃祖训。

没想到刚过三年，太甲就忘乎
所以，不听伊尹规劝而破坏了祖制，
还以暴虐的手段对待老百姓，人民
怨声载道。鉴于此，伊尹把太甲赶
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桐宫思
过。伊尹代为执政，管理国家。

又过了三年，伊尹见太甲悔过
自新，便率文武大臣将太甲迎回首
都，将政权交还给太甲。此后，太甲
以祖父商汤为榜样，善待民众，做事
勤勉，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
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这就是“伊尹放太甲”的典故，
《尚书》《孟子》《史记》均有记载。

据《尚书·太甲》所载，伊尹在
迎接太甲还朝时对他说过这样一
段话：“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
明 后 。 先 王 子 惠 困 穷 ，民 服 厥
命，罔有不悦……王懋乃德，视乃
厥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
下思恭……”

意思是说：搞好自身修养，又
用诚信之美德对待臣民，就是明
君。先王汤注重为穷困之人造
福，所以人民爱戴他，没有不喜悦
的……大王，你要努力做个有德之
人，效法先祖，不可放逸懈怠。对
待先人要有孝心，对待臣民要有平
等心……

通过搞好帝王家风来辅政治
国，这便是伊尹的“家、国、天下”。

伊尹的“家、国、天下”
本报记者 郝洋

以卑微之身，究治世之道

安乐窝是洛阳城南一个小村子，名字源于
北宋理学家邵雍自己起名的自家宅子。说是自
家的宅子还是勉强了些，这是邵雍来到洛阳后
他的几个好哥们儿司马光、富弼和吕公著给他
众筹的——司马光送房子，富弼送花园，吕公著
送了一大帮仆人，剩下就是邵雍乐活了，直至他
29年后去世。

为何这些朋友能这么帮邵雍呢？在《智囊》
明智部有一则邵雍如何交友的故事，看了这个
故事也许读者就能理解了。

邵雍近60岁时的熙宁初年，有个叫王茂直
的官员来到西京洛阳，担任国家粮库主任。一
日他约邵雍及吴处厚、王平甫小聚，可邵雍推托
身体不舒服谢绝了。

王茂直、吴处厚和王平甫在当时算是有地
位、有身份的人了，邵雍谢绝赴席到底是为了什
么呢？

第二天，王茂直也是揣着这个疑问前来“探
望”。邵雍毫不隐瞒，直截了当地说：“吴处厚好发
表时评，对王安石的新法说得有些偏激了；王平甫
呢，那是王安石的弟弟啊，即使你不尊重自己的兄
长，也不应该经常当着众人的面辱骂他啊。有这
两个人，我不愿意赴约。”

王茂直听完点点头，击掌感叹道：“先生料
事如神哪！昨晚饭桌上，吴处厚确实在不停地
批判王安石；而王平甫还在旁边没心没肺地添
油加醋，说要大义灭亲揭发兄长的言行。我劝
都劝不住啊！”

邵雍在安乐窝生活时，读书治学，安贫乐
道，为人豁达，但在对外应酬的“小事”上非常谨
慎。邵雍并不是不给王茂直面子，而是不愿与
是非、奸佞等有负能量的人周旋，更不愿因此浪
费自己的时间。

孔子界定了损友的标准，邵雍则是树立了
怎样与损友交往的榜样。也许正是由于他交友
有则，所以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智囊》中还有一则三国时期如何识友、交
友的故事。

傅嘏（gǔ）早在 20 岁时就是名人，拥有巨
量粉丝。何晏、邓飏（yáng）、夏侯玄也是傅嘏
的粉丝，并希望“线下”交流，而傅嘏不搭理他
们。傅嘏好有骨气，因为这三个粉丝可有来
头：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邓飏是东汉开国
元帅邓禹之后，夏侯玄是曹魏大将夏侯渊的侄
孙。三人见傅嘏“潜水”不接话，便请傅嘏的发小
荀粲去说合，荀粲是曹操高级谋臣荀彧（yù）的小
儿子。

荀粲开门见山地说：“别人我不说，单说人
家夏侯玄，那也是当今的有志青年啊！他虚心
请教于你，愿意与你互粉，你倒牛起来了！你们
交往没啥不好啊？”

傅嘏笑了笑，先让荀粲消消气，然后说道：
“我倒不这么看。夏侯玄好高骛远，喜好虚名，
说难听点儿，是言多误国的人；何晏、邓飏两个
人确实也有本事，但学问上博而不专，事业上急
功近利，名利上贪得无厌，交友上拉帮结派，做
人上嫉贤妒能、口无遮拦、六亲不认。以我看，
这三个所谓有能耐的人都是败德之人，避而远
之还来不及呢，怎么还能去互粉呢？”

傅嘏说着了吗？说着了！果真没过多少年，
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皆被司马懿父子所杀。

邵雍、傅嘏的故事，实际是给我们罗列了对
哪些人要慎于交往，更大的启示是我们自身不
要去做那样的人。

下一期我们讲述的是苏秦与张仪的故事，
看苏秦是如何“忽悠”张仪的。敬请关注。

□沙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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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交友树榜样

《大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家、国、天
下”最经典的论述。

3600多年前，河洛大地诞生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位名相，此人便是伊尹。作为帝王之
师，他劝导君王修身、齐家、治国的言论和故
事至今仍在流传。

尧、舜、禹、汤，古代四位帝王，后人总是将其
并列起来指代贤君明主。伊尹，便是辅佐商代开
国君主汤的丞相。

在如今嵩县纸房镇龙头村，有个伊尹祠，相传
这里是伊尹的出生地。伊尹出身低微，为奴隶身
份。《墨子·尚贤》载：“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也就
是奴隶主子弟的家庭教师。但伊尹心系天下，因
研究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

商汤听说了这个贤才之后，先派使者许以高
官厚禄，后来又送来很多好马，但伊尹不为之心
动：“我要这些车马、钱财、禄位干什么呢？哪里胜
过我在乡间讨论尧舜呀！”不图功名荣华的伊尹，
继续一心钻研治世之道。

在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座平兀如几的小山，
相传这就是汤王派人前来聘请伊尹的三聘台。后
来，汤王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伊尹便以陪嫁奴隶
的身份来到商汤身边。

说起伊尹，颇有几分传奇色彩。他
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烧得一
手好菜，被誉为“中华厨祖”。

《韩非子》载：“上古有汤，至圣也；伊
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
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
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

也就是说，伊尹刚到汤王家里时，在
厨房掌勺，先用可口的饭菜抓住了商汤
的胃，后用高明的治世之道抓住了商汤
的心。

伊尹对汤王说：“做菜不能太咸，也

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火
候也掌握得合适，菜才能好吃又有味
道。这和修身、齐家、治理国家是一个道
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拖沓懒散，
只有张弛有致，才能把事情办好。”

这便是伊尹“以鼎调羹”“调和五味”
的历史典故，也就是后来老子所说的“治
大国若烹小鲜”。

汤王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
他为相。伊尹为报答商汤的知遇之恩，
帮其筹划进攻夏朝的大计，使商汤得以
完成灭夏建商的功业。

重视帝王之家的家风建设，是“师
仆”出身的伊尹推行治理天下之道的重
要手段。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
臣之，故不劳而王。”也就是说，商汤向
伊尹学习其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并重用
他，不费多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之
后，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教导汤效
法尧舜，以德治天下。

汤建立商朝后，在位三十年后死
了。当时的继承法是兄终弟及，但汤没
有弟弟，因此他的儿子继位。

不过商汤的儿子太过悲催：长子太
丁本应继位，却比他爹死得还早；二子外

丙随后登基，但在位三年就去世了；轮到
了三子中壬，在位四年也死了。此时，伊
尹已经是辅佐三代君王的老臣，他做主，
让太丁的儿子太甲继承了王位。

其间，以好的家风教育商汤的子
孙，成了伊尹的主要工作。

伊尹认为“习于性成”，也就是说
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行为习惯中
形成的，因此培养好品质要从一言一
行做起。

他在教育帝王时还说过“慎终于
始”，即要把事情办好，需要自始至终小
心谨慎，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始
终不渝坚持一个标准，不可疏忽懈怠。

中华第一名相 善正帝王家风

以帝师之位，正帝王家风

身为“中华厨祖”，伊尹像现立于我市一家饮
食博物馆外 郝洋 摄 以烹调之理，喻治国之道

嵩县纸房镇龙头村的伊尹祠，相传是伊尹出生之地 孙小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