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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说的“大家”，多是天赋过人又有良好修为的人。“大家”
世事通达，胸有成竹，所以往往看起来神色安然，不急不躁。

《宋史列传》里这样评价洛阳理学家程颢：“颢资性过人，充养
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
之容。”程颢可谓“大家”了。

《智囊》里就有一则关于程颢“大家”气质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年间，程颢作为京官，到驻扎在河南浚（xùn）县的

镇宁军挂职判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紧急而重要的事。
当时黄河经常泛滥，需要治理。宦官程昉担任朝廷水利部的

巡视员，是个自高自大、一意孤行的家伙。他仗着是京城官员，对
州县等地方领导一概不放在眼里。

一天，程昉要求镇宁军调用治理、养护黄河堤坝的直属部队去
河北大名治理黄河的一个支流——二股河。这次人员调度，却在
程颢这里卡住了！为什么呢？

程颢站出来说：“按照朝廷法律，这些直属士兵不能被擅自调
往他处，更不能做兼职工作。如果人去堤空，一旦河水泛滥，后果
不堪设想！”

程昉见这个本家官员不买账，气鼓鼓地打报告给朝廷。结果
朝廷命令镇宁军划拨800名士兵归程昉去二股河。

正值隆冬季节，由于程昉经常意气用事，又不懂得爱惜士卒，
这些士卒一哄而散，纷纷逃回浚县，聚拢在城门口。看着城门外这
些逃回来的士卒，大家一时不知道该如果处置。

程颢又站了出来。他语气坚决地说：“开城吧！不接纳他们，
冻死人是一码事，闹不好就要哗变造反了！如果程昉怪罪，我程伯
淳（程颢，字伯淳）承担责任好了！”说罢，程颢亲自下来将城门打
开。那些士卒就要一拥而进，只见程颢双臂伸开，说：“且慢！外地
治河艰苦，你们受了不少罪。但今天放你们进城，可不是长歇，只
给三天假，三天后回去干活。有意见吗？”饥寒交迫的士卒们见程
颢不但没有问罪，且通情达理，高兴地喊道：“遵命！”

程颢回到办公室，又赶紧做了一件善后的事。他立即写了一
封奏疏给朝廷，言明事变的缘由及程昉的所作所为，请求朝廷明察
轻重，依法办事，收回成命。宋神宗收到奏疏后，还算明智，批复镇
宁军不再派士兵去二股河了。

从此，程昉也知道了程颢的厉害。
后来，程昉因为公事路过浚县，见到程颢，一副谦虚的样子，但

转脸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上次士兵逃跑事件，实际就是程颢
引诱的！我一定要给皇上报告！”程颢的同事很担心，悄悄将信息
转告给他。程颢自信地笑了笑：“他刚才见我，看得出是打心里害
怕我，他不敢的。”

程昉果真不敢说吗？是的，果真。
“大家”固然令人尊重，而有正义感、将天赋顺于理法、勇于作

为的“大家”，会更加让人钦佩。

做人一要务实，二要做事有专工，三要文武兼得。后唐明宗李嗣源
的二儿子秦王李从荣就不懂
得这些，总想着要做“诗人”，结
果在发动兵变时被禁军乱刀
砍死。下一期我们将讲这个
“诗人”的故事，敬请关注。

“大家”气质看程颢
□沙宇飞

文明时代第一战——甘之战
洛阳“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洛阳历史上的第一
场战争发生在启与有扈氏之间。引发这
场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过程如何？结
局如何？影响如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和阶级社会的第
一场战争——甘之战。

甘之战，“甘”在何处？

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战
争史话》主编张宪通表示，据有关专家论证，
甘之战的发生地在我市洛龙区丰李镇甘水
河畔。

这场大战，要从治水的大禹讲起。
根据《史记》记载，禹在位时，按照传统的

禅让制推荐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后来，因
伯益辅佐禹时间不长，未取得天下人的信任，
大家最终都归附禹之子启。启继位后，也有
反对派不归服于启，就是有扈氏。

有扈氏不顺服于启，夏启就发兵讨伐有
扈氏，双方在甘地相遇展开大战。最终有扈
氏战败，不得不归服于夏启。

张宪通表示，甘之战，不仅是洛阳历史上
有记载的第一次战争，也是中国进入文明时
代和阶级社会的第一次战争，此次战争后，代
表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夏王朝奴隶制专制
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公天下”变为“家天
下”。

因为历史资料的缺乏，甘之战的具体发
生日期难以确定，具体的参战人数、作战规
模，也难以确切知道。

伯益：其实很有才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过
程中，启的前任伯益，在《史记》中
留给人的印象并不好。

《史记》载：“及禹崩，虽授益，
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
皆去益而朝启。”提到伯益辅佐大
禹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天下人并不
顺服他。

而实际上，伯益是很有才干的。
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

治水。富有治水和农耕经验的伯
益，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根据

当地特点，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
农业发展。

在伯益帮助禹平定洪水后，舜
还赐给伯益皂游（旌旗上的黑色飘
带），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
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掌管
山泽，繁育鸟兽。而伯益的后人也
多以善训鸟兽闻名于世。

此外，根据史籍记载，伯益发
明了凿井技术。《吕氏春秋·勿躬
篇》载：“伯益作井。”这与其佐禹治
水不无关系，长期与水土打交道，

也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对于
远古时代的人来说，为了获取水
源，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
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的发
明让更多的部落能够生活得更加
安全。

还有史籍认为，伯益将跟随大
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
鸟兽、奇风异俗、逸闻趣事记录下
来，是《山海经》的作者。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偏偏遇
到了心思缜密的启。

誓师：胜利的前奏

启心思十分缜密，这一点通过
启的战前动员就能看出来。

为鼓舞士气，战前，启召集手
下的人，召开誓师大会，发布誓
词：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敬朝
臣，上天因此要灭绝他的命，现在
我奉行上天对他的惩罚。战车左
边的战士不完成左边的战斗任
务，战车右边的战士不完成右边

的战斗任务，就是不奉行命令；驾
驭战车的战士，要是不能胜任驾
驭任务，也是不奉行命令。胜利
之后，奉行命令的，我将在祖先神
灵面前奖赏他；不奉行命令的，就
在神庙前杀掉他。

张宪通分析，启召集大家进
行战前动员：首先，论证自己发动
战争的合法性——我是替天行道；

其次，严明军纪，督促所有战士尽
责奉命；最后，赏罚分明，用丰厚的
奖赏来激励大家努力获得战功。
翻看后代的战争，许多战前动员与
此如出一辙。

消灭反对派有扈氏后，启的领
导地位确立，启去世后，他的儿子
太康登上帝位，从此，世袭制逐渐
确立。

命运：走向世袭制

余秋雨在《寻觅中华》一书中
提到，世袭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
进的现代学人诟病，事实上，一种
重大政治制度的长久建立，大多是
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和各种社会
需要的综合成果，而不会仅仅出于
个人私欲。否则，为什么人类所有
重大的古文明都会进入帝国时代？

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为帝王者拥有了更多的权
力，必然会引起有实力的氏族首领
对最高位置的觊觎。由谁继位，已

渐渐演变成时时都会引发战祸的
沉重问题。

怎样才算足以登上帝位的贤
者？即便得到多数人认同，也难保
一部分人因觊觎帝位投反对票。
即便雄才大略的帝王做出了决定，
其他人不敢反对，但他的继位者也
很难一直维持绝对权威，会不会因
为认识失误或缺少权威而再次引
起纷争？

选谁当能让所有人信服的最
高领导人，这个问题对几千年前的

古人来说，太难解决。在文明没有
发展到足以靠民主集中制来选拔
执政者的时候，可能将儿孙中的无
能之辈推上帝位的世袭制，就成为
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最高权力争
夺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毕竟一家
之内，消除相关矛盾和纷争的难度
都要小得多。从生产力发展的角
度来看，政权的稳固，是文明持续
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公天下”到

“家天下”，华夏文明由此迈过了一
个极重要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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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