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静

王嗣宗这个人，向来不信鬼神。据司马光在《涑
（音同速）水记闻》中载，有一回王嗣宗病了，家里人
烧纸钱为他祈祷，求鬼神保佑他早日康复。王嗣宗
听说后笑了起来：“何等鬼神，敢问王嗣宗取枉法赃
邪？”我老王的钱你也敢收？

生病得吃药，求神没啥用。据《宋史》记载，有一
次，王嗣宗的妻子病了，家里没药，他急得很，大半
夜跑到官署撬门取药，结果被值夜班的官员告发，
竟因此被解除职务。

犯错误了肯定要惩罚一下，但王嗣宗是个能
臣，皇帝心里清楚，所以很快又给他官做，让他继续
为朝廷效力。在四处为官期间，难免遇到迷信事件，
王嗣宗秉持不信鬼神的原则，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在南方做官时，扬、楚之地有“窄家神庙”，当
地百姓生了病都不吃药，而是到庙里求神保佑。王
嗣宗直接把庙拆了，“选名方，刻石州门，自是民风
稍变”。

他任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时，州境内有一个
卧龙王庙，每到隆冬时节，当地人全都去祭祀，天气
好时也就罢了，风雪交加的日子，许多老人孩子在
路上摔倒受伤。你说这庙是保佑人的，还是害人的？
王嗣宗干脆把庙毁了！

后来，王嗣宗任邠州（今陕西彬州）知州，城东
有一个灵应公庙，庙旁就是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
群狐狸。有妖巫“挟之为人祸福”，老百姓深信不疑，
无论“水旱疾疫”，都来拜狐王。就连前任长吏办理
公务，也都先来庙里请示狐王。王嗣宗“毁其庙，熏
其穴，得数十狐，尽杀之”！

所以呀，当“帽妖”在洛阳作祟时，王嗣宗才不
当回事，大家都不当回事，它也就折腾不起来了嘛。
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认知的人，还真不多。

（《洛阳晚报》）

王嗣宗不信鬼神

唐人张守节说：“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秦
宪公之子，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677年~公元
前 676 年在位）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
也。”《汉书·郊祀志注》中又说：“伏者，谓阴气将起，
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可见，

“三伏天”之说，是从久远的历史中一步步走来的，
它承载着我国丰厚的文化积淀和自然人文。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日
子，所谓“热在三伏”。此时自然界阳气生发，为阳气
最旺的时节。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

“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每年三伏天出
现在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气温高、湿度大，气
压低、风速小。三伏日期是由节气日期和干支纪日
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按照我国古代的“干支纪日法”，每年夏至以后
第三个庚日（指干支纪日中带有“庚”字的日子）为
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
伏，合称“三伏”。三伏天在小暑和立秋之中。此时我
国大部分地区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俗话说，小
暑大暑紧相连，气温升高热炎炎。数伏天气要持续
一个多月，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是初伏的第
一天，10天后是第四个庚日叫中伏。如果第五个庚
日在立秋之前，中伏就需20天，即两个中伏，若在立
秋之后，中伏就是10天。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叫末
伏。末伏过后，就出伏了。随着日照时间缩短，天气
也一天比一天凉爽了。

“伏”，乃藏阴气于炽热之意，其本身隐含对人
们的提醒和警示。入伏以后，暴雨易形成洪水，称为

“伏汛”，故有“小暑大暑淹死老鼠”之农谚。数伏天
气，人们既要防暑，又要防汛。

炽热的三伏天里，酷暑时时袭扰人们，古代名
家写过不少有关三伏天的名诗。“六月三伏猛火燃，
卧龙无雨口生烟。蜩蝉何事得美荫，聒聒不上高树
颠。”这是宋代诗人李石在三伏天应时而作的一首
诗。诗人被三伏天的烈日烤得口干舌燥，直盼着赶
快下一场清凉的雨。 （《闽南日报》）

三 伏 天 的 由 来
□赵柒斤

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今年
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未来之路似已
初见眉目。撇开“行行出状元”的老
生常谈，我想讲一讲古代特殊的“知
识群体”——谋士，是如何凭“知识
的力量”实现人生价值的。

谋士在古代是一种通称，他们
常以“门客”“军师”“幕僚”等身份，
为自己的主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预测吉凶。谋士要储备的知识、技能
非常宽泛。那么，在没有互联网、智
能手机、计算机等信息来源的古代
社会，谋士之“智”和“修养”从何而
来？

历史上的谋士，绝大多数天资
聪颖，从小就研习经典，少年时便学
有所成。“运筹”在古代是指推算的
数学能力。孔子教育弟子的课程是

“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数学也是想成为谋士之人必须
熟练掌握的基本功。当然，光会运算
远远不够，他们还必须从小研读《三
坟》《五典》《八索》《尚书》《易经》等，
将先贤及前人智慧融会贯通后，还
要创立新的谋略、理论，夯实“智慧”
之基。

精通谋略是谋士必备技能。以
西汉开国功臣张良为例，《史记·三
十世家·留侯世家》曰：“留侯张良
者……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出一编书……乃太公兵法
也。”张良，出身贵族世家，从小就
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礼》

《易》《六韬》，还遇高人授《姜太公
兵法》，因而，学有所成，足智多谋。
遇到刘邦后，“良数以太公兵法说
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张良
献上“佐策入关”“斗智鸿门”“暗度
陈仓”“下邑奇谋”“谏阻分封”“虚
抚韩彭”等计谋，成功帮助刘邦夺
取天下，还“明哲保身”从“帝师”退
居“帝宾”，避免了“走狗烹”的结
局，名垂青史。

刘邦的另一个重要谋士张苍，
名气虽不如张良，对后世贡献却不
亚于张良。《史记·七十列传·张丞相
列传》云：“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
好书律历。”他本是秦朝御史，“主柱
下方书”，除负责编撰史书外，还博
闻强记，天下各类图书“无所不观、
无所不通”，并以“善算”闻名于世。

西汉建立后，第一任丞相萧何推荐
张苍做“计相”，主持地方财政收支
审计，开创了汉朝的审计制度。更厉
害的是，张苍还删补了古代重要数
学著作《九章算术》，使东方初等数
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也是谋士
“知识修养”的组成部分。例如，三国
时吴国大都督周瑜既是武将也是谋
士，《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
传》谓：“建安五年（200年）九月，曹
公入荆州……将士闻之皆恐……瑜
曰：‘不然。……又今盛寒，马无藁
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
水土，必生疾病……’”《三国演义》
将周瑜“知天文，晓地理”的才能全
都“嫁接”给诸葛亮。其实，诸葛亮的
谋略是很出众，但打仗是短板。

军事素养也是谋士必备的。谋
士既会领军打仗，也会处理朝政。古
代所谓儒将，皆为谋士出身，姜尚、
乐毅、周瑜、鲁肃、陆逊、诸葛亮、杜
预等莫不如此，谋士不是专门职业，
领兵打仗是家常便饭。诸葛亮的哥
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当谋士，也常
以大将军、左都护的武将身份率军
拒敌；张昭是东吴的著名文官、谋
士，同样也做过孙策的抚军中郎将、
孙权的绥远将军，第一次“合肥之
战”时，孙权率大军进攻合肥，张昭
则率领另外一支军队进攻当涂。明
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王

阳明同样是军事家，他不仅平定宁
王之乱，还剿灭闽西、赣南、粤东等
民间起义。

谋士还要懂心理学。历史上诸
多谋士献计时，都会出上、中、下三
策，既表明自己思虑周全，又把自身
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可谓深谙主
人心理。三国里的贾诩，本是董卓的
谋士，后来投靠张绣，张绣投降曹
操，他又成曹操的谋士，贾诩深知曹
操疑心病重，而自己又为降将，在曹
营常常独来独往、闭门不出，给曹
操、曹丕父子留下极好印象，得以善
终。唐代第一儒将李靖，战功赫赫，
他深知李渊、李世民对他多有猜忌，
始终独善其身，活到 80 岁高龄病
逝。

当然，古代谋士最重要的“技
能”便是精准预测的能力。所谓预
测，就是根据已知资料推理、演绎其
发展规律乃至结果。预测不是预感，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善
于预测之人，都是历史上出类拔萃
之人。范蠡成功协助越王复国，功成
名就后又急流勇退去经商，其实并
不意外。因为优秀的谋士已经有了
一套自己的方法论，能把自己的技
能融会贯通，进而从全局性、战略性
及人性等高度看问题、想问题、预测
未来。由此可见，一个杰出谋士所储
备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比科举进士
少，甚至更多。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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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 湘斌

西瓜是诗人笔下的美食之一。
古人以西瓜为题的诗词既多且美，
而最脍炙人口的当数民族英雄文天
祥的《西瓜吟》：“拔出金佩刀，斫破
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
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
声。”廖寥数笔，把西瓜的形、色、味
及切西瓜的动作、啖瓜的情景描绘
得惟妙惟肖。

古代西瓜又称“寒瓜”，素有“夏
季瓜果之王”的美誉。早在汉代时就
传入我国，东汉刘祯有诗赞曰：“杨
晖发藻，九彩杂糅，蓝皮蜜里，素肥
丹瓤。”这首诗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
西瓜的形状和特点，将西瓜写得清
甜可口，诱人胃口。

唐代溇江诗人田晓堂的《夜品

西瓜》诗曰：“夜静友人应约束，忽闻
院中散芳香。原是西瓜正开瓤，疑是
九天降琼浆。”其道出了与友人初品
西瓜的喜悦之情。

五代时的梁代诗人沈约《行园》
诗曰：“寒瓜方卧垄，秋菰已满陂。紫
茄纷烂熳，绿芋郁参差。”这首诗将
西瓜的丰收情景跃然纸上，展示于
人。

元代诗人方夔的《食西瓜》，在
诗中将当时的佳人俏妇们食西瓜的
欢乐情景，尽情展现于我们眼底。

“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一百
筒。缕缕花实沾唾碧，痕痕丹血掐肤
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水衣襟骨有
风。”

明代瞿佑的《红瓢瓜》，更使人
产生不尝西瓜不罢休之感。“采得青
门绿玉房，巧将猩血沁中央。结成晞

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酿浆。溪女洗
花新染色，山翁炼药旧传方。宾筵满
把瑛盘饫，雪藕调冰倍有光。”

清代才子纪晓岚的《咏西瓜》：
“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
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倾诸
茶。”更是把西瓜的品种、美味和特
征描绘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同代
词人陈维崧有一首《洞仙歌·西瓜》：

“嫩瓤凉瓠，正红冰凝结，绀唾霞膏
斗芳洁。”堪称咏西瓜诗词中的精
品，读来简直让人馋涎欲滴。

清末慈利土家文豪吴恭亨的
《西瓜吟》诗曰：“瓜田满地香，诱人
去品尝。可惜瓜有主，渴望忍肚肠。”
此诗描写了诗人在路上见一瓜田，
想吃西瓜又不见主人，将欲求不得
的心情全然流露于诗中。

（《张家界日报》）

西 瓜 清 甜 古 诗 香

古代谋士的古代谋士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

▲贾诩 ▲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