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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是一个

故事：一棵树的枝条上有一只蝉，螳螂正要捉
它，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趁他不备要吃它。
这一故事后来成了成语，比喻目光短浅，只想
到算计别人，没想到另外有人也在算计他。

这一成语的出处之一是《庄子·山木》：
“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
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
其真。”

庄子名周，是战国后期都于睢阳的宋国
人，少年时与宋国的惠施是同窗好友。后来，
惠施做了魏国丞相。庄周家境贫寒，靠卖草
鞋为生，安贫乐道，不愿做官。有一次他到魏
国造访施惠，施惠称赞他的安贫乐道，但觉得
他生活太苦，应该有较好的生活来源，就亲自
出面，推荐他做了宋国的漆园吏。庄周尽职
尽责，把漆园治理得很好。

宋康王之前的宋国老受与其相邻的齐
国、楚国和魏国的欺负。宋康王决心振兴宋
国，而应付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大夫曹商
与庄周有隙，建议宋康王降旨让漆园的产量
和销售量扩大数倍，意在与庄周为难。宋康
王为了扩大经济收入，采取了曹商的办法。

庄周觉得，要是那样，只有掠夺百姓的漆和漆
器生产，有害于民，于心不忍，而不执行命令
又不行。

庄周苦闷时爱出外散步。时值盛夏，庄
周出外散心，不知走了多远，走进了一片树林
中。忽然有奇异悦耳的鸟鸣传来，见一只美
丽的鸟儿（后来被认为黄雀）在树枝上鸣，立
刻来了兴趣。他想将那鸟捉住养起来，弯腰
拾起一颗小石子儿，想向鸟儿投去。

正当他挥起手要将石子儿投出时，忽然
看见一只蝉在黄雀前方的一根树枝上，一只
螳螂正在蝉的后方拉起了架势，准备出击将
蝉抓住，蝉一点也没觉察。而螳螂一心捕蝉，
却没想到黄雀已经在悄然向它移近，准备出
手。庄周暗想，螳螂一心捕蝉，却没有觉察到
黄雀在后，岂不知在它还没有捕到蝉的时候，
自己也许就成了黄雀口中的美味……真是太
可笑了！于是，他握石子儿的手便停了下来，

全神贯注地观看接下来的究竟。
这时，他不知一个人向他跑来。那人朝

他喊道：“大胆的盗贼！这栗树是我的，你想
用石子儿投我的栗子吗？”他见是一位老者，
便说：“老人家，你误会了。我哪里是想投栗
子，我是想投树上的鸟儿呢。”老者不信，说：

“你明明是想投我的栗子，却要狡辩。若不赶
快走开，我便叫人来捉你这贼！”他听老人是
虞地口音，不禁诧异：我难道不知不觉走到虞
地了吗？觉得自己再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
便不愿和老者再费口舌，摇摇头，扔下石子儿
走开了。

老者见他走开，也不再向前。
庄周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便开始返

回。路上，他一直在想栗林中发生的事：蝉在
得意地享受着美好时光，没想到想捉它的螳
螂悄悄在它的背后正打它的主意；螳螂要扑
蝉，又没想到要把它作为美餐的黄雀已经在

后边算计它了；黄雀想捉螳螂，又没想到我庄
周在要它的好看儿；我想捉黄雀，不想又有虞
人要把我当贼拿……看来，贪得者在自己贪
婪的时候，总以为自己的图谋能够得逞，却不
知自己也正被他人暗算着……

想到这里，庄周不禁暗叹：“这世界上的
事，实在是奇妙得出人意料啊……”

回到家里，他向妻子和弟子蔺且讲了螳
螂捕蝉的故事，最后说：“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黄雀捕螳，庄周在后；庄周捕鸟，虞人在
后。看来，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不顾一
切。惠施好心荐我做了漆园吏，我只说凭此
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为国为民造福，却没想
这差使也不好干，也有人在背后算计我，不知
不觉便要被人置于绝境，将有性命之忧啊！”
于是便辞职回家，仍然卖他的草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提醒人们不要只
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后患，发人深省。故事
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寓意深刻，成为国学中
的经典。历代书籍中用到这一成语的很多，
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槐西杂志
十四》：“后数年，闻山东雷击一道士，或即此
道士淫杀过度，又伏天诛欤？‘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挟弹者，又在其后，此之谓矣。”（48）

■
文\

图
马
学
庆

■刘秀森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文/图马学庆

遭贬黜闲有雅趣 放驯鹭应天南湖

晏殊从汴京到宣州再到应天府，被贬黜的时间他并没有自怨自艾，除了
积极振举教育，闲暇时仍保持一颗闲适恬静的浪漫之心。他在自己居所的
后花园建池塘以驯鹤鹭，并同文友在此吟诗作赋。宋代王钦臣《王氏谈录》
载：“（王洙）初罢野城尉，里中是时晏丞相为留守，方修后圃，而使诸曹掾赋
驯鹤小池，户曹掾玉初邀同赋，既成并上临淄公。公喜，遇之甚厚。”

晏殊作为应天知府留守南京，对这里的怡人风景备感欣赏，政务之余他
就泛舟南大湖，并带着驯鹭在这里徜徉。清康熙《商丘县志》卷十七王仲旉
的《南都赋》：“水澄似镜，波泛如潮。窥驯鹭于别渚（晏元献放驯鹭于南湖，
作赋以纪）。”明代李贤《明一统志》卷二七载：“郡名睢阳……南湖在府城南
五里，宋晏元献放驯鹭于湖中。”而据《二晏年谱长编》载，晏殊的《浣溪沙》之
一即是作于任职时的睢阳南大湖：“红蓼花香夹岸稠，绿波春水向东流。小
船轻舫好追游。渔父酒醒重拨棹，鸳鸯飞去却回头。一杯销尽两眉愁。”

自己从京城被贬到地方，晏殊知道那不是皇帝的旨意，而是因为不听垂
帘听政的太后的话之后果。元代的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一七载：

“（晏殊）忤太后，因坐以笏击仆出守南京。上虽知其不当罢，然不得已。乃
曰‘他日朕当大用之’。终以为相。”因此，当时的晏殊在商丘任职并没有消
沉，以“一杯销尽两眉愁”，在独享静谧的孤寂时心向阳光，他知道：一切，都
会更好；一切，只能更好……

辟王琪签书南京 与张亢宾主相得

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名句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
知道句中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原创者并非晏殊本人，而是应对答曰的王琪
（字君玉，进士及第）。也正因此，王琪受到晏殊的看重并提拔到晏幕府，后
在汴都任职。晏殊被贬应天府后，他又上奏朝廷特辟将王琪带到了自己身
边，任职南京留守判官，校勘官兼职外任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一百五载：“（天圣五年二月）己亥，以大理评事、馆阁校勘王琪签书南
京留守判官事。馆阁校勘无出外者，琪为晏殊所辟，特许之。”宋代叶梦得
《石林诗话》卷上载：“晏元献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时已为馆阁校勘，公特请于
朝以为府签判，朝廷不得已，使带馆职从公，外官带馆职，自君玉始。”由此，
可以看出晏殊在朝廷的地位及与王琪的密切关系。

晏殊知应天时，幕下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张亢（字公寿，临濮人，天禧三
年进士）甚受器重：“张亢，世尚儒学，号书楼张家。与王琪为晏元献上客。”
（元代《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当时张亢任应天府推官，他躬勤政务，
“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为治白沙、石梁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岁获。本
道转运使上其状，就改大理寺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尹晏元献公性方严，
少许可，独知公，府事无巨细，皆以属之，而无不集者。”（韩琦《故客省使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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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
曲，是中华文化史上
的高峰，豪放派、婉
约派之分又使宋词
缤纷多彩，晏殊正是
宋词婉约派的重要
开创者。“红笺小字，
说尽平生意，鸿雁在
云鱼在水，惆怅此情
难寄”“劝君莫作独
醒人，烂醉花间应有
数”，这些脍炙人口
的名句，均来自晏殊
的作品。晏殊的词
吸收了南唐“花间
派”和冯延巳的典雅
流丽词风，开创北宋
婉约词风，被称为

“北宋倚声家之初
祖”，并有“宰相词
人”之称。晏殊与其
第七子晏几道，在北
宋词坛上被称为“二
晏”。

晏殊的名句“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
相识燕归来”即作于
他在应天府任知府
时。宋仁宗天圣六
年（1028 年）三月，
晏殊作诗《假中示判
官张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假未开，
小园幽径独徘徊。
春寒不定斑斑雨，宿
醉难禁滟滟杯。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
相识燕归来。游梁
赋客多风味，莫惜青
钱万选才。”其词《浣
溪沙》在语句、意境
上与该诗很大程度
雷同：“一曲新词酒
一杯，去年天气旧亭
台。夕阳西下几时
回？无可奈何花落
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小园香径独徘
徊。”很可能作于同
时。诗中的张寺丞
指大理寺丞张亢、王
校勘指馆阁校勘王
琪，晏殊在商丘与两
人又有什么样的故
事呢？

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
张亢与王琪作为文友，公务之余常随晏殊泛

舟逢泽畔的南大湖。晏殊亲自掌舵，王琪和张亢
撑竹篙。有一次，三人行船要经过一处小桥。王
琪本是南方人，擅长撑船，却故意乱撑，让船横在
桥下，然后却大吼：“晏艄公掌舵不正！”桥上的人
看到此景，纷纷嘲笑，晏殊不禁羞红了脸。接着，
王琪一撑长篙，小船登时顺水而下。晏殊长舒一
口气，张亢和王琪则相顾大笑。多年后，晏殊还常
常和亲友谈起在应天的时光。此时，晏殊的身边
不再有尔虞我诈，不再有勾心斗角，只有美丽的山
水，纯粹的快乐。

寻遗踪龙潜之地 题古诗高辛寝庙

如今，在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有帝喾陵，宋太
祖赵匡胤登基后曾下诏大修帝喾陵寝并为之立
碑，并下诏对高辛庙、尧庙、舜庙等历代开国帝王
庙每三年祭祀一次。赵匡胤为什么对高辛庙如此
重视呢？据《石林燕语》记载，赵匡胤微贱之时，某
一次饮酒之后来到南京的高辛庙，在神灵之前投
掷杯珓占卜自己的未来，自小校以上至节度皆不
应，忽曰：“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珓，说
明乃命中天子。后来，赵匡胤以归德军节度使居
宋州（今商丘），陈桥兵变后建国号大宋，商丘也被
宋朝称为“龙潜之地”。宋朝时，高辛庙归属应天
府谷熟县。晏殊留守南京时，曾到高辛庙寻访宋
太祖遗踪，并以诗题庙中：“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潜
鳞。尝因蓍蔡占，来决天地屯。庚庚大横兆，謦咳
如有闻。”（晏元献《五州集》）

文彦博求学应天 作书启献于晏殊

文彦博在宋朝任将相五十年，声名闻于四夷，
是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而大众熟知他的却是
其儿时的神异，那就是树洞灌水取球的故事。天
圣五年（1027年）时，他随父亲在应天书院读书并
在当年考中进士。因为其父亲文洎当时任职应天
府通判，是晏殊的下属。而文彦博与弟弟文彦若在
应天书院读书师从的，正是晏殊应天兴学而导致通
过范仲淹推举在书院讲学的孙复。宋人王巩《闻见
近录》云：“文洎倅南京，子彦博、彦若并师明复。”

此间，颇有思想的文彦博曾作书启多封献于
知府晏殊。《文潞公文集》卷十《上知南京晏侍郎
启》云：“某向侍庭闱，幸窥幕府。仰铃斋之秘邃，
猥预阶升；晞文席之峻严，曲容隅坐。被尊光之委
照，宽蒙渎之深尤。”文彦博另有两封《温卷启》也
是此时写给晏殊的，书启中“虽则赋谢太冲，获张
司空之叹赏；文惭僧孺，得韩吏部之振扬”“王冲早
显于贵游，荀羡果膺于禁选”（《文彦博年谱》）等可
知，文彦博此时尚未进入仕途。晏殊对文彦博器
重并栽培，后文至宰相之职。宋仁宗景祐四年
（1037年），晏殊为为文彦博之父文洎撰墓志，《河
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先庙
碑》云：“考讳某……其治行之详见故平章事晏公、
参知政事王公沂撰墓志及碑。”

古城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