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泽十二水”系列之六十五：“人文逢泽”（16）

编辑张莹 电话：2626317 E-mail：zhangyinglwm@sina.com

2018年11月8日

■策划/张浩哲
15

连载姑射神人
“姑射”为山名；“神人”即指得道的人。

这一成语原指姑叶山的得道真人。后来泛指
美貌的女子。

典故出自战国末期宋国人庄周在他的著
作《庄子·逍遥游》中讲的一个故事：“肩吾问
于连叔曰（肩吾、连叔，旧说皆为有道之人，实
是庄子为表达的需要而虚构的人物）：‘吾闻
言于接舆（楚国的隐士，姓陆名通，接舆为
字），大而无当（底，边际），往而不反（返）。
吾惊怖其言。犹河汉（银河）而无极也（极：边
际，尽头）；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

‘其言谓何哉？’曰：‘藐（遥远的样子）姑射之
山（传说中的山名），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
雪，绰约若处子（柔弱、美好的样子。处子：处
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
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指神情专一），使物
不疵疠（疾病）而年谷熟。吾以（认为）是狂
（诳，虚妄之言）而不信（可靠）也。’连叔曰：
‘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花纹、色彩）之观，
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
也，之德也，将旁礴（混同的样子）万物以为
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忙忙碌碌、疲惫不堪

的样子）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
浸（大水）稽（至）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
也，孰肯以物为事？’”

这一故事说的是，当时有个修道之人叫
肩吾，他向连叔求教，说到了接舆。接舆是楚
国的一位隐士，姓陆名通，接舆为字，佯狂不
仕，常以家为业，楚王用重金聘他都不接受，
以游山海，不知所踪。肩吾说：“一天我见到
了接舆，和他谈起话来，那家伙大话连篇，没
有边际，一说下去就滔滔不绝，回不到原来的
话题上。我十分惊恐他的言谈，就好像天上
的银河没有边际，跟一般人的言谈差异甚远，
确实是太不近情理了。”连叔问：“他说的是些
什么呢？”肩吾道：“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
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体
态像处女一样柔美，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
露，乘着云气，驾着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

他的神情那么专注，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
年年五谷丰登。’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一
点也不可信。”连叔听后说：“是呀！对于瞎
子，没法同他们共同欣赏花纹和色彩。对于
聋子，没法同他们一起聆听钟鼓的乐声。岂
只是形骸上有聋子与瞎子吗？心智上也有聋
和瞎啊！这话，似乎就是说你肩吾的呀。那
位神人，他的德行，广使万物合于一体，以此
求得整个天下的治理，他怎么肯辛苦劳碌地
去管世间的俗事呢！像他那样的人，外物没
有什么能伤害他，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天
下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焦裂，他也不感到灼
热。他所扬弃的尘埃以及瘪谷糠麸之类的废
物，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人君来，他怎
么肯纷纷扰扰以俗物为自己的事业呢？”

庄子借姑射神人的形象阐述“神人无功”。
神人并非和外物毫无接触，但他的心却不为
外物所扰。他是道的化身，“肌肤若冰雪，绰

约若处子”这既是在描写他的相貌，更是在揭
示道的特点：纯素自然，柔弱若水，超然忘我。

姑射神人以抵达“旁礴万物以为一”的境
界。诸子认为圣人有威化天下之德，而神人
只需凝神就能让万物蓬勃生长。传说尧在见
到神人后，竟也不由自主地忘了天下，忘了功
名，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万物，逍遥自在。

遗憾的是，世人难以领悟大道以及为大
道化身的姑射神人。肩吾的观点代表了普通
大众的观点。在凡人的眼中，那些描写神人
的美妙词汇简直是虚妄浮夸。而现在也经常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不管
他的本身是多么美好，都不免被视为荒谬怪
诞，进而被嘲笑、被孤立。这说明，要超越世
俗的价值观，坚守自我本性，有时不只需要恬
淡的内心，还需要勇气和坚持。很多人并非
不知道何为美善，何为丑鄙，只是迫于他人看
法的压力，不得不对世俗偏见进行妥协，不敢
有半分越俗之举。这样的人将迟迟不能实现
自我思想境界的提升。

由于庄子讲的这段故事，“姑射神人”就
成了成语。例句 ：“广寒仙子月中出，姑射神
人雪里来。”（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
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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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为归德节度史，归
德军驻宋州（今商丘），故陈桥兵变后，立国号曰

“宋”。宋真宗追念太祖，认为赵氏之所以得天
下，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因此于景德三年
（1006年）二月升宋州为应天府。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自汴
京出发，千乘万骑，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途经
应天府。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真
宗封泰山、祀后土、祭老子祠之后，决定将应天
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五月二十八日，真宗亲
自驾临应天府。二十九日，主持隆重的授命仪
式，升应天府为南京，改圣祖殿为鸿庆宫，并赐
宴三日。此时的南京与首都东京汴梁、西京洛
阳、北京大名合称为“四京”。

这不是个轻易的决定，与此相关的事务和
耗费都很多，既然叫“京”，其规格就得和东京开
封相“匹配”。真宗祭老子祠还没回到开封，便
下旨先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新南京的主殿，接
着规划南都京城和宫城。清康熙《商丘县志》
载：“归德殿，在旧城内，宋南都行宫之正殿也。”
就这样，商丘就由应天府改称“南京”。《水浒传》

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约 1120年—
1122年），这时“南京”已被宋人叫了100多年。

真宗在修建南京的同时，还下旨追赠当年
太祖皇帝的幕僚勋旧，这种特殊的恩礼可以转
让给他们的子孙。另外，特地在南都修建了一
座道观，叫作南京鸿庆宫，用来安放和供奉太祖
皇帝、太宗皇帝的“御容”。清康熙《商丘县志》
载：“鸿庆宫，旧在应天府城北，俗称北宫，宋之
原庙也，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以应天府为南京，
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于圣祖之
侧，名神御殿，又名三圣殿。故址在城西南隅。”
可以想象，北宋时的南京也是非常壮观繁华的
都市。如果拿清朝打比方，宋朝的开封相当于
清朝的北京，而南京商丘则相当于清朝的沈
阳。在这里当一把手的人，级别和东京开封府
尹相当，比一般州郡的知州、知府要高得多。如
晏殊、欧阳修、张方平、叶梦得等人，都曾担任过
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余不太熟悉的，后来也
大多升到副相的高位。当时这里是最适合人居
的优雅城市，有些宰相退休，也选择在这里度过
晚年，如“睢阳五老”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

大宋陪都真宗定 在宋代，商丘先后称作宋州、应
天、南京等，先为州治，再为府治，后为
陪都，使这里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便
利的交通设施、优越的物质条件、珍贵
的教育资源。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
在两宋时期更是“南控江淮，北临河
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
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
南北之要道焉”。其水陆交通网四通
八达，可以便捷地通往全国各地。

在水路方面，隋唐大运河汴河段
穿境而过，清代的朱彝尊曾这样描述
过当时汴河给商丘带来的交通便利：

“商丘，宋之南京也。东都盛时，由汴
水浮舟达通津门，三百里而近，车徒之
毂五，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
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
于碧堂上……”在陆路方面，自宋真宗
景德三年（1006年）开始，由官方出资
重修隋唐时期建成的商丘境内的“驰
道”，由彭城沿汴河直达汴京。驰道相
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首创于隋炀帝
杨广，主要是皇帝出行专用，没有皇帝
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驰入，即便是皇
族内部人员也不行，否则就是僭越大
罪，有杀头的危险。而宋朝当局重修
的商丘境内的这条驰道，却规定任何
人都可以行走，这是当时商丘人在交
通上享有的特权。直到现在，商丘人
还习惯于把主要道路称为“官路”。

北宋时期的商丘，由于地处黄河
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沃野千里，是全
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小麦、水稻、大
豆、芝麻等农作物非常丰裕。最为有
名的土特产“应天府金桃”天下驰名，
被作为贡品为皇家专用。商丘还拥有
发达的纺织业，农村家家植桑养蚕，城
镇丝织作坊林立，生产的丝绸畅销全
国。当时，丝绸属消费奢侈品，价格昂
贵，潇洒华丽，即便是欧洲的一些皇室
大族，也不能轻易穿着。而在商丘，丝
绸成为人们最普通的衣料，司马光曾
在文中记载“贩夫走卒皆着丝袜”。在
历史的年轮中，北宋时期的商丘缀满
了文明的硕果，回望追溯那段岁月，宋
真宗赵恒在这段横截面上，可谓功不
可没。

《水浒传》中两次出
现“南京”这个地名，一
次在第二回，鲁智深在
酒店里见到金翠莲父
女，问道：“你两个是哪
里人家？为什么啼哭？”
金翠莲回答说：“奴家是
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
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
移南京去了。”第二次在
第十三回，晁盖回答雷
横的话说：“（外甥王小
三）四五岁时随家姐夫
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
去去了十数年。”这里提
到的“南京”，都是指今天
河南商丘，和江苏省会南
京市没有任何关系。

商丘为什么会称
“南京”呢？这和宋真宗
有关。宋真宗，宋朝第
三位皇帝，名赵恒，997
年继位，卒于 1022 年。
他在位25年，统治时期
治理有方，起用范仲淹
等名臣，北宋的统治日
益坚固，比较强盛，史称

“咸平之治”。 但是后
期与辽有“澶渊之盟”，
导致国力趋弱，使得宋
王朝的“内忧外患”问题
日趋严重。宋真宗好文
学，比较著名的诗有《励
学篇》《劝学诗》以及词
作《西江月》等。他还是
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
车马多如簇”（《励学
篇》）的作者。宋真宗曾
多次到商丘，他和商丘
颇有渊源。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
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
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人曹诚在戚
同文讲学旧址建馆，愿将应天书院的学舍入官，
并请求让应天书院的创始人戚同文之孙戚顺主
持。他的这一义举得以应天府的名义上报宋真
宗。宋真宗看到奏折后，遂“面可其奏”，并让端
明殿盛度把这一事情记下来，又令前参预政事
陈尧佐给应天书院题榜，正式赐名为“应天府书
院”。从此，应天书院不仅取得了官学的地位，
而且又有宋真宗的赐名，名声大振。曹诚被任
命为书院助教。北宋开科取士，应天府书院人

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书院用千
年不衰的墨香和书韵，给商丘这片土地以不朽
的文化熏染和文明浸润。

应天书院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
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
北宋四大书院。有范仲淹在此求学“不见皇帝”
的故事。宋真宗驾临应天府，这日府城内万头
攒动，热闹异常，书院的师生也倾巢而出前往观
看，唯独范仲淹仍在院内读书。有人问他，为何
错失良机而不去看看？他却回答：“异日见之未
晚。”宋仁宗时，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
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
一。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真宗赐名，颁诏官学

宋朝“南京”：应天升格，大宋陪都

助推经济：
官修驰道，商贾兴盛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