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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周显德元年四月壬戌，汴梁城大小官衙的正门都挂起了白幡。
“是哪个王爷死了？
”黎民百姓见了，交头接耳，纷纷打听。
按当时丧仪，只有王爷以上级别的人物死了，才有这样的规格。
也就是半个时辰，好事的人就找到了答案：“冯瀛王薨逝了。
”新的疑问又出来了：冯瀛王是谁？
大周朝肇建已经三年多了，没听说有这样一位王爷呀？
太祖郭威在世时，曾封当今皇帝为晋王。
太祖于四个月前晏驾，当今皇上柴荣几个儿子还都很小，没听说哪个封王，况且冯瀛王姓冯，肯定不
是皇室成员，若不是有勋劳于国家，哪能晋爵为王？
不多一会儿，新的答案就有了。
冯瀛王就是三天前刚去世的当朝太师冯道，瀛王是死后追封，昨晚当今皇上刚下的诏书，并命按王礼
安葬。
所以京师汴梁的各个大小衙门，今天_早便都挂起了白幡。
于是，街头巷尾，酒楼茶肆，冯瀛王便成了一时集中的话题。
这些议论，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贬多于褒；一种是褒多于贬。
贬多的这一派，当时人极少，就是几个朝廷命官，饱学耆儒。
他们的说法是：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
冯道却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任高官，累朝不离宰相、三公之位，还事辽主耶律德光，为太
傅，前后侍奉过十个皇帝，简直是个政治娼妓，毫无廉耻，不要脸！
而且此老特别圆滑，八面玲珑，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滑得似泥鳅。
在四个朝代为官，而且做的都是位极人臣的大官，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他的圆滑，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在乱世中陶然自处，还作《长乐老自叙》自我炫耀，“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
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
乐何如之？
”简直是个混世魔王！
这一派不否认冯道的个人品德才学。
但是“大节已亏，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
冯道视朝代之兴亡，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历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
小善，庸足称乎？
”他们心目中的忠臣志士应该是这样：“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
死。
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
”可是冯道呢，“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默，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
劝进。
君兴亡接踵，道富贵自如。
”真是奸臣之尤！
“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岂能以全身远害于乱世为贤哉？
”所以对此老应该贬斥。
褒多的一派，多为平民百姓，青年士子。
他们认为，冯道为人清俭宽宏，关心民间疾苦，乐于提携后进，循礼而不泥古，居高官而不凌下，绝
对是个忠厚长者。
他对于战乱，深恶痛绝，渴望天下一统，和平民百姓的愿望一致。
侍奉明君，勇于任事，出谋划策，不避嫌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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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昏君当朝，冯道才显得依违两可，那是情势所迫，无须过多地责备他。
比干谏纣王，结果被挖心，不但无益于事，反罹杀身之祸，是愚不是智。
那些以圆滑责备冯道的达官贵人们，他们自己做得又如何呢？
这一派又说，圣人讲三纲五常，是要所有的人，包括皇帝都要遵循的。
孟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要求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
首先约束的是君。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条件是互相的。
君没有君的样子，无德无才，专横残暴，凭什么要求臣下无条件地忠于他？
所以孟子才说，武王伐纣应该肯定，不能说是以臣弑君，只能说是诛灭了独夫民贼。
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这就是礼。
相反，你还去忠于这样的君，如闻太师之于纣王，那只能说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自朱温称帝以来，朝代更替之速令人眼花缭乱，至今已历五代，长的十几年，短的几年。
每一新朝立，皇帝都下诏任用先朝文武旧臣，无一例外。
那些先朝的大臣们，除了极个别的，也无不对新皇迎谒劝进。
这成了一股潮流。
何独苛求冯道？
要说不忠于前朝，首先得追究新朝的开国之君。
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先朝的重臣，石敬瑭还是后唐的驸马爷，但取代先朝的恰恰是他们。
若说对前朝不忠．首，先得拿他们问罪。
因为当了皇帝，便可置诸不问，反一味苛求不当皇帝的冯道。
说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
这也在指责之列吗？
自朱温以来，多昏君暴君，他们就该垮台灭亡。
完蛋了百姓们乐还乐不过来呢，岂能不往心里去！
以暴易暴，去了一狼，又来一虎，五十步笑百步。
凭什么就该往心里去？
要说应该往心里去，倒是该想法叫他们赶快完蛋！
换上一个能治国安天下的明主。
说冯道是“奸臣之尤”，这真是偏激到了极点，难道他比赵高、费无极、竖刁、易牙、屠岸贾还坏吗
？
有一个青年儒生说，别的我不说，就说冯道首撰《百家姓》，开官府雕版印刷九经(诗、书、易、春秋
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之先河，即可不朽于世。
当今皇帝赐冯道谥“文懿”，封为瀛王，实在有眼光，是圣明之君。
对于冯道的争论，自冯道死后至今一千多年，一直持续不断。
至今也没有定论。
不过，对冯道的褒贬，和时境有很大的关系。
五代之世，对冯道的评价是褒居压倒的优势，贬的声音很微弱。
这种状况，冯道去世以后仍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
和冯道同殿为臣的后周宰相范质(后任北宋开国宰相)说冯遒“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贸迁，人
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范质的话，代表了当时朝野的共同声音。
所以才有北世宗柴荣追授冯道为王的诏命；所以才有宋初年撰成的《旧五代史>用了五千多字的篇幅
，从正面去歌颂冯道。
编撰者薛居正在里写道：“历任四朝，三入中枢，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
授于诸侯，平生甚廉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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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郁有古人之风。
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这些话说于冯道去世后二十年。
冯道生前为何有如此高的声望呢？
他特别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所持原则为“三不欺”：“上不欺于天，中不欺于人，下不欺于地。
”而且持之以恒：“贱如是，责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道德情操确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他达观而不迂腐，喜提携青年后进：学子们都觉得他可亲，乐意接近他。
有一次他去国子监给生员们讲老子的《道德经>，讲毕，叫学生们大声颂读。
生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发声。
冯道问：“怎么不张口？
”一个生员站起来回答：“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生员们都笑了，冯道也笑了。
原来《道德经》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他的字。
古代盛行避讳，对于皇帝、上级、长辈、师长，是不许直呼其名的。
故而学生们不敢开口。
冯道说：“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禁忌，尽管放开喉咙读！
”生员们这才放心地诵读。
平民百姓也非常怀念冯道，出殡时家家户户为他烧纸钱，纸灰太多了，树上的叶子都变成了青灰色。
冯道的品德高尚，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人不可否认的。
然而不到百年，冯道的声望一落千丈。
贬斥之声占了压倒优势；褒的声音，反而很微弱了。
首先出来挞伐冯道的是欧阳修。
他撰写了《新五代史》，说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读《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
其可为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紧接着是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
，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
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
胡三省说冯道：“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得更为激烈：“道之恶泛于纣，祸烈于跖矣！
”说冯道比殷纣王还坏，其祸害比盗跖还可怕！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方自称长乐老，叙己所得阶
勋官爵以为荣，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
”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写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
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写到这里，范文澜骂道：“好个奴才的奴才！
”石敬瑭视辽主耶律德光为父，甘当儿皇帝，所以范文澜这样说。
近千年也偶有赞许冯道的声音。
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说冯道“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
“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明代作《焚书》的李贽甚至称赞冯道：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
简直把冯道视为耶稣了！
不过，赞许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且一触及三纲五常，就显得底气不足。
褒贬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是因为自宋代以来，人们的节烈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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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盛行。
理学可以说是儒家的极端派，把儒家的三纲五常理念发展到极致。
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宋以前是不这么严格的。
后周太祖郭威，先后娶过四位妻子，即柴氏(柴荣的姑姑)、杨氏、张氏、董氏，都是再醮妇。
以堂堂天子之尊，于此并不计较，可见视女性再嫁为平常事，并没有“从一而终”的束缚。
对于大臣，宋以后受理学派的影响，强化其道德观，以做一姓之终生家奴为荣，提倡精忠报国，主辱
臣死。
冯道这样几家皇帝的奴仆自然就成了反面典型。
如果是春秋战国时代，冯道可能会成为苏秦张仪式的人物。
连儒家创始人孔子都去国离乡，周游列国，寻找明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孔老先生那时绝不会提出什么主辱臣死的主张。
相反，老先生倒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条件是互相的，不提倡绝对的忠。
这就是时境的不同。
生在承平之世的士大夫，用不着对君主或朝代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唱起“国破死节，主辱臣死”的
高调是很容易的。
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危险。
冯道生活的时代就不同了。
朝代更换的频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冯道一生所事四朝十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不到八年，每帝仅三年多。
这还没算他事辽的一段时间。
如果他生活在清康熙或乾隆年间，其一生仕途只略多于皇帝享国的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了，连易君
都赶不上。
绝对不会出现“大节有亏”的问题。
五代时文臣武将转向之快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州县两级官员，差不多是原封不动地从旧王朝过渡到
新王朝。
他们和冯道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冯道的官太高，声望太显著，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列入死节传的仅有三人，不是他不想列，实在是找不着。
这有欧阳修自己的话为证：“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
”欧阳修也承认：“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
”“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
”既然如此，又苛责于冯道，欧阳修就自相矛盾。
欧阳修还有双重评判标准。
对冯道是一个标准，对靠阴谋和武力坐上龙椅的又是一个标准。
他们夺取帝位之前都是前朝或前一个皇帝的臣，其夺取帝位的过程充满了阴谋和血腥。
但欧阳修不但不用对冯道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反而为他们作本纪，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就是抛开政治道德方面，冯道也决不是个一尘不染的圣洁。
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不论内心世界还是立身行事，都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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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军阀强权政治的时代。
五代的历史，使中国的分裂走向了终点．统一永远是历史的主流。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
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
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如意
。
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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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
字可道，自号"长乐老"。
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
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
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
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
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
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一生，历经五朝，三入中书，担任宰相、三公、三师等职位近三十年，前后俸事八姓十帝"。
冯道处乱世而历巨变，政权和皇帝走马灯似的轮替不休，他的官运却一路亨通，长兴不衰，不但长年
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瀛王，五代末年其声望一度达到顶峰，实为历代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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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借食店演说大背景仗侠义扶助落难姝唐昭宗天复二年的初秋。
虽然已经过了处暑，但长安城的白天仍然酷热难当，骄阳似火，热浪闷得人心焦火燎，大街小巷的道
路、店铺、民居和官衙被热辣的日头晒得仿佛冒着白光，刺得来往行人个个眯起双眼。
偏偏又没有畅爽的清风，连树梢也不摇一摇。
只有树间的知了那令人心烦的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朱雀大街以东，靠近五十四坊的东市附近一家面食店里，坐着一位年方弱冠的年青人。
他身穿浅绿色暗花纱长衫，头带乳白色儒冠，一望而知是个读书人。
他清秀的脸庞略显僬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伤感，他一边慢慢地进餐，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
着店里的陈设。
这虽是一家档次不高的食店，但却颇有名气，不仅长安城内家喻户晓，在佐近州县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它的名字叫做“天然居”，其拳头食品名唤“七宝棋子”。
用精选的面粉团成围棋子大小的面团，和面的水取自郊外曲江池山泉。
佐以七种配料，用肉汁汤煮熟，软硬适度，入口清香。
而且物美价廉，是大众化食品。
来光顾的多是市井平民，但也时有达官贵人光顾。
所以店面装修得虽不华贵，倒也整洁轩敞，庭院里面辟有雅间，为方便寻常百姓，临街还设有外卖窗
口。
这是座百年老店，额匾“天然居”三字颇有来历，是唐德宗宰相陆贽的手笔。
陆宣公为何给这个店题写额匾呢？
这里有一段谐妙趣闻：陆贽有一次微服出游，经过这家面食店，听说“七宝棋子”好吃，便要了一碗
吃了。
结账时一摸口袋，才发现没带银钱。
堂堂宰相付不了饭钱，好不尴尬。
正为难间，恰店主踱步至此，审量老先生的器量风度，不似等闲之辈。
于是带笑道：“老人家不必为难，些许饭钱不必挂意，权当小店孝敬长辈了。
只望以后老先生多多惠顾，就是小店的福份了。
”陆贽道：“承店主美意，不胜感愧！
这样吧，我看贵店牌匾略显得粗俗了些，实在是美中不足。
老朽不才，略知书法，今为你题一额匾，略表谢意，你看如何？
”店主是精明人，更觉老先生来历不凡，称赞道：“老先生肯赐墨宝，实在为小店生辉。
”便吩咐店小二：“快，纸墨伺候！
”当时这家食店规模不大，哪有什么上好的笔墨？
不过是账台记账的普通羊毫而已。
陆贽倒也不计较，蘸饱了墨，运了运气，刷刷刷，“天然居”三个行书字便展耀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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