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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赏历史掌故，可以使我们在为人处世中汲取智慧。
　　所谓掌故，一般以内容生动、情节感人见长。
掌故，凡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轶事等故事，无不饱含着当时人生的情趣与才智。
　　掌故之所以不同于成语、典故，问题就在于它是以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而存在的，它仅仅是一个时
代瞬间的亮点，一个大故事、大事件中的精致片断。
它像小巧玲珑的精美而雅致的人文镜片，启迪人生意蕴深长。
　　本书《品掌故见智慧》，始于先秦，止于民国，涉及广泛，都是一些令人兴趣盎然的小掌故，它
将获得不同层次读者的青睐。
因为在这里展示着种种人生体验，并被赋予新的生活意义。
本书对历代掌故粗略地分门别类，其中或智或愚，或美或丑，或好或恶，或正或邪，都明显地打上历
史的印记。
这个印记，是人文色彩浓淡相宜的印痕，并隐隐约约地摇曳着喜怒哀乐的历史倩影，我们遥望着它、
品味着它，那种云卷云舒的感觉，更有一种恰似“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感慨。
　　流连于掌故，是乐趣的交响，是可见的掌中的智慧，也是社交的谈资。
当你郁闷的时候，当你举止失措的时候，当你面对失意的时候，这本书便能够让你惬意，让你领悟，
让你坦然。
　　中国掌故浩如灿烂繁星，今日品赏昨夜星辰昨夜风儿般的掌故，当是我们人生的掌中智囊，其精
华所在，底蕴通今，历来叫人踌躇满志，不可名状。
是为序。
　　古敏 2007年12月26日　　于北京香山等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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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入的掌故，记载了历史事件、人物轶事，无不饱含着人生的情趣与才智。
这些令人兴趣盎然的小掌故，流链于掌故是乐趣的交响，是可见的掌中智慧，也是社交的谈资。
当你郁闷时，当你举止失措时，当你失意时，这本书便能够让你惬意，让你领悟，让你坦然参照的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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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艺掌故　从此不再弹奏　莫愁何其多　洛阳纸贵　道边苦李　走到哪儿醉到哪儿　“凤”
为凡鸟也　枕流漱石　飞来峰巧对　刘公荣饮酒　不读谢诗觉口臭　吴均不均，何逊不逊　关西安在
　惟余“竞”“病”二字　陈伯之归梁　悲平城与悲彭城　“北方文士如何”　偷江东集　烹茶风味
　人日诗　“点鬼簿”与“算博士”　百首如一首　前度刘郎　司空见惯　苦吟诗人　关于李远的任
用　只留二百首　塞北烟尘我自知　有禄肥妻子　凝为上，祜次之　“一江”与“半江”　恨不见替
人　王勃墓前　“出水芙蓉”与“铺锦列绣”　作艳诗，下地狱　何以石泉槐火齐新　我心惟只与天
和　妙在一联中　掌中改诗　“银花合”与“金铜钉”　不忍更双飞　郭弘霸尝便液　战袍寄诗　“
龟”与“毯”　　南朝天子爱风流　不作寒士语　赐以金杯　深明人义的蒋桃　少游的绝命词　苏轼
出狱　十分诗也　点金成铁　彭几剃眉　儿媳改嫁　取名号　彭渊材的“五恨”　欧阳修并非近视　
针线闲拈伴伊坐　优人嘲“西昆”　无字的悼词　为诗人放行　因词获罪　风筝上的词　张三影　晏
殊的得意之作　《望海潮》的冤案　代人填词受赏　“罢”与“赋”的置换　神、圣、工、巧　三人
论词　晏几道的“四痴”　不媚权贵　“发奋”与“立志”　苏轼梦中的杜甫　苏轼的自责　夫人原
来是诗人　代人填词谢罪　苏轼梦盼盼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春梦婆　秦观学柳永　故人天上有书
来　辛弃疾求教　白日见鬼　不是杜诗　琴操改韵　舟轻一鸟“×”　王阳明看花　“格”竹子　自
嘲以解围　“恐压八闽十二州”　鲁迅与郁达夫　田汉与周信芳成知己　胡适和章士钊　胡适、胡健
中打油诗应和　陈布雷与郭沫若第二章　政界掌故　土地纠纷　鲁君为楚王驾车　不容许看别人一起
呼呼大睡　这就像大鱼吃小鱼　有没有什么办法确保生存　杨因的履历表　父亲和君王哪一个比较重
要　郑公伐胡　劝谏又有什么用　师经拿琴砸魏文侯　世子申生　阳昼谈钓鱼　不奇怪的怪事　周成
王君无戏言　齐景公见虎又见蛇　只听说过与没听说过　管仲说自己比愚公还笨　秦始皇想让位　田
子方穷而骄傲　孝子与忠臣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齐桓公的天　想当然耳　以手书空　秦宓论天　
拜与不拜　华歆与王朗逃难　谁是佞人　隐者杨朴　我怎么不敢来呢　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　片语解
纷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争夺大元帅之位　戴笠报胡宗南知遇之恩　孔祥熙、杜月笙互捧场　袁世凯
计唬熊希龄　孙殿英的两份白话文电报　陈济棠迷信风水，买祖坟　蔡元培助人解难　　陈布雷“幽
默”张道藩　罗家伦聘请蒋廷黻　陶希圣游说胡适　有“断袖”之癖的曹锟第三章　商道掌故　千古
绝唱的一笔生意　陶朱事业　活用钱财的大手笔　准确预测商情　狗猛酒萧条　童叟无欺　“南京城
，沈一半”　无心插柳柳成荫　富商借牛　掌柜王盛林　与时俱进　史量才与席子佩反目为仇　《申
报》和《新闻报》的龙虎斗第四章　世情掌故　买琴毁诗　梁上君子　大未必奇　破罐不顾　鼓天锡
串戏　柳敬亭说书　朱楚生　书骂坐　不喜高帽　不佞神佛　不敢有胡子　司马相如宫刑　好施　四
面观音　　做官袍　腰有软硬　空误“修身为本”　菜瓮　贪痴　归廉泉　冯先生第五章　争讼掌故
　晏子论罪　私恩与公法　鼠屎断案　县令的誓联　关木匠　天性不嫉恨人　玉堂春　余杭人为什么
到钱塘来做贼　　罗道宗断诗案　金陵女子王善聪　笼中鹦鹉　一桩错综复杂的版权争讼案第六章　
爱情掌故　昆山民　绍兴士人　莫举人　梁夫人　陶懋学　惠士玄妻　范笏林　戚大将军妾　高娃　
云雨纷飞二十年　幼女配老翁　你莫思量我　各留不尽之情　香烟绕颊　卖油郎　赛金花与瓦德西结
识　蔡元培的三度婚姻　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离合　风流才子徐志摩　萧红与
萧军的“偶然婚姻”　张爱玲一失足成千古恨　《自由谈》“腰斩”性爱小说家　康有为和他的后二
任妻子第七章　哲人掌故　随阳公子和郁离子论富贵　齿亡舌存　使尧舜牧羊　子路问津　苛政猛于
虎　墨悲丝染　巫马子问道　死后有没有知觉　王顾左右而言他　以明哲保身为糊涂　饱吃一顿　凫
水与治国　磨砖作镜　也须问过　丹霞烧佛　法琳念观音　万物一体　忙煞老僧　心中无妓　壁画《
西厢》　莫如杀人　和尚安在　打就是不打　禅师善昭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台　叶小鸾受戒　　
后头更比前头高　“书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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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品读从此不再弹奏　　品读　　伯牙，春秋时人，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
成连的所有技艺，伯牙都学会了，一招一式，毫无二致。
然而终未能达到成连的那种“精神寂寞，情之专一”的境界，伯牙为此很是苦恼。
成连说：“我只能教你鼓琴的技法，却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性情。
我的老师子舂在东海中，你随我去找他吧！
”伯牙随成连到东海蓬莱山上。
　　成连说：“我去迎接我的老师”，于是留下伯牙，划船而去。
伯牙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成连归来，向四处望去，但闻“海水汩没，山林窅冥，群鸟悲号”，心情十
分悲凉。
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老师成连以此来改变他的性情，于是援琴而作歌。
　　此后，他所弹奏的琴曲越发高深莫测，惟有钟子期能解其意。
伯牙弹一曲《高山》，钟子期说：“巍巍乎若高山。
”伯牙又弹一曲《流水》，钟子期说：“荡荡乎似流水。
”以后，钟子期死，伯牙因失去了惟一的知音，摔碎了琴，从此不再弹奏。
　　点睛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
此则掌故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仅要追求最大的成功，最完美的气质，同时也要追求最高贵的性情。
伯牙为了知音的死去，而碎琴不弹，可见他视知己为神圣。
伯牙此举，对冷酷的心灵来说是温暖，对厌世者来说则是个乐趣。
后人有诗感叹道：人琴俱千古，琴台空自留。
一自经戎马，山颓水横流。
　　莫愁何其多　　品读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中有“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
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诗句。
这里提到的是南朝梁时洛阳的莫愁。
唐朝也有个女子叫莫愁，擅长歌谣。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
艇子打双桨，催送莫愁来。
”歌谣中写的是唐朝石城的莫愁。
石城在竞陵，并非石头城。
湖北钟祥县西有莫愁村，即石城莫愁的故乡。
南京有莫愁湖，即以石城误为石头城之故。
　　少妇郁金香”句，用的就是洛阳莫愁的典故。
再如李商隐《无题》诗中“重帏深下莫愁堂”，周邦彦《西河》词中“莫愁艇子曾系”等皆是。
　　点睛　　我国有些人名、地名，乃至花草虫鱼的名字，有的来源于一个富有诗意的掌故，有的名
字本身就很富有诗意。
所以，诗人们愿意把它们写进自己的诗中，来增强作品的色彩和韵味。
莫愁，就是历代诗人们经常引用的人名和掌故。
如沈俭期《独不见》诗中“卢家少妇郁金香”句，用的就是洛阳莫愁的典故。
再如李商隐《无题》诗中“重帏深下莫愁堂”，周邦彦《西河》词中“莫愁艇子曾系”等皆是。
　　洛阳纸贵　　品读　　左思是西晋的一个文学家，但他年轻时家境贫寒，很被人看不起。
左思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又雄心勃勃，准备创作一篇《三都赋》。
当时，正巧他的妹妹左禁被选进宫廷，左思便移家京城，要求做秘书郎，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
为了搜集历史知识，他还游历古城旧都。
他经常夜以继日，绞尽脑汁，庭院墙沟边到处搁着笔墨，偶得佳句，就连忙记在纸上。
　　当时的文学家陆机来到洛阳，也准备写一篇类似《三都赋》题材的作品，听说有个叫左思的年轻
人正在写，不禁抚掌大笑，对别人说：“那个凡夫俗子要是能写成《三都赋》的话，也只配拿来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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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坛子。
”　　整整10年过去了，一篇雄浑精深的《三都赋》终于写成，但是并不引起世人的重视，传抄者寥
寥无几。
　　左思十分懊丧，他想，这一定是别人觑着我官卑职小，因人废言。
于是他求见当时名儒皇甫谧，呈上文稿。
皇甫谧读罢，拍案叫绝，当即作了题序。
左思再去拜见侍书郎张载、大学者刘逵，请他们分别为赋作了注解。
一经名家认可，文人学士们便蜂起撰文颂扬，司空张华对赋文作了更高的评价，连那个陆机也叹为观
止，就此搁笔。
《三都赋》重新发表时举国轰动，富贵人家到处请人恭楷抄写，纸张供应顿时紧张，洛阳纸价为之飞
涨。
　　点睛　　这个掌故很有启发意义，它一方面说明老一辈的名家学者对于奖掖后进，发现人才，负
有多么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上习惯于从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和作品的价值，这
种风气固然不利于人才培植。
但是，对一个想奋发有为的人来说，却是个“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磨砺。
只要你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人生有必然的重重困难，宋朝诗人杨万里有诗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
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栏。
　　道边苦李　　品读　　王戎小时候很聪明，很爱思考问题。
有一次，他和邻居的一大群小孩儿跑到村外去玩。
沿着大路走啊走啊，忽然看见路旁有一棵李子树，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一颗颗李子晶莹熟
透，很是可爱。
小孩儿们一声欢呼，争先恐后地爬上树，只有王戎一个人站在路边不动。
小孩们招呼他说“快来采嘛，可多啦！
”王戎说“我不吃，这棵树长在大路旁，熟透了还有那么多果子，一定是苦的。
”小孩儿们尝了几口，连忙呸呸地吐了出来，果然又酸又苦。
　　点睛　　王戎后来成了西晋有名的清谈家——“竹林七贤”之一。
在这个故事里，不要看王戎年纪小，他思考问题倒是很合逻辑的，迅速得出了正确的判断，表现出特
异于群儿的聪明。
这就是：如果长在大路边的无主李子无人吃，那它必定是苦的，这是大前提；这棵无主李树长在大路
边又没人吃它的果实，这是小前提；因此李子必定是苦的，这是结论。
形式逻辑研究的是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要使自己思考问题时少　　犯错误，就必须遵循它；当然，要获得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具有关于前提
的科学知识。
　　走到哪儿醉到哪儿　　品读　　刘伶，魏晋时沛国人。
他相貌奇丑，行为奇特，有名士神韵，因其对玄学有超出常人的领悟，故当时人将他与阮籍、嵇康、
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合称为“竹林七贤”。
　　据说，刘伶常常驾着鹿车，在荒郊旷野漫无目的地行走，鹿车上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个盛满酒
的大坛子。
车后跟着一个扛着锸的僮仆，他时常对僮仆说：“我走到哪儿，就醉到哪儿，醉死在哪儿，你就挖个
坑把我埋在哪儿。
”还有的时候，刘伶在家里喝醉了，就脱光全身的衣服，在屋内跑来跑去，边跑边大声念诗。
有人看见了，讥笑他不遵礼法，毫无廉耻之心。
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房屋，把居室当作衣裤，各位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中呢！
”　　点睛　　刘伶的这种嗜酒放旷是他应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的权宜之策，
也是他与礼法名教抗争的一种方式。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刘伶有理想、有抱负，他渴望思想与形体都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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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刘伶的这种放浪形骸也对后世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所
谓的放旷又在西晋胡毋辅诸人身上重现，可以说，刘伶的放达，开一代颓风。
　　“凤”为凡鸟也　　品读　　西晋名士吕安，字仲悌，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有济世之志。
与嵇康友善，每当想念时，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要前来探望。
一次，吕安前来拜访嵇康，不巧嵇康不在，出来迎接他的是嵇康的哥哥嵇喜。
吕安没有进屋，只在门上题了一个“凤”（鳳）字便走了。
嵇喜未解其意，以为“凤”是百鸟之王，心中还很高兴。
嵇康回来见到门上的“凤”字，对哥哥嵇喜说：“凤字，凡鸟也。
他是在嘲讽你呢！
”嵇喜这才恍然大悟。
“凡鸟”，系“凰”的拆字。
　　点睛　　一个“凤”字，表现了吕安的孤傲、嵇康的聪慧和嵇喜的憨厚。
　　枕流漱石　　品读　　西晋名士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
才藻卓绝，爽迈不群。
以佐著作郎，参石苞军事。
自负才气，对苞多有侮慢，人见不拜，仅长揖而已，并说：“天子命我参卿军事。
”石苞因此衔恨，参奏孙楚讪谤时政，将孙楚免官多年。
后扶风王骏起用为参军，转梁州令。
惠帝初年为冯翊太守。
孙楚年少时，曾欲入山中隐居于泉石间，曾对王济谈及此事，并将“枕石漱流”误说成“枕流漱石”
。
王济调侃说：“流非可枕，石非可漱。
”孙楚巧辩说：“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
”　　点睛　　人生历练日多，其机敏过人也多。
　　飞来峰巧对　　品读　　惠理，本天竺（印度）国人，东晋咸和初年来到中国。
他在杭州，看见山岩秀丽，便说：“这是我们天竺国灵鹫山的一个小山峰，不知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
了？
”这就是杭州“飞来峰”名字的由来。
　　“飞来峰”下面有“冷泉亭”，明末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董其昌为其写了一副对联：泉自几时冷
起；峰从何处飞来？
　　因这副对联上、下联都是问句，后来便有些人作对联回答这两个问句。
石洽棠的答联是：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
清朝左宗棠的答联是：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人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
清朝俞樾的答联是：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
最妙的是俞樾的女儿绣孙的答联：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
　　俞樾问女儿：“大禹治水，说‘泉自禹时冷起’，可以理解。
‘峰从项处飞来’有何出处呢？
”女儿绣孙答道：“项羽唱‘力拔山兮气盖世’，不是项羽拔山，峰怎么会飞来？
”　　点睛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
浙江德清人，道光元年生。
以进士官编修，提督河南学政。
　　自少至老，著述不倦，是清代著名学者和诗人。
他的女儿绣孙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所以能写出这样有学识、见才华的巧对。
　　刘公荣饮酒　　品读　　西晋人刘公荣，性嗜酒，无论什么人都能与之共饮。
为此，常受到人们的讥笑。
他却说：“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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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日皆与人共饮而醉。
当时，王戎年方弱冠，来拜访阮籍，正值刘公荣在座。
阮籍对王戎说：“我这里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
”故意不让刘公荣饮。
而言语谈笑，则三人无异。
有人问阮籍，为什么不请刘公荣饮。
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不得不与饮，惟公荣可不与饮。
”　　点睛　　刘公荣善饮，阮籍偏不与他饮，并用刘公荣的话来做解释，幽默诙谐中不愧名士风范
。
　　不读谢诗觉口臭　　品读　　南朝梁武帝高祖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善音乐诗赋。
未称帝时，曾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肪、陆任同为齐竞陵王萧子良的门客，号称“竟
陵八友”，为“永明体”的代表作家。
其中，以谢胱诗的成就为最高。
梁武帝十分喜爱谢朓的诗，常说：“不读谢诗三日，便觉口臭！
”　　点睛　　谢胱，字玄晖，与谢灵运同族，时称小谢。
因做过宣城太守，故有“谢宣城”之称。
存诗二百余首，风格清新秀丽，长于写景，颇多佳句。
如《和徐都曹出新亭渚》中“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游东田》中“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风云有鸟道，江汉限
无梁”，《自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
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很推崇谢胱的诗。
梁武帝的这句话，既说出了他对谢诗的喜爱，又巧妙地反映了谢诗清新冷俊的特色。
　　吴均不均，何逊不逊　　品读　　梁武帝诗多有佳作，如《逸民》、《西洲曲》、《河中之水歌
》、《东飞伯劳歌》等，其中的佳句有“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
时相见⋯⋯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等。
但他过于注重声律、讲究辞藻，据说对于双声、叠韵字的运用，即自梁武帝始。
有一次，他和群臣各作五字叠韵。
　　梁武帝：“后牖有朽柳”；刘孝绰：“梁王长康强”；沈约：“偏眠船舷边”；庾肩吾：“载碓
每碍埭”；徐搞：“臣昨祭禹庙，残斛熟鹿肉”；何逊用曹阿瞒的掌故：“暮苏姑枯卢”。
只有吴均，终未能想出五字叠韵的句子。
梁武帝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
”　　点睛　　吴均因无诗，被责怪为“不均”；何逊因用魏武帝的掌故，而被说成是“不逊”。
梁武帝身为一国之君，在他如此倡导下，更加助长了那种过于讲究声律和词藻、内容空泛的“齐梁体
”诗风。
　　关西安在　　品读　　吴均，字叔庠，南朝梁诗人。
天监初年柳恽为吴兴刺史，吴均为郡主簿，二人日相赋诗。
时人称他们的诗为“吴均体”，多有仿效者。
他的代表作有《答柳恽》、《酬别江主簿屯骑》、《春咏》、《山中杂诗》等。
吴均的诗，有时用语过重，好作惊人之笔，如他的《剑骑》诗中“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等诗句
。
后来，他做了朝廷的奉朝请，经常与天子梁武帝见面。
梁武帝和他开玩笑说：“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
”吴均无言以对。
他的诗中还有“秋风识白水，雁足印黄河”句子，他的诗友沈约曾当面批评他：“‘印黄河’用语太
实、太险了。
”沈约的《早发定山》诗中有“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句子，吴均不服气地说：“你的‘山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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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然’，不是也说得很实、很险吗？
”沈约说：“我只是‘欲然’，可你已经‘印’了！
”　　点睛　　梁武帝的玩笑和沈约的批评，都是受着诗应“温柔敦厚”的传统观点的影响。
但诗的用语也不宜太实、太险，否则会破坏诗的意境和韵味的。
　　惟余“竞”、“病”二字　　品读　　曹景宗，字子震，南朝梁人，屡有战功。
天监初年，破魏将杨大眼于淮水，振旅凯旋。
梁武帝在华光殿设宴，为他庆贺。
席间，武帝与群臣联句吟诗，令右仆射沈约限韵，沈约限定为“敬”韵。
因曹景宗素为武将， 没有请他赋诗，他颇有不平之意，祈求联句。
梁武帝笑着说：“卿人才英拔，技能甚多，何必计较作诗这一件事呢？
”当时，曹景宗已有醉意，执意请求赋诗。
“敬”韵字不多，这是个险韵，而可用的韵几乎都让大家用上了，惟余“竞”、“病”二字未用。
显然，这是两个十分难用的韵脚字。
无奈，武帝只好让赋此二字。
曹景宗操笔立成：“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武帝看了这四句诗，欣喜不已。
于是晋爵为公，拜侍中中卫将军。
　　点睛　　曹景宗这四句诗，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出征将领凯旋而归的心情和状况。
霍去病为西汉时名将，六次出征匈奴。
这个典故用得既贴切又巧妙，否则，这个“病”字是很难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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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掌故，始于先秦，止于民国，涉及广泛，内容生动，情节感人，品尝汲取处世智慧，让你惬
意，让你领悟，让你坦然参照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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