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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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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沉浮录

《官箴》 诫己

刘基

23

岁高中进士 ， 从

此有了做官的资格 ，

3

年后 ，

刘基得到任命 ， 任高安县丞 ，

官居正八品 。 虽然官职不大 ，

但刘基很重视 ， 他一上任就

给自己提出了要求 ， 写了篇

文章叫 《官箴 》， 对自己进行

警诫 。 在 《官箴 》 里 ， 刘基

对 自 己 提 出 了 很 多 要 求 ：

“字民奚先

?

字之以慈 ”， 我要

爱护百姓 ， 用慈爱对待他们 ；

“疾病颠连 ， 我扶我持 ” ， 百

姓有了疾病 ， 我要扶持他们 ；

“弱不可凌 ， 愚不可欺 ” ， 不

凌辱弱势群体 ， 不欺压那些

看起来愚笨的人 ； “刚不可

畏 ， 媚不可随 ”， 不害怕有权

有势的人 ， 不学习逢迎拍马

的恶习 。 刘基在任上以廉直

著称 ， 尽管他因此得罪了当

地的豪强 ， 但因为这些人无

法抓到刘基的把柄 ， 所以最

初刘基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官场受挫

不久， 刘基遇到一桩杀人

案， 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下

已经结案， 但刘基经过仔细推

断， 发现是误判。 翻案要有过

硬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 还要

追究审判官员的责任。 刘基坚

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

案 ， 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 ，

最终 ， 案子没能重新审下去 ，

刘基被调往别处， 到南昌行在

衙门当了一名小吏， 没有了官

级 。 刘基一气之下辞职不干 ，

初次在官场小试牛刀， 他遇到

了挫折。

刘基虽然辞职在家， 但仍

是进士 ， 几年后 ， 他再次被

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 ， 主

管考试 ， 这时 ， 距离刘基中

进 士 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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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了 。 时 光 荏

苒 ， 刘基的刚直性格却没有

改变 ， 很快 ， 他又和不法官

员发生了冲突 。 他弹劾监察

御史 ， 说监察御史失职 ， 与

贪官污吏串通起来 ， 为非作

歹 。 然而官官相护 ， 刘基得

到压制， 于是他二度辞官。

几进几出

3

年后， 在家著书赋闲的

刘基再次被起用 ， 任浙东元

帅府都事 ， 后来又被提拔为

行省都事 ， 从七品 ， 没有具

体 职 务 。 刘 基 任 都 事 期 间 ，

遇到一个大问题 ， 在他主管

的地方有一股叛乱势力 ， 头

目方国珍以贩盐起家 ， 反对

朝廷 。 朝廷中大部分人认为

应该安抚方国珍 ， 但刘基却

说 ： “对于大多数胁从都要

安抚 ， 但对于首恶要剿 ， 应

该坚决镇压 。” 刘基为了朝廷

利益 ， 也为了国家能够长治

久安提出了建议 ， 但他却因

此遇到了阻力 。 方国珍贩卖

私盐 ， 十分富有 ， 刘基的意

见一路报到中央 ， 方国珍的

贿赂一路走到中央 ， 最后朝

廷作出决定 ， 方国珍应招安 ，

刘基多事， 伤朝廷好生之德。

刘基的忠诚不但没有得到

表彰 ， 反而得到了斥责 ， 他

被罢官 ， 羁管到绍兴 ， 相当

于软禁 。 刘基悲愤不已 ， 意

欲自杀 。 这时 ， 他的学生穆

尔沙出来劝阻他 ， 说 ： “先

生 ， 你不是胸怀大志吗

?

就这

样死了 ， 你的志向还能实现

吗

?

” 无奈之下 ， 刘基再次离

开官场。

不做元官

两年之后 ， 刘基再次出

山 ， 并招安山寇吴七 ， 迅速

立了功 ， 地方官上报后 ， 刘

基两年之内连升四级 。 然而

此 时 ， 方 国 珍 仍 然 很 嚣 张 ，

刘基主张对方国珍不能姑息 ，

吴七可以招安 ， 方国珍必须

剿杀 。 方国珍故技重演 ， 继

续行贿 、 拉关系 ， 结果刘基

一下子连降五级 ， 再一次以

从七品的身份继续工作。

刘基彻底失望 ， 三次辞

官， 再次出山又遇到了这样的

结果 ， 他感叹 ： “臣不敢负

国 ， 而今无所宣力矣 。” 意思

是说 “我不敢背叛国家， 可现

在我有力气没地方使， 你们不

让我发挥作用啊 ” 。 这一次 ，

刘基对于元朝官场彻底绝望 ，

元至正十八年

(

公元

1358

年

)

，

刘基愤然回到家乡 ， 下定决

心， 再不做元朝的官。

“郁离”达意

刘基没有就此沉沦， 他开

始著书明志 ， 把自己的治国

理想和人生感悟写下来 ， 写

成了 《郁离子 》 。 《郁离子 》

是一部寓言故事集 ， 刘基用

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

理念和人生感悟 ， 对当时的

社会提出抨击 。 他说当时社

会淫辞横出 ， 到处流行着谬

论 ， 豺狼虎豹都在世上横行 ，

孔子之道已经不被大家认可。

《郁离子》 中有篇寓言叫

《工之侨 》 ， 工之侨是个会做

古琴的工匠 ， 一次 ， 他得到

一张很好的梧桐树板 ， 精心

制作了一张琴 ， 琴声余音绕

梁 。 工之侨兴冲冲地把这张

琴送进国家的音乐机关 ， 音

乐机关官员看到后 ， 十分不

屑 ， 坚 决 不 收 。 无 奈 之 下 ，

工之侨找来油漆匠 ， 画上断

纹模仿古琴 ， 再找人写上古

文 ， 然后埋到地下 。 一年之

后， 工之侨取出琴， 抱着走在

集市上， 一群贵人看到了， 连

说这古琴一定是古物， 还带有

泥土 ， 于是高价买走 。 后来 ，

贵公子把琴送到国家音乐机

关， 官员们惊呼贵公子买到了

好琴， 争相传看。 工之侨听到

消息后， 叹息当今世道不识真

货， 赝品走红， 真正的人才不

用。 这是一篇寓言， 它讲的是

当时的社会， 也讲的是刘基自

己的遭遇。

《郁离子》 包含着刘基的

治国理念、 人生理想， 也反映

了他的很多人生感悟和他所理

解的哲理， 是一部丰富的寓言

古文。 作为一个在元朝做过官

的人 ， 虽然刘基按照孔子之

道 ， “邦无道 ”， 我 “乘桴浮

于海 ”， 抛弃了元朝官场 ， 但

是， 在传统的忠君观念、 从一

而终的思想指导下， 刘基走上

背叛元朝、 反抗元朝这一步还

是非常艰难的。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家讲

坛》 栏目提供

《百家讲坛》讲述与诸葛亮齐名的明代奇人———

明朝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上)

刘伯温， 名刘基， 字伯温。 刘伯温的名字广为天下百姓传诵，

他不仅是大明开国的第一谋臣， 还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据说， 刘伯温前知五百年， 后晓五百载， 懂得天文， 了解地

理。 因此， 不断有关于刘伯温的神话在各地出现， 刘伯温也成为与

蜀汉丞相诸葛亮齐名的一位传世奇人。

迷雾重重篇

惊天预言

1938

年

12

月

5

日 ， 上海

《申报》 刊登了一条消息， 称浙

东某地在修建一座叫 “仙人桥”

的古老桥梁时， 挖出一块石碑。

石碑名叫 “回天碑”， 碑文中写

道 ： “起七七 ， 终七七 。 冀 、

宁、 粤、 汉， 暗无天日。 引胡深

入， 一举歼灭。 吴越英杰， 努力

努力。” 石碑留有下款： 刘基题。

刘基就是刘伯温， 人们十分吃

惊， 此时正值抗战第二年， “起

七七” 就是 “七七事变”， 代表

抗战开始； “冀、 粤、 宁、 汉，

暗无天日” 指的是

1937

年

12

月， 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 继而

攻占徐州、 武汉、 广东， 烧杀抢

掠； “引胡深入， 一举歼灭” 说

的是敌人虽然猖狂， 但是并不可

怕， 把他们引进来， 就可以一举

歼灭； “吴越英杰， 努力努力”，

“吴越” 指江苏、 浙江等地， 当

时上海一带确实还没有被日本人

占领。

几百年前的古人， 就可以

预知后世的事情

?

如果这块石

碑不是刘基留下的， 那么为什

么造假的人要假借刘基之名

?

刘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烧饼”奇歌

传说刘基无所不知， 无所

不晓， 他留下了很多书， 比如流

传很广的 《烧饼歌》 《推背图》

等。 《烧饼歌》 是刘基和明朝开

国皇帝朱元璋的一次对话记录。

一天， 朱元璋正在吃烧饼， 刘基

突然进来， 情急之中朱元璋把烧

饼扣在碗下。 朱元璋说： “你先

算算我这碗里扣的是什么东西

?

”

刘基回答： “半似日夕， 半似

月， 曾被金龙咬一口。” 意思是

这东西既像太阳又像月亮， 皇上

曾经咬过 。 朱元璋哈哈大笑 ，

说： “你算对了， 再算算江山

吧。” 刘基说： “江山一统稳固，

万子万孙。” 朱元璋又问： “天

下不是固定给某一家的， 有德者

才能够保有天下， 说一说又何妨

呢

?

” 刘基回答： “恐南方终灭

北方兴。” 朱元璋问： “南京城

池如此坚固， 还要防备什么

?

”

刘基回答： “坚固的城墙没人能

攻破， 除非燕子飞来。” 仔细研

读， 可以发现刘基的话都带着隐

语， 后人分析， 这是刘基给明朝

以后的历史发展所做的预测。 明

朝万子万孙， 实际指明朝到万历

的孙辈灭亡； 南京城池坚固， 除

非燕子飞来指燕王朱棣造反， 打

进南京， 夺了皇位。 《烧饼歌》

里包含诸多隐语， 甚至包括后来

明英宗被俘、 宦官专政、 倭寇来

犯……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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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事， 刘

基都有预测。

“五羊”福地

历史上辅佐明主夺取天下

的人很多， 如辅佐刘邦的张良、

辅佐唐太宗的房玄龄等， 但是

他们没有留下文章、 著作， 仅

仅有谋略。 刘基不同， 他不仅

凭借谋略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

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著

作在古代叫 “立言”， 帮助朱元

璋成就大业叫 “立功”， 拥有高

尚的品德叫 “立德”， 所以人们

又把刘基称为立言、 立功、 立

德的 “三不朽伟人”。

刘基生于元末至大四年

(

公元

1311

年

)

， 家在浙江青田

县城南的南田， 后南田划归文

成县， 县名就来自刘基的谥号

“文成 ” 。 南田是一片高山平

地 ， 溪水长年不断 ， 风景如

画， 按照道家的说法， 天下有

36

洞天 、

72

福地 ， 南田就属

第

6

福地， 可谓人间胜景。 刘

基的家就在南田的五仙冈之

前 ， 具体地名叫 “武阳 ”， 关

于这个地名 ， 还有一个传说 。

传说刘基的父亲一天夜里做

梦， 梦见

5

只山羊在山谷里觅

食， 按照道家的说法， 羊是落

地之龙，

5

只羊在山谷， 是吉

兆。 第二天， 刘基的父亲按照

梦中所示去寻找山谷， 竟然真

的发现

5

只羊在山谷中 ， 于

是， 他就在这里起屋定居， 这

个地方就被命名为 “五羊 ” ，

后人根据谐音写成 “武阳 ” 。

实际上， “五羊” 的真实含义

是 “雾垟 ”， 浙东地区的百姓

把田地称为 “垟 ”， 因为这块

田地上经常有雾气笼罩， 所以

称为 “雾垟”。

后来刘基建功立业， 与他

有关的神话越来越多， 传说他

家前面的田地上有

7

个土墩 ，

也被人说成是有神灵的地方 ，

名叫 “七星落垟 ”。 天上有北

斗七星， 地上有七星落垟， 刘

基的家被称为风水宝地。

少年读书记

“百温”不厌

刘基出身于书香门第 ，

在元朝属于儒户， 儒户是指

读书、 做官、 中过科举的家

庭，刘基的父亲还是个教谕，

即地方学校的教师。 刘基的

母亲姓富， 富氏家族曾经出

过显赫的人物， 宋朝的著名

宰相富弼就是富氏家族的

人。 刘基父亲早逝，家中由母

亲一手操持， 所以他的成长

受母亲影响很大。

刘基从小聪颖异常，读书

“七行俱下 ”，

14

岁通晓 《春

秋》，“四书五经”无所不通。传

说刘基得到过真人的传授，一

天， 刘基在青田的石门山静

坐 ， 突然发现山上有四个

字———“山为基开”。刘基走上

前去，轻轻一叩，一道石门打

开， 一位道士躺在石床上，头

枕一部兵书。刘基看到兵书很

感兴趣， 走上前想要仔细观

看， 道士翻身说：“这位少年，

如果你明天能把兵书的内容

全部记下来，我就把所有的技

艺都传授给你。 ”于是，刘基便

把这部兵书拿回家， 连夜苦

读。 第二天，他来到山上告诉

道士：“我已经全记下了。 ”于

是，这位道士就把他所掌握的

全部兵法技艺都传授给了刘

基。

实际上， 刘基最初与一

般的孩子并没有太大区别 。

14

岁时到石门洞读书， 他经

常读着读着就跑出来玩一会

儿，到溪边走一走。 有一次，

他在溪边玩得正高兴时 ，忽

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歌声 ，

原来是附近的浣纱女在唱

歌， 歌词是 “天下没有浣纱

女，人间哪有衣暖身

?

没有百

温不厌者， 哪有高深学问人

?

铁杵磨针为至理， 问君攻书

可专心

?

” 刘基想：“这不是在

说我吗

?

不纺纱没有衣服穿，

不读书就没有高深的学问。 ”

于是他赶快回到学校， 继续

读书，从此发愤图强，而且把

名字也改为 “百温 ”，后人把

“百温 ”叫成了 “伯温 ”，传说

这就是刘基名字的来历。

不至而赋

刘基在学问方面无所不

通，儒、道都经过名家指点，还

懂得象纬、术数之学。 所谓象

纬之学， 指的是天文之学，看

天象，知人事；术数之学，就是

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

理，推断人世吉凶。 刘基的这

些学问，是通过他刻苦学习得

来的， 他到了老年的时候，曾

经回想自己年轻时读书的情

况，并在诗中写道：“忆昔二三

十，笑人不能勤。 ”意思是二三

十岁的时候，谁要是不勤奋就

会被人耻笑。刘基

22

岁时，赶

上科举考试之年， 官府规定，

25

岁以上的人才可参加科考。

但科考之机， 几年才遇一次，

刘基虚报

3

岁，进了考场。 因

为学问好，刘基在杭州的乡试

中一举得中，中了举人。 第二

年，刘基又到京师大都参加全

国举人的会试，高中进士。 刘

基在考场上的表现受到很多

人的称赞，主考官读到刘基的

文章时赞叹，此文章的作者是

“魏征者流”。当时刘基写了两

篇文章，《春秋义》和《龙虎台

赋》， 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

到他的文集当中。龙虎台在北

京北部，每年夏天，元朝的皇

帝都要到塞上避暑，《龙虎台

赋》 就是描写龙虎台的风貌

的，写得很有气势，一时间被

广为传诵。 然而，刘基在考试

之前从没有来过北京，完全凭

想象著成文章，堪称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