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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昱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中国人
挂在嘴边的一句古语。那这句“不可貌相”，
最初是赠给谁的呢？

此人复姓澹（ tán）台，名灭明，字子
羽。虽然他有一张不俊的脸，却办了一件漂亮
的事儿……

“行不由径，则动必以正”

澹台灭明是春秋末期的鲁国武城（今山东
平邑县南）人，比孔子晚生三十九年。他天生
异相，面貌丑陋，据说长得“额低口窄，鼻梁
低矮，不具大器形貌”。所以，当他去拜孔子
为师时，孔老夫子心有不甘，却抱守“有教无
类”的理念没有拒绝他，可总对他爱搭不理，
让这位澹台同学坐冷板凳。

投到孔夫子门下后，澹台灭明并没有受到
老师的干扰，而是读书用功，勤于思考。当
时，孔子“以貌取人”，没把澹台灭明当回事
儿，他非常喜爱的弟子言偃（字子游）却对澹
台灭明甚为欣赏。

言偃二十多岁就在澹台灭明的老家担任一
把手——— “武城宰”，实行孔子关于“君子学
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教诲。

有一次，孔子路过武城，听到琴瑟歌咏的
声音很高兴，就微笑着对子游说：“杀鸡何必
要用宰牛的刀？”子游听了回答说：“从前常
听老师说，在位的人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爱

民；普通人学了礼乐之道，就很容易听从教
令，好治理，我现在就是实行这样的教化
啊！”

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对随行的弟子们说：
“你们听听，他讲得很对。我刚才说杀鸡岂用
牛刀，只不过是跟他开开玩笑罢了。”

孔子还问过子游：“你这里得到什么人才
了吗？”子游借机赞美了澹台灭明的高尚品
格：“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
尝至于偃之室也。”

向老师推荐同门，子游用了两个最为典型
的事例——— “行不由径”“非公不入偃室”。
“径”是小路，澹台灭明平时走路只走大道，
从来不抄近路、走捷径。他做人也如此，一贯
规矩本分、坦诚正直，从来不耍小聪明，不占
小便宜。有时他甚至有点刻板迂腐，他在子游
手下当差多年，如果不是因为公务，他决计不
会跑到子游的房间去。

“行不由径”虽是生活细节，却反映了澹
台灭明“为人公正无私”的品质。春秋时期，
礼制崩坏，法制阙如，社会秩序主要靠约定俗
成的规矩来维系。如果人人都能像澹台灭明一
样严守规矩，从“行不由径”之类的小事做
起，个人虽增加了一些麻烦，多走了几步路，
但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大家得到了方便；如
果人人都图方便、走捷径、占便宜，那么社会
就乱套了。

而“非公不入偃室”比“行不由径”更深
一层。平常没事儿时就不去找领导，要去找领
导肯定是因为公事，从不因为私利而去声张。

这更说明 澹 台 灭
明 的公正无私。
明朝内阁首辅张
居正对此曾评价
道 ： “夫行不由
径，则动必以正，
而无欲速见小之心
可知。非公事不见
邑宰，则有以自守
而无枉己徇人之私
可见。此灭明之所
以为贤，而偃之所
知者 ，唯斯人而
已。夫子游以一邑
宰，其取 人犹若
是，等而上之，宰
相为天子择百僚，
人主为天下择宰
相， 必以此 类观
焉，则刚方正大之
士进，而奔竞谄谀
之风息矣！”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子的另外一位高徒子贡，在回答卫国将
军卫子的询问时说：“被重视的时候不欣喜，
被轻视的时候不发怒；如果有利于百姓，就要
求自己廉洁，为君主做事，也为帮助百姓，这
是澹台灭明的品行。”孔子对此评价说：“独
自尊贵，独自富有，是君子感到耻辱的，这符
合澹台灭明的品行。”

或许不懂或不愿接受官场规则，澹台灭明
的才华并没有在政坛施展。自学成才后，他独
辟蹊径，南下吴楚游历讲学。

从此，一张丑脸诱发的春秋文化大事件徐
徐展开。

澹台灭明并没有因为在孔门受到冷遇而对
孔子怀恨在心，而是仍以孔子为师，积极传播
儒家学说。他不但像孔子那样释《春秋》，习
“六艺”，教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道理，在教学中还提倡孔子提出的“诲人不
倦”“有教无类”的态度，倡导“学而不厌”
“不耻下问”的风气，鼓励“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的方法等。

澹台灭明南行至吴地，办学授道主要是在
今姑苏城南的澹台湖畔，湖因其命名。在那
里，澹台灭明开启了兴学易俗之风，使乡民大
受其益，对整个吴地影响很大，人们尊称他为
澹台子。

澹台灭明到南昌后，先在钟陵县的钟陵山
上讲学。当时求学者络绎不绝，把整座山都挤
满了，澹台灭明只好选择将部分资质较好的学
生留下。后来，为纪念澹台灭明，钟陵县易名
为进贤县，钟陵山则改名为栖贤山。南昌旧城
还有一座进贤门，也因纪念澹台灭明而得名。

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澹台灭明在江南地
区受到了人们的爱戴，他的名气很快传遍了当
时的各个诸侯国。当时，儒家在中原大地掀起
了礼仪道德学习的热潮，因远离中原而未受到
儒学青睐的地方都被称为“南蛮之地”。而江
西虽远离中原，却因澹台灭明在南昌讲学，使
江西这块土地“迈进了文明社会”，而免于被
称为“南蛮之地”。

澹台灭明在江南受到了人们的追随，当地
跟从他学习的有三百多人，极大影响了吴楚文
化，形成当时儒家在南方一个有影响力的学
派。史书上有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成果：“从弟
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澹台
门下弟子三百，显名于诸侯。江湖上的好事者
杜撰着各种澹台灭明的故事，有人说灭明携宝
玉渡河，船至水中央，二蛟夹击，欲夺宝玉，
灭明喝之：“可以义求，不可以力劫。”挥剑
斩蛟，并将宝玉投入河里，以示不吝啬，宁让

钱，不让言。
此时，孔子已垂垂老矣，一方大耳还能听

到四方之事，他对自己的褊狭、荒谬进行了彻
底反思，懊恼地自责道：“吾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宰予是澹台灭明的同门，能说会道，善于
独立思考，利口善辩。《孔子家语》卷五《子
路初见》中记载：“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
行不胜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
辩。”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
以居。’弗可废矣。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
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意思是，澹台灭明
虽有君子之容貌（仪表不凡），但他的品行却
被容貌所掩盖；宰予有文雅的言辞，但他的智
慧却满足不了他的言辞。俗语说，识别马的好
坏，要看它拉车时的情况；辨别人的好坏，要
看他的日常表现。这些言论是不能废除的。我
凭借着相貌来识别人，在子羽身上就失误了；
凭借言辞来识别人，在宰予身上也失误了。

西汉海昏侯“图史自镜”

澹台灭明的人格力量感化着南昌地区的先
民们。在南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间传说，宋
绍兴年间，有个叫钟傅的地方官初入洪州（今
南昌），便动手拆墙筑城。由于惊动了不该惊
动的地方，所以晚上钟傅便进入古怪的梦乡，
一名丑汉找到他一边痛哭一边诉说：“将军为
何暴我尸骨于坟墓外？”说完叹气走了。

第二天就有百姓报告，在城东南角挖到一
座坟墓，一检验发现是澹台子羽的尸骨，立即
停止施工，用砖瓦修复坟墓，并筑立一亭，后
人又在离墓不远处建了一座澹台祠，因为当时
建澹台祠的四周砖瓦成堆，所以当地称其“瓦
子角”。

更神奇的是，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
孔子衣镜中，左下侧竟也绘有澹台灭明像。考
古人员认为，这件器物不仅是一面屏风，同时
也是一面具有“图史自镜”作用的穿衣镜。专
家认为，刘贺这衣镜照衣照面，也有照心的用
途。做镜者是希望刘贺在照自己衣冠容貌的时
候能够“图史自镜”，于镜面中看到自己的衣
冠形象，于镜背上看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
迹，把圣人的形象、故事当作镜子，与自己进
行对照，借鉴着圣迹贤语“三省吾身”，从而
达到“见贤思齐”的目的。

澹台灭明在江西的影响延续至后世。经过
几百年生养，至宋代，江西儒文化逐渐步入巅
峰，呈现出人才井喷之势。澹台灭明的影响除
了在朱熹等江西历史文化名人身上有清晰的体
现外，他在江西聚徒讲学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书
院的发展。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学校，

它诞生于中唐时期。
江西是讲学书院的摇篮，这与2500年前澹

台灭明在江西聚徒讲学颇有薪火相传的意味。
书院讲学与当时澹台灭明在进贤讲学一样，对
江西儒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介
绍，两宋、元、明时期，江西书院数量在全国
独占鳌头，拥有全国闻名的白鹿洞、濂溪、白
鹭洲、鹅湖、豫章等书院。

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的百
科类图书《夜航船》序言里，也曾将澹台灭明
搬出来。他写道，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
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
士子的谈语里有破绽，乃问：“请问相公，澹
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道：
“是两个人。”僧又问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
僧人乃笑曰：“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
脚。”

“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极浅之事，吾辈聊
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故即命其
名曰‘夜航船’。”张岱谦虚地说道。

传说澹台灭明去世后，被弟子安葬于南
昌。还有一种说法，其弟子将他安葬于武城故
里（今平邑县魏庄乡土桥村西300米处）。《费
邑古迹考》载：“先贤澹台子墓，澹台子羽墓
在古武城曾皙墓东，《通志》：‘在费县东北
三十里’，谚曰‘澹台墓，离河十八步’。然
究以武城之墓为近理，《府志》亦云在武城者
是。”

儒家后学们将澹台灭明列于曲阜孔庙大成
殿前西庑内从祀孔子。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
年），在费县关阳司建二贤祠，主祀曾参、子
游。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关阳司巡检
胡世祚将澹台灭明由从祀改为主祀，并将二贤
祠更名为三贤祠。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
年），山东粮道孙星衍将钱泳手书墓碑一座立
于武城澹台灭明墓前。

当然，澹台灭明不知道历史会有这样一幕
幕。可这两千多年的时光却印证了一个规律：
原来，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归来……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澹台灭明“不具大器形貌”，孔夫子让他坐了冷板凳。他南下游学到吴楚，江南有三百多人跟从他学习，

显名于诸侯。晚年，孔子反思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台灭明：传播儒家思想到江南

□ 本报记者 卢 昱

酷夏的大明湖，东一块莲，西一块蒲。游
人在岸边行走，虽有高树遮光，也如穿高粱地
然，热气腾腾。三百年前，大明湖畔曾住着一
位女诗人——— 赵慈。她的命运应了“国家不幸
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铁律，在自觉不
自觉中，用诗词定格着历史的一瞬。

赵慈的娘家在今淄博市博山区，她的父亲
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诗论家、书法家赵执信。
据《赵执信墓表》记载，赵家原本是博山官僚
地主家庭，到他这一辈逐渐沦落了。不过，依
靠祖辈留下的基业和荣誉，赵家的日子还算富
裕。赵执信的岳母是清初著名诗人、学者王渔
洋的从妹；赵执信的妻子则是康熙朝秘书院大
学士孙廷铨的孙女。

赵执信少年得志，14岁中秀才，17岁中举
人。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年仅18岁的
赵执信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康
熙开鸿博科，广招天下博学鸿儒之士，一时名
士云集京师。赵执信以少年之身，往来其中，
谈诗论文，纵横挥洒。康熙二十五年，赵执信
升迁为右春坊右赞善，参修《明史》《大清会
典》，如此年纪即被委以重任。

可在京城做官，暗流不知从何涌起。康熙
二十八年八月，洪升创作《长生殿》初成，赵
执信亲自为他改定，并具柬遍邀京城名士观演
此剧于查楼（即后来的广和楼）。一时间，
“竹肉相宣沸华馆，枚马金张座中满”。来宾
既有知名文士，也有达官显贵，却漏请了时任
礼科给事中的黄六鸿。

时值康熙佟皇后病逝不久，这位曾在郯城
担任知县的黄六鸿据此上奏皇帝，认为在此忌
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要求给有关人“按
律治罪”。康熙皇帝当即下诏，将当晚前去看
戏的所有官员一律免职。洪升被革去“国子监
生”的头衔，赵执信则被“削籍还乡”，这对
于正是春风得意中的赵执信来说，可谓晴天霹
雳。

当时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秋谷
（赵执信号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

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
头。”赵执信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康熙二十八年十月，28岁的赵执信结束京
漂生活，隆冬时节回到故乡。人生路途中的
“寒流”让赵执信改变了人生态度，诗歌创作
风格也为之一变。55年的漫长余生，赵执信纵
情山水，四处游历，其中六次南游，足迹更远
至岭南，悲慨愤懑、嬉笑怒骂则寄于诗文，留
下了大量文化遗产，他的作品深入社会，其中
有不少描述了人民的疾苦、揭露官僚的横暴。

回到故乡的赵执信远离了京城的纷纷扰
扰，收获了家庭生活的幸福。赵执信有六男四
女十个孩子，这些孩子颇有才华，但真正称得
上诗人的只有最小的女儿赵慈。赵慈出生于今
淄博市博山城区的马行街，为赵执信的如夫人
张氏所生。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赵执信
的第三个女儿不幸夭折。赵执信在《悲小女》
诗中云：“十载痴龙抱里珠，由来怜爱与悲
俱。”由此推断赵执信的三女儿应生于1716年
前后。赵慈的生年应在1717年前后。

赵执信被罢官以后，赵家逐渐衰落。到赵
慈出嫁时，竟无多少嫁妆陪送。15岁那年，老
天怜惜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赐予她一段好姻
缘。经外婆刑部尚书王士祯的从妹王湘萍介
绍，嫁给了当时17岁的济南儒生朱崇善，一位
居住在大明湖畔勤奋老实的读书人。朱家原本
是大家大户，朱崇善的爷爷朱昌祚在康熙初年
还曾做过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家道殷
实。

这年十月，赵慈坐上朱家的大红轿子出嫁
了，嫁给了让她念念不忘的朱公子。

赵慈的故事从此开始，她的诗词也正式拉
开了序幕。朱家虽是“簪缨之族”，但赵慈与
朱崇善结婚后不久，“运值沧桑，家遂中
落”，生活十分凄苦，“甚至贫无以居”。据
《高唐州志·著述》收录《朱绛墓表》记述，朱
崇善的父亲朱绛，字子垣，历任永州府知府、
广州按察使、布政使，惜好景不长，因病归
里，六年后，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卒。
朱绛去世后，朱家迅速衰弱，崇善弟兄十人，
多落魄生活；崇善排行老九，长成后，未入仕

途，生活困顿。偏又祸不单行，一场大火将朱
家化为齑粉，崇善一家生活无着，吃穿难以自
给。

清贫的家庭中，赵慈虽饱有才华，但在世
俗中，一个弱女子又能如何呢？她所能做的就
是把满腹的愁苦、孤寂、失落、惆怅、郁闷寄
托在一首首诗歌中。

夏夜里，她写道：“夜深庭院寂无声，花
底微风蟋蟀鸣。侧卧玉床清梦觉，风吹修竹上
帘旌。”春暖花开时，她写道：“碧藕生香，
红榴吐艳。燕声娇泥谁家院。年来慵自顾中
庭，为嗔芳景频消换。芍药摧残，荼蘼星散。
名花不着薰风绾。只缘苦雨暗相侵，韶华争不
成差变。”

在夏末秋初的大明湖畔，赵慈对着星空写
道：“极目银河漾素辉，满庭秋影露霏微。西
廊月转无人到，自折荷花带露归。”秋凉气爽
时，她彻夜难眠：“玉露侵空阶，落叶堆荒
径。风雨连朝不放晴，故把秋光迥。孤雁唳长
鸣，素月悬清影。桂谢荷枯次第归 ,谁伴黄花
冷。”

冬雪之晨，赵慈写下《雪晓》传达清冷刚
毅之情。诗曰：“纸窗深掩苇帘垂，幽阁沉沉
梦醒迟。衣褶作棱起方觉，檐拗盈尺闲初知。
纷披高势倚松顶，扑簌寒声堕竹枝。一自欧苏
夸白战，谢家柳絮未为诗。”诗中赵慈赞赏欧
阳修、苏轼咏雪不用旧事而纯用白描，不喜欢
谢道韫以柳絮代雪的表达方式，从侧面反映出
她的诗歌主张，即用白描抒发真情实感，少用
典故雕饰之语。

在赵慈的诗词中，有一篇《柳梢青·祝六家
嫂六十寿》的祝寿词，全词洋溢喜庆欢快的气
氛，颇为别致。词曰：“王谢门墙，仲冬时
候，雪洁梅香。帘卷屏开，松龄鹤寿，五福深
长。瑞烟喜气盈堂，羡才俊，齐斟寿觞。阆苑
丰姿，瑶台景况，的是无双。”这里的六家
嫂，应为赵慈六哥赵庆之妻。赵庆，字幼石，
号万君，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举人。

赵慈除工于吟诗咏词、倡导“诗中有人”
的观念外，还精于古典诗词声调、音律的研
究，著有《诗学源流考》，这正是得益于父亲

的谆谆教诲。在无助时，赵慈也会回到博山，
向年过半百的父亲寻求支援。此时赵家也是数
逢家难，亲族之前因田产之争相互欺凌；有恶
亲落井下石，杀害了赵慈兄弟的仆人，反而诬
陷是赵慈兄弟作案，赵家只得纳贿于益都令，
得以躲过难关。

在初冬的博山，赵慈写道：“屋塌兼旬
雨，衣单半夜霜。”怕是此时赵慈内心最真实
的写照了。生活本身拮据无助，今又归居娘
家，作屋檐下人，赵慈心中悲苦可想而知，于
是她将“悲忧侘傺之音一一寄之于诗。”其诗
如何？“如空谷幽兰，无人自赏；如长松修
竹，耐雪凌霜。”以至于孙崇坫忍不住评论
说：“欧阳子有云，诗人少达而多穷，非诗能
穷人，盖必穷而后工。余初不谓然，迨阅历既
久，每见词客骚人名重当时，声施后世，而历
落嵚崎，往往令人读其
诗而悲其遇，不意闺阁
中亦有此阨也!”

赵慈著述甚丰，可
惜“第以贫困，埋故纸
堆中数十年，人无知
者”。她的儿子朱瓅后
来一直在博山居住，其
孙朱时庵设馆于博山举
人孙崇坫家时，曾拿出
全集让孙崇坫赏析，并
求孙崇坫作序。孙读后
“竟窃不禁掩卷三太
息”，遂慨然作序，此
《断肠诗集序》所由
来。

赵慈去世后，她的
遗稿被丈夫的外甥谢问
山收藏。后人见之，认
为往往有名句似青莲
（李白），“芳草一庭
和恨生”“自折荷花带
露归”等句更是被视为
名句。《清代闺阁诗人
征略》对赵慈这样评

价：“中郎可谓有女。”中郎是指汉代文学家
蔡邕，其女蔡文姬曾作《胡笳十八拍》。将赵
氏父女与蔡氏父女相提并论，评价甚高。据赵
慈的后人回忆说：“余髫令时，初知句读，即
习闻孺人（指赵慈）之诗盖里相连。”可见赵
慈的诗名在那时已街知巷闻。

赵慈之孙朱时庵也藏有赵慈诗词的手稿或
刻本。范坰（字伯野）曾选刻过赵慈的40余首
诗。但遗憾的是，这些版本或手稿流传下来的
很少，在国内某些拍卖行时有十多页的诗文泛
出水面。

在今博山南部山区的天津湾西村有博山赵
氏庄园。此处庄园坐落于天津湾西村南，可分
两处，一是接官亭区，二是住宅区，两处相隔
百米左右。

接官亭，本地居民也叫官厅，是赵氏家族
专门用来接待来访官员的地方。现在有北屋三
间，前出厦，除修缮屋面外，基本保持原貌，
现做商店用。东西长20米左右，南北长30米左
右，接官亭院内平整、规整。对面是一间观云
阁。观云阁门楣上挂有一块疑似赵慈在庚寅年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元1711年）题写的“慈
云阁”匾牌，字体隽永……

为何说疑似赵慈？是因为落款经放大核对
后，可能为“赵懿”二字，即赵慈叔叔赵执谷
的长子在1711年所书，那时赵慈可能尚未出
生……

■ 齐鲁名士

济南大明湖，除了传说中的夏雨荷，还曾有一位清代传奇女诗人在此留连。春暖花开时，她写道：“碧藕生香，红榴吐吐艳。

燕声娇泥谁家院。年来慵自顾中庭，为嗔芳景频消换。”

赵慈：大明湖畔女诗人

以赵慈为题材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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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偃（字子游）向孔子赞美澹台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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