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郢匠挥斤 考烈王三大失策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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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平王（原名熊弃疾，当楚王后改名

熊居， 公元前 528 年-公元前 516 年担任
楚王 13 年）执政楚国的时候，郢都继续着
它的繁盛。

在郢都最著名、最超级豪华的文娱场
所里，每到夜晚，华灯璀璨，灯红酒绿，歌
舞之声直冲云霄。

其中的压轴绝演， 更是万众期待，人
气爆棚，郢都空巷。

郢匠石（姓石的郢都工匠）出场了，他
一身短衣装扮，显得精瘦干练，身姿挺拔，
颇有颜值，犹如现在的超级演艺明星。

不知何时，郢匠石的手里多了一柄大
斤（青铜铸造的大斧）。

大斧的刃口，磨砺得锋利雪亮，在烛
火的映照下闪着寒光。

郢匠石舞动大斧， 速度越来越快，运
斤成风。

寒光闪闪， 似乎都能感受到阵阵寒
风。

舞罢收斤，郢匠石气定神闲。
这时， 从观众中走出来一位郢都美

女，向郢匠石献上她的几根长长的秀发。
郢匠石把美女的几根秀发，放在斧刃

上，只见他轻轻一吹，秀发即断。
大斧锋利，吹可断发。
大家可能以为， 这就是郢匠石的绝

演。
当然不是。 这只是开场的预热和铺

垫，郢匠石借此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挥斤
之技和锋利无比、吹发可断之斧。

这时候，郢匠石的搭档出场了。
郢匠石在搭档的鼻尖上，抹上一层薄

如苍蝇翅膀一样白色膏泥。
只见郢匠石如同开场那样， 舞动大

斧，速度越来越快，郢匠石和他的大斧都
看不见了，只有道道寒光，斧影翻动，寒风
阵阵。

场内寂静无声，观众有的用手捂紧嘴
巴，有的冷汗湿透衣服。

突然，郢匠石抡起大斧，闪电般向搭
档的面部砍去。

观众失声惊叫。
郢匠石收斤。
搭档鼻尖上的白灰被利斧削去，鼻子

毫无损伤。
搭档站在那里，心如止水，镇定自若，

稳如山岳。
掌声惊雷持久，欢呼声环绕屋宇。
据说，楚平王熊居不止一次装扮成郢

都平民，混迹于人群，去欣赏这个绝演。还
盛情邀请郢匠石和他的搭档，到楚王宫表
演。

列国国君，都想邀请郢匠石和他的搭
档，去为他们表演，争相一睹传说中的绝
技。

大约一年以后， 宋国的国君宋元公，
邀请郢匠石去宋国表演。

郢匠石回复说，他已经不能表演这个
绝技了。

宋元公不解何故，追问。
郢匠石伤心地告诉宋元公，他的搭档

因病去世了。
自从郢匠石的搭档去世后，郢匠石再

也无法表演这项绝技。
此后，这项绝技就失传了。
如你所知，这个著名典故叫做“郢匠

挥斤”。
出自《庄子 徐无鬼》。

2
公元前 241 年，由楚相春申君黄歇力

主，楚国主导发起，楚考烈王熊完担任纵
长，黄歇担任联军总司令，楚、燕、韩、赵、
魏东方五国第五次“五国攻”失败。

是否发起和实施“五国攻秦”，在考烈
王熊完和楚相黄歇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

第五次“五国攻秦”，楚军主力和精锐
损失惨重，考烈王痛惜不已，恼怒异常。

第五次“五国攻秦”的失败，是考烈王
熊完和楚相黄歇之间关系的分水岭，被公
认为考烈王熊完和楚相黄歇 “君相失和”
的标志性事件。

“君相失和”，也就是君、相关系的破
裂。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楚国
政局乃至于楚国国运和楚国最后的走向，
都有着致命的影响。

那么，导致考烈王熊完和楚相黄歇关
系的破裂，仅仅是“五国攻秦”的失败吗？

应当讲，五国攻秦的失败，可能只是
压垮考烈王熊完和楚相黄歇关系的“最后
一根稻草”。

事实上， 最迟从公元前 248 年开始，
考烈王熊完和楚相黄歇之间，已经危机四
伏，到了公元前 241 年，以至千疮百孔。

学界分析导致“君相失和”的诱因，认
为至少有这些：

第一，秦国暗施离间计，离间君相关
系。 楚国一直是秦国最为强悍的对手。 春
秋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楚国是列国最强
大国。 只是后来，秦国通过商鞅变法，逐渐
强盛起来，在楚国“宣威盛世”之后，赶超
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大国。 在秦
国剿灭六国的过程中，一直把楚国视为最
强大阻力。 尤其是楚相春申君黄歇拥有极
大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其军事才能、治理
国家的能力，都是同时期的佼佼者。 加上
楚考烈王熊完和楚相黄歇有生死之交，楚
考烈王熊完对楚相黄歇又极为信任和倚
重，君相和谐合力，楚国上下同仇敌忾，那
么秦国想灭亡楚国，基本没有胜算。 因此，
秦国暗施离间计，试图离间考烈王熊完和
楚相黄歇之间坚不可摧的关系，包括但不
限于可能散布王后李嫣和黄歇之间的私
生活绯闻。

第二，黄歇居功自大，惹来功高震主
之祸。 左徒黄歇陪伴太子熊完，在秦国为
人质 10 年。 10 年的漫长岁月，其间经历
的刀光剑影，甚至九死一生，早已让太子
熊完和左徒黄歇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太子
和臣子关系，成为命运共同体。 因为舍命
帮助考烈王熊完， 成功从秦国咸阳出逃，
回到楚国，接任楚王之位，黄歇再立不世

之功。 该怎么回报黄歇呢？ 考烈王给出了
作为一个王，所能给予的最高等级封赏：任
命黄歇为相， 赐淮北地十二县， 封号春申
君。 同时，考烈王还把朝政、军政全部交给
黄歇。 渐渐地，黄歇开始居功自傲起来，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大权、为所欲为，奢
侈无度、骄奢淫逸。无论是在陈城时的珠履
三千，还是寿春城中西南小城的恢宏繁盛，
以至改封吴地后治所苏州城的奢侈华丽，
司马迁在 《史记 春申君列传》 中由衷叹
息：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第三，李园小人得势，黄歇相权旁落
生怨。 从公元前 248 年开始，黄歇改封吴
地之后，黄歇就离开楚都寿春，前往吴地
的治所苏州城。 一个相国，却不在都城，而
是迁往千里之外的新封地居住，这意味着
什么呢？ 不言而喻，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
始，黄歇的相权已经开始旁落了。 公元前
241 年之后， 黄歇不受考烈王信任已公开
化了，黄歇的相权彻底旁落了。那个时候，
李嫣为考烈王连生两个儿子熊捍、熊犹，
熊捍被立为太子，成为储君。 李嫣被立为
楚王后。 作为楚王后的亲兄和太子、储君
的亲舅，李园逐渐得势，一步一步踏进楚
国王权中心，取得考烈王的信任和器重，
也成为替代楚相的潜在不二人选。 在巨
大的权力和利益诱惑面前， 李园的小人
嘴脸暴露无遗，李园兄妹权衡再三，难以
抗拒地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彻底把对
他们兄妹恩重如山的黄歇弃之如敝履！ 而
这些，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黄歇早已
心知肚明，难免不在内心对考烈王有所怨
恨，以致积怨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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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公元前 238 年秋冬季节，

考烈王熊完病逝于寿春。 17 天之后，从吴
地赶回寿春吊丧的黄歇， 在寿春城南门
（棘门）城门洞内，被李园埋伏的刺客残忍
杀害。

作为拥有极大国际影响力和巨大声
望的战国四君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黄歇的
惨死，在当时的楚国和六雄中，掀起轩然
大波。

彗星多次诡异地出现在东方天际；秦
王嬴政平定嫪毐叛乱、亲政；楚考烈王熊
完英年病逝；战国四君子春申君黄歇惨死
寿春城。

成为公元前 238 年发生的四大重大
事件。 《史记》《资治通鉴》对此皆有记载。

黄歇死因，成为公认的楚史和战国史
悬案之一。

学界对此，也一直有多种推测。
凶手李园已经确定无疑。
那么，李园为什么要杀黄歇？ 李园又

怎么敢杀黄歇？
即便当时李园权倾朝野，他也做不到

胆敢在楚国都城、光天化日之下，以如此
残忍的手段，公然杀害具有国际声望和影
响力的楚国当朝相国黄歇。

《史记 春申君列传》给出的理由是：
李园之所以杀黄歇灭口，是担心黄歇泄漏
楚幽王熊捍和后来的楚哀王熊犹，是黄歇
和李嫣所生，这一个惊天隐秘。

但是，如果楚幽王熊捍、楚哀王熊犹
为黄歇和李嫣所生，这个基本事实并不存
在呢？

那么，李园还有杀害黄歇的必要吗？
当然没有。
如果把上述因素排除， 关于黄歇死

因，学界推测，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李园可能得到了默许。
其目的是，为资历尚浅的楚幽王熊捍

执政、稳固新王地位，清除障碍。
还有一种可能，为了谋取相位、取而

代之，同时为自己的亲外甥楚幽王熊捍执
政清除障碍，李园假诏。

当然，所有这些可能，不过都是推测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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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相失和、黄歇惨死、用人失察（主要

表现在重用李园）， 或被认为是考烈王一
生中的三大失策。

君相失和，双方各有责任，不太好分
主次。 黄歇惨死，或与考烈王有关联，但也
仅限于推测。 用人失察，特别是重用李园，
这是考烈王的最大失误。

如果君相不失和，楚国在寿春，可能
更为精彩。

如果黄歇不是那么早惨死，楚国在寿
春也许不止十八年，可能还会续国更长时
间。 甚至，楚国都城可能还会东迁，比如东
迁吴地。 楚史可能更为光辉灿烂、深厚绵
长。

然而，这些不过都是假设。
貌似那个著名典故“郢匠挥斤”。
有理由相信，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看

到了不止这些：
一个身怀绝技高手的落幕，建立在彼

此高度默契之上信任的坍塌，高手与搭档
之间互相成就的烟消云散，登顶巅峰之上
的黯然收场。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看到楚国落幕余
晖的惋惜。

这一切，尽在“郢匠挥斤”。
阅读浩瀚楚史， 犹如倾听大河奔流，

带给我们何止是无尽回想。
历史或沉默，或喧嚣。
一如考烈王，亦如春申君。

歌 谣 传 唱 的 农 历
韦 清

我对农历的认识， 是从母亲传唱的
歌谣开始的。 其中九九歌最为形象地反
映了我国北方冬春之际的物候变化———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
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
九耕牛遍地走。

冬至交九。 农闲季节的九九八十一
天，是漫长的，但大人们掰着手指一九一
九地掐算，把时间分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且各节都有不同的变化， 让人们看到气
温由严寒到回升解冻再到春回大地万物
复苏欣欣向荣莺歌燕舞的变化过程，感
知到大自然的奇妙， 在地冻天寒的数九
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那时每每想到母亲传唱的歌谣，
对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这一节最为关
注，有明显的过渡性，很叹服歌谣精准的
概述力，春意似乎分秒不差地来到人间。
到桥头看看，河里虽然有粼粼的薄冰，但
河边的柳树竟枝条柔软舒展了， 颜色由
黛青绛红变为鹅黄浅绿， 不几天就吐出
嫩嫩的新芽，晶莹剔透亮眼，树木间的疏
朗渐渐被层层着色的新柳越染越浓，变
得稠密了，我想“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兴
奋，何如春意萌动柳先觉的新奇。此后，
陆续是 “河开”“燕来”“耕牛遍地走”，春
天由拘谨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终
于隆重登场了，而融融的春光，不正是那
抹鹅黄的柳丝最先触发的吗？

九九歌可谓一幅动态的冬春交接

图。
而在农人的心目中， 九九歌与节气

及农历是紧密相连的， 譬如 “春打六九
头”， 每年的立春往往是六九的开始，进
了六九就意味着春天到了，乍暖还寒，呈
向暖趋势；“惊蛰地里无丝”，惊蛰一般在
九九期间，冻期已彻底解除，可以耕田，
可以根据气温准备播种了， 人们脱去棉
衣，说说笑笑，赶着牛马走向田间，小孩
子跑到野外拔米蒿放风筝， 寂静了多日
的田野开始热闹起来。

母亲传唱的歌谣内容极为丰富，有
的描述天气及气温变化———“八月十五
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初一下雨半
月没好天”，留心一下，大致如此；“腊七
腊八，冻煞叫花”，腊七腊八一般在三九
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
“二八月，乱穿衣”，二月气温升高，八月
气温渐低，男女老幼着装各不相同，形成
不同的景观；“长五月，短十月”，白昼在
每年农历的五月最长十月最短， 夏至和
冬至就包含在其中。有的推算时令———
“大雁不过九月九，小燕不过三月三”，分
别代表了秋雁南返春燕北飞的最晚时

间；“河蟆打哇哇，六十天吃嘎达”，清明
之前河蟆开始鸣唱， 六十天之后麦子成
熟，可以吃上新麦子了；有的预报播种与
收获日期———“谷雨前后，种瓜种豆”，谷
雨前后适宜春播；“头伏萝卜末伏菜”，头
伏适宜埋萝卜，末伏适宜种白菜，时间不
容错过；“白露早寒露迟， 秋分麦子正当
时”， 指秋分是播种小麦的最佳时间，不
过现在人们播种都推迟到霜降， 因为气
温迟迟降不下来， 播早了， 麦苗容易旺
长；“小雪不除菜，莫把老天怪”， 提醒人
们小雪到了要除白菜， 否则有可能被一
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盖在地里； 有的预测
年景———“小满不满， 必然减产”， 到了
小满如果麦粒还不饱满， 就预示着麦子
歉收； “有钱难买五月旱， 六月连阴吃
饱饭”， 农历五月是麦收时节， 不需要
太多雨水， 六月连阴天， 秋作物疯长，
预示着丰收； “该冷不冷， 不成年景”，
冬天该冷了， 却迟迟不冷， 给害虫的生
长繁衍提供了温床， 对农作物不利， 而
且人和家畜易患流感； “冬天麦盖三层
被， 来年枕着馒头睡”， 冬天下几场大
雪， 麦子扎下深根， 来年丰收在望……

农耕时代的妇女没有几个识字的，
但每位母亲都有一串串有关时令节气的
歌谣 ， 子女们是听着母亲的歌谣长大
的。 这些歌谣， 使不识字的农家孩子能
够知晓必要的生存常识， 并在实践中理
解印证。 简短的歌谣， 包含着无穷的智
慧。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曾经有多少
不识字的农家妇女相夫教子， 传播了传
统文化， 教人遵从规则， 看来识字和文
化真的不能混为一谈。

幼时， 每当听到咕咕咕咕的鹁鸽叫
声， 就知道麦收时节就到了， 届时， 天
空毒花花的太阳， 田野里金黄的麦浪，
其间成群的灰色斑鸠 （我们这里叫野鹁
鸽） 掠过， 南风黑白地刮着， 人们在等
待中悄然做着准备， 一场全民参与的麦
收即将拉开帷幕……我们模仿斑鸠的声
音， 演绎着这样的歌谣———“咕咕———
咕咕， 你在哪住； 家后下雨， 你在城里；
家前收麦， 你在城外； 家西播种， 你在田
垄； 家东晒粮， 你在草房……” 整个麦收
期间， 斑鸠的影子无处不在。 我们一边麦
收， 一边互相传唱着歌谣， 与斑鸠的歌唱
遥相呼应， 反而淡化了麦收的紧张气息。

如果没有这样的调侃般的对唱， 仅仅听鸽
群一阵紧比一阵的 “咕咕———咕咕———”
的督战， 乡人或许紧张得饭也吃不下觉也
睡不着， 拼命去麦收。 那时节， 每每黎明
听了鸽鸣， 连我们这些小不点子都揪心，
大人还能不急？

想起二十四节气歌， 我就琢磨， 这
些节气的冠名必定是反复确立又反复否
定的， 经过岁月的淘洗打磨， 最终约定
俗成， 可以推测， 节气冠名最初是民间
口头传唱的 ， 后来可能官方参与了修
订， 才成为各种版本的日历上的定稿。
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名字， 既高度概括
了自然变换的节点， 又富有美感诗意，
闪烁着语言的光芒， 像一串串璀璨的明
珠， 把一年 12 个月 365 天从头至尾紧
密串联粘合起来 ， 成为一个完整的圆
环。 其中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这四
个节气 ， 是四季之始 ， 皆用了一个
“立” 字， 像一块界碑树立在季节之间，
赫然分明， 直观形象， 让人想象到季节
交替期间的进退争夺反复拉锯的较量，
是一个渐变的进程， 包含着辩证思维，
而雨水、 清明、 白露、 霜降等等， 清丽

明朗 ， 洗练干净 ， 色泽清雅 ， 动静相
间， 让人品味不尽回味无穷。

农耕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都
生活在农谚中 ， 生活在二十四节气歌
中， 这些与生俱来的乡土文化， 深深镌
刻在国人的记忆里， 时刻提醒乡人什么
时间该干什么事 。 我想 ， 不仅农民如
此， 就是各行各业也都关注着节气关注
着农事 ， 农民根据农谣 、 农时安排农
事， 其他行业则根据季节时令作出相应
的布局。 千百年来， 一代代先人总结提
炼的时令节气歌谣， 就是一张立体的农
事规划全图， 推动着一个农业大国的稳
步发展。

农历讲究顺应天时顺其自然， 注重
阴阳互补平衡， 追求圆融圆和有序， 与
中国古代文化的根脉息息相通。 农历农
谣， 研究的是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变化，
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想起农谣，
同时想起一些值得缅怀的往事， 涌起对
故乡对童年对母亲的温馨记忆。而农历农
谣这些流传千百年的乡村坐标，随着乡村
的衰败，将像深秋荒野的挽歌，凄然远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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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州 有 佳“宴 ”
楚仁君

人间草木， 各有风华， 一粒大
豆的魔幻转化， 缔造了人类美食的
传奇。 山水花园， 风味凡尘， 美景
和美食是最好的相逢理由。 在安徽
寿县， 山水城的旖旎风光与豆腐宴
的丝滑醇香交相辉映， 美景与美食
相交融， 视觉与味道相碰撞， 美景
里有故事， 故事里有美食， 让人们
体验到一场视觉艺术、 味觉旅行、
情感寄托的别样盛宴 。 寿州豆腐
宴， 是美丽寿县呈献于世人的美味
佳肴， 这一碟碟精美的豆腐肴里，
散发着历史文化名城的悠远香气，
彰显着古老寿州大地的独特魅力。

寿州豆腐宴， 是视觉艺术的梦
幻启幕。 一碟肴开一席宴， 宴， 是
餐食的顶点，烹饪的极至。寿州豆腐
宴， 是以豆腐为主料的烹饪艺术呈
现，追求食材与厨艺的完美融合，体
现了寿县工匠、 厨师们的艺术审美
和高超技艺。无论是热菜、凉菜，还
是汤菜、主食，都讲究一丝不苟 ，力
求完美。 通过一代代传承人的研发
和改进，厨师们用氽、熬、烩、炖、焖、
煨、煮、烧、扒、炸、煽、熘、爆、炒、贴、
煎 、烹 、蒸 、烤 、卤 、酱 、拌 、拔丝 、蜜
汁、 挂霜等 30 多种方法烹饪豆腐
宴， 把菜肴品种从传统的几十种增
至上千种。 林林总总的豆腐菜品琳
琅满目， 丰富多彩， 每一碟豆腐菜
肴，都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被
工匠、厨师们赋予蓬勃、昂扬的艺术
张力和艺术情操。色泽鲜艳、造型各
异、气味芬芳的豆腐宴刚一上桌，即
令食客们眼花缭乱，惊叹不已，踌躇
良久，不忍下箸。及至尝上一口，那
豆腐的柔滑与鲜香立刻融化于心，
仿佛云朵在舌尖上轻舞， 每一口都
是温柔的触感， 那绝妙美味让人欲
罢不能，不能自已。

一座城市，最悠然的时光，往往
藏在味觉里。城，所以盛名也。正如
寿州豆腐宴不咸不淡、不俗不媚，寿
州城不大不小、不远不近。远道的客
人至此，被豪爽、大方、热情、讲究的
寿县人温柔以待， 最高的待客之道
便是别具风味的寿州豆腐宴， 让外
地游客不仅迷恋这方土地上的名山
秀水、诗意栖居，更贪恋这片沃土上
的人间烟火、豆腐美食。在寿县游历

徜徉，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
寿州豆腐宴， 是历史文化的诗

意表达。食韵千年，香飘四海，寿州
豆腐宴犹如一幅细腻的画卷， 缓缓
地展现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
在寿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每一道
豆腐菜肴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
蕴， 每一个烹饪技巧都诉说着千年
的传承与智慧。寿州豆腐宴，不仅是
每一个食客味蕾上的盛宴， 更是寿
县悠久历史、 厚重文化的生动体现
和重要成分， 其博大精深、 丰富多
彩，令人叹为观止。从普通百姓餐桌
上的常客鸡刨豆腐、白菜豆腐，到富
贵之家待客时的楚鼎生香、 黎祁大
救驾；从寓意美好的竹报平安、花开
富贵，到表情达意的内有乾坤、锦囊
妙计等等， 寿州豆腐宴如同一个五
彩斑斓的宝库， 蕴藏着无数令人垂
涎的美味与秘密。 而在其中， 还有
很多深藏不露的豆腐菜品， 更是如
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等待着我们
去探寻、 去品味、 去传承。

食物的力量， 不仅在于满足我
们的味蕾， 更在于唤起我们内心的
情感与回忆， 在于看到我们人类的
历史与未来。食物是文化的体现，不
同的食材和烹饪方式， 反映了不同
文化的历史、风俗、信仰和价值观。
因此， 豆腐文化也是寿县历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一块小小的豆
腐被赋予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时
候， 看似平常的豆腐菜肴便有了非
同凡响的诗画意境和高贵品质。寿
州豆腐宴吃得是豆腐，品的是文化，
许多菜品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大都
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重大事件、民俗
风情等密切相关。“楚燕衔春”“寿州
一绝” 演绎得是寿春楚文化，“刘安
点丹”“八公献寿” 演绎得是寿州汉
文化，“淝水之战”“投鞭断流” 演绎
得是寿州战争文化，“时苗留犊”“一
清二白” 演绎得是寿州廉政文化，
“芍陂蛤蜊”“瓦虾戏水”演绎的是寿
县水利文化 ，“编笆接枣 ”“金玉满
堂”演绎的是寿州和谐文化……

一桌豆腐宴， 一部寿县史。 文
化， 是寿州豆腐宴的灵魂和精髓，
通过寻味的交集打通文化的时空，
让美食与文化在这里激情相拥， 延
续着寿县广博丰富、 深奥精微的饮
食文化， 并得以薪火相承， 生生不
息。

长淮东去， 楼山如故， 寿县敞
怀恭候， 延宾于宅， 共享美食， 何
其乐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