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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拾宝”之五

凭什么相信你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势如连璧友，心似臭兰人。

——上官婉儿残句

上官婉儿的墓葬最近在陕
西被发现，只有墓碑等少量物
品，却不见尸骨。当时死在洛阳
的上官婉儿为什么葬在陕西？
这还要从她的爷爷说起。

她的爷爷上官仪和父亲都被
武则天杀害，但她竟效命武则天长
达27年。14岁成为武氏“秘书”，
19岁时百官奏折都由她先行过目，
并加拟签，武则天只要在上面批个
字就颁行天下，上官婉儿成了武则
天的心腹。她长期追随武氏，成了
事实上的“首相”；武氏之后中宗即
位，婉儿封昭容，位同宰相，爵同
诸王，仍然参与朝政。她在幕后
操纵着整个王朝，直到后来她勾
结韦后，企图扶植韦后成为“武则
天第二”，引起了太平公主和李隆
基的不满，后被李隆基诛杀。

但是李隆基很快就后悔了，
他喜欢这个才貌双全的上官婉
儿。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推断：多
情的唐明皇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个
才女，就安排臣子在长安刻了一块
墓碑，建了一个纪念性的墓葬。此
事发生在李隆基杀了这个非凡女
人后的第二年。后来唐明皇让宰
相张说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辑
成二十卷，如此才“安”了这个大
唐天子的心。他敬佩这个“曾经
的敌人”。

多情的上官婉儿不仅征服了
唐明皇，也征服了那个时代。她

爱上了李贤，李贤被杀后，她从
此不再相信爱情，在宫廷的男人
间游戏人生。她用超强的力量控
制了那些身居要职的男人，从大
唐皇帝中宗李显，到廷臣执事武
三思、崔湜等。她才高盖世，在权
力场中纵横捭阖，在危机四伏的
宫廷争斗中搞平衡。她的卑鄙与
高贵、张扬和谦逊，放浪与真诚集
于一身的复杂个性，让她如钻石
般闪烁着多彩的光辉。

上官婉儿的这首残诗意思
是：双头牡丹并蒂，像是珠联璧
合的挚友。花蕊散发香气，恰似
美如幽兰的佳人。

上官婉儿一生几乎都是在
洛阳度过的。她热爱洛阳，也
热爱牡丹。这首残
诗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理解为
她 渴 望 爱
情、渴望自
由、追求
美好生活
的形象
表述。

迷信权威大概是人类的一种惯性：黄
口小儿一句戏言，人们不会太当回事儿；
同样的话若出自专家、教授之口，便有了
千钧的分量；如果这话变成铅字，印在
纸上，再有千万个人传颂，那就更不得
了——大家都说乌鸦是白的，且言之凿
凿，你就会怀疑自己对黑白的认知是不
是出了差错。

前日我去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参观，见
有西汉木牍数片，泡在玻璃管盛着的防腐液
里；虽越千年，上面的汉字仍清晰可辨：

“……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生之遗言……”
读了一些古书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荀

子所著《劝学篇》中的名句。荀子是战国
末期的思想家，他写的《劝学篇》很有些道
理，比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是
我们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起源。

荀子还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
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让人多多
体验，多多实践，免得成为井底之蛙。

我没打算从历史深处请个老学究来
劝今人向学，我要说的是，老学究的话经
过口口相传，可能有违真相。

金石文字博物馆所藏木牍之记载，就
跟我们惯于念诵的有出入——

教科书上写，“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
学问之大也”；两千多年前遗存下来的真
实文物却表明，荀子所说乃“不闻先生之
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一个“先王”，一个“先生”，一字之差，意
境大有不同：前者推崇的是封建社会的君
王，凡君王所言必是大学问，树的是统治者
的权威；后者则尊崇真正有学问的“先生”，
不论其身份贵贱，敬的是人类的超凡智慧。

哪朝哪代的哪个人篡改了荀子的
话？我们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除非你
拿着证据去跟人辩论，否则即便真相如
此，当你跟人说“不闻先生之遗言”，他可
能还是会笑话你：哎呀呀，你背错了。

18世纪，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林德
的海员医生声称柠檬能预防败血症。这
本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重大发现，
但人们不相信一个无名之辈竟能攻克顽
疾，用的还是如此简单的方式，因为书上
都说败血症无药可治。

著名作家王尔德说，重要的东西，用
眼睛是看不到的，需要用心去体会。

老祖宗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人还是保留些思辨精神好，遇事想想

为什么、凭什么，否则就容易变成孔乙己
那样的呆子，只会炫耀茴香豆的“茴”有几
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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