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咱们在《逍遥谷里逍遥客》（10月21日C01版）
篇里说到，道士潘师正在嵩山逍遥谷修道，唐高宗和武则
天听闻他的大名，将其请到洛阳，“甚尊敬之”。

潘师正的大名是如何“上达天听”的？是道士刘道合
传上去的。

＞＞＞嵩山修道，有真有假

刘道合，“陈州宛丘人”，就是今天的周口市淮阳
县人。

刘道合跟潘师正一起在嵩山修道，都住在逍遥谷里。
嵩山为五岳之中，是道教名山，唐代在此修道的高人

不少，比如潘师正和刘道合。
潘、刘二人在嵩山是真心修道，不过，也有人打着修

道的幌子，做着投机的美梦，典故“终南捷径”里的主人公
卢藏用就是这样一个人。

卢藏用考中进士后长期不被重用，急于做官的他便
想了个主意：隐居。不过，他不是真隐居，而是想博得高
士的大名，引起皇帝的注意。

历史上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皇帝在长安的时候，卢藏
用就到终南山“隐居”，等皇帝到了洛阳，他又跟着到嵩山

“隐居”，因此他被戏称为“随驾隐士”。

＞＞＞刘道合施法，雨居然停了

刘道合真心隐居在嵩山修道，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唐
高宗还是听说了他的大名。

唐高宗没有急于召刘道合进京，而是“令于隐所，置
太一观以居之”，很懂得以情动人：我对你这么好，不怕你
到时候不给面子。

刘道合进京了，唐高宗将他“召入宫中，深尊礼之”。
唐高宗为什么对刘道合他们那么宠信呢？因为他想

从他们那里求得养生和长生之术。渴望健康长寿乃至长
生不老是历朝皇帝的愿望，对自幼体弱多病、当上皇帝后
又患“风眩”的唐高宗来说，这个愿望尤为迫切。

在宫中，刘道合受到优待。唐高宗准备到泰山封禅，
但老天不给面子，连续多日阴雨不停，唐高宗求助于刘道
合：“道长，能施法让雨停下来吗？”

不知是艺高人胆大，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刘道合
一口答应。老天也真给面子，他一施法，雨就停了。唐高
宗大悦：“道长法术高啊！这样吧，你打前站，先到泰山替
我祈福，我随后就到。”

封禅后，刘道合得到许多奖赏。好个老刘，将奖赏都
散给了穷人。

＞＞＞给我炼的仙丹，他怎么吃了

刘道合给唐高宗炼了许多仙丹，唐高宗吃得津津
有味。

唐咸亨年间，刘道合去世，被埋在嵩山他修道的地
方。后来，唐高宗要在那里营造奉天宫，他的墓需要迁移。

弟子们打开坟墓，发现师父的尸体只剩下空皮，“而
背上开拆，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弟子们惊呼：“啊呀，
师父成仙了。”

刘道合“成仙”了，唐高宗不高兴了：“这老刘真是的，
明明是给我炼的仙丹，他怎么自己吃了成仙了？”不过，他
很快又高兴起来：“这说明他的仙丹有效啊，他以前给我
炼了那么多，我还没吃完呢！”

唐高宗吃仙丹吃得更有劲了。

唐代处士（有德才而隐居不仕
者）韦月将是条汉子，他敢上书说有
人给皇帝戴了绿帽子。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
之等人趁武则天病重发动兵变，逼
其退位，其子唐中宗李显复位。

李显重新当上皇帝后，当初他
被幽禁房陵时与其不离不弃的皇后
韦氏便飞扬跋扈起来。她不但学婆
婆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而且后来
竟然与武三思私通。

可笑李显对此一无所知，依旧
对武三思信任有加，将武三思召
到宫中，让其和韦氏玩一种叫“双
陆”的游戏，自己则在一边为他们
数筹码。

后宫秽乱，国将不国。处士韦
月将激情上书，控告武三思暗地里
和韦后通奸，日后必将谋反。唐中
宗看后大怒，认为韦月将胡言乱语，
却不去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被戴了绿
帽子。

“将韦月将推出去斩了。”唐中
宗下旨。

一旁的黄门侍郎宋璟上奏：“皇
上怎么能随便杀人呢？得依法律程
序，将韦月将交给有关部门审理，弄
清楚了该咋办咋办。”

宋璟竟然抗旨不遵，唐中宗气
得面子也不顾了，穿着便鞋就出了
宫门：“我以为你们早就把这厮给杀
了，怎么到现在他还活着？赶紧拉
出去杀了。”

宋璟不听，近前上奏：“有人揭
发武三思和皇后有私情，您不问青红
皂白就要将人家杀了，这事儿要是传
出去，天下人一定会非议您的。”

宋璟坚决要求将武三思抓起来
审问，唐中宗坚决不答应。宋璟的
脾气上来了，说：“如果您一定要杀
韦月将，就先把我杀了！”唐中宗的
怒气这才消了不少。

借此机会，左御史大夫苏珦
（xiàng）等人也纷纷进言，称刚入
夏季就杀人“有违时令”，不太合适。

无奈，唐中宗将对韦月将的处
罚改为杖刑，打过屁股后，将他流放
到岭南。

可惜的是，武三思和韦后的党
羽太多了，韦月将一到岭南，就被广
州都督周仁轨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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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器”之食器篇

“三岁一个代沟”，周代的人跟我们之间有成百
上千个代沟。

你说“把豆拿过来”，现在的洛阳人以为你要煮
粥，会问你是要绿豆还是红豆；周代的洛阳人会给你
端过来一个高脚盘：“喏，这就是豆。”

此豆非彼豆。两三千年前的豆，是用的，不是
吃的。

当时的豆，是一种礼器，用来盛放肉酱、咸菜之
类的，形状像高脚盘，有的还带盖儿。

洛阳博物馆的这个彩绘陶豆（如图），是东周时
期的东西。11年前，人们在洛阳西工区的一座战国
墓里发现了它。

战国时期的洛阳乃东周王城，城内王公贵族所
用器物，无一不精。这个陶豆纹饰华美、浑朴大气，
如今看来仍是不可多得的高档货。

豆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初用于盛饭。商
周时期，豆被贵族列为礼器，在祭祀、宴饮等重大场
合用来装点门面。其质地多样，既有陶豆，又有木
豆、铜豆、竹豆。

竹豆又名笾（biān），怕湿，专用于盛放果脯之
类的干食。陶豆不漏水，可盛放带汁的食物。

古人特别讲究长幼尊卑。古籍记载，身份越
尊贵的人，用的豆越多，周天子吃一顿饭，能摆出
26个豆！

年纪大的人也有“福利”：70岁以上者用4个
豆，90岁以上者用6个豆。

这么多豆，都盛咸菜、肉酱，有啥吃头？
须知咸菜、肉酱也可细分：腌白菜、腌韭菜、腌笋、

腌蔓菁、牛百叶、猪肩肉、鹿肉酱、兔肉酱、鱼酱……花
样多着呢。

譬如猪肩肉，古时叫“豚膊”：挑选上等猪肉，切
块，加油、盐、蜜、酒、姜、椒等煮熟。那可是上等美
味，一般人吃不着呢！

河图洛影 战国彩绘陶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