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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张广英 文/图

今天，很多年轻人相信星座，
觉得用它来推测一个人的性格，有
时还蛮准的。

星座是占星学（也叫星占学）
的一部分。所谓占星，就是通过观
测星象来进行占卜，预知未来的吉
凶祸福。这种方法在我国自古就
有，古时的天文学家通常还有另一
重身份，就是占星大师。

那么，一行也懂占星吗？答案
是肯定的。他被唐玄宗召到宫中，
成了朝廷的占星顾问。

唐玄宗和历代帝王一样，对占
星术既重视，又十分忌惮。据《资
治通鉴》记载，公元722年，他行幸
东都洛阳，曾下令“宗室、外戚、驸
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
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也
就是说，百官不得与术士结交，占
星之类是朝廷的特权。

如果有人擅自占星，结果会怎
样？看看王皇后的结局，你就知道
有多惨了。

唐玄宗宠爱武惠妃，王皇后因
没有生子，地位越来越不稳。其兄
王守一想了个办法：“使僧明悟为
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
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
子，当如则天皇后。’”

这还了得！唐玄宗得知此事后
大怒，赐死王守一，将王皇后废为庶
人。不久，这个可怜的女人就死了。

对自己的占星顾问一行，唐玄
宗十分信任。唐人李濬在《松窗杂
录》中记载，一年秋天，唐玄宗登洛
阳天宫寺阁远眺时，曾忧心忡忡地
问：“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不
好泄露天机，只得笼统答道：“陛下
行幸万里，圣祚无疆。”

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西行至
成都，见前方有大桥，就问左右：

“是何桥名？”左右答：“万里桥。”唐
玄宗长舒了一口气：“一行的话在
此应验，我无忧了！”

作为占星大师的一行，在民间留下
了许多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活
捉“北斗七星”的故事。

有人不信：活捉“北斗七星”？开玩
笑呢！其实我也不信，《酉阳杂俎》的作
者段成式也不信。正因如此，他在记录
这个故事时加了一句：“成式以此事颇
怪，然大传众口，不得不著之。”

段成式是晚唐人，让他“不得不著
之”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行幼年家贫，常受邻居王姥接
济。后来，王姥因儿子杀人向一行求
助。一行很为难：“您若要金帛，我当十
倍奉还，可这是君上执法，我不好求情
啊！”王姥恼了，指着一行骂：“我认识你
有何用！”

为报王姥之恩，一行只好另想办
法。当时，他和梁令瓒正在制造水运浑
天仪，浑天寺中有不少工役。他便让人
腾出一间屋，在屋中置一大瓮，又暗中
选了两个工役，交给他们一个布囊说：

“某坊某角有废园，你们藏到那里，黄昏
时会看见七个活物。你们的任务，就是
用布囊将它们全部捉回。”

二人依言而行，捉到七头猪。一行
大喜，将它们置于瓮中，封上泥土，并

“朱题梵字数十”。结果，次日天不亮，
唐玄宗就召他进宫，惊慌地问：“太史来
奏，昨夜北斗七星不见了，这是何征
兆？”一行说：“我看这是上天在警示陛
下，没办法，大赦天下吧！”

唐玄宗哪敢不听。王姥的儿子
因此得救，北斗七星也一个个回到了
天上。

上古时期，北斗星确实曾被称为彘
（zhì）星，“彘”即猪。后来，英国人李
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收录了
这个离奇的故事。

唐代洛阳，高僧云集，一行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天
资聪颖，博闻强记，不仅是密宗的领袖人物，还是精通
历法、善观星象的天文学家。在短短45年的人生中，一
行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其中不少就发生在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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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将一行奉为“天师”，礼遇备至，可惜一行
的寿命不长。公元727年，《大衍历》还未完成，一行
因病与世长辞，年仅45岁。唐玄宗悲痛不已，为他亲
撰塔铭，并赠谥号“大慧禅师”。

关于一行之死，也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明皇杂录》和《开天传信记》等唐人笔记记

载，开元年间，裴宽被调到洛阳任河南尹。他痴迷佛
教，一有空就去嵩山听普寂禅师谈经论道。普寂禅
师是一行的本师，当初一行就是在他门下出家的。

一天，裴宽又来找普寂禅师。普寂禅师说，我这
会儿有事，顾不上和你说话，要不你先找个地方歇着
吧。裴宽便进了旁边的屋子，看普寂禅师要做什
么。只见普寂禅师洒扫正堂，焚香默坐，不一会儿叩
门声响起，有人连声传报：“一行和尚到了！”

一行进来，先向普寂禅师行礼，又“附耳密语，
其貌绝恭”，普寂禅师颔首答应：“无不可者。”说
完话，一行走下台阶，“入南室自闭其户”。过了一
会儿，普寂禅师叫过左右，说：“撞钟吧，一行和尚
灭度了。”众人忙去看视，果见一行瞑目而坐，气息
已绝。

这件事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世人对高僧一行的
景仰却是真真切切的。今天，嵩山会善寺旁还保留
着一行所建琉璃戒坛的残柱，吸引着人们前去凭吊。

前段时间，我根据登封市文物局文物科科长张
德卿的指引，在会善寺西边的山坡上找到了戒坛遗
址。遗址上有两根唐代残石柱，上刻天王雕像，依稀
可见当年一行为僧徒传戒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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