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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清官」這個詞所傳達出的思
想，比我們平時理解的要寬廣一
些。中國古代的「清官」，正式
稱呼是「循吏」。司馬遷對「循
吏」所作的界定是「奉職循
理」。《史記．循吏列傳》曰：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
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
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
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後來班固等史家承襲了這一概

念，民國初年修撰的《清史稿》
中，仍有「循吏」史傳。不過，

司馬遷的「循吏」主要相對於「酷吏」而言，清靜無
為、不事刑罰是這種吏的特點。後來的循吏，無為思想
已被代之以「有為」。班固《漢書》的循吏特徵是：「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出現「清官」一詞的時間要比「循吏」晚得多，所指

的是地位顯貴而政事又不繁雜的官職，與政治道德不相
干。西晉武帝太康時期，當時一個叫劉頌的大臣主張清

官的地位要高於其他的官職。二十四史沒有清
官類別，只有「循吏」、「良吏」、「酷吏」之
分。包拯在正史中不稱為「清官」，而是作為
「直臣」出現在《宋史》大臣列傳中。「清
官」，是民間的叫法，正史不那樣稱呼。
這幾年討厭清官的情緒一直時有所見。實際

上，不少觀點早就有了。明朝的李贄認為，清
官之害大於貪官之害。20世紀60年代，「清官」
頗受唾棄。《徐鑄成回憶錄》第五章記述1965
年諸事中有一段文字說：「在各機關討論中，
凡認為清官是歷史客觀存在、清官總比貪官好
者，概被指為立場反動。而認為清官比貪官影
響更壞者，後來大都封為造反派。」好傢伙，
照此理論，包拯、海瑞之流，不僅應該口誅筆
伐，而且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讓他
們永世不得翻身。我並不是認為李贄的理論，
與文革時期的怪誕邏輯在一個起跑線上，只是
說世上早就有眼睛盯㠥清官的人。當然，為文
的人好作驚人之語，心裡面未必真的把清官現
象和出現清官的原因混為一談。說白了，出現

清官及貪官是體制出了毛病，在當時的體制下，清官本
身還是可敬的。
體制是個大問題，哪裡是小百姓想改動就改動的？盼

望遇到一個不坑民不害民的清官，比希望更換體制也許
更現實。官員少貪一分，百姓就可以多喘一口氣。明代
嚴世蕃籍沒時，有一份財產目錄，其中貪污黃金三萬餘
㛷，白銀二百餘萬㛷，其它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
萬。名相張居正的家產，連萬曆皇帝都瞠目結舌。清官
雖然有這缺點那毛病，但不貪圖別人和國家的金錢，不
徇私枉法，能伸張正義。
人們不忘記好官，除了現實使其迫不得已，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不抽象。包拯一流人物，為什麼婦孺皆知？就
是他說人話辦人事。無權無勢的秦香蓮能打贏官司，要
沒老包行嗎？中國古代的清官，其清正廉潔，絕大多數
是通過斷案表現出來的，他們執法如山、秉公而斷、不
徇私情、不畏權勢的操守，在案件處理過程中得以充分
展示。誠如《貪官清官傳》所云：「百姓的認可是歷史
上鑒別清官的一個重要標誌。因為清官的共同之處在於
他們能夠在某一方面或某地區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幾件
實事、好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
求。因此，人民讚頌清官，推崇清官，愛戴清官，歡迎

清官。」一位官員的所作所為，他的上司也許被欺蒙而
無所知，周圍百姓卻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飾的言詞
都遮擋不住的。
就本質而言，政治政策莫不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

關，政治的任何變化，或多或少，直接間接會影響老百
姓的衣食住行。應該說，只要是清官，對政局的穩定，
對老百姓安居樂業都是有好處的。元代不到20種公案戲
中，寫包公審案斷獄的就達11種，如關漢卿的《包待制
智斬魯齋郎》；京劇劇目中，包公戲有34齣，比如《鍘
美案》、《赤桑鎮》、《鍘包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劇目，時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原因就在於，老包用
行動體現了皇家的政策，給了老百姓喘息的機會。老百
姓靠什麼體會政策的優劣？一是借傳播工具的傳遞，這
在發達的現代社會不必多說，在古代，在欠發達的地區
則不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另一個就是老百姓身邊那些官
員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行為，決不僅僅代表他們個人，
政策的好壞，乃至政府的優缺點，老百姓都是從身邊的
官員身上體會出來，古代如此，現代依舊不會改變。
古代優秀的政治家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唐太宗思考誰

到下面任職合適時，非常慎重，總是左思右想。他認
為：「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
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資治通鑑》）剔去
封建君主以天下為自己私器的觀念，僅存其理，這句話
今日仍然可以作為參考。
不過，也不要忘記，清官是道德自律的產物，而不是

制度的產物。清官只是帝王棋盤上的一顆子，靠不住。
最本質的過好日子，不能靠清官，要靠制度。按理，官
員不該有清濁之分，在強大的制度面前，所有官員都該
盡職盡責。然而，每個朝代雖然都有「不准」、「不能」
之類，到最後卻「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為
甚麼？制度缺陷結出的惡果。
「清官現象」是中國專制政治所派生的特有產物，該

詛咒的是使官員分成清、貪陣營的體制。從根基上說，
「清官現象」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不是一回事。

告訴老百姓依靠清官不行，要依靠制度。這是必說的
第一句話。
告訴老百姓制度完善以後，就沒有清官貪官之分了。

這是必說的第二句話。
告訴老百姓，完善的制度不能靠等。這是必說的第三

句話。

出外打拚多年，輾轉各地，嘗遍南北菜餚，但一直懷
念家鄉的美食，特別是母親做的羊肉湯，那滋味至今未
忘，一直在夢中回想。
家鄉的飲食偏辣，麻味重，講究食材的新鮮原味。母

親是廚藝高手，她熬的羊肉湯特別好，湯清、味醇、不
膻，卻又有濃濃的羊肉味，㠥實讓人胃口大開。一鍋乳
白色的湯鍋上桌了。一股溫暖噴香的氣息瀰漫開來，夾
雜一股㡡花味，聞香即讓人食慾大增，於是我和妹妹忙
端調料，加一些細碎的辣子，擱上鹽、味精、香菜，怕
辣再放點香油，一碟上好的蘸水就成了。香味撲來，催
你趕緊添上一小碗熱騰的湯，放少許小㡡，先獎勵一下
鼻子，聞上幾秒，方輕啜入口，細細品來。腦中暫且清
空雜念，只和眼前的一鍋肉湯交流，細賞它的色，細聞
它的氣，細品它的味。我和妹妹爭㠥搶㠥，蘸㠥調料，
突然咳嗽大作，嗆聲淚下，原來是蘸料中加了母親自家
種的小米椒，後悔自己貪心多放了。但不想放棄，繼續
與羊肉決戰，與辣子搏鬥，碗箸翻飛，湯汁淋漓，吃得
我們雙眼迷離，直呵熱氣，可嘴裡卻不能消停。最後，
戰鬥在鍋空人疲中結束，這次激烈決戰讓我和妹妹暢快
異常，至今難忘。母親一直微笑㠥，並不多說話，只是
不停地往我們的碗裡夾羊肉，眼中滿是寬慰，彷彿我們
每吃一塊羊肉，便是吃進了一顆強身健體的丹藥。
冬日寒冷，農事已了，人閒，家鄉人就開始熬羊肉

湯。熬羊肉的桌台是家鄉人獨創的，上面是桌面，下面
是炭爐子，支起一管長煙筒，火碳便在爐內熊熊燃燒。
鄉親們圍坐桌旁，邊吃邊侃，大塊大塊的羊肉羊雜在湯
鍋內沸騰㠥，味越來越濃。羊吃到七八成飽，主人家便
捧出大罈酒，頻頻舉杯，猜拳玩樂，不亦樂乎，夜聲渺
遠，人人都抹上酡紅，醉在一屋的羊肉味裡，而嫩滑鮮
美的羊肉片，還在湯裡躲㠥呢！
吃過家鄉鄰里各戶的羊肉湯，還是覺得母親做的羊肉

湯最好喝。請教母親秘訣，母親手把手教導：羊肉先用
開水焯去血水，骨頭和羊雜熬湯，肉片肉塊最後才加
入，一定要伴少許胡椒，小火慢慢燉㠥。說來就是最本
色的做法，可母親做出來的羊肉湯總是不一樣，方法在
手中，技巧在心中，我和妹妹都無法領會她熬湯的要
訣。
每次我看㠥母親滿臉慈愛地在灶台邊忙活，我便猜

想，母親熬羊肉湯中，大概加滿了對生活的歡欣和對親
人的熱愛。母親用最簡單的食材做出可口的食物，想
來，人也該簡單地活㠥，把簡單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那就很不錯了。

﹁
清
官
﹂
這
個
概
念

■
李
恩
柱

■江慧妍

母親的羊肉湯

嘗
有
一
段
稗
官
野
史
：
蘇
曼
殊
某
日
問
章
太

炎
，
子
女
從
何
而
來
？
章
太
炎
覺
得
這
個
問
題

有
些
尷
尬
，
就
推
托
讓
蘇
曼
殊
自
己
到
市
面
上

買
本
生
理
衛
生
的
書
讀
。
蘇
曼
殊
說
，
我
覺
得

書
中
所
說
和
現
實
有
些
不
符
，
因
為
中
外
書
籍

都
說
要
男
女
同
房
才
會
有
孩
子
，
但
我
家
鄉
有

位
婦
人
，
丈
夫
在
外
多
年
，
婦
人
亦
能
自
行
受

孕
生
子
，
可
見
也
是
有
例
外
的
。

蘇
曼
殊
是
僧
人
，
不
解
男
女
之
事
，
即
使
看

了
書
，
僅
憑
臆
想
，
也
依
然
犯
下
這
種
看
似
很

可
笑
的
錯
誤
。
︽
禮
記
︾
曰
：
﹁
獨
學
而
無

友
，
則
孤
陋
而
寡
聞
。
﹂
意
為
一
個
人
獨
自
學

習
而
不
與
他
人
切
磋
討
論
，
學
識
終
究
淺
薄
鄙

陋
，
視
野
見
聞
不
廣
。
後
來
，
顏
之
推
的
︽
顏

氏
家
訓
︾
又
進
一
步
闡
釋
道
：
﹁
蓋
須
切
磋
相

起
明
也
。
見
有
閉
門
讀
書
，
師
心
自
是
，
稠
人

廣
坐
，
謬
誤
差
失
者
多
矣
。
﹂
認
為
學
問
是
需

要
互
為
研
討
，
互
為
啟
發
的
，
若
是
閉
門
自

守
，
僅
憑
個
人
的
主
觀
理
解
，
如
同
瞎
子
摸

象
，
自
以
為
是
，
就
很
容
易
鬧
出
大
笑
話
來
。

這
些
一
千
多
年
前
古
人
教
導
學
生
如
何
讀
書
的

老
話
，
至
今
仍
然
有
㠥
極
強
的
現
實
意
義
。
因

為
每
一
個
人
的
學
識
見
聞
，
都
有
㠥
局
限
性
，

如
果
缺
乏
交
流
探
討
，
無
法
從
他
人
身
上
吸
取

知
識
和
經
驗
，
獲
得
有
益
的
開
導
和
啟
發
，
及

時
更
正
自
己
的
謬
誤
過
失
，
即
使
讀
書
再
多
，

也
不
過
是
尋
章
摘
句
的
陋
儒
而
已
。

所
以
，
古
人
倡
導
在
學
習
時
，
要
樂
於
與
友

人
一
起
切
磋
探
討
，
由
此
避
免
獨
學
寡
聞
、
涉

道
甚
淺
的
弊
病
。
︽
書
經
︾
曰
：
﹁
好
問
則

裕
，
自
用
則
小
。
﹂
鼓
勵
好
學
者
在
遇
到
疑
問

時
，
要
勇
於
向
人
求
教
請
益
，
取
長
補
短
，
而

不
要
放
不
下
面
子
，
不
懂
裝
懂
，
更
不
要
妄
自

尊
大
，
瞧
不
起
他
人
。
春
秋
時
期
，
齊
桓
公
銳

意
圖
治
，
欲
謀
霸
業
，
他
聽
說
出
身
貧
賤
、
飼

牛
高
歌
的
寧
戚
是
個
人
才
，
就
讓
相
國
管
仲
去

請
。
但
寧
戚
見
了
管
仲
，
卻
不
表
明
自
己
的
態

度
，
只
是
說
：
﹁
浩
浩
乎
，
倏
倏
乎
！
﹂
管
仲
左

思
右
想
，
不
解
為
何
意
，
回
到
家
裡
依
然
在
思
考

這
件
事
情
，
為
此
眉
頭
緊
鎖
，
悶
悶
不
樂
。
家

裡
的
小
妾
問
原
因
，
管
仲
答
道
，
這
不
是
你
所

能
了
解
的
。
小
妾
曰
：
﹁
毋
少
少
，
毋
賤
賤
。
﹂

意
為
你
不
要
看
不
起
我
，
試
㠥
說
說
看
。

管
仲
於
是
把
事
情
經
過
告
訴
了
小
妾
，
小
妾

一
聽
就
樂
了
，
說
：
﹁
這
有
何
難
？
寧
戚
不
過

是
想
先
成
家
，
再
立
業
罷
了
。
古
有
︽
白
水
詩
︾

云
：
﹃
浩
浩
白
水
，
倏
倏
之
魚
。
君
來
召
我
，

我
將
安
居
？
國
家
未
立
，
從
我
焉
如
？
浩
浩
者

水
，
育
育
者
魚
。
未
有
室
家
，
而
召
我
安
居
？
﹄

浩
浩
、
育
育
，
乃
喻
人
皆
得
配
偶
，
寧
戚
是
借

用
古
詩
來
婉
轉
表
達
自
己
想
先
安
家
的
意
思
。

相
公
只
須
為
寧
戚
選
取
配
偶
，
以
居
其
室
，
他

就
會
為
相
公
所
用
。
﹂
管
仲
遵
照
小
妾
的
指
點

行
事
，
果
如
其
言
。

向
人
請
益
，
也
應
當
像
管
仲
一
樣
，
不
以
向

身
份
較
己
低
微
的
人
求
教
為
恥
。
而
一
個
人
只

要
有
了
虛
己
受
人
之
心
，
到
處
都
有
可
值
得
學

習
的
人
。

■
青
　
絲

獨
學
無
友

舊上海灘愛皮西（後稱「愛民」，括號內文字係
筆者所注，下同）糖果廠之傳統名牌「ABC米老
鼠糖」，後更名為「大白兔奶糖」曾風靡一時，
2010年推出了時髦「世博」版，冠名曰「金兔」，
其外包裝糖紙精雅，喜氣洋洋令顧客愛不釋手，
該「甜蜜的事業」讓人聯想到文革時一度搖身一
變的彼「大紅兔」而倒胃口。筆者曾仔細咀嚼上
述品種，除新品略顯低糖外，其彈性、嚼口、奶
香、色潤、造型、不黏牙程度均相彷彿，而價格
卻不可思議的—漲，猛想起古樂府《木蘭
辭》：「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安能辨
我是雌雄！」的困惑，不提也罷。
農曆凡卯年出生者均屬兔，按干支六十輪迴排

列，因五行（金木水火土）「己、辛」相接，既然
1999年「己卯」叫「土兔」，故2011年辛卯應稱
「金兔」才是，於是商家銀行「金兔寶寶」、金兔
金條（金兔祈福叟幼咸宜）、金兔⋯⋯應運而生
—吉祥如意嘛，此或緣於民間風水說法—把丑
卯己未酉亥/子寅辰午申戍與動物身上有偶/奇數
特徵分別歸屬為陽/陰，而生肖動物牛羊豬乃偶蹄
類，雞四爪兔雙唇蛇兩舌（信）亦算偶；鼠虎龍
猴狗五趾馬單蹄都為奇，由此組成了十二屬相，
即丑牛、卯兔、己蛇、未羊、酉雞等。靈兔性情

溫和聽覺嗅覺敏銳，古文獻對兔有許多評論，如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詩經．小雅瓠葉》）「兔罝章肅肅，兔罝椓之丁
丁⋯⋯」（《周南》）「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
羊而補牢，未為遲也。」（古諺），「飛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記．越王勾踐世
家》）「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靜）如處
女，敵人開戶，後（動）如脫兔，敵不及拒。」
（《孫子．九地》；唐．陸龜蒙《雜諷》：「攻如
餓鴟（鷹）叫，勢若脫兔急。」）歷代詠兔詩詞枚
不勝舉，其中涉及金兔的喻物言志頗有情趣則較
為罕見，茲羅列若干於下以饗讀者同好：
攢河半玉蟾，裛葉彰鑫（金）兔。（南朝．

梁．劉孝綽《林下映月》）

金波來白兔，弱木下蒼烏。（南朝．梁．庾信

《宮調曲》）

金兔猶懸魄，銅龍欲啟扉。（隋．江總《答王

筠早朝守建陽門開》）

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唐．李白《古

風》，明．王琦注「金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

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也。」）

玉流含吹動，金魄動雲來。（唐．沈佺期《和

元舍人萬頃臨池玩月戲為新體》）

待月杯行遲，須臾金魄生。（唐．白居易《首

夏同諸校正游開元觀因宿玩月》）

說向庸人徒嘯噱，汲水傾來，那見連金魄。

（明．張岱《蝶戀花．清泉沁月》詞，月色呈金黃

色，故稱。）

東海出明月，清明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兔

正奇絕。金兔正奇絕。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

時。頗奈蝦蟆兒，吞我芳桂枝。」（唐．盧仝《月

蝕》，系唐憲宗元和年間政治諷刺詩，家貧，自號

「玉川子」韓愈有《月蝕詩效玉川子作》加以評

論。）

「仙樣唐宮那有。嘆玉蜍獨處，金兔無偶，不

死雖偷藥。」（明．屈大均《眉嫵．新月》）

玉宇瓊樓閉早秋，金蟾銀兔泣寒夜。（明．何

景明《嫦娥圖》，金銀均貴重色彩）

呼金兔，尋玉策，檢前蹤。」（宋．劉仲訥詞

《水調歌頭》）

一派瑤峰，玉宇朦朧，半函銀兔清輝。」（明．

王夫之詞《摸魚兒．江天暮雪》）

北京奧運會金牌用漢白玉鑲嵌，可謂「金玉滿
堂」，白玉晶瑩可愛，遠古「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
白兔」（《漢書．光武帝紀下》），梁．簡文帝有
《上白兔表》，⋯⋯白兔被當作皓月祥瑞之兆，廣
受讚譽和尊崇，甚至以兔喻德：「王昔德盛則赤
兔現，王者敬耋則白兔現」（《宋史》），如「新秋
白兔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
擊，玉鞭遮到馬蹄前。」（王建，唐皇憐兔《宮詞》
之一）唐．蔣防《白兔賦》有「皎如霜輝，溫如
玉粹。其容炳真，其性懷仁。」字句；宋代「下
放」滁州的歐陽修（字永叔）《白兔》頗為有名：
「天資潔白已為累，物性拘摯書無益。上林榮落幾
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其摯友梅堯臣唱和的
《永叔白兔》：「我欲拔毛為白筆，研朱寫詩破公
顏。」還在另一首《兔》中曰：「迷蹤在塵土，
衣褐戀篷蒿。有狡難穹穴，中書惜拔毫。獵從原
上脫，靈向月中逃。死作功勛戒，良弓合自發。」
含蓄勸說老兄切毋因牢騷太多而自找麻煩，好在
大宋開國遵循祖宗遺訓，對文人網開一面，但那
時御史的彈劾詞卻是很尖刻跋扈的—惹不起；
漢．竇雲《古怨歌》云：「煢煢白兔，東走西
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白兔喻棄婦
哀怨；更嚴峻的是，李嶠詠《兔》引以為前車之
鑒 ：「上蔡應初擊，平風遠不稀。⋯⋯」《全唐
詩．胡曾．上蔡》：「上蔡城外狡兔肥，李斯何
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咸陽血染衣。」
其出典於《李斯列傳》：「（秦）二世二年七月，
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
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蘇軾詞曾引用）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然美食家蘇東坡稱兔肉為「食
品之上味」，他的《月兔茶》似乎離題太遠而不拘
一格：「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
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
年。君不見鬥茶公子不忍鬥小團，上有雙銜綬帶
雙飛鸞。」茶道亦人道也。

李斯對秦二世胡亥的勸諫，雖然效果不大，但是有個
人在那裡提這個提那個，總是令趙高不安心。
趙高又拿出了新的計策。他想，最好還是把二世與大

臣根本分隔開來，不讓李斯等有機會開口。他對二世說
了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群臣莫得見其面。」天子不應該與群臣見面，這才
顯得尊貴。第二個理由是，你現在年紀輕，「未必盡通
諸事」，所以現在「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子也。」親自坐在朝廷上，立
即對各種事作出決定，萬一有些事決定得不適當，大臣
們心中就在非議了，覺得天子不神明了。
天子應該怎樣才神明呢？趙高建議二世不要去坐朝，

不見大臣，只要坐在宮中就行了。大臣有甚麼奏章，交
給「臣及侍中習法者」來給你處理就是了。這樣一來，
「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大臣不能見到天子
直接議事，要交給趙高等這些人傳話，而事實上，從此
「事皆決於趙高」。

趙高成了實際上的聖主。
李斯到底是丞相，他的地位，必要時仍然不能不讓他

見皇帝的。怎麼辦呢？趙高想了計策。有一天去找李
斯，裝做非常熱心國事的樣子，對李斯道，你看，現在
關東群盜多（造反的人多），今上皇帝又急於建阿房宮，
又愛收集「狗馬無用之物」，這樣下去怎麼行啊。我要進
諫，但是我的地位很低？（臣欲諫，為位賤）。這些國家
大事，正是丞相您的責任，為什麼不去進諫呢？（此真
君侯之事，君何不諫）？趙高表現得似乎與李斯一心一
意，請李斯去進諫。李斯道：「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
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
閒」，李斯倒是老老實實說出了自己的苦惱，有話向皇帝
說，可是見不到。
趙高又很熱心來幫忙，他說，你真能進諫，我給你留

意機會，皇上有空閒的時候，我就通知你。
李斯就等㠥。
有一天，趙高使人通知李斯說：「上方閒，可奏事。」

李斯自然急急忙忙地去了。
其實，在這時候，正是趙高陪㠥皇帝玩樂開心的時

刻，「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趙高就故意在這
樣的時候通知丞相。丞相李斯來了三次。二世非常生

氣，道，我有空的時候丞相卻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請事！」丞相太不識相了。
現在，是進最惡毒的謗言的時候了。
趙高對二世說，不好，丞相是知道沙丘之謀（改立胡

亥）的人。現在你已經做皇帝了，可是丞相還沒有得到
很大好處，他一定想分一塊土地做王了（其意亦望裂地
而王矣），順帶還告了李斯長男的狀，說李斯長男李由是
三川的鎮守，現在楚國造反的盜賊，過往三川，都不受
到阻擊，所以「楚盜公行」。又說，「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把李斯要反，說得活靈活現，二世胡亥似乎危險
極了。
二世把李斯抓起來，交給趙高去辦這個案。李斯自然

活不了了，還夷三族。
現在趙高權大，又完全玩弄了二世。這時發生了「指

鹿為馬」的故事。他送給二世一頭鹿，說是馬，嚇得二
世疑惑自己不正常，召太卜來卜卦。實際上精神不正常
了。
趙高終於逼二世自殺，自己拿了玉璽，上殿想做皇

帝，但三次要上殿，殿都要崩壞《史記》記這神奇的
事：上殿，殿欲壞者三）。趙高這才害怕，自己不敢做皇
帝，另立了二世的哥哥子嬰，想繼續控制皇帝。子嬰比
較有作為，但這時天下都反了，三個月後，劉邦軍攻
來，子嬰只好捧㠥玉璽在道旁迎降。
趙高的故事是一種歷史教訓。

辛卯賀歲吟金兔

■倪國榮

■吳羊璧

趙高與歷史教訓

■包拯畫像。 網上圖片

■寒冷冬日，喝羊肉湯可禦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