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經卦象啟示 逆境中求亨通

享歷史FUN
筆者今次與大家談談由出身貧農家庭、「以猛治
國」的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朱元璋起於元末民變，
年幼時曾一度剃髮出家，四處流浪，化緣為生，後參
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先後掃平其他諸侯，統一
南方，後北伐滅元，建立大一統的皇朝政權。明朝建
立後，朱元璋擔心子孫無力駕馭群臣，又恐開國功臣
功高震主，威脅君主地位，故厲行君主集權。下文將
會解說他如何通過各項措施打擊權臣、特務監視等一
系列方式加強皇權，使明初的皇帝專制程度與中國此
前歷代相比更高，以及探討宦禍出現的原因，如何導
致禍國殃民。
明建立之初，是以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並由左、
右丞相主理，其下再置吏、戶、禮、兵、刑、工六
部，分工協作，但後來卻以「擅權植黨」之名處死了
中書省丞相胡惟庸，故明太祖借此廢除宰相制度、提
升六部以分掌朝政，由皇帝直接統轄，集君權和相權
於一身，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政制的一大變革。相制
始於秦朝，丞相一職一直輔佐皇帝，也是「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至宋朝相權逐漸被分削，最終取消
於明朝。歷史記載朱元璋是少數極力勤政的皇帝，但
要將宰相管理的事務歸由自己負責，難免吃力，故他
也任命了四輔官及殿閣大學士輔贊政務，輔弼君主，
雖然如此，這批官員其實毫無實權，只是減輕一下皇

帝的工作負擔。若下放權力，豈不是又重蹈覆轍，讓
臣下威脅到皇權？
除此之外，朱元璋也是一位十分猜忌功臣的君主，
常認為他們會威脅政權，故對不法及跋扈者屢加殺
戮，以強化君權。胡惟庸案被殺者有三萬多人，其中
涉及二十多名功臣，藍玉案牽連被殺者也達一萬五千
人，不少元勳宿將被牽連，連計空印案與郭桓案，這
合稱的「明初四大案」已使「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廢相一事所造成的影響頗深，明成祖即位後，有感國
家事務繁多，自己難獨力處理，故選拔數名大學士入
值文淵閣，參與獻策，名為「內閣」。但他們雖能預
聞機要，卻只是皇帝的顧問智囊，全無統領百官實
權。

宦官掌實權「廠衛」特務「深得君心」
要有效駕馭群臣，強化君主集權，明太祖及明成祖
在特務監視上也施行不少措施，使臣民人人自危。錦
衣衛原本為負責保衛皇宮的親衛隊，但明太祖特別賦
予他們偵察、逮捕逆臣的權力，並直奉帝旨進行種種
調查、緝捕、審判以至用刑，不受司法機關約束，使
君主能探知臣民私隱。明成祖其後又設立特務機關
「東廠」，由宦官主持，與錦衣衛合稱「廠衛」，對
臣民可隨時偵察、逮捕、監視、拷問，以除異己。

明太祖雖「以猛治國」，但同樣深明政權興亡之
道。東漢戚宦相爭、唐朝宦禍使朝政敗壞，故他在位
時下令嚴禁外戚和宦官干政，將其定為祖訓，着後人
遵守，更把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的鐵
牌放於宮門外，以警示朝野上下。
奈何明成祖奪位時得宦官相助，故即位後寵信宦
官，不但將祖訓忘記得一乾二淨，更委以宦官專征、
監軍等重任，主持東廠，成為監視臣民的耳目。此舉
使宦官權勢與日俱增，埋下明英宗後宦官為患的禍
根。以下我會抽取兩例，說明一下宦禍對明朝國衰的
影響。
明英宗時期，宦官王振移去明太祖所鑄立的「宦官
不得干政」鐵牌，又利用英宗親政的機會，開始獨斷
朝綱，擅操權柄，侵佔內閣職權，更蠱惑英宗御駕親
征瓦剌，兩日匆忙集結五十萬大軍啟程，最終釀成
「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明廷內部陷入混亂，京
師精兵幾乎全滅。
明熹宗時期，宦官權勢達到極點，魏忠賢擅作威
福，迫害鎮壓東林黨人士，在民間更養了不少義子，如
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內閣、六部等皆遍
布黨羽，覆蓋全國，各地官吏更阿諛奉承，為其設立
生祠。
從上述可見，太祖廢相，觸發不少問題，集權於君

主身上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君主的能力高低，是否可
駕馭一切，朱元璋勤政英明，朱棣勤於政事，還能應
付得來，但後來的君主大多昏庸無能，缺乏賢相輔
弼，最終給予宦官干政的機會，足以反映「一子錯滿
盤皆落索」。

◆ 梁延敬老師（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現職為
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曾協助出版社編寫不同的中史
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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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常渴望順境，找方法來趨吉避凶，這本是十分正
常的；可是無論一個人喜歡與否，逆境總是不會預先通
知一聲，隨時到來，令人措手不及。南宋詞人辛棄疾就
這樣說：「嘆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常八九
的逆境之中，有些是自己招來的，自己做錯，與人無
尤；有些是被人連累的，別人做錯了，卻殃及池魚；有
些則是原因不明，叫人大惑不解，無論怎樣去想也想不
出理由來。
《易經》中有八個三劃卦，而八個三劃卦之中，筆者
最喜歡的便是「坎卦」了。坎，從土從欠，是欠土的意
思，是指土地凹陷之處，坎卦表示人生有時候像跌進深
坑，處於困境之中。水在凹陷之處積聚滿盈或於其中奔
流而下，故坎卦也是水之象。古代中國人認為涉水是十
分危險的，水能淹沒萬物，故坎卦亦象徵危險、危難。
每個三劃卦可與另外一個相同或不同的三劃卦合併重
疊，組成一個六劃卦，就是這樣，便可組合出共六十四
個不同的六劃卦來。而六劃卦之中，筆者最喜歡的是
「習坎卦」。
習坎卦的卦辭是這樣的：「習坎，有孚，維心亨，行
有尚。」意思其實就是危險重重，可促進人磨練信心
（有孚），有助人學習在逆境中保持良好的心態（維心
亨），可鍛煉人迎難而上之能耐，在困難中繼續舉步，
直至「行有果」（行有尚）為止。

逆境中前行可磨練心性
筆者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在專業方面學習得最多的時
候，原來就是在最艱難的時刻。例如：老師們最害怕的
事情之一便是家長的投訴了，尤其是一些「孩子不會
錯、家長不會錯、只有老師錯」的投訴。

然而，在學習處理投訴多年之後，筆者慢慢發現家長
其實不是在投訴，而是在求救。他們一般都是由於過分
擔心孩子，以致他們情緒失控。作為教育工作者，要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既然知道家長原來是在擔
心孩子，倒不如花時去教導學生。筆者發現當家長明白
自己或別人的孩子在老師的教導下能糾正過來，家長的
情緒原來是可以一百八十度轉變的。
又例如：筆者曾任教過一些以往的「Band 5」學生，

有些孩子在情緒爆發的時候，真的不是一般老師所能忍
受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不是向孩子表達自
己對他們尊重與接納的最好的機會嗎？
有一次，有位孩子衝口而出，向身為校長的筆者「爆
粗」，筆者向孩子說：「你應該知道我是校長，你也知
道我一直疼愛你，現在怎麼辦好？」孩子想了想，保持
沉默。筆者便再說：「我應承你，我是絕對不會向你爆
粗的，你可以應承以後不再這樣對校長嗎？」孩子又想
了想，便對筆者說：「校長，真的對不起！」
在困難之中，「習坎，有孚，維心享，行有尚」，不
是很好嗎？

《世說新語．容止》記載
了一個有關三國時期「小鮮
肉」何晏的小故事。何晏以

相貌美麗見稱。他的臉很白，白得讓魏文帝曹丕也懷疑他在臉
上塗了脂粉。為了考證這事，曹丕刻意在夏天最炎熱的時候，
請何晏吃一碗「熱湯餅」。何晏一邊吃，一邊汗如雨下，於是
只好撩起紅衣擦臉。結果，何晏的臉卻愈擦愈光潔，臉色更加
白晳。
長期關注本欄的讀者當然知道我是一個吃貨，當然不會放過
這一個小故事裏的食物——「湯餅」。它到底是什麼？今天還
存在於我們的飲食系統嗎？

「餅」的來歷有說法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餅」：「麪餈也」。「麪」，

許慎解釋為「麥末也」，所以可以把餅理解成「麥製品」。至
於「餈」，許慎指「稻餅也」，即是類似糍粑的米製品。合併
二字，「餅」，簡單來說就是今日說的「麵食」。事實上，在
戰國前後已經有「餅」的出現。《墨子．耕柱篇》謂：「見人
之作餅，則還然竊之。」因此，中國人食用餅的歷史肯定逾二
千年。
當餅出現在中國人的餐桌時，我們偉大的祖先自然要好好
「研究」它。於是，後世就出現很多不同花樣的「餅」了。宋
代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指：「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
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有火燒的「燒餅」，自然
也有「水瀹而食」（用水煮來吃）的「湯餅」。除了這兩樣
外，還有「蒸餅」、「籠餅」、「胡餅」、「爐餅」等，好不

熱鬧。

「湯餅」有兩種演變
按古書的說法，應該是有兩個形態：早期是像今天的「麵疙

瘩」，後來演變成今天的「刀切麵」之類的麵條。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說：「湯餅，一名餺飥，亦名

不托。」那麼「餺飥」又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再往前追，在
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卷九）記載了有關做法，譯為白
話即是說：把麵團揉搓成拇指大小，約兩寸一條，放進水盆中
浸。這時要用手把那兩寸麵團向盆邊揉搓成一片薄麵片，跟着
放在沸水中煮熟。這種薄而形狀不齊整的麵食，就像今天的麵
疙瘩。
《演繁露》卷十五又說，後來人們改用刀「鈷」（即切斷）

開麵，於是又把「餺飥」易名為「不托」，意思是不再用掌托
起麵條。於是，我們可以推測，這時候的「不托」是放在几案
上用刀切割成條，這不就是「刀切麵」？這刀切麵今天在韓國
仍然十分流行，但筆者不太習慣韓食，所以只吃過一兩次，不
作評論。反而，河南開封有道名為「齊氏大刀麵」的非遺美
食，據說起源於宋朝，估計跟這個「不托」最為接近。
總的來說，湯餅本身就經歷了從粗到細、從厚到薄的變化。

然而，無論在哪個年代，它都十分受民眾歡迎。西晉有首《餅
賦》，其中一節寫道在「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
外」，鼻涕都幾乎被凍住的時候，湯餅是充飢解寒最好的食物。
誠然！香港人不也是一大早就愛來一碗「餐蛋湯餅」嗎？

◆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
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清朝的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有人說是一位
不可多得的明君，有人更稱之為「五百年一出的聖
君」，甚至是「千古一帝」。
康熙8歲登極，15歲就廟謨獨運，智擒鰲拜，親收政
權。19歲時，力排眾議，斷然下旨撤除三藩，不數年

間，次第削平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勢力。24歲時，狼煙
仍未熄，即詔令開「博學鴻儒科」，與科舉考試雙管齊下，
要收盡天下人才及人心。
康熙聰明睿智，熟讀經書，能詩擅詞，善算術幾何、通黃

道曆法、辨八音之律、精騎射、懂醫道，書法繪畫亦屬一
流。他勤學努力是不容否認的了，不但師從一些老師宿儒，
更禮聘歐西外籍教士學者，學習天文地理，曾撰數十篇學術
文章，甚至通七種「夷語」，隨時可用拉丁文跟外使交談辯
論。
康熙在位61年間，與俄羅斯締城下之盟，簽訂《尼布楚條
約》，解東北之患。先後三次親征準噶爾、六次巡視江南、
平定台灣，一統華夏，繪成了《皇輿全覽圖》。在治國上他
可算政治修明、薄賦輕徭了；更治理黃河、疏通漕運，使南
糧北調，奠定康、雍、乾三朝盛世之基業，其功績甚至更勝
漢武、唐宗。

歷史小說再演繹康熙生涯
歷史小說家二月河，以康熙、雍正、乾隆為題材的帝王系

列小說三部曲風行全國、得人稱許，又拍成電視劇，連武俠
小說名家金庸先生也對他推崇備至。筆者今次對這部系列小
說的內容略作介紹，讀者有興趣也可親自一閱。
《康熙大帝》全書可分四卷：《奪宮》、《驚風密雨》、

《玉宇呈祥》和《亂起蕭牆》。每卷由相同的人物為線索串
連全書，情節上每本卻又可獨立成書。
第一卷《奪宮》：寫順治出家，年僅8歲之康熙繼位，靠四
位輔政大臣支持。其中的鰲拜驕橫跋扈，乘首輔索尼病逝，
即藉機殺掉另一大臣蘇克薩哈，更威逼遏必隆附從他，權傾
朝野。鰲拜肆無忌憚，多次咆哮朝堂，擅殺反對、彈劾他的
大臣，已露反心。
值主少國疑之時，康熙權位被架空，他一方面佯裝怠慢，
讓鰲拜繼續顯露其野心和奸惡面目；一方面充實自己的學識
智慧。他得博學多才的布衣文士伍次友教導，又得一群忠臣
義士如魏東亭等之助，智擒鰲拜，奪回帝權。
第二卷《驚風密雨》：康熙擒服了功高震主的鰲拜後，當

時的政治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有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割
據，他們手擁雄兵數十萬，成朝廷最大威脅；西北有王輔臣

部下譁變；中原有冒充明朱三太子的楊起隆聚眾鬧事、勾結宮中太監，
要裏應外合，謀害康熙。
康熙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每次都驚心動魄、險象環生，但最終能

平叛平亂。還有民生、吏治與河道問題，未能輕易解決。他作為一個年
輕帝王，面對各方面的壓力險阻，發揮出無窮的智慧和勇氣，將三藩平
定、整頓西北，才開展出清朝盛世的局面。
第三卷《玉宇呈祥》：平三藩後，康熙視察黃河，物色治河能臣，以

求疏通漕運。既收河患，又通軍糧，為收復台灣創造基礎。他開「博學
鴻儒科」，收取晚明遺老及有名望之儒士之外，亦緩和滿漢民族矛盾，
勝過讓他們在民間誹謗朝政，一舉數得。
康熙南巡金陵，跪祭明太祖，的確收買了一些民心。他也整頓吏治，

嚴懲貪官，使民生安定。北巡盛京，與東蒙古諸王結盟，再西征葛爾
丹，完成一統大業。雖然過程中危機四伏，但是憑着他高超的統御能
力，最終帶領國家走向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
第四卷《亂起蕭牆》：康熙晚年，好行仁政，對曾有功之人寬宏大
量，如明珠、高士奇等賣官鬻爵，只罷而不誅；而一些功臣則逐漸貪污
腐化，互相結黨攻訐，使吏治更加敗壞。皇親舊勳借支庫銀，虧空國
庫。因土地高度集中，令田賦不均，亦難清理。太子無能令康熙痛心，
又廢又立，促使眾皇子拉幫結黨，形成奪嫡之爭。
康熙對太子之穢亂後宮、暗調兵馬無法再忍，只好又再廢之，把太子

之位放鹿中原，讓眾皇子爭逐。遂使他辛苦建立的功業，在穩定中顯隱
憂。而「九王奪嫡」的局面，使眾皇子為了帝位之爭，不惜骨肉相殘。
康熙這些帝王之術，使他與眾子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他的猜疑之心
日重，為了安排日後的繼位人機關算盡。他用遺詔方式再加嚴密的部
署，選立了雍正，也確保了三代盛世。
二月河小說家之言，雖有史實為據，然人物情節或多虛構，未可盡
信；但此書確實精彩，值得一讀。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讀
作
家
筆
下
康
熙
體
會
風
雲
一
生

◆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
賓主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
校園生活環節中。

明朱廢相強君權 宦官干政禍國祚

◆《出警入蹕
圖》中的錦衣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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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教育
工作者，要「知
其心，然後能
救其失」。圖為
一所學校的上
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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