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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随 笔

■ 与武则天当庭辩驳

徐有功（640—702年），出身于书香
门第，年轻时以“明经科”出仕。他先是
担任蒲州司法参军（主管司法审判辅助
官员），任内以爱民著称，不曾判过一个
死刑。判处笞杖刑罚的，受刑人也没有
一个事后口出怨言的。在武则天称帝
的前一年（689），徐有功被调到朝廷任
司刑丞，以后就长期在朝廷的司刑寺
（大理寺）、秋官（刑部）、肃政台（御史
台）三个司法部门任职，被人们尊称为
“徐大理”。

徐有功刚任司刑丞时，就和武则天
发生了当面冲突。

当时发生了一起所谓“颜余庆参
与谋反案”。酷吏来俊臣指控贵乡县
县尉颜余庆参与李冲谋反，武则天已
经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在复核案件
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最多只是
流放。上朝时他向武则天当面提出改
判建议，请求按照法律改判流三千
里。另一个酷吏侍御史魏元忠反对，
向武则天报告说：“颜余庆为李冲讨过
债，肯定关系不一般，而且两人信件来
往密切，明明是李冲谋反的同谋，应该
处斩首，家属全部没官为奴。”武则天
表态，可以这样判处。徐有功却坚持
上前启奏道：
“谋反大逆，是应该处死并株连亲

属。可是根据颜余庆的罪状，他与李冲
的交往全部都是因为李冲委托其讨债而
发生。而且在李冲案件处理的当年，皇
上已经发布永昌恩赦令，明确宣布李冲
的党徒魁首均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
者，特赦原’。今赦而复罪，即不如无赦；
生而又杀，则不如无生。窃以为这样处
理不符合圣朝的名声。因此还是请将颜
余庆按照支党来处理，判处流放。”

武则天听了大怒，提高音量责问
徐有功：“那么什么叫作魁首？”徐有功
回答：“魁是大帅，首是原谋。”武则天
问：“那颜余庆怎么不是魁首？”徐有功
回答：“若是魁首，李冲失败之时就该
被处死了，现在是赦后才发现的，只能
是支党。”武则天喝道：“那他不是和李
冲有信件往来吗？”徐有功解释说：“那
些信件只是些问候话语，并无同谋字
句。”武则天一拍桌子：“他为什么购买
兵器？难道不是想造反吗？”徐有功回
答：“那些兵器是他的奴仆买的，本人
并不知情。”

在武则天的厉声斥责下，在场的满
朝文武都战战兢兢，可徐有功始终镇定
自若、对答如流。武则天最后自己找了
个台阶下，说：“你还是去仔细考虑，再来
汇报！”几天后徐有功仍然按照自己原来
的意见上报，武则天批示同意。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统治者，武则天
通过这件事，觉得徐有功是一个真正的
忠臣，从此之后也对徐有功另眼相看。

■ 竭力阻止冤狱发生

徐有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个司法
部门的“第一把手”，直接主持办案审判
的经历也不多。他主要是在司法机构
里担任复核工作，从而竭力阻止冤狱发
生，或者至少是防止冤案的扩大化，这
成为他主要的事迹。

武则天要正式称帝，考虑到所有李
唐皇族宗室子孙都是潜在的反对者，因
此对李唐宗室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

并且积极鼓励告密者揭发李唐宗室。
有一年，有个叫韦秀的告发李唐宗室的
远房分支、当时担任汾州司马的李思
顺，说李思顺曾经偷偷对他说，“汾州五
万户，管十一府，有很多大族，可以设斋
戒。《大云经》上说：‘理复思顺好，李三
五年少。’那就是指我了，我李思顺恰好
排行第三，兄弟有五个。”

专门办理这类案件的监察御史李
恒等据此口供向武则天报告，说李思顺
是“潜谋逆节、包藏祸心”，企图借着这
样的“谶语”作为谋反的依据，应该从重
处罚。武则天批示同意这个定罪。

案件移交到司刑寺判决，司直裴谈
判决李思顺处斩首，家属全部“籍没”；
而主簿程仁正提出这个口供定罪最重
只是“妖言”罪，而且传播妖言的对象才
一个人，不满“众”（三人以上才为众），
因此应该判处流三千里。司刑寺内部
争论不已。作为司刑寺的司刑丞，徐有
功认为：“企图推翻朝廷的才是谋反，这
个口供最多只是讲对自己有利的征兆，
应该按妖言不及众，处流三千里。”但是
这个案件已经被武则天批示过，难以推
翻，最后是秋官与肃政台集议，63个官
员同意徐有功的意见，还有20个官员
建议进一步减轻刑罚。上报到武则天
那里时，李思顺已经病死在监狱里，武
则天顺水推舟，虽然仍然维持谋反的罪
名，但宣布“特免籍没”，李思顺的家庭
得以保全。

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
则天，虽然这场战事很快结束，可是武
则天授意酷吏以这个事变为由头，不
断牵连不与自己合作的大臣入此专
案，过了好几年，才宣布赦免涉案人
员。酷吏推事使顾仲琰打报告，说有
个叫韩纯孝的，当年曾经接受过徐敬
业委派的官衔，虽然韩纯孝本人已经
死了，可他的家属还应该缘坐籍没。
武则天照例批准。

徐有功为此专门上书：“按照《贼盗
律》谋反者应该处斩，但是罪犯已经死
亡的，就没有处斩的办法；而法律规定
的家属缘坐籍没，是指罪犯处斩的情况
下。这些家属本身没有犯罪，只是因为
罪人才受处罚，罪人都没有受刑，家属
如何缘坐？”武则天接受了徐有功的建

议，下令释放韩纯孝家属。以后各地办
案机关得以援引这个判例，前后免除籍
没之家达到三百多户。

由于告密风气盛行，当时很多人为
了一点小事就告发与自己有矛盾的人
“谋叛”。有一年，武则天派出去的推事
使报告：有瀛州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
告发谋叛。司刑寺果然就判决罪犯全
部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
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三十七人都是
因为邻里纠纷，一会儿被告发是谋反，
一会儿被告发是谋叛。反、叛都是要
有同谋的，无谋无契、口语口陈，立即
作为证据来定罪，实在过于苛酷。《贼
盗律》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
之计，流三千里。’而律疏（律文的法定
解释）又补充，‘口陈欲叛者，杖八十。’
现在这个案件正是口陈欲叛，尚未实
行，请求按照法律处理。”大概这个案
子实在太荒唐，武则天同意了徐有功
的建议。还没有执行，正好发布大赦，
这些人家全部被赦免。

当时有些告密案件简直匪夷所
思。有一次酷吏御史郭霸上奏说，茂
州、宕州二位刺史谋反，告发者是在押
的茂州司仓薛璟。司刑寺照例判处：两
人都处斩首，家属籍没。

徐有功反驳说：“由于传闻说羌族
人有叛变，因此茂州刺史李思征、宕州
刺史皇甫怀节依照朝廷命令，合兵前
往警戒。两人会合后私下会谈了一会
儿，司仓薛璟就告发他们说是谋反。
同谋须讲清同谋理由，共语也要说明
所说话语。语既无状，谋又无由。李
思征已经因其他案件牵连死在监狱
中，没有一句口供提到这桩谋反事
情。薛璟自己也是因为犯下死罪，才
在审讯中告发。薛璟原来是李思征的
同案犯，皇甫怀节与李思征只是同事
关系。难道两个相邻的州刺史奉朝廷
命令备战，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会谈，若
是私下谈话一小会儿就是在商定谋反
的计划？这太不合常理了。而且当时
羌族已经出境，刺史所领之兵后来也已
解散，如果真要谋反，为什么要解散军
队？这足以说明这是诬告。皇甫怀节
没有谋反情节，请求再派人审问。”武则
天还是要为酷吏们找理由，说皇甫怀节

虽然没有谋反罪，可是这次出兵迟到，
还是要处徒刑。好在不久大赦，皇甫怀
节得以脱身。

武则天经常亲自接见告密者，鼓励
告密者。有一次，有个叫赵推之的人跑
到肃政台来，告一个叫长孙仲宣的人
谋反，在家里设置了打铁炉，准备打造
兵器。肃政台的监察御史卢偡审问下
来，才知道这个赵推之是替别人出头
告发，提供告发材料的另有其人，叫唐
子产。卢偡把唐子产传唤来一审问，
很快搞清楚是一件诬告案件：长孙仲
宣是唐子产的舅舅，只因为唐子产与
人私通，遭舅舅责骂，唐子产居然就要
人去告发舅舅谋反。

卢偡审问清楚，把案件移交到司
刑寺来判决，司刑寺按照法律判决：诬
告谋反大逆，首犯处斩、从犯处绞；而
教令（指使）人诬告的，教令人为从犯，
实行诬告者为首犯；因此判决赵推之
为首犯处斩首，唐子产为从犯处绞
刑。可是想不到赵推之在监狱里又声
称要告密，居然还得到武则天的接见，
接见时赵推之连声喊冤。武则天于是
派人去向司刑寺传话：“赵推之是得到
了唐子产的手书指令才去告发的。现
在唐子产是诬告，赵推之如何知情？怎
么可以冤枉断罪？停止执行死刑，重新
审理后再报告！”

司刑寺又推徐有功来向武则天汇
报，徐有功上奏说：“赵推之诬告他人谋
反，是由唐子产提供材料与指使的，案
情已完全搞清，适用的法律也是适当
的。陛下下旨停止执行，认为赵推之是
枉死。可是法律明文规定在诬告案件
上，教令者只是从犯，实行者为首犯。
假设所告为事实的，那么行赏的时候，
也是实行者为首功，教令者不过得点微
薄赏金而已。法律设置这一条文的目
的是在于避罪争功，司法部门只能守文
奉法。”武则天终于被徐有功说服。

■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徐有功尽力阻止冤假错案，并不是
专门为了保护唐朝的大臣，他只是站在
公正立场上，就法言法。最能够说明他

这一立场的，莫过于丘神鼎案。
武则天任用酷吏的一贯做法是：

不拘一格提拔、不择手段消灭。她曾
经任用的一个名叫丘神勣的酷吏，害
过很多人。后来丘神勣被别人告发谋
反，很快就被处死。丘神勣的弟弟丘
神鼎以及儿子丘晙，也被家奴羊羔告
发谋反。

案件由司刑寺的司直刘志素审理，
刘志素报告说：“丘神鼎当的是文职官
员，可是却打算逃到豫州去，行李中还
有两件武夫身穿的黑色棉袄，肯定是打
算到豫州去造反。他在行前还烧了文
书，谋反的情节很明确，请求按法处
置。”司刑寺草拟判决：“丘神鼎处斩，家
口籍没。”

徐有功对这个判决意见进行反
驳：“丘神鼎是丘神勣的弟弟，哥哥谋
反，按照法律弟弟也应该籍没。可是
在丘神勣案件结案时已宣布赦免家
属。现在判定是他自己要谋反，那么
就要将丘神鼎的家属全部籍没。按照
法律，赦前的罪行就不得告发，况且仅
以穿着黑棉袄就视为叛逆、暗中烧毁
文书就当作谋反，实在是过于苛酷。
衣服的色彩随人喜好，难道武夫就只能
穿黑色？所烧的究竟是什么文书，连告
发者羊羔都说不清，一会儿说是《周
易》，一会儿说是卜卦的书籍，一会儿说
是丘神鼎自己撕碎的，一会儿又说是扔
到粪坑里，而丘神鼎也一直没有承认。
这样就要结案处斩，籍没全家，实在太
草率了，请再次审理，务必确凿。”

或许是为了给被丘神勣害死的同
僚报仇，司直刘志素一口咬定丘神鼎确
实是谋反，再次代表司刑寺维持原判。

司刑寺的判决到秋官复核，秋官的
员外郎郑思齐认为此案是“朦胧”定案，
予以驳回。司刑寺却再次维持原判。
徐有功作为本机关的复核官员，继续批
驳说：“人命为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
法须公平，疑罪不可重判。”并再次建议
重申此案。他的意见被刘志素恶意中
伤，说他是“侮文巧法，党逆不忠”，应该
一起交付众官来定罪。

武则天迅速批准有关部门官员集
体讨论，结果是117名官员同意徐有功
的意见，122名官员认为这个案件不具
备谋反的性质。武则天于是下令委派
专员再审。她这次派出的推事使杜无
二比较公正，上奏说丘神鼎没有谋反的
罪状，结果还是按照徐有功的意见，援
引赦免令释放了丘神鼎。

■ 力保法律完整

徐有功在司刑丞官职上多次阻止
冤案，武则天也注意到他的正直与能
力，又把他调到秋官为侍郎（副长官）。
还曾将徐有功调到肃政台担任专门办
理初审告密案件的侍御史。

武则天正式称帝后，经常发布大赦
来邀买人心。可是她又担心大赦过于频
繁，有引发犯罪的可能，因此在长寿二年
（693）发布大赦时，她特意下一个敕令，
规定：凡是因公罪（工作差错导致的罪
过）要判流刑以上者，或者是普通犯罪应
处徒刑以上者，或者是原犯死罪因朝廷
颁布大赦而免除的，都必须在大赦后的
一百天内自首，如果不自首的，犯罪行为
被发现后，仍然按照法律处罚。

徐有功接到这个旨意，毅然上奏劝
谏。他写道：“《周易》说，‘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过宥罪。’《左传》也说，‘人谁
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

非常之恩，宽殊死之罪，已经发觉的犯
罪，全部赦除之，这正是开启他们的改
过之心，开通他们的自新之路。那怎么
可以容纳在赦前未发觉的犯罪，在赦后
必须命令他们自首？臣虽然愚笨，依然
暗自为陛下痛心。从长远角度来看，这
样做非常不方便。臣忝当耳目之地、谬
处驳正机关（指徐有功担任的肃政台机
构），必须提出意见。臣请求陛下将臣
之所见，交付群官集议，分析利害情况，
提出完整的方案上奏。这样才能使法
制宽简、民无怨言。”

武则天接到徐有功的建议后，觉得
面子上下不来，在朝会时公开宣布：“前
代帝王可以开创新的道理，那么自我作
古有何不可？徐有功上奏根本就没有
必要！”

她想不到的是，徐有功居然出班向
前，高声上奏说：“陛下圣断！陛下既然
称‘自我作古’，臣即不敢再说。可是臣
请求的是交付群臣集议，不知陛下是否
准许？”

武则天一时语塞，想了想说：“那就
令在京城的五品以上官员讨论后报
告。”当时的大臣们都钦佩徐有功这一
忠谏。

■ 为公正执法出生入死

徐有功处理了很多类似的案件，
引起酷吏的仇恨，在他任秋官侍郎时，
酷吏周兴指控他“故出反囚”，应判死
刑。武则天却只是把他免职，不久又
任命他为侍御史，要他为自己办案，徐
有功说：“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
法，必然因此得罪。”当时的侍御史都
是酷吏，“竞为深酷”，而徐有功和一个
叫杜景俭的能够按法办事，被告发的
人都说：“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
遇徐、杜必生。”

后来另一个酷吏薛季昶指控徐有功
“党援恶逆”，这也是个死罪，他的下属得
知消息，哭着来报告，徐有功却坦然自
若，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会死，其他人都
是长生不老的？”说完后他不慌不忙地清
理文件，交代完了，缓步去受审。

武则天知道徐有功是被酷吏陷害，
但也讨厌徐有功老是拿法律来阻止她
诛杀异己。她就召见徐有功，说：“你办
案件为什么总是‘失出’（重罪轻判）？”
徐有功回答很巧妙：“失出，臣下之小
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也不想
杀他，于是判处流放，不久就又召回他，
仍然让他当法官。

徐有功曾说：“我身在司刑寺，人命
关天，怎能为顺应皇帝的意旨来保官
位。”他在酷吏当权的十多年里，不停地
与酷吏们斗法，三次被判处死刑，四次
被弹劾罢官免职，但坚持平反冤案六七
百件，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终其一生，徐有功始终刚正不阿，
公正无私，矢志平反冤假错案，为此不
惜犯颜直谏。他办案不为私欲控制，不
被君王意志左右，用自己的仁心、公义
和勇气，守护法律这个天下公器。

武则天死后，很多被徐有功平反
的家族后代感念他的恩德，纷纷向朝
廷请求追赠他。唐中宗时朝廷颁布命
令，追赠徐有功“越州都督”官衔，授予
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唐代人杜佑在
《通典》一书中高度评价徐有功，说他
遭遇到的不是汉文帝、汉宣帝那样的
好皇帝，还遭遇到一大批酷吏的围攻，
仍然能够坚持守法，是比汉朝的张释
之、于定国更为伟大的法官。

王珪的前半生走得有点磕磕绊

绊。他出身名门大族山西太原王氏，却

因为父亲短命而从小历经贫困；再大

点，好不容易入朝做了个小官，却因为

叔叔跟人造反受到株连，而逃亡深山达

十余年；等熬到唐朝建立，他又不幸跟

错了人，站在了太子李建成的一边，遭

到贬职流放的惩罚。当他重新回到朝

廷的权力中心时，已经五十六岁高龄。

不过，他一出场，就以超凡的魅力得到

唐太宗的喜爱。

贞观四年（630），王珪被任命为侍

中，行使宰相的职权，太宗给他的任务

是只要看到有违风纪的事，不管是谁，

都可以予以弹劾纠正。太宗没想到的

是，这个帽子刚给王珪戴上不久，他竟

然一把火先烧到了自己的头上。

有一天，太宗和王珪谈完了公事，

闲坐聊天，当时正好有一个美人在旁边

侍候。太宗指着她说：“庐江王不仁义，

残杀了她的丈夫并把她收为姬妾，如此

暴虐，能不灭亡吗！”王珪站了起来，说：

“陛下认为庐江王娶这个妇人是对呢，

还是不对呢？”太宗很奇怪，“杀人而夺

取他的妻子，你竟然问我对错，这是为

什么？”王珪说，我读《管子》时看到一个

故事：齐桓公到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

国灭亡的原因。郭国的父老说：“因为

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很疑

惑：“真像你说的，这不是个明君吗，怎

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

喜欢好人但是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又

不能使他们离开，这才是他灭亡的原因

啊！”王珪接着说道：“现在这个妇人还

在你身边，我私下认为您心里认为李瑗

的做法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是错的，

这不就是所说的厌恶坏人而不能使他

离开吗？”太宗听完，惭愧地命人把这个

美人送还给了她的家属。

虽然批评的是皇帝，但由于方法婉

转，面子上过得去，太宗并没有觉得有

太多的不舒服，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件

事，却让太宗很不受用，但又不得不对

王珪刮目相看了。

太宗喜欢音乐，欣赏水平还不低，

当时他让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女们演

奏声乐，但是演奏效果令太宗很不满

意，他觉得毛病出在老师身上，为此多

次责备祖孝孙。王珪和另一个宰相温

彦博劝他说：“孝孙是高雅之士，陛下因

为教女乐这点小事而责怪他，国人岂不

认为皇上太轻视士人了吗？影响不好

啊！”太宗一听就来了气，怒容满面地

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应当进献忠诚

正直的言论，为什么竟然顺从属下欺骗

皇上，反而替孝孙说话!”

见皇帝变了脸，温彦博吓得赶忙就

跪下了，磕头谢罪不已。王珪却镇定自

若，反倒挺直了腰杆，回答说：“我本来

侍奉前东宫太子，按罪已经应当被处

死。陛下体恤宽恕我的性命，不认为我

没有才能，安排我担任重要的职务，以

忠诚正直要求我。今天我说的，难道是

为了我个人吗？没有想到陛下因为我

忠心直言而来责备我，这是陛下对不起

我，我没有对不起陛下！”惹皇帝生气

了，不但不想自己的不是，还把责任一

股脑儿都推给了皇帝，这让太宗有些下

不来台，君臣不欢而散。

不过经过一夜反思，第二天，太宗

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接

受劝谏本来很难。昨天责备彦博、王

珪，我十分后悔，你们不要因此而不进

直言了。”

太宗很器重王珪，将南平公主下嫁

给他的儿子王敬直。这事儿放一般人

身上，都得乐开花，并将公主敬若神明，

可王珪这位老公公却摆起了谱，非要公

主行“姑舅礼”，就是要参见长辈。按照

当时的礼节，公主虽然是儿媳，但因为

皇族的身份，是不必对长辈行礼的，而

王珪的态度却是，入得我家门，就得把

公主的身份放一放，必须遵守下敬上的

礼仪，而且还说出一番大道理：“我接受

公主的拜见，岂是为了抬高自己？这是

为了成就国家之美，为天下人做表率

啊！”于是，他和夫人并坐于厅堂之上，

郑重其事地接受了公主的拜见。这开

创了一个先河，从此以后，唐代的公主

只要出嫁，都要对公婆行儿媳之礼，其

影响直到宋明。

王珪的谱摆得大、摆得足，不仅公

主如此，就是皇子也不能例外。太宗

最宠爱四子魏王李泰，按惯例皇子成

年后都应去封地，不得长驻京畿，但李

泰却被特许“不之官”，是唯一一个不

用到封地去的皇子，李泰也因此不免

有些恃宠而骄。太宗也怕把孩子娇惯

坏了，就让王珪当李泰的老师。王珪

欣然领命，到了魏王府，先把架子抡圆

了，以师尊自居，坐得舒舒服服的，然

后让李泰执弟子礼，正式拜师，立下规

矩，每次行完礼，才说讲课的事。太宗

听说后，高兴地说：“这下我儿子可以

不犯错误了！”

太宗一朝，手下人才济济，王珪能

够置身名臣之流，凭的是什么呢？太

宗曾经让他评价这些能人，王珪是这

样回答的：论勤恳工作、多谋善断，我

不如房玄龄；论能文兼武、出将入相，

我不如李靖；论上奏详尽、思虑恰当，

我不如温彦博；论办事干练、案无滞

留，我不如戴胄；论忠诚无私、犯颜直

谏，我不如魏征。然而，激浊扬清、嫉

恶好善，我却比他们有一日之长。”太

宗听了，频频点头。

好一个一日之长，现代人讲，不怕

有缺点，就怕没特点。一个人贫也好，

贵也好，重要的是要坚守自己的品格，

不因权势而弯腰，不为富贵而低头。王

珪在历史上能够占有自己的位置，正在

于此吧！

王珪的一日之长
清风慕竹

今天的成语和日常口语中都经
常使用“风靡一时”这个词，形容着
装、爱好等各种时尚在一个时期内
非常流行。“靡”的本义是散乱、倒
下，比如“望风披靡”是形容草木随
风倒伏之态，“风靡”即风行，也是形
容风吹倒草木的样子，引申而指竞
相效仿和倾慕。但是，鲜为人知的
是，“风靡”一词最初的用法却令人
大跌眼镜！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记载了

晋平公的一个故事，不仅有趣，而且含
有古人关于疾病的独特禁忌。
“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

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炮
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
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曰：
‘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是臣
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红白而发不
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视
之，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之三死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杀
臣不亦蚤乎！’”

少庶子，战国时对年轻家臣的称
谓；炙，烤肉；趣，通“促”，催促；炮人，厨
师；反令，赦免；桑炭，桑木所烧的上等
木炭；重睫，睫毛相重，形容眯着眼仔
细查看；翳憎，暗中憎恨；蚤，通“早”。

这几个疑难字词解释清楚之后，

这个故事就非常好懂了。家臣端来
烤肉，上面却有缠绕的头发，晋平公
催促快去杀掉厨师，不得赦免。厨师
为自己辩解，说如此锋利的厨刀能砍
断骨头却砍不断头发，桑炭能把肉烤
得红红白白却烧不焦头发，眯着眼仔
细观察烤好的肉却看不到头发，显然
不合常理，而是有人暗中憎恨我才陷
害我的。
其中炮人所说的“臣刀之利”竟至

于“风靡骨断”，像一阵风吹过去，骨头
就砍断了。这里的“风靡”虽然是形容
词，但却由此可见炮人的这把厨刀之
锋利。

一根缠绕在烤肉上的头发就让
晋平公愤怒到要杀人的地步，如果不
了解古人关于头发和疾病的关系，就
会觉得非常费解。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说：“发者血之余。埋之土中，
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复有液出。误
食入腹，变为症虫。煅治服饵，令发
不白。此正神化之应验也。”晋平公
之所以大动肝火，看似因为小事，其
实正是出于头发“误食入腹，变为症
虫”的认识所致。

“风靡”原是形容厨刀太锋利
许晖

武则天统治时
期任用酷吏，重用
酷刑，“朝士人人自
危”。可是那时却有
一个敢于和酷吏斗
法、维护良善的著名
法官，他就是徐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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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