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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一个重要节气，这一天，也是
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所以，古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讲
法。在这个重要日子里，无数文人墨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
写入一首首经典的冬至诗词中。
白居易笔下的冬至是思家的。他在《邯郸冬至夜思家》

中写道：“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
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冬至这天，漂泊在外的诗人，正好
夜宿邯郸驿舍。他看着处处家人团聚、欢声笑语、节日庆祝
的热闹景象，而自己形单影只，只有孤灯相伴，倍感凄凉。
诗人此刻十分想念家人，可他偏偏不说自己想念家人，而是
说家人应该直至夜深，还围坐在灯前，思念着自己这个远行
人吧。真可谓无一字提“思家”，处处含思家之情。

陆游笔下的冬至是孤独的。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
七十七岁的陆游，已经离开官场回到了山阴老家生活。这
年冬至，他看着冷冷清清的冬至，写下《辛酉冬至》：“今日日
南至，吾门方寂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毕祭皆扶
拜，分盘独早眠。惟应探春梦，已绕镜湖边。”诗中的“日南
至”即是指冬至。诗人虽然为官多年，可惜一直不得重用，
所以积蓄不多，家境颇为贫寒。到了冬至，也不能像别人家
一样隆重地庆祝，只能“轻过节”。再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每
到冬至就又将再添一岁，更是让人感慨时光易逝，岁月蹉
跎。诗人用“分盘独早眠”来描写自己过冬至早早睡去的情
景，和周围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孤独感更甚。

苏轼笔下的冬至是超凡脱俗的。“井底微阳回未回，萧
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苏轼
在《冬至日独游吉祥寺》里记录了自己冬至游吉祥寺的感
触。吉祥寺，是宋代名刹，因牡丹而闻名。花开时节，文人
墨客纷纷前往赏花作赋，无比热闹。而此时，正值冬季，虽
然已到冬至，但微阳未回，再加上寒雨萧萧，备受大家瞩目
的牡丹也只有“枯荄”。清冷的寺中，也许只有苏轼这样超
凡脱俗、特立独行之人才会到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
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范成大笔下的冬至是充满希望的。“寒谷春生，熏叶气、

玉筒吹谷。新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诗人在《满江红·
冬至》中开篇即用冬至的典型特征来表明节序变化。冬至
是太阳“日行南至，往北复返”的转折点，此后太阳高度回
升，进入了新的循环，也常被认为代表着新的一年的开始。
此时，“冬至阳生”，春意也开始萌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
子，诗人号召大家“休把心情关药裹，但逢节序添诗轴”，即
使现在是强颜欢笑，想想未来，依然是充满希望。
虽然随着时间的变迁，冬至不再如古代那样重要，但品

读这些“冬至”诗，感受穿越时光的“冬至”，依然能体会到古
人的冬至情怀。

忠诚稳健 厚积薄发

北宋初年，在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吕
余庆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那颗星，尤其是在跟
其弟吕端比较之后。吕端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
亮并名，“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名头响，但他却是
吕氏家族在整个宋代枝繁叶茂达到鼎盛的重要
奠基人。
在吕余庆之前，其祖父吕兖，五代时期官至

横海军节度判官，其父吕琦，也为五代时期大
臣，先后在后唐、后晋担任诸多要职，史称其“俊
美丰仪，颇有气度”“仁厚宽容”。在这样的家庭
环境中，吕余庆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
做官的道理。他不急不躁，步步为营，通过自己
过人的聪慧和坚韧，深耕细作，厚积薄发，在“城
头变幻大王旗”的特殊历史时期，牢牢站稳脚
跟，并不断成长。

从后晋开始，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
途。他的第一个职位名为“千牛备身”，职责就
是陪侍皇帝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虽然该职
位起点不是很高，但却十分重要，必须是忠诚可
靠、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任
职期间，吕余庆心无旁骛，忠于职守，兢兢业业，
从无纰漏。由于出色的表现，吕余庆不久被提
拔为开封府参军。开封府参军本是一个行伍中
的军职，类似于行军参谋，但到了宋代，其职能
和权限有所变化，是在开封府任较为基层的行
政官员，也算正式步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
《淮南子》有言，“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

宁”，树木的根扎得越深，这棵树就越繁茂；城墙
的墙基砌得越好，这堵墙就越坚固。吕余庆根
基深厚，起步扎实，自然能经得住时局的变幻与
人事更迭的考验，他的稳健、韧性、勤勉、果毅以
及只做不说的工作作风，都被人清清楚楚地看
在眼里。所以不久，吕余庆又被提拔重用，担任
管理民户、杂役、祠祀、农桑的户曹。后晋少帝
的胞弟石重睿兼任忠武军节度时，对吕余庆非
常赏识，请他为幕僚，将“推勾狱讼”——负责刑
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了他。

由于吕余庆出色的表现，当时还是地方节
度使的赵匡胤非常认可他，不只向周世宗柴荣
鼎力举荐，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
僚。宋朝建立伊始，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迫在
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急需得力干将分忧解
难。于是，赵匡胤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
余庆召回朝廷，官封给事中，不久，又将首府衙
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意在充分利用吕余庆沉
稳和机略的为政作风稳住政权的大本营。

事实证明，吕余庆不负所托，也不负众望，
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外部敌国蠢蠢欲动、风高
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他废寝忘食，殚精
竭虑，未尝一日得安，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
给他的任务，将东京开封府建成了风雨不透的
稳固大后方。

公元960年四月，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
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公然与赵匡胤决

裂，发动叛乱。他联合北汉政权，逮捕北宋朝廷
的监军周光逊，派遣军队袭击泽州（今山西晋
城），杀掉刺史张福并占领泽州，朝野震动。为
鼓舞士气，赵匡胤御驾亲征，在泽州城以南打败
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迫使其自焚而死，晋南叛
乱遂平。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
进在扬州举兵反叛，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
讨。至十一月，宋军攻破扬州，李重进走投无
路，举家自焚而死，叛乱平定。在这惊心动魄、
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
下筹谋、多方运作，令京城民心安定、秩序井然，
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前方，
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

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

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新生的北
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公元965年，赵匡胤终
于腾出手来，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
化为历史，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庭。先
贤早就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
下，依靠武力征服不难，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
安。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但其在
蜀地经营多年，思念故主的吏民大有人在，一旦
天下有变，死灰复燃，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
事。因此，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安定社
会秩序，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刻不容缓的
一件事儿。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首先想到的
就是忠贞不贰、稳健厚重、果决干练、足智多谋
的吕余庆。
吕余庆到达成都后，迅速进入角色，他深知

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稍有
不慎，就可能酿出大变。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

样的，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民
政管理。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这就是朝
廷驻军，负责此地的防务，由王全斌负责，手下
还有王仁赡、崔彦进等将领。文武各管一摊，互
不节制，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
内工作，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宋军的关
系，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

可是实际情况比吕余庆预想的要糟糕得
多。王全斌等一众将领，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
下军兵，反而恃功不法、胡作非为，竟然擅自打
开后蜀府库，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
地装进自己的腰包，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强抢
民女，“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
财”。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却比土匪的破坏
性还大，王全斌等人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
民众的强烈不满，域内人心浮动，家家惶恐不
安，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可以想象，吕余庆的施政会受到多少掣肘，

审时度势在前，深谋远虑在后，吕余庆采取了一
系列针对性的措施：
以菩萨心肠，惠民安民，安抚好蜀地官吏和

黎民百姓。吕余庆宣布，蜀地官吏凡是愿意随
孟昶入京的，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并建好房
屋。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烦苛的税赋和杂役，切
实减少税役，自965年始，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
半。降低盐价，确保百姓能够买得起食盐，保障
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战乱中的盗贼，吕余
庆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给予他们改过
自新的机会。
以霹雳手段，猛药治疴，属下官吏借巡查之

机寻衅滋事、勒索财物、扰民害民的行为一经发
现，则严惩不贷，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危害治
安的行为也绝不姑息。一天，某军校趁酒醉之
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
财物，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也

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
挑战。接到举报后，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
人将其逮捕到府衙，当众斩杀。手起刀落、令行
禁止，这些平时无法无天的军校们受到极大的
震慑，再也不敢随意践踏律法。从此，魑魅胆
寒，收手敛迹；百姓安心，五业复兴。
担任成都知府的三年来，吕余庆施政宽简，

劝课农桑，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
序，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出一派祥和的
烟火气。吕余庆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
干，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朝野上下，无不赞叹
有加。吕余庆的有效治蜀方略为一众后继者所
效仿，这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

975年，宋朝深陷江南战事，为了避免两线
作战陷入被动，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
丹，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
之邦，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就在这一僵持
阶段，吕余庆举贤不避亲，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
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吕端不过是一酒
囊饭袋，干不了什么事。赵匡胤因为无人可派，
只好同意任用吕端。吕端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
契丹，凭着满腹经纶，处变不惊，折服契丹君臣，
最终不辱使命凯旋，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不
久，吕端升任知成都府，他的施政风格极似其兄
吕余庆，深得蜀地吏民之心。

胸有丘壑 淡泊名利

吕余庆外表疏阔平和，水波不兴，内里则是
胸有丘壑，智略过人，因此，年纪轻轻的他就已
是颇具实力、极具声名的幕僚了，就连当时的周
世宗柴荣对吕余庆都有深刻的印象，任他为掌
书记。北宋建立之后，原后周宰相范质为赵匡

胤推荐宰相人选时，就只推荐了吕余庆、赵普二
人，说他们富有才干，精通治道，是最为可靠也
是最佳的宰相人选。

由此可见，吕余庆的资历、才干和影响，在
北宋人才济济的队伍中，也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运筹帷幄，辅佐赵匡胤“黄袍加身”建不世之
功的过程中，据《宋史》记载，“余庆为元僚”，元
者，首也。事实也确实如此，吕余庆是最早被赵
匡胤看中并揽入麾下的心腹幕僚。论资历，吕
余庆遥遥领先，当之无愧；论才干，吕余庆腹有
良谋，治绩卓著；论贡献，吕余庆殚精竭虑，鞠躬
尽瘁，默默奉献数十载，不输任何功臣。《宋史》
的一个“元”字，将吕余庆在宋庭中的地位和作
用尽释无遗，虽惜墨如金，但定位精准。
然而，在朝堂之上御阶之下，论功行赏的时

候，仅有的几名文臣中似乎单单遗忘了吕余
庆。看到赵普被任命为开国宰相，李处耘也被
提拔重用，吕余庆很淡定也很宁静，他宠辱不
惊，任花开花落，随云卷云舒，仿佛全然与己无
关，“恬不为意”。

赵普由于长期居于相位，难免专擅朝政，
多有大臣诋毁，随着流言日盛，赵匡胤渐失耐
心与信任，决心采取措施稀释和分割其宰辅的
权力。就在此时，又接连曝出对赵普不利的消
息，一是非法收受吴越王钱俶的贿金，二是违
法建造自己的官邸，三是庇护部下贪赃枉法。
这些事情被一一查实后，怒不可遏的赵匡胤立
即罢免了赵普的宰相职务，将其贬出京城。被
罢相后的赵普，顷刻间坠入人生的谷底，墙倒
众人推，落井下石的比比皆是，唯有吕余庆一
人始终没有参与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游戏，反而
逆势而为挺身而出，凭良心为赵普说了几句公
道话，让赵匡胤心中的恨意化解了不少，“帝意
稍解”。
李处耘情况也差不多，高位久了，难免有些

忘乎所以，纰漏渐多，树敌自然也多，再加上后
来在领兵平定荆湖时，残忍杀戮，恶名远播，同
时与主帅慕容延钊势如水火，终于失去赵匡胤
的信任，被贬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刺史。后来
吕余庆从江陵知府任上被“召还”时，赵匡胤隐
晦曲折地同他说起李处耘的情况，实际上想借
此考察一下吕余庆的人品及其看待人物、事件
的眼光。吕余庆秉持公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
为李处耘作了一番解释。赵匡胤认为吕余庆说
得很有道理，也符合实情，是个不偏不倚、胸怀
大度、忠直无私、德行高尚的宽厚长者，于是任
命他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宋史》如此定评曰：“余庆重厚简易。”重厚

是品德，重如山岳，厚如大地。负载万物，默默
无言，利益天下，功高不居，既重且厚，恰如其
分。简易是施政，简为简单，亦是简便；易为容
易，也为易行。老子曰：“大道至简。”可见简的
境界之高。范仲淹的《用天下心为心赋》云：“彼
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意思是说，烦琐苛刻
的条条框框，百姓不易掌握，也不堪其扰。反
之，用明白晓畅简便易行的治理方式，百姓不仅
容易接受，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能
够化繁为简才是大本事。“重厚简易”，寥寥笔
墨，即将一幅厚德可载万物、才干罕有其匹的长
者肖像惟妙惟肖地勾勒了出来。

吕余庆，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重要官员，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吕余庆本名为吕胤，为避宋太
祖赵匡胤名讳，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吕余庆少有大志，聪敏好学，智略过人。他为人疏朗平和，宁静
淡泊，为官忠贞不贰，洁如冰雪，重厚简易，才干殊绝，不争不抢，任劳任怨，颇具长者之风。自后晋入
仕之始，吕余庆历任给事中、知开封府、上都副留守、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左丞等多职，一直深受
信任，宠眷不衰。最后，他在参知政事（副宰相）任上急流勇退，挂冠而去，留下令人赞叹的惊鸿一瞥。

重厚简易 长者风范
马军

诗人们的冬至情怀
王利娟

男女授受不亲：授，给予；受，接受；不亲，男女之手
不能接触。这句话的本义是男女之间不能手递手地传
递东西。
“男女授受不亲”一语出自《礼记·坊记》：“子云：

‘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
纪。男女授受不亲。’”
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也”，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就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诸
侯不下渔色，诸侯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娶妻妾，譬如
渔人撒网捕鱼，网中的鱼当然全部归属渔人所有，因此
要对国君的这种特权加以限制，只能娶别的国家的女
人；因此君子要远离美色，以此作为人民的准则。
前三句中都有一个“色”字，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求

“男女授受不亲”，生怕男人被女人之“色”所惑。这是
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礼制写照。

关于“授受不亲”，《礼记·内则》中还有具体的规
定：“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
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篚”是圆形的盛物竹器。
除了庄严的祭祀和仓促的丧葬等场合之外，男女之间
如果相授东西，女方必须用篚承接，如果没有篚，那么
双方都要坐下，把东西放到地上，然后女方才能取走。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非常苛刻的规定，甚至一家之
中，男女都不能杂坐在一起，不能把衣服挂在同一个衣
架上，不能使用同一套盥洗用具，女子出嫁后回家，兄
弟不得与之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但是，同样是儒家宗师，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苛

刻规定，孟子却有不同的意见，《离娄上》一篇中记载了
他和淳于髡的一段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
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固然是礼的要求，但是
嫂子溺水的时候必须援之以手，否则就是豺狼。这是
对于礼的“权”（变通）。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闪耀着人性的
光辉。但是到了后世，尤其是宋代理学之后，“男女授
受不亲”发展到了变态的地步，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一样成为吃人礼教的代名词。

“男女授受不亲”
是怎样演变的

许晖

语词精奥滴水成海
聚沙成塔

王爱军

一
宋明帝刘彧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

朝的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时，萧道成因

为平叛屡立战功，官越升越高，手里的

军队也越来越多，这让宋明帝有些心

绪不宁。据说萧道成有差不多1.93米

的身高，“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

体”，长得就“不似人臣”，早早地在刘

彧的心里埋下了猜忌的种子。而当刘

彧听到“萧道成应该做天子”的流言

时，更加重了他的疑虑，于是决定进行

一下测试。

这一天，萧道成的军营外突然喧嚣

起来，一支军马飞驰而至。来人是冠军

将军吴喜，名义是犒赏三军。他手里拿

着一把精致的小银壶，里边是皇帝亲自

赏赐的御酒。当然，在这军营里有资格

喝这酒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萧道成。

听说皇帝的使臣到了，萧道成急忙

换上军装，整理仪容，正装出门迎接。

吴将军说明来意，随后把那一壶酒

托举到了面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

到那个闪银光的酒壶上。凡是知道点

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许多时刻，皇帝

赏赐给重臣的酒都不是那么好喝的，情

况不明，明智的做法就是缓一下，请入

内，来个沐浴更衣之类的，探明究竟，再

决定应对之策。

就在将士们紧张得手心里都急出

了汗时，萧道成却神情淡然，他接过酒

壶，面带微笑，头一仰，一饮而尽。

那就是一壶酒，很纯，连水都没掺。

吴喜连军营的大门都没进，便回去

交差去了。

二
没过多久，又一道旨意下达到了军

营，命萧道成即刻进京，另有任用。

逃过了那壶酒之劫，部下们都替萧

道成感到十分庆幸，但再一难再二，总

是以性命作赌注，终究是太吓人了。于

是，部下们纷纷劝萧道成找个托词，不

去就任，毕竟手里有枪杆，那就是硬实

力，谁也不能把自己怎么着。

萧道成笑笑说，“你们不明白眼下

的局势。主上诛杀自己的几个弟弟，是

因为太子还很稚弱，要保持皇位久长，

不得不痛下杀手，这不关其他家族的

事。现在我应该立即出发回朝，若慢了

必然会受到怀疑。不过，现在主上兄弟

间骨肉相害，也不是能够气运长久的现

象，不久就会有祸难发生，到那时再和

各位共同完成大业吧！”说完，当即只带

了几个随从，便赶赴京城了。

果然，刘彧没有为难他，任命他为

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三
刘彧死后，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

起了当皇帝的心，带数万精兵杀奔建

康，都城一片惊慌。萧道成力主抵抗，

在都城的外围新亭构筑工事。战事进

行得非常惨烈，叛军一度攻到城下。刘

休范战死，他手下的典签为制造混乱，

诈称刘休范已攻占新亭。在那种形势

下，跑得最快的可能就是谣言了，城内

的士人官吏、商贾百姓，为了保全性命，

或是争取抢先站队，纷纷跑到新亭的军

垒前投上名片，表达效忠之意。

望着眼前成堆的名片，萧道成的手

下很高兴，毕竟人海茫茫，找出谁是奸

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他们自投

罗网，自然不能轻易放过。

萧道成摇头说，“大难临头，怕死不

过是人的天性，不必过于追究。”他命令

把这些名片全部烧掉，然后列队登上城

北，对那些投奔来的人说：“刘休范父子

前日已被杀死，尸体就在南冈下。我便

是萧道成，各位好好看看。你们递上来

的名片我都烧掉了，不必担心。”

众人一听，吓得脸都变了色，可看

到自己投上去的名片真的化成了灰烬，

这才放下心来。

战事获得了胜利，萧道成率领车队

凯旋，沿途百姓夹道欢迎，议论说：“正

是这位大人保全了国家啊！”

四
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叛，朝中重臣袁

粲等都参与了谋划。袁粲的典签莫嗣

祖事先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但没有主动

举报。萧道成得知后，把莫嗣祖召到了

自己的帐前。他口气严肃地质问道：

“袁粲谋反，你为什么不报告？”莫嗣祖

神色淡然，平静地回答说：“服侍主人，

义无二心，即使死也不敢出卖主人。”

萧道成不禁点头称赞，当即赦免了

他的罪过，将其官复原职。

将军黄回驻后新亭，听到石头城那

边战事打响，便率兵过来协助袁粲。朱

雀桥有守军，命令他返回驻地，按照职

级，黄回应受节度，他也没听，带领部队

连夜开到了石头城下，可等他到了那

里，叛乱早被平定了。

黄回很尴尬，便谎称是赶来平叛

的。其实萧道成早就知道他与袁粲勾

结的事，可他并没有当面揭穿，而是对

他加以安抚，继续让他担任将军之职，

并且派他西上与叛军交战。

黄回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与萧道成

道别时，更是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五
萧道成很有才华，尤其擅长书法和

围棋。

他对自己的书法水平很是自负，有

一次，他在朝堂上与南齐著名的书法家

王僧虔比试书法，两人各书了一幅字后，

萧道成问王僧虔说：“朕与公卿书法，谁是

第一？”王僧虔从容回答说：“臣书第一，陛

下亦第一；臣书为群臣中第一，陛下书为

帝王中第一。”萧道成听了，哈哈大笑。

萧道成还酷爱下棋，他玩什么都很

投入，曾有二卷本《齐高棋图》问世，足

见其围棋水平。有一天，他召直阁将军

周覆、给事中褚思庄进宫陪他下棋。与

周覆对弈，二人杀得难解难分，有一个

劫争难住了萧道成，他陷入了沉思。一

会儿，他若有所思地拿起棋子，放在了

棋盘上，几乎是同时，他又突然意识到

不妥，立刻拿了起来。此刻周将军也正

虎视眈眈地盯着棋盘呢，一见皇帝悔

棋，不干了，情急之下，一把攥住了萧道

成的手，要把那粒棋子抢出来。旁边侍

立的臣子们吓坏了，马上大声喝止周

覆，随即要求给周覆定个大不敬之罪，

杀了他以儆效尤。萧道成笑着摆手，

“玩儿罢了，怎么能当真？”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似乎人人都面

临着机遇，但结果却常常令我们失望，

于是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

是他而不是我？人们常说，一粒沙里藏

着一个世界，一滴水里折射出一片海

洋，萧道成能从一个普通人走上皇帝的

高位，或许答案就在这些细节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