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陵考略》记载：古代东
夷人中，居住在兰陵东北封草
山的兰鹰王与住在兰陵西九
顶莲花山的自和王，是当时的
两个小部落酋长……

九顶莲花山的自和王部
落挖洞搭棚而居，石板石块相
围进食。男耕女织，男猎女炊；
训野成禽，圈养而食。他们把
收获的稷、黍等谷物，放到“大
金锅”里储存，以备饥荒。该部
落自给自足，过着有忙有闲、
平和安然的生活。

某一日，狂风骤起，大雨
连绵，覆盖大金锅的郁金草被
风刮散，雨水淋入大金锅里。
不久，大金锅里的稷黍散发出
香气。自和王喝了口大金锅里
的“水”，香入脾胃，神清气爽。

又连喝几瓢，进入昏睡状态。
醒后，人不但不饿，还精力十
足。自和王便给大金锅里的

“水”，取了个名字叫“鬯”。
封草山上的兰鹰王力大

无穷，吞并了周边多个小部
落，现在是人多势力大。兰鹰
王听说自和王的大金锅加水
成“鬯”的事，就想把大金锅
弄到封草山上来，便派人去

“借锅”。自和王以锅大且重
为由拒借。兰鹰王又派人送
信给自和王，说自己愿去九
顶莲花山，在大金锅边饮鬯
结拜。自和王惧怕兰鹰王的
势力，明知结拜有鬼，只得答
应结拜之事。

兰鹰王自恃势力强盛，预
谋先登门结拜，再找理由将大

金锅据为己有。兰鹰王带着大
将岳章和一队护卫来到九顶
莲花山。在大金锅前，他边喝
边唱：“金锅有鬯，敬我兰鹰
王。天圆地方，大金锅归我兰
鹰王……”唱罢，又提“借锅”
之事。自和王还是以锅重为由
拒借。两人相争不下，一老者
打圆场说：“兰鹰王力大无穷，
如大王能举起大金锅，再说借
锅之事。”兰鹰王走到锅边，伸
开双臂，对天呐喊：“天助我
也，举锅回山。”兰鹰王喊罢，
双手抓锅，猛一用力，将大锅
举过头顶，哈哈大笑。正在他
高兴之时，原来放锅的地方，
莫名其妙地冲出一股水柱，直
击兰鹰王脑门，兰鹰王便当场
毙命。

大将岳章眼见兰鹰王举
锅丧命，火冒三丈，与自和王
拼打起来。因寡不敌众，岳章
只好逃回封草山，点齐人马，
再次奔九顶莲花山杀来。这一
仗，直杀得自和王人仰马翻，
血流成河。自和王战死，其余
兵将逃得逃、降得降，部落自
然解体。岳章的兵马占领了九
顶莲花山，还不解恨，便放了
大火，把山清水秀的九顶莲花
山烧成了秃山。但是，大金锅
下面喷水形成的“大金锅泉”
却永远留存下来。

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
兰陵美酒就是岳章从九顶莲
花山带走的大金锅里的“鬯”
的说法。

秦利虎
“鬯”的传说

冯谖市义 薛誉千秋
孙井泉

读师范时，因为家境困窘，
我一直坚持做家教。

记得我带的第一个学生，
他家距离学校很远。我下了课
就要往他家赶，回校时就已经
很晚了。学校门口有个卖包子
的爷爷，有天晚上见我一边走
一边啃方便面，就对我说：“孩
子，这里有卖剩下的包子，一毛
钱一个，你用得上不？”我心里
一喜，那包子个大馅多，白天卖
两毛一个呢。我连忙答应着，买
了五个大包子。那刚出蒸笼的
包子，热气腾腾的，怎么看都不
像吃剩的。当时也没管那么多，
坐在木板凳上大口地吃起来，
那味道真香，热乎乎香喷喷的，
吃起来过瘾。

连着吃了半个月后，无意
间知道那位爷爷是特意半价卖
给我的，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就
不好意思再去吃爷爷的包子
了，也就尽量绕着爷爷走。有天
正上课，老师说外面有人找我，
我一看是卖包子的爷爷。爷爷
关心地问我最近怎么了，怎么
没去吃他的包子。我说不好意
思再去吃了，爷爷倒想了一个
办法，让我晚上给他帮忙，报酬
是管顿晚饭，工作时间不限制。
我一下释然了，连忙答应着。于
是，每天晚上回校，我都在爷爷
的摊上帮忙。一边招揽着客人，
一边和爷爷有说有笑的。空了
就吃晚饭，有时是刚出炉冒着
热气的包子，有时爷爷刻意炖
了火锅。寒冷的冬天里，火锅咕
咚咕咚地冒着气泡，蒸笼里的
热气不断往外溢出，画面温馨
美好，很有点家庭的氛围。

有年放寒假，经不住几个
同学的怂恿，半路下车一起走
回家。当我们走到一所学校门
口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的
肚子也咕噜咕噜直响。原本是
想到学校讨口热水喝的，没想
到学校值班的老师非常热情，
知道我们还没吃晚饭时，连忙
叫他的妻子煮了一锅面。火光
映照在我们的脸上，白色的面
条在锅里上下翻滚，绿色的蔬
菜浮在水面。不久，一碗热气腾
腾的面条递给了我，上面还卧
着一枚鸡蛋。我吞了一下口水，
连忙狼吞虎咽起来，在热气缭
绕中，我想起了学校卖包子的
爷爷，想起了等会就要回去的
老家，吃着吃着眼眶就湿润了。

参加工作快二十年了，一
看见热气腾腾的东西，我就会
想起爷爷的包子，以及那年在
学校老师家吃的面条，他们都
给了我热气腾腾的感动。

冯谖，是战国时薛国公孟
尝君（田文）门下的一名食客，
曾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不仅是一位有政治智慧、有
战略眼光的贤达人士，也是一
位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正人
君子。

弹铗而歌，展示个性
冯谖家庭出身贫寒，但志

向远大，一直怀才不遇，因慕
孟尝君好客养士，便来投奔
他。孟尝君问其有何才能，答
曰无才无能，孟尝君笑了笑，
便收留他安排在三等门客中。
原来田文的食客标准有三个
等级：上客吃饭有鱼有肉，外
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肉，外
出无车乘；下客粗茶淡饭，且
出力干活。过了不久，冯谖便
倚着柱子弹剑而唱:“长铗归
来乎！食无鱼。”领班的人听后
立刻向孟尝君报告，孟尝君让
把其安排在二等门客中。过了
一段时间，冯谖又弹剑而唱：

“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领
班的听后又向孟尝
君作了汇报，
孟 尝

君又把其安排在一等门客中。
此后不久，冯谖又弹剑唱道：

“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这
时左右的人开始厌恶他，认为
他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孟尝
君知道此事后，经打听得知，
冯谖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于是
便安排专人往其家中送些钱
粮。冯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
求改善待遇，主要是考验孟尝
君好客养士的诚信度。通过考
察，使冯谖深为感动，从而暗
下决心，在适当时机一展身
手，来报答孟尝君仁义之恩。

焚约市义，取信于民
孟尝君身为齐国国相，家

居齐都临淄，封邑是薛国城
邑，因养有三千食客，每天都
有一笔不小的开销，于是他便
在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但
是放债一年多了，利息所收无
几，孟尝君想找一个有能力的
人代他去薛地收息。这时冯谖

自告奋勇说
愿意前往，
并保证坚
决完成任
务。征得
孟尝君
同意，

冯谖备上马车装载契约，从齐
国来到薛邑，让地方官员先汇
报利息收缴情况。官员们叫苦
不迭地说，由于近几年遭受自
然灾害，农民欠收成，商业不
景气，因此多数经营户还不起
利息。冯谖于是下令把所有债
务人召集到场，用所收的息钱
打酒买肉，进行热情招待，然
后让有能力偿还利息的当场
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的当即
收回债券，堆到一起点火焚
烧，并说这是孟尝君的授意。
在场的人非常感动，齐刷刷地
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这就是
冯谖为孟尝君的“焚约市义”。
约，契约也；市，买也；义，义
举、仁德也。这样，冯谖就在薛
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
君的种子。

任务完成得很快，冯谖返
回齐都向孟尝君复命。孟尝君
当时大为不悦，质问冯谖为何
这样做。冯谖坦然道:“主公有
小小的薛邑，却不把那里的百
姓当做子民来抚爱，而用商贾
手段向他们敛取钱财，我认为
不妥。今天我假传你的旨意，
焚毁那些无用虚券，为你买到
了仁义，买到了民心，你得感
谢我才是。”过了一年，国君齐
湣王听信谗言，罢免了孟尝君
的相位，撵其回封地薛邑。孟
尝君来薛途中，薛地百姓听说
后扶老携幼，百里相迎。这时
孟尝君才恍然大悟，感慨地对
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
日果然看到了。”

营造“三窟”，报效君恩
孟尝君来到薛邑住下后，

冯谖便向其进言说:“狡猾的
兔子必须具备三个窟穴，才能
免遭暗算。你现在有了进退可
据的薛城，只算是一窟，我再
为您复凿二窟，保你高枕无
忧。”于是，冯谖带领随从，乘

车西去魏国，对魏惠王说:“齐
国之所以能称雄天下，都是孟
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湣王听
信小人之言，把他放逐到封邑
去了。先生若能接他来魏国辅
政，定能国富而兵强。”魏惠王
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时喜
出望外，他立即腾出相位，派
出使臣，以千斤黄金、百乘马
车来聘请孟尝君。冯谖随后马
不停蹄，星夜兼程赶至秦国，
说服秦昭襄王也聘用孟尝君
为相国。接着，冯谖又返至齐
国，谒见齐湣王，严肃地指出：

“现在秦国、魏国都争聘孟尝
君为国相，一旦他到了别国，
便是齐国的重大损失，也将对
齐国构成严重威胁。”齐湣王
听后十分后怕，问冯谖怎么缓
和这个矛盾。冯谖说：“解铃还
须系铃人。你必须向孟尝君赔
礼道歉，再把田齐的宗庙建在
薛邑，将先王的祭器供奉于
此。”齐湣王一一听从，连忙派
遣太傅带“黄金千斤、纹车二
驷、服剑、封书”等，到薛邑郑
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
回齐都官复原职，并加封千顷
土地。在冯谖的策划下，秦、
魏、齐三国都争着聘任孟尝君
为国相。孟尝君接受了聘书，
但哪里也没去，他在古薛国这
方领地上，励精图治，大力扶
持农桑，发展商贾，把薛邑治
理地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繁
荣富强的景象。

通过冯谖客孟尝君的几
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冯谖
虽是寄人篱下的食客，但不是
一般的平庸之辈，他具有王佐
之才，是一位高参谋士。为了
报答孟尝君的知遇之恩，为了
巩固孟尝君的政治地位，他善
于出谋策划，敢做惊人之举，
才使薛国的历史故事如此生
动丰满，流传千古。

热气腾腾的
回忆
赵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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