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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苏东坡都会想起他的诗词，其实苏的古文也很有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有一篇很有影响的古文
《留侯论》。留侯就是张良，是刘邦夺取天下之后给张良的封号。

张良是刘邦重要的谋臣，在刘邦争夺天下的每个重要，危急关头都是张良的谋策让他化险为夷，一步一步
走向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张良被尊为“谋圣”。

谈起张良出众智慧的来源，大家都会津津乐道的说起一位神秘老人送给张良一本神秘兵书的故事。

在《留侯论》中苏东坡对这个故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令人振聋发聩。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是战国末期的韩国人，字子房。他的祖父和父亲曾为五代韩王当过宰相，
人称“五世相韩”。

https://fhyuan.net/?p=6890


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始皇消灭了。韩国灭亡了，张家的大厦也随之轰然倒塌，因此张良对秦始皇结下
了深深的国仇家恨。

为报亡国之恨，张良变卖家产，四处寻求天下勇士刺杀秦始皇。后来终于以重金求得一位力贯千钧的大力
士，此人能舞动60公斤的大铁锥。等秦始皇出巡到阳武（今原阳县东南）博浪沙时，埋伏在此地的张良同
大力士一起投掷大铁锤偷袭秦始皇的銮驾，可惜误中副车，没有砸中秦始皇的坐车。秦始皇大怒，在全国
上下连续10天大肆搜捕刺客。壮志未酬的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到江苏的下邳躲避了九年。

 

有一日，张良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游玩。经过一位身着粗布衣衫的白发老人面前时，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
桥下，吩咐张良：“小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闻听此言，张良很气愤，但见老人年纪比较大，就忍
气吞声地到桥下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又得寸进尺地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强压怒火，跪在地上为
老人穿上了鞋。穿好鞋后老人笑着离去，但走了一里多地后，老人又返回对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培养前
途！五天后，你还来这里见我。”

五天后的一大早，张良依约来到桥上，谁知老人早已到了。老人满脸怒色说：“年轻人和老年人相约，怎
么能迟到呢？回去！五天后再来！”

又过了五天，张良鸡鸣之时就前去赴约，但还是迟到了，老人又让他五天后再来！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出
发，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张良的真诚经受住了老人一连串考验，老人高兴地说：“这样做才对！”然
后拿出一本书说：“你把这本书读透了，就可以为帝王之师！”说完飘然而去。

天亮后，张良发现老人送的书竟然是他梦寐以求的《太公兵法》，传说此书是西周姜子牙所著。得到《太
公兵法》后，张良手不释卷，果然成为智谋奇才。

 

 

对张良的故事有个大概的了解之后，我们就来阅读苏东坡的《留侯论》。此文篇幅不大，下面是其全文的
白话译文。

古时候被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过人的节操，有常人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时，马上
会拔剑而起，挺身搏斗。这不能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
当无故受别人侮辱时，也不会被激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的高士出来考验
张良呢？看那老人含蓄表达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特点。一般人不能理解，就把那
老人当作鬼怪，这就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那本书上。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些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
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严的君
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只有在它处于末路之时才有可乘之机。而张良控制不住对秦王的愤恨，仅凭
一人之力，就想在一次狙击中达到目的。虽然他没有被捕被杀，可那也只是丝毫之差，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
良有超过世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只是由于
侥幸而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理的态度、粗俗
的言行折其锐气。张良承受了这一切，说明他有可能将来成就大功业。所以，最后老人才说：“孺子可教
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委屈自己去尊重别人，
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因此就放弃了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就投
降吴国，去做吴王的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心愿，而不能做人下人的，那只是普通人的
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就是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就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
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任何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
相遇，就命令他做些奴仆的低贱之事，而张良做得很自然，没有丝毫责怪之意。这样的人，秦始皇不能使
他惊惧，项羽也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
虽然百战百胜，但却轻易地消耗了兵力。汉高祖能忍耐，所以能保持自己完整的兵力，等来了项羽的衰亡。
而这正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时，高祖大怒，而且都显露在语气和脸色上。从
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毛病，这时除了张良，谁能成全他？

太史公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实际上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
称。啊！外柔内刚，也许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以上就是〈留侯论〉的全文（白话译文）。

 

苏轼首先指出，那位圯上老人很可能是一位高人隐士。他知道张良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帮助刘邦得天
下，但老人对张良的刺杀秦始皇的举动很不以为然，深为惋惜。为确认张良是不是一个有足够忍性，能成
就大事之人，老人对张良进行了严格的考察。他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命令张良做些低等活。张良天分，
悟性极高，在接受考察时已逐渐看出老人绝非常人，同时其忍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和激发。圯上老人
最后对张良表现出的超常忍性非常满意，说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就把那极为重要的宝书交给了他。

年轻的苏轼博学多才，对人生的意义也有深切的体悟。文章中他广证博引，举出历史上善于隐忍的正面典
型，也列举了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反复论说了“忍小忿而就大谋”的主题。

 

实际上，张良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远远高于帮助刘邦得天下，被封为“留侯”的地步。刘邦得天下之后，他
及时“功成身退”，谢绝了很多的封赏，逐渐淡出朝政，逐渐退隐。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古籍记载，都
指出张良最后的结局是：得道成仙。

无疑，修得极高的忍性是张良成功，成仙的先决条件。一切有大志向的人士，必须在修这个“忍”字上下
极大的功夫。

张良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写〈留侯论〉的苏东坡也已离开我们九百余年。社会到了今天，人们的道德水
平已大幅滑落，在这个环境下，要想去修这个“忍”字真是谈何容易！



 

（注：圯上，yí shàng；释义：桥上。）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作者： 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