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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是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天下行
政事务。按理说身处此位不可能天天三缄其口。
可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宰相，嘴上像是贴封条
似的，尊口难开，说话极为谨慎。一位是五代后唐
的宰相马胤孙，另一位是北宋的宰相王珪。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杀闵帝自立为末帝，不
久即任马胤孙为宰相。马胤孙居相位，从不决断政
事。他的秉相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用相印办政
事；见客口不开，遇见上下左右不开口谈论国事；归
宅门不开，到家后大门紧闭，拒绝见任何士大夫。
因长久如此不开印、不开口、不开门，时人讥他为

“三不开宰相”。
王珪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登相位，十几年

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可他从来不发表自
己的意见，上朝执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
说“取圣旨”。皇帝表态后，他不问正确与否，恭敬
回答“领圣旨”。退朝之后，见到部下，便说“已得圣
旨”。他为相行政就是这套“取圣旨、领圣旨、已得
圣旨”的固定程序。时间久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个

“三旨相公”的绰号。
马胤孙、王珪如此作相，朝政可想而知。马胤

孙时的朝政，任人摆布，他对什么事都不置可否，关
键时刻像棵木头桩子，居相位坐看国家灭亡。王珪
为相，“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而且心思极为龌
龊，遇到有才能的人，变着法子进谗陷害。《宋史》记
载，宋仁宗宴宝文阁作飞白书，分赐众臣，命王珪写
上分赐大臣的名字和年月。欧阳修得到了仁宗的
字，王珪却借机打压，除了仁宗让他写的名字和年
月外，在绢书的最后写上了“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
旨题”，让欧阳修非常不耻。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
例给神宗进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之类的文词，神宗不满，
朝臣进谗，遂有“乌台诗案”，王珪乘机施奸，找了苏
轼的所谓“反诗”，挑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
蛰龙知”等句，向神宗进谗，说神宗已登大位，那有

“蛰龙”之说，苏轼分明有二心。好在几个重臣为其
申辩，否则苏轼将命丧黄泉。宋神宗想要收复被西
夏占据的灵武，王珪唆使俞充上平西夏策，并指挥
调度实施此策，结果惨败，《宋史》说：“永乐之败，死
者十余万人，实珪启之。”“三旨”宰相就是这样行政
而草菅人命的。

马胤孙、王珪身居相位，如木偶呆立，是因为才
疏学浅、昏庸所致吗？不是。五代十国科举松弛，
文人不追求进士及第。可马胤孙凭自己的学问，鲜
见地考取进士。因为他有学问，文章又写得好，后
晋、后汉的文臣武将都很敬重他。他还写过一篇有
名的《槐虫赋》，借槐树上的白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想
和志向。从五代史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文
学家兼佛学家，有着很高的天赋。王珪则更是一个
学问大家。“珪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他庆历二年
（公元 1042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欧阳修认为他
是“真学士也”。他以文学进用，深受同僚推崇。朝
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他的手。从熙宁初年开
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宋神宗曾说：“王
珪诰有体，他学士不逮远矣。”曾撰《宋两朝国史》一
百二十卷，《四库全书》辑有《华阳集》四十卷，是北
宋有影响的文学家。可见，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然
而，才智学识成了他们窥时局、权利弊、投机钻营的
重要支撑。

从《资治通鉴》《宋史》和新旧五代史中可以看
出，他们如此不言慎行，貌似呆木，其实深藏心机。
五代时期，政局复杂多变，朝廷官员朝不保夕。李
从珂的朝堂，内有冯道、卢文纪等人的明争暗夺，外
有节度使石敬瑭等人的虎视眈眈。为摆脱凶险，规
避麻烦，马胤孙装聋作哑，慎权慎行慎言慎交，为的
就是能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三不开”，他在
救死不睱的年代，却毫发无损，老死于户牖之中。
王珪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经受过
拒拟英宗传位诏书之险，看到无数朝臣相互倾轧之
凶，久涉险恶朝堂，他深知只有按皇帝的旨意办事，
才是最牢靠的，唯皇上龙头是瞻，绝不袒露私衷，才
能万无一失，让自己稳坐相位。

身处高位，在复杂的环境中，慎言慎行，是明智
之举。但是，谨慎到唯唯诺诺、虚怀躬身、不分是
非、呆若木鸡的程度，一定是心怀鬼胎，不是光明磊
落、心怀社稷之臣。要说揣摩圣意，宋太祖赵匡胤
时期的大将曹彬，应是非常典型的。但是，他揣摩
圣意，是为了把握好军事战略和行事方向，绝不徇
私谋利，赵匡胤认为只有他不欺主瞒上。曹彬曾对
朝臣们说：“人生何必作使相，好官职也不过多得些
钱罢了。”是的，马胤孙、王珪就是为了多得私利、保
全私利，才“三不开”“三旨”的。要说沉默寡言，孙
权时期的宰相顾雍非常典型。他在朝堂上很少陈
述自己的观点，可孙权说：“顾君不说话，只要说了
言必有中。”顾雍不言，绝不是为保相位，而是为了
让自己把问题想透研究透彻，然后会把想法告诉孙
权。顾雍是个墨者，但不“过墨”，而是作为宰相，言
必稳当准确。

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说
过：“过谦者怀诈，过墨者藏奸。”看马胤孙、王珪的
所作所为，大师之言一语中的。

2001年的一天，美国西南部圣地亚哥港口
轮船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突然，海关电话铃声
大作，报告说，从集装箱里发现了大量走私化
石。经查验，它们均来自中国，整整93箱，共计
14吨。海关随即查封。中国国家文物局获得消
息后，立即与美国海关总署联系，要求按照国际
惯例，无条件归还。经过不懈的交涉，这些珍稀
化石终于追回。这批化石共有 100多件，全部
出自贵州，包括10条贵州龙化石，1条兴义龙化
石以及部分已经碎裂了的鱼龙化石，其中数量
最多、尤显珍贵的是海百合化石，共有 89 块。
国家文物局决定把这批珍贵化石交由北京自然
博物馆收藏。200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为此举办
了《海百合化石展》，这次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反
响，不仅把珍贵的海百合从学术界推进了收藏
界，从而步入了民众视野，而且勾起了人们对发
生在 80年前震惊全国的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
献身古生物事业惨遭杀害的往事。

许德佑，镇江丹阳人，1908年 12月 8日生，
兄弟五人，排行老五，幼年就学乡里，禀赋过
人。省立苏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外文
系，兼修社会科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
动，与中学同学陈鲤庭最友善，经陈介绍，加入
田汉、洪琛办的南国剧社，担任过导演。1930年
大学毕业后在二哥许德贶的资助下留学法国，
入蒙伯里大学攻读地质学，1935年获地质、古生
物双硕士学位，加入法国地质学会。当年回国，
进入中国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无脊椎动
物研究组主任，主要研究湖北的三叠纪地质，后
转而研究西南地区的三叠纪古生物，十年间共
21次赴野外工作，发表中外文论文 29篇，著有

《贵州三叠系之数个剖面》《滇黔公路东段地质》
《贵州三叠系》等专著，1940年获中国地质学会
赵亚曾纪念奖金，翌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
授。1942 年，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
辑。1944年获丁文江纪念奖金，是名重一时的
三叠纪地质专家。作为中国三叠系地层研究的
先驱者，当时学界戏称他为“许三叠”。

1944年 4月初，许德佑等应邀到贵阳出席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会期4天，会议的
主角是李四光和许德佑。第一天由李四光带队

在乌当洛湾察看贵州第四世纪冰川现象；第二、
三天由许德佑带队观察贵阳附近的二叠系、三
叠系、侏罗系等地质现象；第 4天举行报告会，
由李四光和许德佑先后主讲《地史及地壳之认
识》与《贵州海百合化石》，听讲者众，气氛甚为
热烈。会议圆满结束后，受地质调查所派遣，许
德佑偕陈康、马以思(女)等赴贵州西部勘察地
质，路经睛隆县境内，遇见土匪，歹徒发现许德
佑等几位外乡人“行装颇多，购物多用新钞”，于
是见财起意，“乃计议行劫”，选择在人烟稀少的
晴隆花贡镇附近伸出了毒手。许德佑突然被土
匪开枪击中，子弹由腰穿腹而出，当场牺牲，时
年37岁。继而陈康、马以思也不幸遇难。三位
正在野外从事地质考察的科学家在中国抗日战
争大后方的贵州省，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噩
耗传出，立刻引起科学界的极大震动和激愤，全
国上下，一时朝野震动。在抗战时局极端艰难
的条件下，科学家仍然心系国家工矿业发展，为
地质调查埋头苦干，而生命安全却不能得到保
障的悲惨经历，引起国人关注。各界人士义愤
填膺，愤恨匪盗猖獗横行，痛惜地质精英惨遭横
祸，国家顿失卓越才俊。案发后，为使凶手伏
法，遗属遗孤获得抚恤，伸张正义，国民政府经
济部长翁文灏、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中
央地质调查所侯学煜研究员等人动员了几乎所
有能动用的社会资源，最终，这桩惊天动地的要
案中的29名匪徒悉数逮捕，其中被陆续伏法者
达 24名，匪首因拒捕当场被击毙；许德佑等获
国民政府最高等级明令褒扬，遗属遗孤获得抚
恤；贵州省主席、普安县县长黯然辞职。

为了纪念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为科
学献身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分别以三位科
学家的名字设立了纪念奖，著名地质学家刘东
生先生曾获得过该奖。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长
眠于今贵州工业大学附近，1986年中国地质学
会成立 60周年时，贵州省相关部门，曾将三
位烈士的墓园加以整饰，重立碑文，常年有民
众前来进行祭奠；镇江烈士陵园亦将许德佑英
名收录于烈士名册，近年还开展了网上献花等
祭奠活动。

鉴于许德佑对中国三叠纪地层的突出贡

献，1949年，经古生物学家穆恩之先生鉴定，把
许德佑在关岭发现的海百合化石，用其姓氏定
名为“许氏创孔海百合”。

海百合是棘皮动物中最古老的种类，因酷
似百合花而得名，它是动物，并非植物，大多
生活于 400-500米深的清洁水中，喜欢群居，
其根固着海底，构成所谓的海底花园。世界上
海百合化石主要集中于德国的阿尔卑斯山和中
国，其中中国贵州出土的海百合化石最为系
统。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当年献身的地方-贵
州关岭和贞丰等地晚三叠系地层中保存的海百
合化石相当完整，尤其是关岭地区的海百合化
石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分布范围较广。如今，
这里已经建成了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2006年9月正式开放。公园埋藏的化石形成于
距今二亿二千万年前(晚三叠世)的海湾环境。
主要包括：鱼龙、海龙、檐齿龙等海生爬行动
物化石及海百合、菊石、腕足类、鱼类和陆生
的古植物化石。属种繁多、藏量丰富、保存完
好、形态精美，完整地记载了古代生物大复苏
的信息，为国内外同期地层所罕见，堪称世界
一流，是最有希望破解古生物从灭绝到复苏之
谜的区域，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园内辟有专
区介绍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的事迹，以供后人
缅怀和纪念。

海百合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其苛刻，完整
化石存世极其稀少，非常珍贵，同时，它也是一
幅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花朵越大的其晶体亮度
越强，收藏价值越高。2006年，一位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珍品藏家转让一块长2米、宽1.2米的海
百合，转让价格就达到1200万元。广东省博物
馆于 2010 年开馆，馆内珍藏了一块海百合化
石，高3.2米、宽2.6米，作为镇馆之宝，价值约为
8 千万元。一块长 4.8 米、宽 1.9 米，总面积达
9.36平方米的世界最大海百合化石在贵州石文
化艺术宫展出，当地市民大饱眼福。这块化石
上因为有 15朵许氏创孔海百合和 21朵关岭创
孔海百合，价值连城，其中最大的单株冠部直径
超过40厘米，堪称国宝。我市南山、五州山、十
里长山和高丽山等山区的石炭系底部地层中也
有海百合及腕足类生物碎片存在。

陈庆年祖父经商致富后,欲在后代中培养出
文化名人,遂与镇江文化大家族柳氏结姻。陈庆
年又拜柳泉(柳诒徵父亲)和两个母舅为师。经过
陈氏、柳氏三代人的合力培养，陈庆年终于脱颖
而出,成为文化名人。陈庆年后又尽力培养柳诒
徵，柳诒徵在史学、教育、图书馆事业方面继承并
发扬光大了陈庆年的事业。两人都是“只讲学不
做官”尊儒重教的爱国学者，是研究近代史不可
避开的历史人物。

陈庆年曾为柳氏写了三篇传记。
1886年，陈庆年作了《柳兴恩传》。柳兴恩

是柳氏十世子孙，是柳诒徵的族祖父。柳兴恩
（1795—1882年），字润江，精谷梁学。谷梁学
即研究《谷梁传》的学问。《谷梁传》又称《谷
梁春秋》，是战国时期谷梁赤撰写。此书是解释

《春秋》的三传(另二传为《左传》《公羊传》 )之
一，是儒家经典之一。缪艺风(荃孙)认为清末治
谷梁学诸家中，柳兴恩“规模独大”。光绪丙戌
(1886年），学使 （即学政，又叫督学使者。清
朝官名）王益吾辑刊《皇清经解读篇》，得兴恩

书稿，因稿墨凌乱，嘱陈庆年校对整理，并为
之补苴，编定 30篇。在编定后，陈庆年作《柳
兴恩传》。

柳兴恩有个胞弟叫柳荣宗(1802—1865年)字
德斋，号翼南，囗吃，高度近视，但性敏慧，
把卷就目，上下数过，一简已终，明于视者不
及也。书法不师一家，小楷大字莫不古雅绝
伦。又好朴学，讲经学，著有《尚书解诂》《左
氏春秋旧谊》及骈散文，惜未刻。又著《说文
引经考异》十六卷已刻。后来兴恩(原名兴宗)和
荣宗兄弟两人均在《清史稿·儒林传》中，被
称为大学问家。故陈庆年又作《柳荣宗传》。随
后，陈庆年又为母舅柳宾嵎(名旭，十二世，精
医术，善书法，1822—1887年)作传。传名《母
舅柳宾嵎先生传》。上面三传均收入《横山乡人
类稿》第九卷。《京江柳氏宗谱》收入《柳兴恩
传》和《母舅柳宾嵎先生传》，而《柳荣宗传》
则收了兴恩作的《胞弟翼南传》。

柳兴恩、柳荣宗两人能收入《清史稿·儒林
传》，也是陈庆年推荐的。当初修《清史稿》时，清

廷曾拟请陈庆年主修。陈因健康等原因，固辞
之。但答应为《清史稿》提供史料。后来，陈庆年
提供的史科，不仅内容丰富，且翔实，受到了好
评。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对先生所供史料，评
为：“精金美玉，为李、钱、缪三氏耆献碑传所未尝
著录，此非读书破万卷，并胸中有线订书者，乌能
办此？”“征送各书选择极精，无一不与史事有
益。盖惟史才，乃知史材。”(引自陈登丰著《陈庆
年年谱》)

注 ①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
次珊，汉军正蓝旗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官安徽、陕西等省布政使，署理山西巡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署湖南巡抚，是年冬奏准
将湖南阜湘、沅丰两矿务公司并为湖南全省矿务
总公司，垄断全省采矿、炼砂之权，抵制外国侵略
者攫取湖南的矿权。倡导教育改革，将长沙所有
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
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及东三省总督。武昌起
义后避居青岛，1914年，北京政府委为清史馆总
裁，主编《清史稿》，为“二十六史”。

民间流传说：“二月二，龙抬头；三
月三，轩辕生。”三月三是中华民族的始
祖黄帝的诞辰日。三月三古称“上巳
节”，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
的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

远古时期的农历三月三，最主要的
活动是祭祀高禖。高禖是管理婚姻和
生育之神，因供于郊外又称“郊禖”。

“禖”通“媒”，有牵线搭桥，成人之美的
意思，因此上巳节又是求偶节、求育
节。上巳节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情
人节；三月三因正值桃花盛开又称为

“桃花节”；古代汉族少女到了 15岁，要
于此日举行成人礼，即“笄礼”，所以也
称为“女儿节”。

远在周代，就有水滨祓禊之俗，朝
廷指定专职的女巫掌管此事。《周礼》
曰：“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祓除指三
月三到水边戒浴，以除不祥；衅浴是用
芳香的草药涂身(或熏身)并以和汤沐浴
洁身。

到了汉朝，三月上巳确定为节，每
逢该日，官民都去水边洗濯。不仅民间
风行，连帝王后妃也去临水除垢，祓除
不祥。《后汉书·礼仪上》载：“是月上巳，
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
去宿垢疢，为大絜。”

到了魏晋时代，上巳节逐渐演化为
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临水
宴饮（称曲水宴）的节日。《荆楚岁时记》
载：“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
之饮。”宗旨是祈福免灾、欢庆娱乐。由
此而派生出流传千古的习俗，文人墨客
诗酒唱酬的雅事——曲水流觞。众人
坐于环曲的水边，把盛着酒的觞置于流
水之上，任其顺流漂下，停在谁面前，谁
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
历史上最有名的曲水流觞当是晋永和
九年（353 年）在兰亭举办的那次。那
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会稽内史，右
将军王羲之偕同亲家、东晋著名政治家
谢安和高官名士、家族子弟共 42人，在
会稽山阴之兰亭清溪举行修禊祭祀仪
式后，又“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饮酒作诗，其乐融融。据载，在这次游
戏中，有 11人各成诗两篇，15人各成诗
一篇，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
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并挥毫作序，
乘酒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
集序》。

唐朝时，上巳节非常热闹繁盛，长
安城内男女老少身着盛装，来到曲江畔
宴饮、郊游踏青。宋人吴自牧在《梦粱
录》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之辰，……
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达官贵
显则樽壶酒浆，彩幄翠帱，匝于堤岸。
笙歌画船，宴乐江上，鲜车健马，比肩击
毂。许棠在《曲江三月三日》诗中描绘
了满城士庶倾城而出、争先恐后的景
象：“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
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幄，鱼惊
远浪尘。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皇
宫的后妃们也不甘寂寞，争相出宫游
乐。杜甫《丽人行》曰：“三月三日天气
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
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
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宋朝以后，三月上巳风俗渐渐衰
微，宋代由于尊崇理学，之后的文献不
见上巳节男欢女爱的记载。清明、上巳
二节相邻太近，有时日期甚至重合，踏
青春游等习俗并入了清明节，上巳节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曲水流觞风俗
仍然流传下来。明清时期，京城北京建
有流杯亭多座。乾隆帝有诗曰：“白石
清泉带碧萝，曲流贴贴泛金荷。年年上
巳寻欢处，便是当时晋永和。”

过墨者藏奸
□ 滴石水

被淡忘的节日
——上巳节

□ 郑学富

许德佑烈士：
献身古生物事业的镇江籍科学家

□ 霍义平

许氏创孔海百合 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陈庆年为柳氏写的三篇传记
□ 尤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