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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代劝诫孟尝君

———古代民间寓言

　 　 孟尝君出了名地喜欢招贤纳士，家里门客云集。

一次孟尝君要到秦国去，门客们知道了纷纷赶来劝阻，

但他就是不听。

被劝得烦了，孟尝君竟动起怒来，把门客们统统轰

出去，避门谢客。

门客们深知孟尝君的脾气，也拗他不过，但一个个

心里都非常焦急，因为秦国当时雄踞一方，地势险恶，

乃是虎狼之地，恐怕孟尝君此去凶多吉少。

门客中有一位叫苏代的，决定去劝诫孟尝君，众门

客摇摇头：

“他不会见你的，何必自讨没趣？”

苏代转念一想，有了主意。

苏代到得孟尝君府上，叩门求见孟尝君。 孟尝君

听说又是门客来访，拒之不见。

苏代又叩门请求仆人转告孟尝君，不是为去秦国

之事而来。 孟尝君让仆人回话：

“阳间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莫非为阴间的事而

来？ 还是请回吧。”

·９３２·



苏代让人传话说：

“正是为了阴间的事情而来访。”

孟尝君无奈，只好请苏代进府。 待苏代落座后，孟

尝君向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事？”

苏代说：

“昨天我从城外回家时已经很晚了，路过一片树林

时，看到月光下有两个人在谈话。 走近一看，原来并不

是如我们一样的阳世之人，而是一个木头做的偶像，一

个泥巴做的偶像。

木偶对泥偶说：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可以有说有笑，如果天气不

好，下起连绵的大雨，洪水猛涨，你的泥身一被雨水打

湿就不成样子了。’

泥偶不愿意听这样不吉利的话，瞪了木偶一眼说：

‘我遇到狂风暴雨的摧残，最多化成泥巴，你却可

能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岂不更惨？’”

苏代随之话题一转，对孟尝君说：

“先生可知秦国方面的形势？ 先生若去秦国，凶险

如木偶赴洪水。 望先生三思而后行。”

孟尝君思之再三，终于放弃了去秦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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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

———古代民间寓言

　 　 从前一个叫宋就的魏国大夫，被派往靠近楚国的

小县里任县令。

两国交界的地方住着两国的村民，村民们都喜欢

种瓜。 这一年春天，两国的村民又照例都种下了瓜种。

不巧这年春天，天气比较干旱，由于缺水，瓜苗长

得很慢。 魏国的村民担心这样旱下去会影响收成，就

组织一些人，每天晚上到地里挑水浇瓜。

连续浇了几天，魏国村民的瓜地里，瓜苗长势明显

好起来，比楚国村民种的瓜苗要高不少。

楚国的村民看到魏国村民种的瓜苗长得又快又

好，非常嫉妒，有些人晚间便偷偷潜到魏国村民的瓜地

里去踩瓜秧。

魏国的村民发现自己的瓜秧被踩坏了许多，气得

火冒三丈，他们纷纷地跑到县令宋就那里述说楚国村

民的行径，请县令给他们作主，同意他们去踩楚国村民

种的瓜秧。

宋县令忙请村民们消消气，让他们都坐下，然后对

他们说：

·１４２·



“我看，你们最好不要去踩他们的瓜秧。”

村民们气愤已极，哪里听得进去，纷纷嚷道：

“难道我们怕他们不成，为什么让他们如此欺负

我们？”

宋就摇摇头，耐心地说：

“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

是，以后呢？ 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

相破坏，谁都不会得到收获。”

村民们皱紧眉头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宋就说：

“你们每天晚上去帮他们浇地，结果怎样，你们自

己就会看到。”

村民们只好按宋县令的意思去做，楚国的村民发

现魏国村民不但不记恨，反倒天天帮他们浇瓜，惭愧得

无地自容。

后来楚国边境的县令知道了这件事，便将此事上

报楚王。 楚王原本对魏国虎视眈眈，听了此事，深有感

触，于是，主动与魏国和好，并送去很多礼物，对魏国有

如此好的官员和国民表示赞赏。

魏王见宋就为两国的友好往来立了功，也下令重

重地赏赐宋就和他的县民。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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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奥秘

———古代民间寓言

　 　 晋国有一位范先生，他的公子子华虽然没有什么

官位，但生性豪爽侠义，专门喜欢结交和供养四方到此

的游侠和食客。 人们都很仰慕他，敬重他，就连晋国的

国君都非常喜欢和器重他。 因为有这样的殊荣，他有

时就很拔扈，他喜欢的人就厚待，并封为上客，他讨厌

的人就慢待，毫不放在眼里。 他以养士为荣为乐，整天

让他们相互斗智斗勇，却从来不顾食客们的感受。

一次，子华的两个食客外出，在一位叫商丘开的人

家借宿休息。 两人闲谈中流露出对子华的敬畏，说他

可以决人生死，定人穷富。 商丘开是位贫寒之人，无意

中听到这样的议论，决心去投奔子华。

商丘开年事已高，其貌不扬，且衣着褴褛，子华虽

收留了他，但并没十分看重他。 子华的食客们更没把

商丘开放在眼里，常常故意拿他取笑。 商丘开却很有

涵养，从不生气。

一次，子华的门客们来到一处高台，众人拿商丘开

开玩笑，说假如他从高台上跳下去，可赏他黄金百两。

商丘开没有犹豫，轻松地从高台上跳了下去，毫无损

·３４２·



伤。 众人都以为是出于侥幸。

又有一次，有人又开玩笑对商丘开说：

“这水里有一盒珠宝，你敢跳下去，珠宝就归你。”

商丘开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捞起了一盒珠宝。

大家对他开始刮目相看。

一天，子华家仓库失火，商丘开冲进火海，抢救出

所有的绸缎，自己却毫发未损，众人以为他会法术，从

此，拿他当神人一般。

经过这几件事后，众门客对商丘开倍加敬重，并请

教他的法术是如何学到的，能否教授给他们。 商丘开

很诚恳地告诉众人：

“其实，我什么法术也不懂，我不过是听说子华先

生可以决人生死，所以自从投奔到他这里后，便不再考

虑生死。 每次做事，毫无杂念，反而从容无事，如果现

在重做一次，恐怕就很难做到了。”

众门客点头称是，再不轻易嘲弄轻视别人了。

食客与猫头鹰

———古代民间寓言

　 　 春申君是楚国人，他喜欢收养食客，因为无论什么

人都来者不拒，所以也有一些行为不端的人投奔到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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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

春申君的朋友劝他：

“先生，收养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用？ 说不定还会养

虎为患，给您招灾惹祸呢，还是让他们走吧。”

春申君却说：

“人家既然来投奔我，就是仰慕敬重我的为人，怎

么能赶走他们呢？ 我一向行侠仗义，怎么好做出这等

无情无义之事呢？”

朋友见无法说服他，只好罢了。

春申君对那些无赖门客十分关照，供给他们最好

的衣物和食品，希望他们能从此一心一意在他门下改

邪归正，忠心不二，日后需要他们效力时能义不容辞。

春申君如此对待无赖食客，那些品行端正、有才智

的人便不再到他门下来投奔他了。 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这些，自以为自己很贤明，很仁义。

有一天，春申君听说楚国的太子养了一只猫头鹰，

觉得挺有趣。 特别是听说太子为了使猫头鹰变成一只

温顺的鸟，常常用梧桐树的果实喂它，便前去拜访。

春申君见到太子后，问道：

“听说您养了一只猫头鹰，还给它吃梧桐树的果

实，是这样吗？”

太子说：

“是啊，我挺喜欢猫头鹰的样子，但我不喜欢它叫

·５４２·



的声音，我想叫声也许和食物有关系，就喂它梧桐树的

果实，希望它会发出凤凰一样的叫声。”

春申君说：

“我看不会的，猫头鹰就是猫头鹰，喂什么吃也不

会改变叫声的。”

太子没理睬春申君，照旧喂猫头鹰梧桐的果实。

春申君把这件事与朋友朱英说了，觉得太子这样

做太可笑。 朱英却说：

“太子养猫头鹰与你养无赖食客有什么两样？ 你

对自己做的事也要清醒点，否则悔之晚矣。”

春申君不以为然。 不幸的是，春申君被李园杀害

后，没有一个食客肯为他报仇。

法　　术

———古代民间寓言

　 　 从前有一个姓刁的人，日子过得挺宽裕，但他既没

有祖上留下的家产，也没有什么特长，而且也没有体力

去给人家帮工，村里人感到很奇怪。

邻居们常有人问他：

“你靠的是什么本事才过得这么舒服又轻松呢？”

他拍拍脑袋，说：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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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邻居们不信，反问道：

“智慧还能当钱花吗？ 你一定是在骗我们。”

他却说：

“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们不相信也没有办法。”

这位姓刁的隔一段时间就出门一次，过一段时间

回来，便会带回一些钱财和物品。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

是用什么办法赚来的。

他的一个邻居，有一次去外地办事。 这一天，走到

一个高高的门楼附近，发现有一群人在围观什么。

他挤进入群一看，原来是那个姓刁的站在人群中。

他向周围的人打听：

“这人在干什么？”

那个人告诉他：

“这个人会法术，很灵验的，我以前见识过，你不妨

看看。”

这位邻居一听，心里很好奇，就站在人群中准备看

个究竟。 只听姓刁的说：

“你们可以随便让我辨别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

身份。 现在，你们提吧。”

人群中有人说：

“我们这群人中有一位是贵妇人，你能认得出

来吗？”

·７４２·



只见姓刁的念念有词，两眼仰望天空，右手向前一

指，说道：

“这太容易了，贵妇人头顶处一定有云气飘浮，你

们且看，那就是了。”

大家为看云气，自然将眼光投向贵妇人头顶。 姓

刁的便指着那人道：

“这位便是了。”

众人惊佩不已，纷纷赏他钱以示敬意，连他的邻居

也认为姓刁的真了不起。 善良的人们往往会被这种很

简单的小把戏所骗。

小病不医成大患

———古代民间寓言

　 　 从前，浦阳地方有一个叫郑仲辨的人。 他高大威

猛、身体矫健，从来未患过任何疾病。

有一天，郑仲辨早上一起床，无意中发现左手的大

拇指上出现一个米粒大小的红点，红点稍稍有些突出

皮肤，但是，并没有什么感觉。 尽管如此，因为从没生

过病，他还是挺在意的。

刚巧有一位朋友登门拜访，席间，郑仲辨伸出左手

给这位朋友看，询问这大拇指上的红点会不会有大碍。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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