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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桌 可 改 变 历 史
盘 点 历 史 上 那 些 著 名 的 饭 局

在中国历史上，饭局与政治永
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每一个
饭局，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饭桌可以改变历史，筷子也可以涂
改史书。

杀机四伏的饭局———
鸿门宴

出席人物：刘邦、张良、樊哙、曹
无伤、项羽、范增、项庄、项伯

饭局始末：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

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
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
布击函谷关。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
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
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
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
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
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
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
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
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
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
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
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
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
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范增
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想趁机杀
掉刘邦。项伯为刘邦，也拔剑起舞，
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
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
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问来者
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
命赐酒，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
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
胜酒力，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
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
玉斗一双。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
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

最霸气的饭局———煮
酒论英雄

出席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
飞、赵云、许褚、张辽

饭局始末：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
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
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
计。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
请刘备入府。曹操说，刚才看见园内
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望梅止
渴”之往事，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
到小亭一会。刘备随曹操来到小亭，
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
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
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
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
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
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
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
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曹
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
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
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
掉到地上。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
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
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
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
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
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
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
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
从此再也不疑心刘备了。

从这次饭局中我们看出刘备是
个出色的演员，把英明一世的曹操
都忽悠了。其结果是刘备后来趁机
开溜，到后来赤壁之战中联合孙权
大败曹操，打破了行将大一统的局
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三
国。

最坑人的饭局———群
英会

出席人物：庞统、诸葛瑾、黄忠、
周瑜、诸葛亮、蒋干、吕蒙、鲁肃

饭局始末：
周瑜在帐中正与众将议事，闻

蒋干来访。当即命众将依计行事。蒋
干打扮得像个世外高人，“引一青衣
小童，昂然而来”。一见面，蒋干问
道：“公瑾别来无恙！”这一句既是问
候，又道出蒋干与周瑜原有一番旧
谊，而装出一副非说客样。之后，周
瑜大摆筵席，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
操与东吴军旅之事，只是在座上觥
筹交错，大笑畅饮。接着，周瑜领蒋
干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兵强将。饮
至天晚，周瑜装醉。蒋干被周瑜刺激
得够呛，倒也丝毫不敢提及游说周
瑜投降曹操的事。但为了有所收获，
好向曹丞相有个交代，于是他剑走
偏锋，就有了晚上偷听、盗书等宵小
行为。后来曹操果然中计，斩了水军
首领蔡瑁、张允。于是乎，一个劝降
不成，便试图以鸡鸣狗盗之术盗取
敌方机密，另一个则将计就计请君
入瓮。这赤壁之战，蒋干也算为东吴
立了大功！

最香艳的饭局———贵
妃醉酒

出席人物：杨贵妃、高力士、裴
力士等

饭局始末：
贵妃醉酒，是唯一以女子为主

角的名局。
却说这天傍晚，皇宫院内凉风

习习，皓月当空。唐玄宗与杨贵妃本
来相约在百花亭品酒赏花，届时玄
宗却没有赴约，而是移驾到西宫与
梅妃共度良宵。良辰美景奈何天，虽
然景色撩人欲醉，杨贵妃也只好在
花前月下闷闷独饮，喝了一会儿不
觉沉醉，边饮边舞，此时竟难自排
遣。《贵妃醉酒》是一出著名的京戏。

《贵妃醉酒》最早的版本是昆曲。

四 两 拨 千 斤 的 饭
局———杯酒释兵权

出席人物：赵匡胤、石守信、高
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王彦
超

饭局始末：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著名的酒

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话说
北宋皇帝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后黄
袍加身，一直担心手握重兵的部下
效仿他当年的作为。于是在 961年，
赵匡胤安排了一次酒局，召集禁军
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饮酒。酒
席上赵匡胤唉声叹气个不停，众人
问明白了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
重兵日后会造反。他们只好告老还
乡以享天年，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
子孙，他们的兵权从此被彻底解除
了。969年，赵匡胤又召集节度使王
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
权。这也开启了宋朝数百年重文轻
武的国家体制。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
辈沿用，三军统帅常常是个文官，武
人比文人低一等。这种做法主要是
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
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
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
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
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
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
争中，连连败北。

最豪华的饭局———乾
隆千叟宴

出席人物：乾隆及千名老者

饭局始末：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

期，是清宫中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
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
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
宴》诗一首，故得宴名。

乾隆五十年(1785)，四海承平，
天下富足。适逢清朝庆典，乾隆帝为
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行了
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
被邀请的老人约有 3000名，这些人
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
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乾隆皇帝还
亲自为 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
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
人，据说已有 141岁。乾隆和纪晓岚
还为这位老人作了一个对子，“花甲
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
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
个甲子年 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
正好 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
七十，再加一，正好 141岁。堪称绝
对。

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
自与民间大不相同。不但有御厨精
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
贡品酒水也都全免。在这五十年一
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
说着“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一边
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
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千
叟宴这场浩大酒局，被当时的文人
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最 鼓 舞 人 心 的 饭
局———东晋新亭会

出席人物：王导、周顗
饭局始末：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

和永嘉之祸后，北方大片土地落入
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
南迁，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

“衣冠渡江”。
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

定下来，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
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
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
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
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
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
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
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
么说，十分惭愧，立即振作起来。这
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
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
到的“风景殊异”、“新亭会”、“江
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最 不 辱 使 命 的 饭
局———渑池之会

出席人物：秦襄王、赵文王、蔺
相如

饭局始末：
赵国得到和氏璧，贪得无厌的

秦襄王得此消息，派人送信给赵文
王，愿意拿十五个城池换这块璧。蔺
相如毅然承担出使秦国的重任并

“完璧归赵”。
不久，秦国攻打赵国，杀死赵国

兵士 2万多人。诡计多端的秦王派
使者告诉赵王，约赵王在渑池会谈。
赵王害怕上当，又不敢不去。蔺相如
为了祖国荣誉，不怕牺牲，决定亲自
陪同赵王前往渑池。在宴会上，他与
秦国君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赵王被迫鼓瑟的情况下，他为了
使赵国取得对等的地位，据理力争，
使秦王不得不击缶。后来，秦国群臣
向赵国要十五座城，蔺相如寸步不
让，提出用秦国的国都咸阳作为交
换条件，使秦王理屈词穷，毫无所
得。蔺相如机智地保护了赵王的安
全并且不被羞辱。回国后，他被任命
为上卿(相当于宰相)。

苏东坡爱用“呵呵”
曾一篇文章用数十处“呵呵”
如今，在网上聊天时，当有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就用“呵呵”两
个字应急。可谁曾想到，早在北宋
时期，大文豪苏轼就是“呵呵”爱好
者。他曾写信给好友：“近作小词，
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
呵。”显然是对自己的新词颇为得
意。他给因“河东狮吼”出名的好友
陈季常写信：“一枕无碍睡，辄亦得
之耳，呵呵。”意思是只要晚上睡得
舒爽，写词只是小意思。

苏轼留下大量书简，短则十余
字，长则百字，内容是军国大事加
上鸡毛蒜皮，更有“呵呵”数十处以
资调味。他跟文与可开玩笑，在《与
文与可》一信中写道：“不尔，不惟
到处乱画，题文与可笔，亦当执所
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
呵。”说文与可不给自己画画的话，

苏东坡就要自己到处乱画，还要署
上文与可的名字。或者自己就拿着
文与可给他承诺画画的绝句去告
状索赔了。

宽以待人、达观处世，不就是
苏轼的人生写照吗？假若东坡不再

“呵呵”，真不知他被一贬再贬、越
贬越远的官宦生涯如何度过。

李煜写诗词爱“梦游”
或因身为亡国之君

南唐后主李煜在入宋后，身在
汴梁城，却经常有灵魂的梦游之
旅，目的地只有一个：江南的故国。
梦游归来的状态只有一个：双泪
垂。

每晚都要灵魂梦游一次，在现
实与“故国”之间频繁往来，就等于
在频繁对比，自然愁恨就多。

一般人都免
不了愁与恨，而李
煜作为亡国之君，
因为失去得多，失
去得大，愁恨更是
无边无际，以至到
了销魂地步，这里
的销魂是指因过
度忧愁而神情恍
惚，“何限”者，即
无限之意。

有一定人生
经历而又感情丰

富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留一个
“故国”的位置，凡失去的美好东
西，都是我们的“故国”。那些曾经
的雕栏玉砌和花月正春风，李煜有
过，我们也有过，因此，从艺术特质
而言，李煜和我们之间，是没有理
解障碍的。

专家称牛郎织女故事
源于古楚国汉水流域 将申遗

4月 9日，《水煮三国》作者成
君忆在此间即将出版《牛郎织女》
(传说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
证资料显示，汉水流域武汉东西湖
区与蔡甸区等地，应是民间故事牛
郎织女的发源地。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初见于《诗
经》中的若干诗篇。刘邦建立汉朝
以后，牛郎织女的故事传播至山
西、山东和陕西等地。

1984年武汉文物普查时，考
古专家从东西湖区被发掘码头潭
文化遗址，采集到了石片、石斧、石
锛、石凿等磨制石器，红褐陶、橙黄
陶、红胎黑灰陶等各种色泽形制的
陶器，为距今 6500年前仰韶时期
文化遗存。

成君忆认为，诸多遗存之中，
有一种用灰陶或红陶制作的陶纺
轮(略成圆饼形或凸圆形，中有孔，
插入一支木棍、竹棒或骨柄，就成
了捻线的纺锤)，证明早在 6500年
前东西湖区就已经进入了传说中
的织女时代。而在东西湖区有一
座嫘祖庙，史称“嫘祖始蚕”，每逢
农历三月十五日嫘祖的生日，东
西湖区都要举行庙会祭祀她的功
绩。

“《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天
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讲述
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很清晰地交
代了织女的身世。同时，与东西湖
区邻近的云梦睡虎地(古代同属郧
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简书上，也
有‘戊申，己有(酉)，牵牛以取织女，
不果，三弃’的记载。”成君忆说。

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刘锋认
为，这些古籍明确记载了戊申年己
酉月，某人牵着他的牛去迎娶织
女，没有成功，三次都失败了，根据
这些线索甚至可以找出故事发生
的准确时间，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
块极有价值的文化资源。

据悉，传说版《牛郎织女》正在
申报武汉市及湖北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文 艺 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