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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到底是谁？
——— 由一块汉画像石榜题考释说名相晏婴

□张漱耳

前后“案子”考释不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照学
者王献唐执掌山东省图书馆。在
距今90年的1935年冬，他闻讯来
到济南兴隆店街某家，察看从运
河运来的五十多块汉画像石。其
中一块有案子、孔子、老子三人

（由左至右）的榜题尤为令其注
目。当时议价不成，店主称花费
600块现大洋从嘉祥运来，咬住价
钱不放，收购之事遂被搁置。七七
事变爆发前夕，王献唐又派人前
去洽谈，终于以150块现大洋为图
书馆购之。

王馆长命人将画像石运入汉
画堂馆，着人对有榜题之石用水
清洗，拓得拓片数份。而后对榜题

“案子”进行了考证。他通过看《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及《阙里文献
考》，将“案子”疑考为“言子”。依
据是古“言”和“案”声通，孔门弟
子言偃也。

言偃是孔子著名弟子子游，
名次并不靠前，他只能出现在画
像石中站在孔子身后的弟子队伍
中，不可能独他有与老子、孔子同
框出现于榜题标注。

1993年夏，台湾“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邢义田先生忽然对
山东这块画像石萌发了兴趣。他
通过大陆汉代画像石研究专家蒋
英炬，搞到了“案子”榜题残石拓
片，经对“案子”细察，认为其身材
明显比他前后的人物要矮，符合文
献中对晏婴身材矮小的记载。而从
古文字看，“案”也通“晏”。他的这
些见解，请教著名汉画像石研究专
家蒋英炬先生，得到认可。于是蒋
先生写了《晏子与孔子见老子同在
的画像石》，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考证“案子”即“晏子”。

同年，蒋先生又和女儿蒋群
合作，发表《从汉代画像中说晏
子》一文，重申这一观点，逐渐引
起学术界注目，认可将“案子”考
释为“晏子”。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阐述新
观点的两篇文章对王献唐的考证
只字未提。原来，王馆长当年的考
证只是写在自己的日记中尚未发
表，不为外界所知。现在来看，他
只是看了相关文献，未遑与图像
仔细比对，所考的言偃不仅是形

象存在着问题，最主要的是资格
不够。而矮个子晏婴，别看身材不
高，智慧却很高，有资本与孔子、
老子并列。

晏子事迹的传播

记载传播晏子的文献首先是
典籍《晏子春秋》，约成书于战国
时期，由于内容有许多为寓言性
质，被判定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
手，是由后人根据民间故事传说
编辑而成。尤其曾经被宋代学者
质疑为伪书，故在研究与引用上，
长时间存在着底气不足现象。直
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了《晏子春秋》竹简本，伪书之说
才不攻自破。

晏子本名晏婴，“莱之夷维
（今高密）人也”。父亲晏弱在齐国
顷公、灵公两朝效力，出则为将，入
则为相。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56年）80岁时故去，灵公痛失股
肱，有大臣举荐晏婴能接老父的
班。灵公把他召来，见其貌不扬，身
材矮小，凉了半截。大臣仍然积极
向灵公进言，方答应先在次要单位
一试。不料，不管被放在啥地方，晏
婴都干得贼漂亮。很快，擢升为
卿，继而为相，前后服务了齐国灵
公、庄公、景公三朝，长达五十余
年。

《晏子春秋》主要记述他效力
景公时发生的人和事。情节鲜活生
动，读之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据载，晏婴效力到景公时，决
定给他封邑，计划将台（今山东济
南东北80里）和无盐（今山东东平
县东南10里）两地给他。晏婴没有
接受，他这样说服景公：先前咱齐
国先君受封营丘,方圆五百里,国
运长久,传到您已经十几个国君
了。如果谁取悦于君王就能得到
封地，齐国恐怕早就无立足安身
之处了。所以，臣有德可以增加俸
禄，无德退回俸禄便是，不能给他
封邑。

晏婴住处的房子靠近闹市，
低矮狭窄，喧嚣多尘，景公要给他
换房。晏婴谢绝说：相比住在这里
的先人，我不够继承的资格，能住
这儿已是奢侈了。靠近闹市，早晚
能买到所需，于我有很多好处，怎
敢再烦君主为我造宅？

晏婴着粗布上朝。景公问：先
生的家里贫穷到这种程度了吗？
这是不是我的罪过？晏婴答：我听

说，凡是先顾念别人而后顾念自
己衣食的，就不会因贪求美味而
去做非法的事；我虽不贤，宗族的
人又赶不上我，依赖我的俸禄以
祭祀祖先的有五百家，这种情况
下，我还能穿着粗布之衣而上朝，
已经很光彩了。景公还是过意不
去，但给他金银裘皮也不受。晏子
有一狐裘，一直穿了三十年，因此
有“一裘宰相”的美誉。

在《晏子春秋》里，最难能可
贵的还不是晏子在自身利益面前
的高风亮节，而是机智地对齐景
公爱民思想进行的劝谏。

景公到晏家走访，问他：你家
靠近市集，知道东西的贵贱吗？

此时景公滥施刑罚，市场上
出现了卖踊（受过刖刑的人所用的
假脚）者。晏婴意味深长地回答：

“踊贵履贱。”景公听出这是影射自
己刖刑过重，被砍脚的百姓太多，
顿时脸红了，回去就减去了这一
刑罚。

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暴病
而亡，养马人也不知是何故。景公
很生气，派侍卫将养马者抓来肢
解。众臣见昏君暴怒，默默无语。
晏婴此时侍立于旁，主动站出来，
示意侍卫暂且住手。他问景公：君
上，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
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从哪
儿下手的啊？

正在恼怒的景公一听，大吃
一惊，一想尧舜是一代圣王，爱民
如子，哪会肢解人？如今这样做，
怕与圣贤背道而驰，反与桀纣为
伍了。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
道：寡人从不与暴君为伍。于是开
释了养马者。

景公喜欢赏玩捕鸟，专门指
派烛雏主管鸟事。一天，烛雏不小
心让鸟飞了。景公大发雷霆，要杀
烛雏。晏婴得知后，来见齐景公：
烛雏犯了罪，请让我来一一列举
罪状，然后按其罪过处死他吧！

晏婴看看烛雏，当着景公的
面历数其罪状：派你专门看鸟，你
粗心大意让鸟飞掉，这是第一罪；
你让大王因为鸟飞掉的缘故而杀
人，让大王背上杀人的恶名，这是
第二罪；如果其他诸侯国王得知
此事，必认定咱大王把鸟看得比
人命还重，从此坏了大王威望，这
是第三罪……

昏君听到这里，好在还没有
昏到底，连忙摆手：爱卿不用往下
说了，寡人差点儿做了错事。

如果正面直接劝谏，可能无
济于事，弄不好连自己都搭进去。
晏婴通过拐弯抹角予以晓喻救人
成功。

景公嗜酒，连喝七天七夜不
止，浪费钱财又不理政事。大臣弦
章劝谏：希望您停止喝酒，不然的
话，我请求您赐我一死。

晏婴就此谒见景公。景公说：
弦章劝谏我停止喝酒，不然的话，
赐他一死。若听从，我就是被臣子
制约了；若不听，我又舍不得他
死，如之奈何？

晏婴一听，张口就来：弦章遇
上您太幸运了！假如让他遇上桀、
纣那样的君主，早就死了。

手法圆熟、滴水不漏的讲话，
让景公哑口无言，他没有别的选
择，只能停止喝酒，归于朝事。

《史记》聚焦晏子逸事

可能受《晏子春秋》文风的影
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推出的
晏婴列传，与他人有鲜明的不同。
他把管仲和晏婴合在一篇写，让
本来篇幅就不能长的文章更加局
促，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是只聚焦
晏婴的逸事，其于史实之辨析，人
物之刻画，不愧妙手！

列传里出自《晏子春秋》凡前
有所涉者一概省略。就谈谈传后
序赞简单提到《左传》里晏婴的事
迹，而其中的“谏景公”也不提，只
谈“哭庄公”。

齐庄公和姜棠私通，被姜棠
丈夫崔杼杀死在家里。晏婴到崔
家给庄公吊丧，伏尸股而哭，“成
礼然后去”。在这之后司马迁有

“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
句。从语意看，反问句按现在话是
说，“难道晏子是所谓见义不为无
勇的人吗?”作者明显在这件事上
网开一面，反对对晏婴的指责。

什么事呢？由《左传·襄公二
十五年》知，因晏婴吊丧后离开，
没有跟着庄公一起死，有人便指
责他是见义不为的懦夫。晏子辩
解说：如果国君为社稷而死，我会
跟他一起死；他为自己的私事而
死，我是不会跟他一起死的。

晏婴的这个态度，太史公是
欣赏的，甚至乐意为他当马车夫。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
所忻慕焉。”

这话又因在有限的篇幅里他
不吝惜笔墨写的马车夫故事而

起。一次坐车外出，车夫妻子从门
缝里偷偷地看她替晏婴驾车的丈
夫。他头上遮着大伞，挥动鞭子赶
着四匹马，洋洋得意，神气十足。
回到家里，妻子竟然提出离婚。车
夫问原因，妻子说：一个堂堂八尺
男儿，给不满六尺的人驾车，有什
么好神气的。矮子晏婴却做了宰
相，名声在各国显扬，可看他外
出，举止都非常深沉，有那种甘居
人下的态度。你却好像非常满足，
因此我要和你离婚。

车夫自此以后醒悟，开始谦
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
化，感到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
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晏
婴去世。此后《晏子春秋》《史记》
作为年代很早的史著，通过脍炙
人口的记言记事，从不同侧面表
述了晏子的形象。其中也不乏涉
孔之篇。

《仲尼相鲁》，记录的就是晏
子与景公一起议论孔子的言行。
当景公得知孔圣人到鲁国做宰
相，感到对齐国是个忧患。晏子
说，无须忧虑。鲁国的国君昏庸软
弱，你不如暗里表示钦慕孔子的
才能，假意许他来做齐国的宰相，
鲁君平素骄横，基本不接受孔子
劝谏，孔子必对他失望，便会来投
齐国，这时我们不接纳他，如此他
就自绝于鲁国，又不能任于齐国，
就被晾起来了。一年后，孔子果然
受困。孔子的仕途被晏子破坏，未
能如愿。

晏子与孔子属同时代人，晏
子略早。晏子与孔子，一个是齐国
贤相，一个是鲁国圣人，历史上处
于并列地位。王献唐囿于未能从
大处着眼，误把“案子”释为一般
的孔门弟子，没有意识到同现于
榜题的三人，必须有着同为圣人
的象征意义，从而发生了误判。

公元前517年起，孔子在齐国
做外臣三年。一到齐国，孔子可能就
敏锐感觉到晏子对己不友好，没有
与他深交。“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
见晏子。”孔子还说，“吾闻晏子事三
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可见，他对
晏子评价不高，认为没有原则性，太
善于顺应时势。晏子则认为孔子缺
乏灵活变通，太注重繁文缛节。

后来，晏子名声日起，孔子的
看法有所改变。《论语·公冶长》载
孔子之言：“晏平仲善与人交，久
而敬之。”

“案子”是与老子、孔子同
在一块汉画像石上出现于榜题

（画像石术语，即石上标注的文
字说明）的人物，经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
的王献唐考证，因“言”“案”声
通，疑“案子”即“言子”，孔门弟
子言偃也。五十多年后，海峡两
岸画像石专家细察“案子”高
矮，正解为齐国名相晏子，从而
让这幅画像的整体内容能够统
一起来了。今天就来详说一下。

刻有“案子”“孔子”“老子”榜题

的汉画像石，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