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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隐居在上蔡吗
——梦回春秋寻找西施

O桑平起刘建伟

西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

彩。这不得不从苎萝村说起。按

照历史记载，苎萝村原在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是西施故

里。顾名思义，村里人当时以种

植苎麻和天萝(丝瓜)为主，特

别是天萝以大出名。从古至今，

关于西施的传说虽有很多种，有

据可考的记载却寥寥无几。西施

的归宿究竟怎样?众说纷纭。

为了探访西施的踪迹，笔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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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她的故里而去。杭州北郊游以此

为起点，乘一叶扁舟，沿水路迤逦

西北而去，一路秀色可餐，只留下

淡淡的水波。只可惜，时光飞逝，

现在的苎萝村已不复旧时模样：昔

日的城垣变成了通衢大道，车流不

息；附近的田野都变成了现代化的

工厂，已经看不到农耕的场景。不

免有些失落。还能见到传说中“瓜

高丈许，云梯及顶”的巨型天萝

吗?遥望远方，只有几个孤零零的

日光温室。

经过多方打听，笔者从苎萝

村村民口中得知了一段与西施相

关且没有被记载的历史秘密。

越国于公元前473年打败吴

国，勾践称王，实现了复仇的目

的。然而，越国王后雅鱼害怕勾

践被西施迷惑，于是将西施沉

溺于江中。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

载，只能作为史学家的构想罢

了。事实上，西施的真正归宿在

于一个男人——范蠡。他辅佐勾

践完成卧薪尝胆的使命，并打败

吴国后，因劳苦功高，被封为上

将军。但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

久居”、“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

所以明智地选择了功成身退，决

定带着西施远走高飞。

《越绝书》记载：“吴亡后，

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越国，来

到理想的乐土，每天过着闲云野

鹤的生活。然而，这种宁静的生

活也被一封家书打破：百岁的祖

母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Et，想

在有生之年见见阔别家乡20年之

久的范蠡。范蠡将事情的来龙去

脉告诉西施，俩人即刻动身赶赴

老家——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

南省南阳市浙川县大石桥乡至寺

湾镇间)。

故此，笔者便沿西施之路，

“转战”南阳。

春秋时，信息并不发达，而

且功成名就的范蠡回到家乡后极

为低调，没有人知道他曾是越国

有着丰功伟绩的大将军。而他也

不知道，这次衣锦还乡竟然使自

己成了中国儒商之鼻祖。

抱得美人归的范蠡深知，在

家没有经济来源可不行，就打算

做生意。首个生意就是种植苎麻，

然后做成麻绳再贩卖N#I-地。你

一定很好奇：范蠡为何要做绳麻生

意?原来，西施的家乡以种苎麻和

天萝为主，恰巧西施离别家乡时也

带了“苎”和“萝”的种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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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做麻绳

开始的。他把楚国的麻绳贩运到鲁

国(今山东省)和蔡国(今河南省

上蔡县)。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

国际贸易。当时，蔡国地处中原腹

地，一马平川，道路平坦，人口密

集。蔡国都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

集市叫溉镇(今黄埠镇)，位于三

县交界的金三角位置，生意极为兴

隆。西施和范蠡决定在此创业。可

是，创业的过程也并非那么轻松。

楚国宛地处山区，离蔡国虽只有

200公里，但当时交通不便，运输

工具只有人力独轮手推车。

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100

斤麻绳运到溉镇要1个月。为了降

低成本，范蠡和西施决定在溉镇

种植苎麻和天萝。范蠡还把苎麻

改良选育出一个新品种——黄麻

(俗称‘好麻”)。后来，溉镇也因

此改名溉黄镇。在范蠡带动下，

溉镇好麻种植发展迅速，史载最

鼎盛时达1．2万亩。溉镇的麻绳

后来远销到九州各地。溉镇又名

“绿杆州”也由此而来。不过，

解放后改名黄埠镇一直沿用至

今。也正是西施与范蠡的到来，

直到现在，黄埠镇还保留着黄麻

和天萝的种植产业链。

众所周知，西施有心痛的毛

病，这其实是伤寒后遗症。据传，

西施小时候，村里很多人得过伤寒

并咳嗽不止。神医扁鹊云游到此，

出一单方治好了村里人的病。这个

单方就是饮用天萝液，即伤流液。

西施的病比较厉害，以致落了个心

痛后遗症，所以后来一直要喝天萝

液镇咳。由于长期饮用天萝液，西

施变得貌美如花、肤如凝脂、亭亭

玉立，以致东施效颦。由于天萝液

救过村里人的命，卖治肺脓疡药水

也成了萧山几十代人的营生。《本

草纲目拾遗》记载：“肖山有一老

妪家，市肺痈药水，三服立愈。门

如市，已数世矣。王圣俞曾得其方

述之，即此水也。”

后来，饮用天萝液伴随了西

施一生。在上蔡县，妇幼皆知天

萝液是治疗呼吸道疾病的验方，

就是西施流传下来的。把天萝液

当成护肤水使用的人可能都有一

个共同的体会：天萝液虽然美白

效果很神奇，但有一个最大的缺

点，就是用后感觉很干。很多油

性皮肤的人特别喜欢，因为它的

控油能力非常好，几乎是立竿见

影，其原理就是天萝液分解油脂

的能力强大。所以，在理论上，

饮用天萝液是可以减肥的，西施

的身材苗条肯定和常年饮用天萝

液有极大关系。很遗憾，3000年

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秘密。其

实，西施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其亭

亭玉立好身材的真正原因。认识

到这个原理后，再听到有关西施

饮用天萝液的传说就不会感到牵

强附会了。

所以，天萝液不单是治病

的偏方，能够活血通络、清热

解毒，还有独特的美容功效。毕

竟，具有“沉鱼之美”的西施就

与她经常饮用天萝液有很大关

系。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天

萝液含有丰富的矿质元素、糖

类、氨基酸等多种有益于人体的

营养成分。正是范蠡与西施的到

来，使得上蔡县的女性无一不晓

这种美容方法。也正是由于它的

兴起，火爆的市场催生了巨型丝

瓜种植。如今，黄麻种植在黄埠

正日渐萎缩，取代它的是日益辉

煌的天萝产业。

后来，隐姓埋名的范蠡夫

妻俩在蔡国由于经营有道、致富

有方，九年之中至千金，逐至巨

万，最后积累了亿万财富，以至

引起孔子的注意。于是，孔子率

子路、子贡等众弟子前来拜访。

子贡在游说越国和吴国攻打齐国

时，曾跟范蠡和西施有过一面之

缘。这次造访，发现这富甲一方

的两口子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越国

上将军范蠡和吴国娘娘西施，大

吃一惊。孔子于是请范蠡出山，

以解当时鲁国之危。只可惜，当

时范蠡已经无心眷恋政治，令孔

子无功而归。

史书中有语概括范蠡平生：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

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

致富，成名天下。”当孔子率众弟

子返回鲁国时来到陈蔡交界的一

个地方(今上蔡县黄埠镇蔡埠口

村)要过河时，却找不到渡口，刚

巧碰到当时的隐士长沮和桀溺。子

路前去问津，却遭到二人的讽刺。

这便是孔子问津处的第九种说法。

如今，在上蔡县境内仍有孔子问津

处的遗址，还有唐代颜真卿亲笔手

书的“孔子问律处”。这也是“无

人问律”这一典故的由来。

西施看到自己多年的隐居生

活被孔子师徒打破了宁静，知道此

地不宜久留，于是劝范蠡马上散尽

家财、举家外迁。范蠡后前往肥城

陶山，改名陶朱公。后又举家迁往

齐国，改名鸱夷子。这就是著名的

“范蠡三迁”。史学家司马迁赞其

“三迁皆有荣名”。

至此，我们便探访完西施这

位绝代佳人的人生轨迹。如今，

佳人虽早已融入历史，却给后人

留下了无限财富。让我们共饮一

杯天萝液，来缅怀这位传奇佳人

吧!(此文据上蔡县和南阳地区的

民间传说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而

成，特别鸣谢丝瓜水网(siguashui．

com)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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