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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郁离子》博采众长、匠心独运，有的放矢，注重实效。
它融入了近几年高中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体现了近年来教学改革和高考的最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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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4月16日）。
明初军事谋略家，汉族，字伯温，谥号文成，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
南田山武阳村（今南田山武阳村于1948年划归温州文成县）。
祖籍江西宜丰天宝祖父刘顺七，父亲刘之奇世居天宝。
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
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使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亮
。
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　　1、早年生活　　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十五（1311年7月1日）。
自幼性情奇迈，神智过人。
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
据说阅读速度极快，可以“七行俱下”。
泰定元年，刘基遵照父亲的决定，离开了家乡，来到处州府城括城，进人郡庠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
研读《春秋经》。
（1324年）泰定四年（1327年），当时著名的理学家郑复初到距离青田县七十里的石门洞讲学，在一
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
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
”后来，郑复初的预言，在刘基二十一岁时初步应验了。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刘基到京城大都参加会试，高中明经科进士。
　　2、仕途　　至元二年（1336年），刘基担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的县丞。
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
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
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地方豪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
人，才免于祸患。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1343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
。
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至正六年（1343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
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
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至正八年（1348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
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
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之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
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
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
象。
　　3、辅佐朱元璋　　至正二十年（1360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展现一个非
常成功的兵法家的才能。
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
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
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
师的民心。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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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
洪武三年（1370年），为嘉勉刘基的功荣，授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
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又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
每年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　　4、晚年生活　　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
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
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
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
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
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
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
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
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
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
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
乡。
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
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
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
”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
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
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
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
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
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
”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
了也是枉然。
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
上密奏吧！
”最后于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
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
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因刑部郎中李瑜的建言，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
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
　　5、著作　　刘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他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作有：　　* 《郁离子》　　* 《覆瓿集
》　　* 《写情集》　　* 《犁眉公集》　　*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
卖柑者言》　　* 《百战奇略》　　* 《时务十八策》　　* 《火龙神器阵法》 这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
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
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
亡之后数百年的事。
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确性存疑。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
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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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
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
子》。
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
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
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
，也更加系统。
　　6、家庭　　刘基的祖上可以追溯至七世祖刘延庆，再之前的难以稽考，只知刘氏一族是聚居于
丰沛一带。
　　* 刘延庆，曾任北宋宣都统少保，累官至镇海军节度使。
靖康之难发生，在于领残部逃离时，死于敌人箭下。
　　* 刘光世，字平叔，刘延庆次子，官至太师杨国公。
　　* 刘尧仁，是一位甘于淡泊、品德清高的读书人，不愿作官，隐居不出，甚至把住家由临安迁至
竹洲，远离尘嚣，课子自误，躬自食。
　　* 刘集，受父亲影向，没有出任官职，将刘家迁至青田的武阳，于是刘氏以青田人自称。
以实践仁义自我要求，敦勉子孙遵行祖先与先圣先贤所训神的仁义之道。
　　* 刘濠，曾义救反元义士林融及多位义民，而让自家烧毁，之后人们甚至预言，这样的义行，将
会为后代子孙带来福泽。
　　* 刘庭魂，字尚德，十分博学，曾涉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等学问，曾任元朝太学上舍的官
职。
　　* 刘炝，字如晦，是一位饱学之士，官职是遂昌教谕。
　　子女　　* 刘琏，刘基长子，生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洪武十年（1377年），与胡惟庸的
党人起冲突，被胁迫堕井而死。
　　* 刘璟，刘基次子，生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后因对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后，逃不
得一篡字。
”被捕入狱，在狱中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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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乌蜂得计　不劳而食　　杞离谓熊蛰父曰：“子亦知有乌蜂乎?黄蜂殚其力以为蜜，乌蜂不能
为蜜而惟食蜜。
故将瑾①户，其王使视蓄而计课”，必尽逐其乌蜂，其不去者众哜③而杀之今居于朝者，无小大无不
胝④手瘃⑤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国者也。
而子独遨⑥以食，先星而卧，见日而未起是无益于楚国者也，旦夕且计课，吾忧子之为乌蜂也。
”熊蛰父曰：“子不观夫人之面乎?　目与鼻、口皆日用之急，独眉无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
子独无眉，其可观乎?以楚国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为无眉之人，以贻观者笑也。
”楚王闻之，益厚待熊蛰父。
【注解】　　①瑾(j ìn)：用泥涂塞。
　　②计课：计算课税。
课，国家规定数额征收赋税。
　　③哜(ji é)：齐鸣声。
　　④胝(zh ī)：老茧。
　　⑤瘃(zh ú)：冻疮。
　　⑥邀( ào)：游玩。
　　【译文】　　杞离对熊蛰父说：“你也知道有一种乌蜂吗?黄蜂竭尽全力采花酿蜜，乌蜂不能酿蜜
却只会吃蜜。
所以黄蜂把蜂房门用泥涂塞，那黄蜂王专门监视积蓄的蜂蜜并计算课税，这样就必须把那些(不劳而食
的)乌蜂全部赶走，那些赖着不走的，群蜂就齐鸣着咬死它。
如今身居朝廷的人，不论官职大小，没有一个不是手上磨起老茧，脚上生了冻疮，尽力来担任王事，
都足对楚国有益的人。
但你却独自游玩而食，星星还没有出来，你就先入睡。
太阳出来了，而你还没起身，你这对楚国没有好处的人啊，一天到晚还计算课税，我担心你要成为乌
蜂啊。
”熊蛰父说：“你没有注意人的脸吗?眼睛和鼻子、嘴都是每天必须急用的，惟独眼眉没有什么事干，
你可以把它去掉啊，然而人们都有眼眉而惟独你没有眼眉，那怎么好看呢?凭着楚国这样大，却不能容
下一个游玩而食的土人，我担心那就要成为没有眼眉的人，而留给观看的人笑话了。
”楚王听了这番话，更加优厚地对待熊蛰父。
　　【评语】　　身居官职，就要竭其所能，勤政为民，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
居其位而不谋其事，就像不劳而获的乌蜂一样，于国于民，何益之有?疏于操劳而强词夺理，更是厚颜
无耻，自甘堕落。
　　13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郁离子曰：“人之度量相越①也，其犹江海之于瀸②泉乎?谶泉之微
，积而至于海，无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
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纳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①焉。
圣人之为德，亦若是而已。
是故沂③泉纳谶泉，池纳谶泉，沟纳池，浍⑥纳沟，溪纳浍，川纳溪，泽纳川，江河纳泽，而归诸海
。
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泽也；庶官，溪浍之类，而万民皆瀸泉也，谶泉之于
海，其相去也不亦大县绝乎”?而其势必趋焉，其志之感，情之达，如气至而虫鸣也，如雨来而础润也
⑧。
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
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纳大者，祸也。
沟⑨谷之*⑩“不可以陵洪涛，蒿樊之鴽(11)不可以御飘风。
大不如海欲以纳江河，难哉!”　　【注解】　　①越：远。
　　②谶(ji ān)：泉水时注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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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尚：超过。
　　④加：超过。
　　⑤沂(qi án)：水泉潜出自停成污池也；又水决之泽为。
　　⑥浍(ku ài)：田间的水沟。
　　⑦县(xu án)绝：县，通“悬”。
悬绝，犹言悬殊；相差极远。
　　⑧础润：础，柱子底下的石礅。
润，湿润，潮湿。
　　⑨沟(yu è)：水涌出。
　　⑩*(sh éng)：《尔雅·释鱼》：“* ，小鱼。
”　　(11)蒿(h āo)樊(f án)鴽驾(rú)：蒿，蒿划。
樊，篱笆。
鴽，小　　鸟名，鹌鹑之属。
　　【译文】　　郁离子说：“人的度量相互差距很远啊，这不就像江海和谶泉相比一样吗?谶泉微小
，泄积而到大海，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而大海也不知道自己那么大啊。
由于它不知道自己那么大，所以它容纳不止，而天下之大没有超过它的了。
圣人的积德，也就像这大海一样了。
所以淠泉容纳谶泉，水池容纳汧泉，水沟容纳水池，水渠容纳水沟，溪流容纳水渠，川流容纳溪流，
湖泽容纳川流，江海容纳湖泽，而最终归于大海。
所以天子是海，公、侯、卿、大夫是江河，是川流、湖泽，一般官吏是溪浍之类，而万民都是谶泉啊
。
谶泉流到大海，它们相互间的距离不是相差极悬殊吗?但它的趋势必定流向那里，它的志向感奋，情状
豁达，像节气至而虫鸣一样，像雨来而咄石湿润一样。
做君王的只有德和量都具备，而后天下人就没有不归附的了。
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大，不能使人安。
所以度量小却想容纳大的，这是灾祸啊。
水沟谷里的小鱼不可能抵挡洪涛，蒿划篱笆上的小鸟不可能抵御狂风。
大不如海，却想容纳江河，难啊!”　　【评语】　　身为人君，应有大海般宽阔的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气量狭小者，岂能容人而成事?只有广施仁政，大肚容人，才能使天下英才竞相归附，为己所用。
这于公于私皆为一善。
　　　　21　居安思危　防患未然　　郁离子忧，须麋进曰：“道之不行，命也。
夫子何忧乎?”郁离子曰：“非为是也，吾忧夫航沧溟①：者之无舵工也。
夫沧溟波涛之所积也，风雨之所出也。
鲸、鲵、蛟、蜃②于是乎集，夫其负锋鋋③而含铓锷④，孰不有所俟?今弗虑也，旦夕有动，予将安所
适乎?”须麋曰：“昔者太冥⑤主不周⑥，河泄于其岫⑦且泐⑧，老童过而惴之，谓太冥曰：‘山且泐
。
’太冥怒，以为妖言。
老童退，又以语其臣，其臣亦怒曰：‘山岂有泐乎?有天地则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
老童愕而走：无几诘摹蹲骷胰占恰分幸丫?倒?哪侵终浔Γ???颐牵?砉?幕?纳喜悖?谕牙肓硕砉?桓霭胧兰
椭?螅?颜庵终浔δ酶?嗣瘢??嗣裨谖颐亲约憾运?堑恼胬砀┦壮剖侵?笥Ω谩拔尢跫?亍雹俳邮苷庵终浔Γ?
裨蛘饬礁鼋撞愕牧?暇褪遣豢赡艿模?磺卸冀?倜稹Ｄ敲础把劢绲目?聚集在一起．竟忘了自己是鸠了，突
然发出鹰的呜叫声了，群鸟(听到鹰的叫声)都和顺地伏在地上。
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只乌鸦隐藏在茂密的草木下窥探它，只见它的爪子、嘴和羽毛都像是鸠而不像鹰
。
就出来聒噪它，鸠仓皇不知所措，想搏斗，但爪子和嘴全都无用了，就竦身钻入灌木丛中。
乌鸦呼唤它的同伙就去追赶它，鸠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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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说：“鹰是天下凶猛的鸟，而化为鸠，便已经失主了它所依仗的技能了，却发出鹰的叫声而自
取其困，所以聪明的人安于受命而有很大的容忍力。
”　　【评语】　　江流水转，时过境迁，对某些人来说昔日的荣耀已一去不返，却习惯性地大耍威
风，只会搞得自己狼狈不堪．自取其辱，这又怪得了谁呢?　　　　郁离子向藐乾罗子冥学道，请他传
授化铁成金的方法。
于是就到九折山，取得跃冶的钢就冶炼它。
用左眼向太阳取火，用右眼向月亮取水，驱使风雷，收拾鬼神，把它们汇集在冶金中。
浑浊、纷乱、混茫，如珠在胎中，明光闪闪，如同太阳将要升起。
仙人都敬仰他，山鬼窥视他而上下发抖，就呼喊它的同伙谋划对付的办法说：“有妖作怪，你们知道
它吗?倘若不早早设法除掉而等到它成功，后悔就来不及了。
”就派魈和魅阻挠他，想尽各种方法也不能破坏，就成群号叫，向玉皇大帝诉说道：“上天生育万物
并赋予它们形态和习性，寿、夭、贵、贱，是由司命掌管的，不可改变啊，那就叫天常。
如今他将要用智谋夺取它，从而窃取天权，不可给予啊。
”玉帝听了大怒，命令方伯用(去毛兽皮做的)鼓风吹火器昼夜不停地吹风，铁水在炉中跳跃不停，于
是不能化铁成金。
　　【评语】　　凡是美好的事物，都会受到敌视和破坏。
人们要想化铁成金，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总会受到传统势力及其喽罗们的阻挠和破坏，甚至胎死腹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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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刘基与他的《郁离子》　　一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
　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总管府判。
　　其时正处元末，元朝统治集团急剧腐化，政治极端黑暗，人民的负担已不堪承受，再加上水旱灾
难不断发生，于是忍无可忍，相继起义，反抗的浪潮风起云涌，最后重要形成了以红巾军为主的元末
农民大起义。
　　在农民起义的强烈冲击下，元朝统治摇摇欲坠，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感到元王朝的覆亡已为期不远
。
仕途曲折的刘基也有同感，特别是他对元朝统治推行的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以及不能选贤任能而
专用贵胄亲佞的昏庸朝政，早巳深恶痛绝。
以至于弃官归隐，发愤著述《郁离子》，以抒胸臆。
后又被官府征召，任浙东行省都市，不久，因反对招抚方国珍而被革去官职，再次回乡。
　　元至正二十年(1360)，刘基应邀赴应天(今南京)，为已有所基业的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刘基见元朝已大厦将倾，各地红巾军虽然势大，但韩林儿缺乏王霸之气难成大业，而朱元璋却有帝王
之相、吉星高照，遂劝其脱离韩林儿独树一帜，并为谋划先剿灭陈友谅、张士诚，继而推翻元王朝的
用兵方略，进一步完善了朱元璋早先采纳徽州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进言所制定的
战略部署；又参与机要和代朱元璋起草各种缴文告示，制订政策法令，出力甚丰，以至被朱元璋誉为
“吾子房”(子房即秦末助刘邦成就汉室大业的留侯张良)。
　　明初，刘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因开国有功封诚意伯。
洪武四年(1371)，为丞相胡惟庸所谮，受朱元璋猜忌，心情郁积难解。
洪武八年(1375)终于忧愤至死(一说被胡惟庸毒死)。
刘基善文章，与宋濂齐名，为明初诗文代表之一。
主要著述有《郁离子》、《覆瓶集》、《梨眉公集》、《写情集》、《春秋明经》等，皆收入《诚意
伯文集》。
　　二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风云人物，他的才智在当年的江南地区家喻户晓，以至于成了一位传奇
人物。
特别是在他的家乡，关于他的传世名著《郁离子》，更是流传着一段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
　　相传在某年六月，刘基游学中途经缙云，看到当地农家正在竹席上翻晒稻谷。
当时正是赤日炎炎、蓝天碧宇，可是善观天象的刘基却已察得马上就要骤降暴雨，于是便真心实意地
劝说农家赶快收拾谷子。
农家闻言半信半疑，但很快就被刘基的气度和诚恳所服，于是纷纷收拾稻谷。
这时，天上已见几朵乌云，可是刘基却发现一旁树阴下坐着一位老人，非但不收拾稻谷，反倒一边喝
茶，一边看着大家忙碌。
刘基大惑不解，便上前提醒老人注意天气。
谁知老人闻言哈哈大笑，一边向刘基道谢，一边却说：“这雨马上要下，不过却淋不到我的。
”说话间，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但奇就奇在那雨降到老人晒的竹席前居然就收住了。
刘基惊诧不已，连忙请教，老人告诉他：“这就是乡间所说的‘六月骤雨隔牛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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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力求贯彻教育新理论，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以最新《考试大纲》为依据，以思维为焦
点，以方法为主线，以能为为核心，将考试内容、命题探索和能力提升融为一体，《郁离子》是丛书
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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