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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名噪一时的
徒弟师出何门？

● 探究

“师徒反目”成为最近的热门话题，古代师徒关系因此多被提及。“古代师徒关系更像是家族式
的，常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徒弟基本上是师傅的赚钱工具，师傅掌握了徒弟的生死大权。如
今，这种霸权的师徒关系已不复存在。

古代的学徒亦徒亦奴

相声界拜师：
没有师承混不开

┬张嵚

在“天地君亲师”的古时
候，师父说一不二比天大，不管
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在
恩师面前都得毕恭毕敬，岂敢
胆大包天对撕？但即便在尊师
守道的古代，也有师父被徒弟
撕到了遍地鳞伤的境况。

张居正师生对撕

万历首辅张居正，在其主政
期间的政绩让小皇帝万历都把
他当恩师敬着。身为大明政坛一
代宗师，张居正的弟子，除了人才
荟萃，更是遍布宫廷各个部门，这
些弟子在当时称为“门生”。

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视
同亲生的门生，辽东巡按刘台
突然向他开撕，一封奏折把张
居正这个老师数落得不轻。张
居正以柔克刚：一面嗔怪刘台
年轻不懂事，一面默默搜集材
料，反过手来就给刘台定了一
个贪污罪，让他狼狈充军了事。
另一位学生于慎行出面帮撕，替
刘台说好话，也被张居正当面一
顿数落，定为忘恩负义之徒。不
料这却是学生手撕老师的开场
戏。转过年来，张居正不幸丧父，
却因事务繁忙未回家治丧，他的
学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借机痛批
张居正“不忠不孝”，史称“夺情

风波”。此事轰动京城，影响恶
劣，这两位反水的学生被拉出来
廷杖，打得皮开肉绽。张居正事后
悲愤交加，以致面对上门为学生
求情的同僚王锡爵无法冷静，将
刀横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并怒骂
学生所为，把王锡爵吓跑了。

高仙芝不撕老师

高仙芝是高丽族的大唐战
神，当年号称“山地战之王”。安
西四镇节度使，羌族名将夫蒙
灵察在高仙芝年轻时对他有过
知遇之恩。在夫蒙灵察的大力
栽培下，高仙芝成长迅猛。天宝
六年（747），高仙芝深入克什米
尔高原，在极端天气下浴血奋
战，彻底击败了对抗大唐的小
勃律国，史称“小勃律大捷”。学
生如此争气，老师夫蒙灵察却
心生嫉妒，在高仙芝刚凯旋而归
时，当众骂高仙芝靠运气取胜，
多亏了他的提点。但高仙芝却始
终像个犯错的学生，老实听训，
等着夫蒙灵察骂累了，才恭恭敬
敬回了一句：“全赖您所举。”

这场老师对学生开撕未遂
的活剧惊动了唐玄宗。唐玄宗
果断一道圣旨，把高仙芝提拔
成安西四镇指挥使，免去了夫
蒙灵察的官位，并责令他限期
回长安汇报工作。夫蒙灵察吓
坏了，唯恐高仙芝和自己反目。

此时，好些夫蒙灵察的部将去
高仙芝那里打他的小报告。高
仙芝非但没因此去责难夫蒙灵
察，反而当众将打小报告的部
将一顿臭骂，对夫蒙灵察的态
度反而依旧毕恭毕敬。

丁谓难得师生情

丁谓是北宋真宗年间的奸
臣，当时有绰号叫“五鬼”，北宋
民谣称：“欲世之宁当去丁”，
即：要想天下太平生活幸福，就
得先灭了丁谓这坏蛋，可见老
百姓对他是多么的深恶痛疾。
丁谓号称大宋官场上的整人专
家，专撕重量级人物，尤其是把
老上级，宋辽澶渊大战中主持
大局、力挫辽军实现百年和平
的大英雄寇准，被活活撕得充军
雷州。奸臣名号也是由此得来。

但丁谓却曾被他的老师傅
老先生打到皮开肉绽。幼时的丁
谓，不但聪明更顽劣，学业也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长便请来这
位出名严厉的傅老先生。从此丁
谓苦日子来了，读书不敢懈怠，
若有错误便遭毒打。用丁谓自己
的话说，叫“痛加夏楚”。

但即便如此悲惨，成年后的
丁谓并未记恨自己的恩师。不仅
如此，还专门登门拜访傅老先
生，为老师对自己的恩情感动地
泪流满面，一句话道尽感激：

“使某得以成立！”从此，逢年过
节必然厚礼送到，直到傅老先
生过世，丁谓更是出钱厚葬了
这位老师。

张居正遭学生“群撕”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
之精髓也是由师父传向徒弟，
从而代代相传绵延数千年。中
国古代名士众多，但你可知道
这些名士大部分都出自一些隐
匿名士门下？常有徒弟名噪天
下，师父却鲜有人知的情况。

鬼谷子

原名王诩，春秋战国时期
著名道家、兵家，是纵横家的
鼻祖，被后世誉为通天奇才。
鬼谷子一生隐居山林，虽然本
人并无太多别的建树，但其门
下弟子个个拜将封侯、留名青
史，均是一国之顶梁支柱。可
以毫不客气地说，战国的战
争，其实就是鬼谷子徒弟之间
的战争。

门下弟子：孙膑、庞涓、苏
秦、张仪、毛遂、商鞅、李斯、甘
茂、司马错、邹忌、徐福、乐毅、
范雎、蔡泽等

计然

战国时期著名的谋士、经
济学家。提起此人可能诸君都
并不甚熟悉，可如果提到他的
徒弟文种和范蠡，那应该算是
众所周知了。传言计然教授了
范蠡和文种七条计谋，两人只
用了其中五条便帮助越王勾
践消灭了吴王夫差，一雪会稽
之耻。最终范蠡还成为当时富
可敌国的大商贾，并与旷世美
女西施留下了传世佳话。

门下弟子：范蠡、文种

黄石公

秦末汉初五大隐士之一，
相传也是师承鬼谷子。《史记·
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
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
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于
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
三试张良后，授与《素书》，张
良借助黄石公授予的兵书帮
助刘邦夺得天下，并协助吕后
将刘盈扶上太子之位，最终也
效仿师傅辞官云游。

门下弟子：张良

庞德公

东汉末年名士、隐士。庞
德公与徐庶、司马徽、诸葛亮、
庞统关系甚密，由于其年纪均
长于几人，被几人尊为师长。
诸葛亮的“卧龙”、庞统的“凤
雏”、司马徽的“水镜”等名号
皆由庞德公所起，随后便名噪
天下，更有“卧龙与凤雏，得一
人便可安天下”的传说。

门下弟子：徐庶、诸葛亮、
庞统、司马徽

郑复初

元末明初名士，江西玉山
人，时任处州府录事，被世人
评为“精通伊洛之学，望重当
世”，被四方从之者号“四经
师”。郑复初虽说博学多才，但
并未给后人留下什么著作。不
过你要是知道，明朝开国元勋
刘伯温和《水浒传》作者施耐
庵是他的徒弟的话，你一定会
对其刮目相看。

门下弟子：刘伯温、施耐
庵

据铁血网

在中国古代，许多行业都
要求从业者在就业前要经过一
定的专门训练。这种职业技能
的习得，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
是家庭世代相传。家庭或家族
式的经营，往往都依靠这种方
式传承技艺，并在竞争中占据
主动。故古代称工、商是“家其
专业，以求利者”，史籍中关于
这类家传世业的记载很多，比
如《太平广记》说北海人李清，
其家世代从事印染业，十分富
有。又说洛阳官锦坊的李氏家
族也是“世织绫锦”。陆游也曾
说，南宋时亳州出产一种上乘
轻纱，一州之内只有两家能织
出这种纱。为了防止技术外传，
两家世世通婚，“自唐以来名
家，今三百余年矣”。唐人元稹

《织妇词》中也说：“东家头白双

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
民间极其注重传统技艺的保密
工作。除家传技艺外，拜师学艺
是另一种重要的传授技艺方
式。这种方式具有突出的社会
性，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但拜师学艺产生的师徒关
系十分复杂。从徒弟角度看，掌
握一种专业技能当然意味着找
到了一条谋生之道，即民间所
言“一技在手，走遍天下”。这一
点对于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来
说尤其如此。所以，徒弟对师父
往往十分恭敬温顺，并心怀感
激之情。

在生活中，徒弟不仅要刻
苦钻研所学技艺，而且要尽心
尽力侍奉师父：“先生将食，弟
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先生将

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
何趾”，“先生既息，各就其友；
相切相磋，各长其仪”（《管子·
弟子职》）。这些规则就是师徒
关系的真实写照。

平时，徒弟也必须注重自
己的言行举止，不能任情任性，
冒犯了师父尊严，比如，徒弟进
了师父的家门后要垂手站立；
不能随意落座；师父令其坐下
时，不能背对着师父坐；告辞出
门时应倒退着走等等。这些礼
仪规范无不表现了徒弟在师父
面前的谦恭温顺。

从师父角度看，收徒弟可
以得到拜师礼，可获得廉价劳
动力，技艺又可发扬光大，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因而也愿意收
徒授艺。但从另一方面说，旧中
国经济不发达，原料、市场、客
户都很有限，招收徒弟又意味
着培养了潜在的对手，甚至有
可能危及自己的生计，即民间
所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同行三分仇”。所以，师父对徒
弟的感情也十分复杂，他们在
意志力、人品、能力等各方面严
格要求徒弟，很多时候甚至于
百般挑剔，使徒弟过着如履薄
冰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也非
常重视培养弟子的封建宗法观
念，使弟子对自己终生感恩，不
敢做出欺师灭祖之事。

因此，曲艺界中常常有“想
要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的
说法。 据新浪网

作为现代曲种的相声，其
历史不过一百余年，形成于晚
清时期，而相声艺人所供奉的
祖师爷东方朔却是汉武帝时
的大臣。至今，当人们称赞相
声演员技艺精湛时，还都喜欢
用“曼倩遗风”四个字(东方朔
字曼倩)。

艺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相
声的创始人是张三禄和朱绍
文。张三禄本来是八角鼓演
员，后来说相声。朱绍文原是
京剧丑角，曾经改作“什不闲”
前脸，表演诙谐，善于抓哏逗
笑，后来也改行在街头说笑
话，艺名“穷不怕”，并开始招
收徒弟。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
资料，所以，没有足够证据证
明朱绍文是张三禄的弟子，在
艺人的传说中，多数只是承认
张略早于朱，但并无师承关系
之说。朱绍文因为开业授徒而
成为第一代相声艺人。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
序拜师仪式，相声行话又叫

“摆知”。作为“下九流”的行
业，相声与其他民间表演形式
一样被人轻贱，相声艺人的地
位也非常低，没有固定的表演
场所，常是“撂地”演出，生活
朝不保夕。这样恶劣的条件必
然促使从业人员自觉产生维
护本行业的心理倾向，既要竞
争，提高技艺；又要生存，填饱
肚子。这必然就产生了对没有
门户的演员的排挤，对行内人
的照顾。想要学相声必须正式
拜师，没有师承门户的是不被
同行承认的，即使家族内有人
说相声，是行内人，也必须另
行拜师，成为不变的规矩，这
样的例子也非常多。

相声艺人拜师举行仪式
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引师
就是介绍入师门的人，保师是
师徒双方的保证人，代师是代
替师父授业的，通常都是师父
一辈的艺人。保师也可以由外
人来担任。传统的拜师后学艺
时间称为“三年零一节”，业满
出师。到时候，还要举行谢师
仪式。另外，举行拜师仪式按
规矩必须请说评书的、唱单弦
的、变戏法的艺人参加，据说
因为相声这行业在初创时期，
在艺术上借用了这三个行业
的很多东西。相声艺人每一代
还设立门长的大师兄，主要管
理相声门内部的事务，有一定
的权威性。拜师又分为叩门、
授业和代拉子三种形式。

据《中国传统文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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