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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论道 

据说崆峒派掌门要归隐了，而且他的三个徒弟也马上要下山了。这可是武林中的一

件大事。崆峒派可以说是武林各派中历史最悠久的。其开山鼻祖是上古黄帝时候的广成子。

黄帝两次登上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最终学艺而成，破碎虚空，乘龙飞去。这一直被武

林中人视为是习武的最高境界。而现任的崆峒派掌门据说其武功修为已经独步武林，臻于

化境，直追当年的广成子。更惊人的是他的三个徒弟也已得其真传，成为独当一面的宗师

级人物。人们现在最关心的，谈论的最多的，就是他的三个弟子中究竟是谁的武功最高。

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木天义。他就是现任崆峒派掌门的大弟子。武林中一直认为他最有

可能成为崆峒派的下任掌门。原因很简单。其一，他跟随师父的时间最久，当然学艺时间

也最长。其二，只有他曾在学艺时下过山，而且是三次。每一次下山后，都凭借他的盖世

武功，平定了武林中的一场腥风血雨。 

今天正是木天义和他两位师弟下山的日子，所以都早早地起来，收拾好东西，来拜

别师父了。木天义心里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今天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和师父见面，因为

师父一向是个独来独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按师父的本意，是不愿意收任何徒弟的。

这完全是为了履行他对他的师父，也就是上一任崆峒派掌门的承诺。所以木天义决定要问

一问师父那个困扰他多日的问题。“师父！我有个问题想在临走前向您请教。”老师挥挥

手，说：“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吧，你们三人各自下山。我会在山脚下和你们

相见的。”“是，师父。”三人齐声答道。 

木天义三人告别了师父，各自下山去了。黑虎林是上山和下山的必经之处。树林中

有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据说它是崆峒山的守护神。当他们还未来到黑虎林时，师父已经

在黑虎林中的一棵黑松下面闭目凝神，打坐入定了。 

木天义是第一个进入黑虎林的。树林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树林中的树木，

它们的根、干、枝、叶是相连的。它们构成了树林的骨架和身躯。树林中的飞禽走兽，时

刻关注着林中发生的一举一动，成了树林的触角、耳朵和眼睛。当木天义刚一踏入黑虎林，

林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中的小鸟和小动物们都惊恐地躲避从木天义身上发出的，那

强大无比的杀气。树木也开始颤抖了。那些已经枯黄的树叶，纷纷飘落下来。林中一棵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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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古树上的一窝雏鸟被这股杀气所伤，掉到了地上。那只守护着崆峒山的猛虎竟然也夹着

尾巴，悄悄地躲到了黑虎林的另一边。 

当木天义刚走出黑虎林，二师弟正好走进了黑虎林。黑虎林中的一切又发生了改变。

惊恐的小鸟和小动物们像是迎接主人那样纷纷围在了二师弟的身旁。那只猛虎也友善地摆

着尾巴，亲密地跟在他的身后。二师弟小心翼翼地捧起落在地上的雏鸟，轻轻地把它们放

回鸟巢。树上的花朵纷纷飘落在他的身上。黑虎林中的生灵们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二师弟的

离去。 

崆峒山脚下矗立着一块滑如明镜般的天然巨石，足有二十丈高。巨石上刻着一幅对

联：“崆峒驾鹤游，鼎湖乘龙去。”据说是崆峒派的一位高人，凭借其绝世轻功和硬功，

手书而成的。上句说的是广成子驾仙鹤来到崆峒山，下句说的是黄帝得道后乘龙飞去的事

迹。木天义和他的两位师弟都已在巨石下等候着师父。 

师父终于来了。见面后师父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木天义有些意外。“明，你已经来

了。”‘明’就是木天义的三弟。木天义有点着急地问：“师父，我想问的问题……”师

父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道：“你们都很好，都已做到了天下无敌。”这句话不仅没有

让木天义有一丝喜悦，反而让他感叹师父已经年老力衰，思维糊涂了。怎么可能有三个人

同时都天下无敌呢？师父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而说道：“天义，你的武技内功在武林中可

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了。”木天义困惑地问道：“师父，那二弟和三弟呢？”“惠和你不同，

他是仁者无敌。这世上虽然还是会有人恨他、嫉妒他、排挤他、诋毁他、以他为敌，但是

惠的仁慈之心让他眼中没有敌人，只有朋友；没有嫉恨，只有喜悦和感恩。所以也是天下

无敌了。”木天义又追问道：“师父，那老三呢？”“明跟你们又不一样了。我在黑虎林

等待你们经过时，你和惠从刚踏入树林时，我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你们的存在。唯独明经过

黑虎林时，我感受不道一丝他的存在。明已经达到了‘和其光，同其尘’的境界。我想在

他刚踏入黑虎林的那一刻起，他已经和树林成为了一体，所以没有扰动任何花草、树木和

动物。他已经技进乎道，进军那至高无上的无为之道，天人合一之道了。又有谁会以天地

为敌呢？所以，明可以说是道者无敌了。你们师兄弟三人，虽然师出同门，却选择了三条

不同的道路。你选择了霸道，惠选择了仁道，明选择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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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师父的这番话后，木天义沉默了良久。“义儿，你还记得你原来的名字吗？”

“记得，师父。在拜恩师学艺的那一天，师父您把我原来的名字‘木天乂’改成了现在的

名字。”“那你还记得改字的原因吗？”“据恩师说，‘木天乂’这个名字不吉祥，杀气

太重。因为‘杀’字可拆为‘乂’和‘木’，所以我原来的名字有‘天杀’之意。”“正

是。前后两个名字，音同形似但意义截然相反。这差别就在所加的那一点上。有了这颗仁

爱之心，便能破杀为义。你要牢牢记住这点！孟子云：‘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究竟是选择霸道、仁道，还是天道，你下山后要好好想清楚啊！” 

师父的话让木天义惊出了一身冷汗。木天义低下头说：“敢问师父，什么是道？如

何能够寻找到道呢？”“道可道，非常道。道是无法言说的。义儿，你是否听说过神箭手

更羸？”木天义恭敬地回答道：“师父，您指的是否就是以‘惊弓之雁’而闻名的更羸

吗？”“对。那你知道他还有个师弟吗？”“师父，徒儿倒是没有听说过。”“更羸的师

弟也是一位神箭手。他在得知师兄被魏王重用后，也来投奔魏王。有一次，他在跟魏王去

打猎时，对魏王说：‘大王，我能够不用箭，只要拉一下弓，并且不发出任何声响，而射

下空中的大雁来。’魏王好奇心大起，说：‘哪有这样的事呢？快来让我看看。’没多时，

空中就飞来一群大雁。更羸的师弟左手拿弓，右手拉弦，朝天一射，毫无一点声响。忽然

却有一只大雁落了下来。魏王看了，大吃一惊，说：‘想不到你比你师兄更羸还厉害！居

然会射无箭之箭！’义儿，你觉得怎样？”“师父，依徒儿看，这其中必有玄机。”“的

确如此。当时更羸也很吃惊。他虽知师弟武功不弱，但也不至达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境界。

后来更羸把那只射下的大雁拿回去，才发现其中的秘密。他注意到在大雁的腹部，有一根

很小的羽毛，色泽和纹理方向跟其周围的羽毛略有不同。而且在这根羽毛的根部，有一滴

不易被察觉的，针尖大的血印。由此推测出，师弟是用这根微细的绒毛作为‘羽箭’而射

杀大雁的。在射大雁时，师弟将绒毛夹在两指中间，注入内家气劲，使之坚硬如钢针，以

此射下这只大雁。由于在射箭时，大家都注意着天上的大雁，并且羽毛本身很微细，所以

射箭时不易被人察觉。后来更羸将此事告诉了魏王。魏王虽然觉得更羸的师弟是有用之材，

可是这件事有欺君之嫌，所以从此未受重用，知道他的人也很少。” 

木天义略有困惑地问道：“师父，这和道又有什么关系呢？”“义儿，道就像那根

‘羽箭’。对于没有真正体悟到道的人来说，道是隐藏着的。然而这不是说‘道’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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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远。恰恰相反，‘道’就在我们面前，而且无处不在。我们必须得用我们的慧眼，去寻

觅它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这无处不在的道。正如当年黄山谷（黄庭坚）在闻到桂花香时，

因黄龙晦堂禅师的一句‘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而悟道。” 

师父深情地望着三个徒弟，说道：“你们三人的名字，都是为师起的。其中寄托着

我对你们的期望。古人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其宜，则天下善矣。一个

‘义’字既包括了仁义，也含有威仪之意。义儿，切记‘勇而无礼则乱’呀！惠儿，仁者

爱人，与人以惠。所以为师希望你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易经》云:‘举而措之天

下之民,谓之事业。’上至君王，下至乞丐，这些都不是事业，而是职业！只有能‘博施

于民而能济众’者，才可算是事业。比如大禹治水，其事功利益天下万民，千秋万代。这

才是真正的事业啊！明儿，你们兄弟三人中，属你慧根最利。慧者，明也。《大学》开宗

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人皆有光明德性，学道之目的就

在于恢复其本来的光明德性，从而止于至善。至于具体的修道步骤，即是《大学》后面所

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释道

三家互为相通，不可有门户之见，更不可相互诋毁。时候到了。这世我们的师徒之缘，就

止于此。你们三人要好自为之。下山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