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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与龙尾究竟谁优谁劣，这是一个问题。

据《三国志》记载，当曹操上表汉献帝，请求征召华歆
时，一千多个宾客旧友赠送华歆数百金，华歆没有拒绝，却
暗中做好标记。 临别时以单车远行，带着众多贵重物品路
上不安全为由，请求退回。 “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 ”即
使后来显达，华歆仍把自己的俸禄和赏赐拿出救济亲朋好
友，家里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存。 朝廷赏赐奴婢，大臣们都
乐意笑纳，而只有华歆把得到的奴婢放出去嫁人。 连魏文
帝也感慨华歆的节俭，特赐御衣，并为其妻子儿女也做了
衣服。

再看管宁。 母亲早逝，十六岁时父亲又去世，表亲怜
悯他孤苦贫穷，送来送葬的财物，管宁一无所受，尽自己的
财力为父亲送终。 避难辽东时，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等
父子三人赠给他不少财物，管宁也一一收藏起来，等自己
离开时，全部退还，一物不取。 在对待世人极为看重的财
物上，二人似乎难分伯仲。

出仕之初，华歆“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在豫章太守
任上，则“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连修《三国志》

的陈寿也禁不住称赞：“华歆清纯德素， 诚一时之俊伟
也。 ”至于管宁，曹魏的大臣在推举管宁出仕的奏章中，认
为其“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

“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这样的评价，

似乎二人仍难分高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下了华歆的卒年，却无一
句评语，而对身为豫章太守的华歆没做一点抵抗，投降孙
策之事，借东晋史学家孙盛之口评价道：华歆既没有伯夷
与商山四皓那样不慕荣利的高风亮节，又失去了朝廷大臣
尽忠忘私的操守，却屈从邪儒之说，结交孙策那样的横行
之徒，官位被夺，毁了气节，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对管
宁，不仅记下他的卒年，还引用陈寿写下的佳评：“宁名行
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 能因事导
人于善，人无不化服。 及卒，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
叹。 ”显然，在司马光眼中，管宁优于华歆远甚。

在乱世之中，良禽择木而息本无可厚非，而在改朝换
代之际，既想保全气节，又想飞黄腾达，确是两难。 像华歆
以一郡之主投降于孙策，带兵收杀伏皇后，带领众臣向曹
丕呈上《请受禅上言》，请求曹丕代汉称帝，这些事管宁断
断做不出来。

也正因此，在民间戏剧中，华歆的形象确实逊色不少。

无论是反映华歆进宫收捕并毒死伏后的湘剧《华歆逼宫》

里，还是华歆拿剑挥来使去，逼汉献帝退位的京剧《受禅
台》中，华歆均是一副人见人恨的奸臣贼子模样。

在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华歆的出仕不过
是一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选择， 而管宁能面对高官厚禄，

绝不动心，虽布衣蔬食，终不改其志，尤为难得。

所以，虽然在仕途上，龙头春风得意，而在历史的回声
里，却是龙尾笑靥如花。

矢志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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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之际，听说辽东相对太平，历经千难万险，渡
海前往。在辽东，太守公孙度虽然虚馆以待，管宁却选择了
因山为庐。渐渐地，前来与他一起居住的人多起来，管宁给
大家讲解起《诗经》《尚书》这些儒家经典，陈俎豆，饬威仪，

明礼让，非学者不见，人人感而化之。

穿着白布单衣，拄着拐杖，四季祭祀均亲力亲为。祭祀
时，总是特地为母亲敬奉一杯酒，想起早逝的母亲，不免伤
心落泪。 居住的房屋离水边有七八十步远，常去那里洗手
洗脚，也常去园圃看看庄稼的长势、收成。这是在避难辽东
三十七年后，回到家乡，管宁的晚年生活。

如果要描述与华歆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管宁，这两个情
景也可以说极为典型。

征召的车辆奔波在路上，车轮滚滚，而管宁却视而

不见，充耳不闻。 魏文帝下诏，征管宁为太中大夫，固辞
不受；魏明帝征召为光禄勋，管宁拒之。 与华歆的飞黄腾
达不同，管宁更愿意过自己的隐居生活，虽然艰难，却也
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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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齐王曹芳在位，太仆陶丘一、中书侍郎王
基等一些大臣再次举荐管宁， 说管宁品德操行出类拔萃，

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如果能征召前来为朝廷效命，请他登
上太学的教席，讲解古代先贤的经典之作，谈论治国的道
理，对上可以匡正朝政，对下也可以使百姓富裕兴旺，移风
易俗。如果管宁非得效法巢父、许由等古人，坚持隐居不仕
的心愿，同样可以说明我朝和唐、虞不相上下，优待贤人，

并显扬他们的事迹，美名同样可以流传千古。

曹芳看了大臣的奏章，专门派人备好车马，前去征召
管宁，恰逢已

84

岁高龄的管宁去世。于是朝廷就任命管宁
的儿子管邈为郎中，后来，又拜为博士。

管宁最终实现了自己布衣终生的心愿。

� 仕宦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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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尚书令华歆与御史大夫郗虑带兵来到汉
宫，伏皇后吓得关上宫门，躲在夹壁墙中。 华歆砸门破壁，

把伏皇后拖了出来。 伏皇后向汉献帝求救，汉献帝伤心回
答，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几时。 事后，伏皇后被逮进监
狱，拘禁而死，自己的两个皇子也被毒杀，兄弟及宗族同时
遇害的有一百余人。

而在
15

年前， 孙策大军驻扎在椒丘， 准备进攻豫章
郡，战前孙策派功曹虞翻前去劝说身为豫章太守的华歆投
降。华歆听了虞翻的说辞，连夜写好迎接孙策的檄文，派人
送到孙策军中。第二天一早，又头戴葛巾，身着便装迎接孙
策。

这只是华歆在仕途上的两个极具典型的情景。

对华歆而言，官位就像春药，惹得其时时勃起，即使偶
尔丧失气节，败了兴致，却仍欲罢不能。

在东汉末的乱世之中，一心奔走在仕途上的华歆侍奉
过的主子还真不少：何进、袁术、马日 、孙策、孙权、曹操
等，可以列出一长串。 汉灵帝驾崩，何进辅政，华歆为尚书
郎。 之后，又在袁术、马日 、孙策、孙权手下待过，最终铁
定跟定了曹氏一族。 曹操在世时，华歆当过议郎、尚书、侍
中，后来又升任尚书令和御史大夫。曹丕继魏王位，任命华
歆为相国，封安乐乡侯。称帝后，华歆担任司徒一职。魏明
帝即位，进封为博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最后官至太尉，

死后谥号为敬候。

在仕途上一路狂奔的华歆可谓如鱼得水， 节节攀升，

直至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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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散文学会会员、

河南省杂文学会

会员。

在北京、上

海、天津等 28 个

省市区的百余种

报 刊 发 表 过 文

章。 如《中国校园

文学》《散文诗世

界》《小说月刊》

《传奇文学选刊》

《中华 读 书 报》

《文汇读书周报》

《健康时报》（人

民日报社主办）《现代快报》（新华社主办）《北京青年

报》《重庆日报》《西藏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别关注》

《青年博览》《知识窗·往事文摘》《百家讲坛·传奇故

事》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撰稿的电视散文《小河

弯弯》获 2005 年———2006 年度河南省电视文艺“牡丹

奖”二等奖，有作品入选《生命的脆弱与灵动》《最受读

者喜爱的美文》《最美的故事》等二十余种选本，现供

职于洛阳一家媒体。

华歆与管宁：

一对同窗的故事

作 者 简 介

� 悲欣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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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人生发生交集，最终却宕开，如两条平行的
直线，绝无交叉的可能，有时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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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年
71

岁的华歆被任命为太尉，华歆请
求将这一职位让给比自己小两岁的管宁，可当时的魏明帝
曹不允许，但同意下诏征召管宁为光禄大夫。 而在

3

年
前，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让公卿大臣们推举独行君子，身为
司徒的华歆就推荐过管宁。

其实，年少之时，二人的人生早有交集。

《世说新语·德行》有这样的记载：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
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

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

与年少时斩钉截铁说出“子非吾友也！ ”一样，对华歆
的这两次推荐，已过花甲之年的管宁只有一个词：拒绝。

年少常在一起求学、玩耍的朋友，谁还不知道谁。你尽
管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好了。 在得知华歆推举
自己代替他的太尉一职，管宁笑了：这是子鱼（华歆的字）

自己想做老吏，有意显示自己身居高位的荣耀罢了。

可谓一眼看穿了华歆的把戏。

一个仕宦情重，最终位居三公，一个却始终不出仕，坚
持做隐士，人生虽有交集但没能形成合集，即使相遇，也形
同路人。 人生相逢本是喜，最终绝交却是悲。 如此，人生的
相逢真是悲欣交集了。

但时人还是喜欢把二人联系在一起， 称华歆为龙头，

二人的同窗好友、北海人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一说华
歆为龙头，管宁为龙腹，邴原为龙尾），三人共为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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