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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让你三天不吃饭， 别人给你
美味佳肴， 你会接受吗？

估计很多人都会接受， 但陈仲子就
不接受。

陈仲子是齐国人， 在齐国姓田，
史书上又称其为田仲子， 因为他的祖
先来自陈国， 所以亦称陈仲子。

陈仲子和孟子是同时代人。
孟子在齐国做官的时候， 称其为齐

国的大贤人。
巨擘。 孟子当时用的是这个词。
陈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为不义之

财， 便拒绝食用兄长的食物， 也拒绝居
住兄长的房屋， 一个人居住在於陵，
三天没饭吃， 饿得耳朵失去了听觉，
眼睛也看不见了， 从井沿边摸到一个
被虫子啃掉一大半的李子， 吃后耳朵
恢复了听觉， 眼睛也恢复了视力。 为
此， 齐国人都赞扬陈仲子的廉洁精神。

陈仲子的廉洁是有着家族基因的，
这需要从他的始祖陈完说起。

一

陈完本是陈国君主的太子党， 毫无
折扣的官二代。

但是， 他为什么跑到齐国了呢？
这需要提及一个人： 御寇。
御寇是陈国国君陈宣公的太子。 掌

握朝政二十余年的陈宣公爱上了一个美

人， 这个美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让咱们的宝贝儿子继承你的君

主之位吧！” 美人对陈宣公说。 色迷心
窍的陈宣公竟然听了美人的话， 将嫡
长子御寇给杀掉了。

这件事令朝野震动。 御寇的一干朋
友中， 陈完和他关系最好。

陈完瞬间觉得自己也难逃屠手，
连夜带着颛孙逃到齐国。

以国为姓， 从此以陈姓开始生活。
陈完是第一个以陈为姓氏的人。

陈完的后人为感谢齐国君主给予田

地以生活， 就改姓为田。
田， 作为姓氏从此出现在华夏大地

上。
陈完、 田完， 陈仲子、 田仲子， 一

个人都是两个名字。 陈田一家， 也由此
而来。

二

陈完是陈宣公的侄子。
从陈桓公到陈宣公， 之间隔着陈

陀、 陈厉公、 陈庄公三人， 他们之间的
更替充满了狗血剧情。

当然， 陈厉公、 陈庄公、 陈宣公，
他们是兄弟仨， 继位之纠纷， 相对还平
静些。

陈桓公去世前离家出走一个多月，
朝政大乱， 他的弟弟陈陀趁机杀掉陈桓
公的大儿子免， 自立为陈国君主。

大儿子免被杀掉后， 免的三个弟弟
自然不甘罢休。

他的大弟弟叫跃， 跃的外婆家在
蔡国， 蔡国看陈国如此混乱， 就有意
帮助跃杀掉陈陀， 让跃继位。

关于陈陀的死亡有两个版本。
《史记》 记载的是， 在跃的计谋

下， 蔡人用美女引诱陈陀， 然后趁机杀
死。 另外一个版本来自于 《春秋■梁
传》， 该书记载的情节是陈陀在蔡国打
猎， 因为猎物与当地老百姓发生争执，
被当地老百姓射杀。

这两个版本仅仅是死亡诱因不同，
共同处是陈陀死在蔡国， 陈陀是被蔡国
人杀死的。

陈陀的死， 被孔子鄙视。 孔子在
《春秋》 中对 “陀” 字的解释是： 灭绝。
意思是说， 陈陀这种人的品德会灭国。
陈陀到底是哪种德性？ 按照现在的说法
是下贱至极。

陈陀娶蔡女为妻， 蔡女在蔡国有情
人， 经常回蔡国和情人约会， 而陈陀也
跟着去， 一起鬼混。

置自己国家人民的

生死于不顾， 在异国他
乡下贱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 他不死， 天理不
容。

反过来想， 如果陈
陀贤明治世， 公子跃估
计也难以有下手的机

会。
跃， 就是陈厉公，

陈完的生父， 陈宣公的
亲哥哥。

三

陈完投奔到齐国

时， 齐国在位的是齐桓
公。

齐桓公已经在位十

四年， 在管仲辅助下，
已经同诸侯会盟了好几

次， 霸主之形逐渐显
露。

齐桓公早就听说过

陈完的贤良， 爱惜人
才的他对陈完的到来

是持欢迎态度的。
首次见面， 齐桓公

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要
拜陈完为卿。

这可是个大官职。
可没想到的是， 陈

完死不接受。
陈完给出的理由是

自己只是一个流浪汉，
无德无才更无功， 接受
这么大的官职， 等于推
自己走上死路。

陈完说得对。 以流
浪身份获得卿之高位，
会遭到齐国大夫们的嫉

妒， 但齐桓公不许他拒
绝， 命令陈完必须接受

一个官位。
没办法， 陈完只好接受了 “工正”

这么一个小职位。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从这件事上

可以看出陈完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 有
自知之明的智者。

孟子曾说过， 如果因为生活必须
做官， 那就做小官。 什么是小官？ 守
城门的、 打更的、 为人放牧的、 在仓
库当会计的， 都是小官。

陈完应该就是这么想的。
身无分文的陈完到齐国需要生活，

当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 所
以不接受卿之职， 更愿意成为工正之
流。
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 让齐桓公

刮目相看。
四

齐桓公经常找陈完喝酒。
有一次， 一直喝到天即将黑。 齐桓

公命人掌灯， 陈完却制止了。 “八小时
之内陪您， 那是我的工作义务， 八小时
之外的时间， 对不起， 恕不相陪， 我该
回家了。” 齐桓公惊诧不已， 说： “别
那么拧巴， 要是换作他人， 我还懒得同
他喝呢！”

陈完又说： “陪君主喝酒， 已经完
成了喝酒的礼仪， 适可而止， 不过度，
这是做臣子的义； 君主已经赐酒给臣
子， 已经完成礼宾的礼仪， 适可而止，
这是做君主的仁。”

说得齐桓公无言以对， 但因此齐桓
公对陈完的敬佩又增加了一分。

知止而止， 是圣人之表现。 孟子曾
经夸赞孔子知止而止。

知止而止能练就一颗淡然之心。
陈仲子不食不义之食， 不居不义

之屋， 恪守廉洁之操守， 应该源自于
此。

五

陈完在齐国广受赞誉。
这么牛气的人， 出生时自然会有征

兆。
在典籍中关于陈完记载有两次占卜

事例， 这两次事例， 成为后人研究 《周
易》 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完年幼时， 周天子的太史官来
到陈国， 陈完的父亲陈厉公曾邀请太
史官为陈完算了一卦。

占卜占的卦象是观卦。 变爻在六
四， 观卦爻变成否卦， 对应的爻辞是：
观国之光， 利用宾于王。

不懂《周易》 的人， 是看不懂这
句话的， 只需要知道太史官给陈完
占卜的结果是这小子将来要跑到齐

国去。
陈完后来果真跑到了齐国。
太史官算卦之准， 几千年来一直受

到后人仰慕。
其实， 更准的是懿氏的占卜。 齐国

大夫懿氏想将女儿许配给陈完， 就让妻
子也占卜了一卦。

卜的卦辞很押韵， 总共四句：
凤凰于飞， 和鸣锵锵；
有妫之后， 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 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 莫之与京。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这个婚

姻非常顺利， 陈完这个家族将来要弄
大事， 他的五代玄孙将成为大臣之
首， 他的八代玄孙将成为国家的掌
舵人。

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陈完的后人田
常取代齐国君主自立为君， 历史上称之
为 “田氏代齐”。

试想一下， 现在若是有人算卦算这
么准， 那算一卦得收多少钱？

六

从田氏代齐可以看出陈完后继有贤

良。
能够成为君主的， 没有一个是笨

鸟。
从陈仲子的廉洁之风可以看出陈完

家族的家风有所传承。
子贡曾经问孔子： “老师， 贫穷

时不谄媚， 富裕时不骄傲， 你觉得这
种操守如何？”

孔子回答说： “还可以， 但不如贫
穷时固贫守道， 富裕时爱好礼仪。”

陈完在困顿之时不贪名利之利益，
能够守住自己的淡泊之心， 实为君子之
操守。

穷困时尚能不失气节， 这样的人，
给予再多的赞美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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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历史人物，他们或做
官、或讲学、或游寓，他们的热情、才智、德行深深化育
过这片土地。 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上依然流传着他们
的经典故事。

立足今日周口版图在历史上的辖域，以“仁义礼
智信忠孝勇节宽恕诚俭”之君子德行框架，考证与还
原他们与周口的交融，描绘他们在周口地域上的道德
化育场景，使今天的周口人民感悟他们的道德力量和
精神滋养，是作者创作“文脉周口”系列文章之初心。

创作过程是繁琐的。 有些人物在历史典籍中只有
只言片语，历史文献也需要资料互证，这每篇文章背
后都有详细的参考文献索引，以供大家进行查找。 写
法上，作者采用的是通俗化语言，尽力以当下较容易
接受的风格去叙述，以增加与读者的亲近感。

作为周口人，我们生于这片土地、成长于这片土
地，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先贤的身影，如同看到家族长
辈；感悟他们的事迹，如同在他们身边受业而得以教
化；聆听他们的言论，如同倾听家族先辈们的淳淳叮
嘱，使自己的德行得以匡正；学习他们的志向追求，使
自己有所崇高。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为这片土地贡献过精神
力量的人。 为此，本报即日起开设“文脉周口”专栏，让
人们从先贤身上感悟他们的道德魅力，不断完善提高
自己的道德品行，为倾力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为周口全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