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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是戰國時期儒家關於禮儀的重要論著，收集有孔子的學生及其他儒家們的一些作

品。《禮記·儒行》中說：“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從此引發出後來的一句

成語“粥粥無能”，指沒有能力辦事。 

 
《文子》，唐代以後改名為《通玄真經》，則是道家的一部重要論著，主要解說老子言

論，闡發老子思想，傳說為老子的弟子文子所作。《文子·自然》中說：“法度有常，下

及無能”，其中之“無能”指缺乏能力之人。 

 
縱觀歷史，橫看今朝，“無能”是一個貶意之詞，不會有人願意用它來做自己的名字。然

而中國奇人怪事層出不迭：明代福建晉江塘東村，出過一位名人，姓蔡名鼎，字可挹，號

無能。“蔡無能”的稱謂或許是效法道家的“無為”哲學，不過他本人並沒有留下注釋。 

 

這位蔡無能，生於明朝萬曆十六年（即 1588 年），自幼聰穎，勤讀好學，年輕時熟習

《易經》、繼承程朱理學，並喜歡抨擊時弊，“多發前人所未發”。熹宗時期，東林黨人

孫承宗督師薊遼，聘蔡無能為山海關閣部參謀。據說他曾擺下一個“鼎陣”，用沙土埋下

許多鐵鍋，引誘敵人騎兵經過，馬蹄被鐵鍋套住而無法跑動，結果明軍打了一個大勝仗。

天啟六年(即 1626 年)，熹宗賜封他為“白衣參軍”。這位新官疾惡如仇，第二年便抗節

上疏，痛陳宦官魏忠賢十大罪行。不料皇帝卻寵信奸臣，致使蔡無能成了“粥無能”。

他於是怒棄官職，南歸故里，隱居於卓望山南麓的西資岩下。 

 
然而惡人終無善報，明崇禎即位之後，魏忠賢伏法。崇禎隨即命人繪像訪尋蔡無能，詔其

複職。蔡無能接旨後卻辭不拜命，皇上戲稱他為“蔡布衣”。1644 年明朝滅亡，朱聿鍵

次年在福州登位，改號隆武，命黃道周為宰相。在黃道周力薦之下，隆武帝馳詔三聘，請

蔡無能出山，許諾封他為左軍師。無奈蔡無能一再辭謝，依然深居西資岩，著書授學。 

 
蔡無能遺留世間著作有《激論》和《萬遠堂稿》等，特別是《易蔡集解》十卷，約五十萬

字，後來收錄在福建《泉州文獻叢書》中。 

 

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2438.html
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1149.html


 
塘東村老人會收藏的《易蔡》 

 

 

清順治十二年（即 1655 年）仲秋一日，蔡無能如常講學，對弟子們說：“《易》言，動

靜有常，原始反終。我生為勞人，今且歸去為逸民矣。”課後安然辭世。 

 

蔡無能過世之後，他的後裔在卓岩山南麓大石佛寺西側為他修建了一座“明先賢無能蔡先

生公祠”。該祠毀于文革，後來於“1987 年丁卯之夏”，由“裔孫蔡實坑遺命重建”。

這位蔡實坑先生，是蔡無能的後人、現今美國加州伯克來大學榮休教授蔡少棠先生的祖

父，也就是“虎媽”蔡美兒的曾祖父。蔡無能的後裔如今散居在中國大陸、臺灣、菲律

賓、東南亞以及美加等地。 

 

 

 

 



 
蔡少棠教授夫婦及塘東村親戚（關榮攝於 2013年 11月 11日） 

 
無能蔡先生公祠有一副門聯 

 
帝稱布衣，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書成易蔡，往聖由此繼，來學由此開。 

 
祠中還有對聯 

抗節誰傳當日口，殘編可惜是星經。 

和 

薦牘重勞黃閣老，參軍不薄白衣人。 

 

這裏，“抗節”句指蔡無能抗衡魏忠賢，而“薦牘”句則指黃道周力薦蔡無能。祠裏掛有

“國師”匾額，祠前有一“觀易亭”，是蔡無能當年讀易經觀星象之處。亭南石壁上刻有

落款“蔡鼎”的“古卓望”三個大字。亭柱上刻有對聯 



 
易老書成蔡，道高客作卿。 

 

在西資岩的一方石壁上，依然保留著蔡無能書寫的“慧眼”二字。慧眼為佛教用語，又稱

靈眼，可以洞察凡間一切，今人有“慧眼看世界”之說。 

 

   
 

 
自古名人多軼事，蔡無能也不例外。 

 
傳說明代晉江地區有一位元頗具名望的看山先生洪三才，是當朝宰相的妹婿。他看中了塘

東村這塊風水寶地，想遷居於此，可又擔心自己是外姓人，會與本村蔡氏家族衝突。他想

了一個主意，先試試村民中有沒有能人。於是他發了一個公告：“三日內村中蔡氏鄉民若

有辦法使我離開所坐交椅者，賞百金。”告示一出，村民騷動：大家都不明白為何這位老

先生會發如此告示，但又非常好奇，都想方設法讓他離座，只是沒有成功者。到了第三天

傍晚，一個小孩子高舉著一封書信，從遠處跑到先生座前：“先生，您母親的家書到

了！”先生聽罷，立刻起身迎接：“家書抵萬金啊!”小孩高興地笑了：“哈哈，先生，

只抵百金。您現在不就離開交椅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