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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刘伯温阳宅风水断诀一、刘伯温的三十句阳宅风水断诀词  

丑龙平行真又艮，男女多应家丰享。  

亥龙受穴位三公，后代富贵寿先翁。  

子龙高起坎气清，定出高官学问人。  

壬癸水龙称天辅，武将家庭多充足。  

艮龙天禄孝义门，局备财丰爵王号。  

甲寅行龙若受穴，痼症乞残痨疗折。  

卯龙庚向庚砂水，武将旌旗耀中华。  

丁杂午未家伶嫂，真龙富贵随伪来。  

乙龙才星栽接木，不免换养螟蛉续。  

戌空孤淫疾伪君子，局美渐富候庸平。  

巽龙为官尚书位，女荣男贵庆有余。  

巳龙天财丰财帛，也主富贵人英杰。  

亥乾平分是行龙，乾亥中抽须裁酌。  



丙主优游财有余，局羡清贵着声誉。  

审龙真伪定主穴，收放乘气有玄机。  

午龙懒缓贵高腾，辰戌亥照害刑克。  

艮龙落丑半主吉，艮轴寅顶疯育疾。  

刘伯温*准阳宅风水断诀口诀  

未挨丁行宜向艮，穴挨左位人显贵。  

辰山夭亡贼送儿，局羡渐窝人丁稀。  

坤龙局美富亦至，尚无未来寡僧尼。  

庚龙地禄主神威，局备将军胆气雄。  

酉龙幽香少微坦，文章科甲点州县。  

辛为天节主忠孝，不染戌气登科甲。  

若能晓得天机秘，及与仙师辈同列。  

乾龙孤寡少育生，局美染异也名成。  

亥艮巽辛卯龙至，幼母弯曲染为气。  

亥多乾少堪扦葬，乾多亥少不可作。  

乾亥抽顶宜右落，亥壬抽顶宜左落。  

本此一端以为例，丑艮寅龙可顺推。  

午丙杂来回禄殃，辰巽并落男女伤。  

丁龙南极人寿巧，不染未气荣华早。  

真落真脉为速达，但恐情上有兴衰。  

刘伯温简介  

刘基字伯温，浙江的青田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元至顺年间，刘基举进士。至正十九年
，受朱元璋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参加策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
军事大计。吴元年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朱元璋即位后，他奏请树
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曾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心伯，故又称刘诚心。次年
赐归。刘基居乡隐形韬迹，只喝酒弈棋，口不言功。因左丞相胡惟庸诬陷而被夺禄。入京谢罪后，不久
即逝世。明武宗时赠太师，谥号“文成”。刘基通晓天文、兵书、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古拙雄
放，不乏打击控制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有很好的口碑。  

刘伯温阳宅风水断诀二、刘伯温挖风水  



明朝的时分，有一个在朝廷做大官的王爷，咱们叫他李靖王。李靖王由于触犯朝廷，惹怒了皇帝，被发
配到西边。他被贬到西头后，就在享堂（在今民和县川口镇东）安家落户了。尽管此地山清水秀，是修
身养性的好当地，但李靖王心胸怨气，常常想着回来京城去，可一向没有机会。  

有一年的春天，李靖王的父亲死了，送葬时来了一位道人，这个道人让李靖王在父亲身后的**百天，往
东边射上三箭，然后带兵反回京城。李靖王听了，安心肠守孝，准备届时分就带兵打进京城。他守孝守
到九十九地利，李夫人却再不想守孝了，就敦促李靖王说：“现已守了九十九天了，差一天不要紧吧，
你赶忙射箭。”李靖王经不住夫人的啰嗦，就狠狠地往东面射了三箭。他哪里知道，这三箭射到京城时
，一箭射在了皇宫的柱子上，一箭射进了金銮殿的墙面中，一箭射到了皇上洗脸的金盆里。  

那时分，朝中的军师是刘伯温，是个上知风云变幻，下晓地理山川，中通人世沧桑变化的神人，他看见
从西面射来的三只箭差一点射中皇上，急忙带领大军朝西头而来。李靖王射出那三箭后，立即带兵东进
，行到半路上听说皇上没有死，刘伯温却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所以悄悄退兵回到了享堂。  

刘伯温带大军到了西头，查不出是谁射的箭，就细心察看起这儿的地势和地脉来，这西部的山中有很多
龙山、凤山，日后此地必定出真龙天子，便指令戎行把很多龙山和凤山的脉气一全部断了。到了民和三
川，刘伯温又细心察看了三川局势，只见有两条龙山、两条凤山，一条龙山从现在的甘沟乡朝西延伸，
龙头快到黄河滨上了。  

另一条龙山从现在的甘沟乡朝东延伸，龙头快到黄河滨上了；两条龙山各担负一座凤山，两座凤山（现
在官亭镇境内的述果胡浪，中川乡境内的木拉胡浪）已打开单翅。二山已成为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的龙
凤脉气，龙山、凤山上松柏郁郁苍苍，千百样的花儿怒放，好一个潜龙伏虎的风水宝地！若是两条龙山
的龙头到了黄河滨同黄河衔接，若是两座凤山打开双翅，此地就会出真龙天子，就会改朝换代。  

刘伯温心想：幸亏我及时赶到了这儿，要是再迟几年的话，大明江山就完蛋了。他指令戎行日夜不停地
挖山斩脉，先是把两条龙的脉气全给切断了，此后，又带兵挖凤凰山的脉气。可是在挖大凤山的翅膀时
，白日挖了晚上长起来，一连挖了几个月，一向挖不断。  

有一天，一个挖山的战士把鞋子忘在了挖山的工地上，晚上就去找鞋子，正当他在刨土找鞋子的时分，
忽然听到地下有说话的声响：“哎呀，好险啊，要是再连夜挖就会挖断的。”这个战士一听，慌得没有
找鞋，从速跑回去告知了刘伯温，刘伯温急忙带上戎行连夜去挖，挖到九丈九的深处时，发现了一根一
抱粗的大树根，正好是这只凤凰的血脉。刘伯温一挥剑切断树根，树根里涌出了殷红的血，鲜血一向朝
黄河流去。刚刚流到河滨沙滩上时，正好有个人走过来，一脚在沙滩上踏了个坑坑，血就流到了坑坑里
，再也没有流出来。要是流到黄河里，这血脉就又会接上，此地还会出大角色的。  

刘伯温把两条龙山和两座凤山挖了个四分五裂，茂盛的松柏被压在山下，百花根也被铲除尽了。从此，
民和三川一带的山上再也不长松柏，再也不怒放百花了。据传，从那今后三川就没有出过大角色。现在
从川口镇到官亭镇时要通过几个山垭豁口儿，听说那便是当年刘伯温斩龙脉时挖下的垭豁口儿。  

刘伯温阳宅风水断诀三、刘伯温***的故事  

刘伯温一肚子诗书，浑身的身手是真，可便是家中没有金钱去孝敬当权的赃官们，自然也就别指望考上
个一官半职。人总得吃饭活命啊，他爽性流浪四方，算个卦、看个相，骗口饭吃。  

这天，他来到一个村子，见紧把村头有一座大院，人丁不少，看来是个大户人家，只是院里冷冷清清，
一副破败相儿。管它呢，有饭吃就行。刘伯温推门走了进去。  

这家的老当家病病歪歪，一脸愁容，见来了讨饭的，赶忙请进屋，让炕上坐。刘伯温心里一热，这是个
良善人家呀；又四处一看，有底啦。开口就问：“老当家的，府上想当年挺兴旺的呀？”  

只这一句，戳在了白叟家的痛处，老头长叹一声：“别提啦，俺们家在早，那可真是方圆几百里都出名



；现在，犯了‘小人语’，没法子不落败！”  

“怎样个‘小人语’，这般凶猛？白叟家不妨细细说来，学生善解阴阳八卦之术，可以给您破破。” 
 

“是吗？”白叟家好像得着了一线希望，立刻把工作的来龙去脉说了：“咱家出门向西，再没人家，那
地势是个下坡坎儿。由于咱们姓刘，村里人图它好记，就唤咱们家是‘下坡刘’。‘下坡刘’跟‘下坡
流’念起来没区别，分明是老刘家要走下坡路或者是下坡如流水的意思啦。这么咒咱们，还有个好嘛，
日子不败可就怪啦。”  

刘伯温听罢，笑道：“闹了半天，原本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子，学生也姓刘呀。别看眼下赤贫，却学得
奇术绝技在身，不知白叟家肯留在下吃一顿饭吗？我帮您破解破解。”  

老当家的凄然一笑：“这有什么？咱们尽管衰落，到底是大户人家，就算破船烂车，也还剩下几千大铁
钉。”所以吩咐下人：“备酒席招待。看不***在其次，休要慢待了客人。”  

刘伯温得着了好酒好饭，大吃二喝一通。酒足饭饱，背着手由白叟家陪同，房前屋后看了一圈，回来说
：“老东家，你家的院门太轻，压不住‘小人语’呢。明日赶忙把院门两侧各阔出去一砖宽，做两扇梨
木门安上，越厚越好。记住，你必须每天早上亲手开门，要待公鸡张口叫**嗓子时开，不可错失。三年
后我再来这边给你道喜。”  

老当家的照刘伯温的话办了。  

三年后，刘伯温又回来那个“下坡刘”家，哈，这回是青砖大瓦，高墙深院，房舍翻盖一新，院里奴婢
成群，一片兴隆现象！独独那扇大梨木门没换新的。他知道这家的命运让他给“破解”对了，便大模大
样叩门求见。  

老当家的这阵子疾病全无，腿脚利索，红光满面。见是刘伯温来访，一把拉住，请在中堂当中坐好，他
老头子趴地上就磕头，连称“‘活神仙’，幸亏您救了我这一咱们人口！”  

原本，刘伯温吩咐老当家的，换上梨木大门，老当家的每天半夜起床，候在门内，只待**声鸡叫，梨木
大门“吱嘎嘎”地打开，门重，夜静，全村人人都在睡梦中听到，就信口道：“人家下坡刘家起来啦。
”“下坡刘家又起来啦。”就这样，借此吉言，旧日的“下坡刘”公然就一天恰似一天。老掌柜的病也
消除，愁也闭幕，能不感激刘伯温的点拨嘛。  

刘家把刘伯温当成救命恩人，留他在这儿住了下来。这家主人如今有的是钱，什么样的吃喝也供得起呀
。刘伯温一边读书会友，熟读兵书，一边告诫老掌柜的，那鸡鸣开门的规矩万不可破，要风雨不误。 
 

后来，朱元璋起兵反元朝，听到刘神仙的大名，就像刘备三请诸葛亮那样，三番五次登门，把刘伯温请
去做了军师。  

临走那天，刘伯温对下坡刘家老当家的说：“你当我真的会看相**？实话说了吧，我那是混饭吃的幌子
，骗吃喝拐金钱的，啥不顶的呀。”  

白叟家奇怪了：“你还客气什么？我明明是依照你的道儿办的，败家可不就变发了吗?”  

“我看你家人丁虽多，但个个懒散厌倦，这样过日子，怎样会不败家？又听老当家的破船烂车之说，更
透着一股骄气，又骄又懒，不败你家败谁家？所以讹用换门的办法，逼你早上。你每天早上，必然惊动
家人跟着早上，或者下田，或者织布，这么过日子，怎样会不富？看你其时气色，皆积食郁火所致，为
早早开门，你消积食，又有了盼头，除郁火，食消火除，病怎样会不愈？”说罢，与老当家的长揖而别



。  

刘伯温走后，下坡刘家依然保留着鸡鸣开门的规矩。  

明朝风水大师刘伯温轶事  

关于刘基的故事，南京白叟说得比朱元璋“十三城门抬棺材”还传奇。刘基告假回家的“民间版别”，
更有意思。刘基请辞，竟然是怕成为朱元璋成的“炮灰”，传说刘基回老家前**地算出，朱元璋不久将
“炮打功臣楼”。此楼听说在今南京市中心鼓楼岗邻近。  

由南京大众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纂出版的《南京民间故事》（1990年版），便收录了这段故事。兹照
录如下——刘伯温和徐达私交很深，刘伯温告老还乡前一天，特地到瞻园府向徐达离别。他对徐达说：
“徐兄，小弟走了，有句话望你牢牢记住，功臣楼就要竣工了，等皇上宴请那天，你一定要紧随皇上，
寸步不离啊。”徐达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想问个明白。刘伯温拦住说：“你莫逼我，照小弟说的行事，
日后便知。”  

不久，皇上的请帖送到每个功臣手上，没有一个不乐滋滋的，只要徐达一肚子心思，不很快活。这天，
徐达到了功臣楼上，看看这座楼阁造得十分精美，楼窗户又高又小，很是保险。没多大时辰，文武大臣
都到齐了，独缺军师刘伯温一个。徐达一下想起他临别劝告，就随手摸摸楼壁，轻轻叩丁两下，贴耳一
听，宣布“空咚，空咚”的嗡声，他心里一愣,头皮一阵发麻，全身上下起了鸡皮疙瘩，还没定下神来，
已听到“皇上驾到一一”的呼喊声，大臣们一个个下跪迎候，这时他才缓过气来，急速上前行过大礼，
紧挨着朱元璋一步不离。  

朱元璋这天特别快乐，只见他举起酒杯对大臣们说：“朕有今日，全靠诸位辅佐相助。朕特造此楼，为
众大臣庆功，今敬上一杯美酒，以表朕的一片心意。”大臣们得到皇上如此厚爱，个个快乐得五体投地
，连连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哪晓得，酒过三巡，皇上动身就要离席，徐达一看苗头不对，也顾不得与左右招呼，紧紧跟在皇上的屁
股后头。朱元璋回头一看：“咦，丞相为何离席?”  

“特来保驾。”  

“不必，不必，丞相请回。”  

徐达只得摊牌了：“皇上当真一个也不留么?”  

这则故事，又叫“火烧功臣楼”，或“火烧庆功楼”，版别不胜枚举。听说，当君臣二人出了庆功楼不
久，楼就起火了。朱元璋装模作样，指令快救火，可是火势太大了，门窗又小，一下子把整座楼吞噬了
，被邀功臣悉死于火中。原本朱元璋早安排人在楼上楼下藏满了火药。  

这则故事编造的成份太多了，明人一看就知道。我查阅了《明史》和有关史料，根本就没有这一说法，
其时的文人笔记也不见传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说？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想表达对朱元璋的嗜杀憎恨
，再是美言刘基的“锦囊妙计”。  

事实上，刘基计破了朱元璋的暗杀后，尽管告老还乡了，又有锦囊妙计，但后来还是没有躲朱元璋的杀
劫，这是后话。  

在朱元璋眼里刘基是神人，回家后朱元璋也不放心啊。当初核定处州粮税时，比宋制每亩加五合，只要
刘基老家青田不增加。朱元璋告知刘基，这是为了让乡里记住你刘伯温，世世代代把这事作为美谈。 
 



刘基回乡后，朱元璋仍与他坚持联系，不时与他通信联系。每每出现奇异天象，朱元璋必亲笔致信问询
。刘基知道朱元璋对他不放心，回到青田后，只喝酒下棋，从不言功。当地主政官员想见他，没门。 
 

一次，县令微服谒见刘基。刘基其时正在洗脚，便让侄子带进茅舍，煮饭招待。吃饭时县令亮明身份后
，刘基惊讶地动身称民，告辞离开，*终不肯再会。  

刘基回青田后，朱元璋一度召令刘基重新出山，并赏赐丰厚财物，追赠刘基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
，还多非必须晋升刘基爵位，刘基坚决推辞不受。  

召令不回，后来刘基却主动回到南京了，这儿便有故事了。  

原本，尽管归隐山林，刘基仍心系朝廷，想着巩固朱元璋的全国。其时浙江温州有个叫谈洋的当地，靠
近福建，是盐盗的老巢，方国珍作乱便是在这儿开端的。刘基恳求树立巡检司，镇守此处。刚好有逃军
逃回来，当地官员却隐藏不报，刘基命长子刘琏上奏这工作。  

谁知却开罪了时左丞掌省劲胡惟庸。胡惟庸以为刘基这是“越级上报”，便指派官吏攻击刘基，说谈洋
这个当地有“帝王气”，刘基想圈这块地，老大众不给，这才恳求树立巡检司，是想驱赶老大众。  

朱元璋*怕这什么“帝王气”，在位时曾因风水“鞭牛首”、“斩龙尾”（详见《风水三千年》一书有关
章节），大动干戈，胡惟庸摸准了这一点。*后，刘基大罪没有，小罪难逃，被朱元璋掠夺了俸禄。  

刘基为此大吃一惊，知道这事费事大了，朱元璋起疑心了，再也不敢“归隐”，赶忙收拾铺盖，入朝谢
罪，并一向滞留于京城，不敢再提回老家了。  

刘伯温风水故事  

那时分，朝中的军师是刘伯温，是个上知风云变幻，下晓地理山川，中通人世沧桑变化的神人，更是古
今出名的风水大师。他看见从西面射来的三只箭差一点射中皇上，急忙带领大军朝西头而来。李靖王射
出那三箭后，立即带兵东进，行到半路上听说皇上没有死，刘伯温却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所以悄悄退
兵回到了享堂。  

刘伯温带大军到了西头，查不出是谁射的箭，就细心察看起这儿的地势和地脉来，这西部的山中有很多
龙山、凤山，日后此地必定出真龙天子，便指令戎行把很多龙山和凤山的脉气一全部断了。到了民和三
川，刘伯温又细心察看了三川局势，只见有两条龙山、两条凤山，一条龙山从现在的甘沟乡朝西延伸，
龙头快到黄河滨上了，另一条龙山从现在的甘沟乡朝东延伸，龙头快到黄河滨上了；两条龙山各担负一
座凤山，两座凤山（现在官亭镇境内的述果胡浪，中川乡境内的木拉胡浪）已打开单翅。二山已成为二
龙戏珠、双凤朝阳的龙凤脉气，龙山、凤山上松柏郁郁苍苍，千百样的花儿怒放，好一个潜龙伏虎的风
水宝地！若是两条龙山的龙头到了黄河滨同黄河衔接，若是两座凤山打开双翅，此地就会出真龙天子，
就会改朝换代。  

刘伯温心想：幸亏我及时赶到了这儿，要是再迟几年的话，大明江山就完蛋了。他指令戎行日夜不停地
挖山斩脉，先是把两条龙的脉气全给切断了，此后，又带兵挖凤凰山的脉气。可是在挖大凤山的翅膀时
，白日挖了晚上长起来，一连挖了几个月，一向挖不断。有一天，一个挖山的战士把鞋子忘在了挖山的
工地上，晚上就去找鞋子，正当他在刨土找鞋子的时分，忽然听到地下有说话的声响：“哎呀，好险啊
，要是再连夜挖就会挖断的。”这个战士一听，慌得没有找鞋，从速跑回去告知了刘伯温，刘伯温急忙
带上戎行连夜去挖，挖到九丈九的深处时，发现了一根一抱粗的大树根，正好是这只凤凰的血脉。刘伯
温一挥剑切断树根，树根里涌出了殷红的血，鲜血一向朝黄河流去。刚刚流到河滨沙滩上时，正好有个
人走过来，一脚在沙滩上踏了个坑坑，血就流到了坑坑里，再也没有流出来。要是流到黄河里，这血脉
就又会接上，此地还会出大角色的。  



刘伯温阳宅风水断诀四、烧饼歌全文详解  

先简略介绍一下《烧饼歌》的来龙去脉。作为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关怀的当然是自己可否永保江山。他
知道刘伯温是深明数理的道中之人，自然要向刘伯温问询有关将来的工作。  

尽管说朝代更替自有定数，天机更不可轻泄，可是朱元璋毕竟是帝王，不好推托，所以刘伯温便作了一
系列似明非明的诗篇。即应了帝令，又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又不曾明言的惊世之作
。由于刘伯温面君之时正赶上太祖吃烧饼，所以称之为《烧饼歌》。  

从文风上讲，刘伯温的文学造诣是相当高深的。从《黄金策》之《总断千金赋》中咱们即可领会刘伯温
的文采之美。但预言是留给大众的，朱元璋的文化也不高，故此《烧饼歌》通篇采用的是极其通俗的语
言。  

《烧饼歌》是刘伯温与朱元璋关于明朝国运对答的一部诗篇体预言，它不仅揭示了明朝的前史开展，乃
至对明之后的前史都有预言。这些预言模糊而又指向清晰，工作没有产生时任人费尽心机，未必能得其
要领，而工作产生之后，前史与预言的若合符契又让人惊叹。  

《烧饼歌》是中国古代出名预言书，相传是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所着。君臣一问一答形成
了《烧饼歌》的内容，《烧饼歌》中的预言从明太祖朱元璋开端，一向提到清王朝被推翻今后，往往藏
头露尾，谜语一般，颇为费解。  

故事产生在大明王朝刚树立不久。出身贫穷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今后，尝遍了山珍海味，却仍旧坚持了一
种独特的口味——喜欢吃烧饼。一天，皇帝朱元璋正在宫殿内吃烧饼时，刚好内侍禀报大臣刘基觐见，
所以他赶忙宣召。  

在朱元璋树立王朝的过程中，刘伯温曾为其积极出策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封为诚心伯，深受
皇帝的信赖。这天，当他觐见朱元璋时，朱元璋忽然心血来潮，要打听一下他的身手。  

听说，朱元璋将吃了一口的烧饼用碗盖住，然后在刘伯温进来时问道：“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
物件？”只见刘伯温闭眼掐指一算，答复道：“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打开
一看，公然是被朱元璋咬了一口的烧饼。  

朱元璋见状，对刘伯温更为叹服。接着，他忽然神情严肃地命刘伯温预卜朱家全国的气数如何：“全国
之事若何？朱家全国长享否？”刘伯温赶忙答复说：“我皇万子万孙，何须问哉！”  

要知道，在古代封建王朝，为臣子的若在这类问题的答复上稍有不小心，便随时或许掉脑袋，因而刘伯
温赶忙极力阿谀皇帝。可是朱元璋并不以此为满足，由于他所关怀的并非只是是自己在世时的王朝命运
，而是朱家的全国能否连续的问题。  

怀着这种疑问，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尽管自古兴亡原有定，况全国非一人之全国，惟有德者能享之，
言之何妨，试略言之。”强令其推演一下王朝今后的命运。但因事关重大，刘伯温惊恐万分地跪下哀求
到：“泄漏天机，臣罪非轻，陛下恕臣万死，才敢冒奏。”  

所以，朱元璋便赐给他免死**，令他大胆直言。就这样，君臣二人开端一问一答，刘伯温*终吐露出一系
列预言。这些预言，被其时人记录下来，后世便称其为《烧饼歌》。  

《烧饼歌》中的预言，从明太祖朱元璋开端，一向提到清王朝被推翻今后。但由于牵扯到王朝更替这样
的大事，刘伯温不敢过于明言。不过只是过了二十多年，明朝政局的开展便帮人解读了刘伯温的预言。
  

基曰：“我朝大明，一统国际，南边终灭北方终。嫡裔太子是嫡裔，文星高拱日防西。”  



帝曰：“朕今国都筑坚守密，何防之有？”  

基曰：“臣见国都虽属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随作歌三首日：“此城御驾尽亲
征，一院山河永乐平。秃顶人来文墨苑，英豪一半尽还乡。”“北方胡虏残生命，御驾亲征得和平。失
算功臣不敢谏，旧灵讳饰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能。相送金龙复素交，灵明日月
振边远地方。”  

帝曰：“此时全国若何？”  

基曰：“全国大乱矣！”  

帝曰：“朕之全国，有谁乱者？”  

基曰：“全国饥寒有奇怪，栋梁龙德乘婴儿。禁宫阅大任横走，长大金龙和平常。老拣金精尤壮旺，相
传昆玉继龙堂。宦官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帝曰：“八千女鬼乱朕全国若何？”  

基曰：“忠良杀戮崩如山，无事水边成异潭。救得蛟龙真骨肉，不幸父子难顺当。”  

帝曰：“难道父子争国乎？”  

基曰：“非也。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至此全国未已。”  

帝曰：“何谓未已？”  

基曰：“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先山上贝衣行。公侯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难上难。卦日木下一了头，目
上一刀一戊丁。全国重文不重武，英豪豪杰总无春。戊子己丑乱如麻，处处人民不在家。偶遇饥馑草寇
发，安全镇守好桂花。”  

帝曰：“偶遭饥馑，往常小丑，全国已乎？”  

基曰：“西方贼拥乱到前，无个忠良敢谏言。喜见后代耻见日，衰颓气运早升天。月缺两二吉在中，奸
人机发走西东。黄河涉过闹金阙，奔波梅花上九重。”  

帝曰：“难道梅花山作乱乎？从今命人看守，何如？”  

基曰：“非也。迁南迁北定和平，辅佐帝王有牛星。运至六百半，梦奇有字得心惊。”  

帝曰：“有六百年之国祚，朕心足矣，尚望有半乎？”  

从摘抄的几段文字中看出，《烧饼歌》预言了明代的靖难之役、土木之变、英宗复辟、宦官之祸、李自
成起兵、崇祯自缢煤山、吴三桂出关降清等一系列重大事故。  

有些诗句指名道姓，如“八千女鬼”合成一个“魏”，指魏忠贤陷害忠良，使朝政大乱；“木下一头了
，目上一刀一戊丁”可以凑成“李自成”三字；“安全镇守好桂花”是吴三桂的“桂”字。  

有些诗句涉及皇帝的年号或诸侯王的封号，如明成祖朱棣*初封为燕王，起兵靖难，故有“燕子飞来”之
说，而“一院山河永乐平”大概是指成祖的“永乐”年号，“祖先山上贝衣行”或许是“崇祯”二字了
。  



还有些诗句暗喻时刻的结局，如“相传昆玉继龙堂”指英宗复辟，“奔波梅花上九重”指崇祯吊死在煤
山，“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恐怕是说朱姓政权到顺治皇帝时*终完结。  

《烧饼歌》的后半部分也是对话的方式，预言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前史。  

帝曰：“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乃此竞有二百余年之运耶？”  

基曰：“雨水草头真主出，赤头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总才说，须是川水页台阙。十八年间水火夺，庸
人不必水火臣。此中自己用汉人，卦分气数少三数，亲上加亲又配亲。”  

帝曰：“胡人至此用人水夺火灭，亲上加亲，难道驸马夺作乱乎？”  

基曰：“非也。胡人英豪，水火既济，安享和平，有位有势。时值升平，称为盛世，气数未灭，还有后
继。宝剑重磨又重磨，抄家灭族可奈何。宦官社稷藏邪鬼，孝悌忠奸诛戮多。李花结子正逢春，牛鸣二
八倒插丁。六十周甲多一甲，螺角倒吹也无声。点画佳人丝自分，一止当年嗣失真。泥鸡啼叫空无口，
树产灵枝枝缺魂。朝臣乞来月无光，磕头各人口迷茫。一见生中相道贺，逍遥周甲乐饥馑。”  

帝曰：“胡人到此败亡否？”  

基曰：“未也。尽管治久生乱，值此困苦，民怀异心，然气运未尽也。廿岁力士开双口，人又一心度短
长。时俺寺僧八千众，火龙渡河热难当。磕头之时头小兀，嫦娥虽有月无光。太极殿前卦对卦，添得禳
斗闹朝堂。金羊水猴饥馑岁，犬吠猪鸣泪两行。洞边去水台用水，方能复正旧朝纲。火烧鼠牛犹自可，
虎入泥窝无处藏。草头家上十口女，又抱孩儿作主张。”  

与前半部分比较，有关清代的前史在《烧饼歌》中就不如明代的前史清晰，显得比较简略，有的提法比
较隐晦，模糊不清，大致可以必定的语句基本上局限于帝王的年号，如“川水页台阙”是指“顺治”，
“庸人不必水火臣”是指“康熙”，“点画佳人丝自分，一止当年嗣失真”是指“雍正”，“朝臣乞来
月无光，磕头各人口迷茫”是指“乾隆”，“廿岁力士双开口，人又一心度短长”是指“嘉庆”，“洞
边去水台用水”是指“同治”。  

别的，有些句子提到了皇帝在位的时刻，如“卦分气数少三数”是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由于阴阳八卦
是八八六十四，而削减三就正巧是六十一；“逍遥周甲乐饥馑”指的是乾隆控制全国六十年，夸耀全国
和平，自称“十全白叟”。  

由上可以看出，《烧饼歌》中的内容确实应验了明清的几大前史事件，但奇怪的是，从未有正史提到刘
伯温曾经创作了《烧饼歌》，可是，几百年来民间一向把刘伯温看做是《烧饼歌》的唯一作者以及大预
言家。  

作为中国民间推崇的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刘伯温其人的传奇色彩极浓。尽管《明史�刘基传》看
不到刘伯温在风水预言方面业绩的记载，可是民间却流传着许多关于刘伯温的风水故事。  

明《英烈传》记载，朱元璋定都金陵便是刘伯温相的地。刘伯温在正殿基址中，设柱子立在水中，朱元
璋嫌太逼狭，将柱子移到后边，刘伯温依此断言：“如此亦好，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后来果有明
成祖朱棣在1421年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事。但刘伯温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奉献远不止于“能掐会算
”。  

刘伯温自幼聪颖反常，天赋极高。他读书目下十行，过目成诵，并且文笔精彩，非同凡响。他的老师郑
复初就曾对刘伯温祖父说：“他日此子，必光大刘氏宗族！”西蜀名士赵天泽在品评江左人物时，列刘
伯温为**，说其将来一定会成为王佐大器国家栋梁。  

刘伯温在元统元年考取进士，从此进入宦途。*初刘伯温希望为元效能，通过当官来实现志向。中进士后



，他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元帅府都事，可是他的建议往往得不到朝廷采纳，他的才能反而受
到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三次愤然辞去职务，回故乡青田归隐。  

刘伯温隐居期间，创作了出名的《郁离子》一书。当此之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元朝的控制已摇摇欲坠
，各支反元义军纷争不断各不相让。刘伯温静观全国局势，以为在众多的起义军中，以朱元璋*具真龙天
子之气。  

1360年，朱元璋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宣布约请。刘伯温通过深思熟虑决定出山辅佐。与当年诸葛亮
隆中对相似，刘伯温初度与朱相见就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大喜，从此将刘伯温视为亲信和军
师。  

刘伯温忠心耿耿地为朱元璋效能，积极出策划策。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树立大明皇朝
，改元“洪武”。刘伯温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为了表彰刘伯温的特别奉献和巨大功勋，明太祖还下诏免加刘伯温家乡青田县的租税。不久又追封刘伯
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喜郡公。洪武三年，刘伯温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受“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
上护军”称号，赐封诚心伯，食禄241石。  

至此，刘伯温自己的事业和青田刘氏宗族的开展都如日中天，达到了*光辉的鼎盛时期。  

作为一代军师和智者，刘伯温料事如神，他深知自己平常疾恶如仇，开罪了许多同僚和权贵，同时也深
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主动辞去全部职
务，告老还乡，回青田隐居起来。  

刘伯温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原本希望远离人间对错抢夺。可是，他的名声实在太大，乃至被民间大众
渲染成了一位活神仙般的人物，这就无法避免政敌的嫉妒和皇帝的猜疑。洪武六年，刘伯温的政敌胡惟
庸当了左丞相，指派他人诬告刘伯温，说他想霸占一块名叫“茗洋”的“有王气”的土地做自己的坟墓
，图谋不轨。  

早就对刘伯温放心不下的明太祖听到诬告后公然掠夺了刘伯温的封禄。刘伯温非常惊慌，所以亲自上南
京向明太祖谢罪，并留在南京不敢回来。洪武八年，有病在身的刘伯温由皇帝朱元璋所派使者护送回家
，不久在家忧愤而死，享年65岁。  

刘伯温身后，葬于青田武阳夏山。听说，刘伯温死前曾预言胡惟庸必败，届时明太祖会为自己平反昭雪
，他还特留下一封密奏给儿子，要他在日后明太祖想起自己的时分再上奏。5年后，胡惟庸公然倒台，又
10年后，刘伯温公然被平反。明太祖还赐给刘氏宗族金书铁券，特批刘氏成员可凭此免一次死罪。  

烧饼歌三首：  

“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  

秃顶人来文墨苑，英豪一半尽还乡。  

北方胡虏残生命，御驾亲征得和平；  

失算功臣不敢谏，旧灵讳饰主惊魂。  

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能；  

相送金龙复素交，灵明日月振边远地方。”  



帝曰：“此时全国若何？”  

基曰：“全国大乱矣。”  

帝曰：“朕之全国，有谁乱者？”  

基曰：  

“全国饥寒有奇怪，栋梁龙德乘婴儿；  

禁宫阔大任横走，长大金龙和平常；  

老拣金精尤壮旺，相传昆玉继龙堂；  

宦官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帝曰：“八千女鬼乱朕全国者何？”  

基曰：  

“忠良杀戮崩如山，无事水边成异潭；  

救得蛟龙真骨肉，不幸父子难顺当。”  

帝曰：“难道父子争国乎？”  

基曰：“非也！  

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  

至此全国未已。”  

帝曰：“何谓未已？”  

基曰：  

“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先山上贝衣行；  

公侯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难上难。”  

基又曰：  

“木下一了头，目上一刀一戊丁；  

全国重文不重武，英豪豪杰总无春；  

戊子已丑乱如麻，处处人民不在家；  

偶遇饥馑草寇发，安全镇守好桂花。”  

帝曰：“偶遇饥馑，往常小丑！全国已乎？”  



基曰：  

“西方贼拥乱到前，无个忠良敢谏言；  

喜见后代耻见日，衰颓气运早升天；  

月缺两二吉在中，奸人机发去西东；  

黄河涉过开金阙，奔波梅花上九重。”  

帝曰：“难道梅花山作乱乎？从今命人看守何如？”  

基曰：“非也！  

‘迁南迁北定和平，辅佐帝王有牛星；  

运至六百半，梦奇有字得心惊。’”  

帝曰：“有六百年之国祚，朕心足矣。尚望有半乎？”  

帝又曰：“天机卿难言明，何不留下锦囊一封，藏在库内。世世相传勿遗也，急时有难，则开视之。可
乎？”  

基曰：“臣亦有此意。  

‘九尺红罗三尺刀，劝君任意自游遨；  

宦官显贵不修武，惟有胡人二八狄。’  

臣封柜内，俟后开时自验！  

基又曰：  

“桂花开放好英豪，拆缺长城尽孝忠；  

周家全国有重复，摘尽李花枉劳功。  

黄牛背上鸭头绿，安享国家珍与粟；  

云盖中秋迷去路，胡人仍旧胡人毒；  

反覆历来折桂枝，水浸月宫主上立；  

禾米一木并将去，二十三人八方居。”  

帝曰：“二十三人乱朕全国？八方安居否？”  

基曰：“臣该万死，不敢隐秘，至此大明日下亡之久矣。”  

帝大惊，即问：“此人生长在何方？若何衣冠？称何国号？治全国何如？”  



基曰：  

“还是胡人二八秋，二八胡人二八忧；  

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嫦娥配土牛。”  

帝曰：“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乃此竟有二百余年之运耶？”  

基曰：  

“雨水草头真主出，赤头童子皆流血；  

倒置三元总才说，须是川水页台阙；  

十八年间水火夺，庸人不必水火臣；  

此中自己用汉人，卦分气数少三数；  

亲上加亲又配亲。”  

帝曰：“胡人至此，用人水夺火灭，亲上加亲，难道驸马作乱乎？”  

基曰：“非也！胡人英豪，水火既济，安享和平，有位有势。时值升平，称为盛世，气数未尽，还有后
继。  

‘宝剑重磨又重磨，抄家灭族可奈何；  

宦官社稷藏邪鬼，孝弟忠奸诛戮多；  

李花结子正逢春，牛鸣二八倒插丁；  

六十周甲多一甲，螺角倒吹也无声；  

点画佳人丝自分，一止当年嗣失真；  

泥鸡啼叫空无口，树产灵枝枝缺魂；  

朝臣乞来月无光，磕头各人口迷茫；  

一见生中相道贺，逍遥周甲乐饥馑。’”  

帝曰：“胡人到此败亡否？”  

基曰：“未也！尽管治久生乱，值此困苦，民怀异心，然气数未尽也。  

‘廿岁力士开双口，人又一心度短长；  

时俺寺僧八千众，火龙渡河热难当；  

磕头之时头小兀，娥虽有月无光；  



太极殿前卦对卦，添香禳斗闹朝堂；  

金羊水猴饥馑岁，犬吠猪鸣汨两行；  

洞边去水台用水，方能复正旧朝网；  

火烧鼠牛犹自可，虎入泥窝无处藏。  

草头家上十口女，又抱孩儿作主张；  

二四八旗难蔽日，辽阳怀念旧家乡；  

东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狮；  

分南分北分东西，偶逢异人在楚归；  

马行万里寻安歇，残害中女四木鸡；  

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  

黄鬼早丧赤城中，猪羊鸡犬九家空；  

饥馑灾害皆并至，一似风登民物同；  

得见金龙民心开，刀兵水火一齐来；  

文钱斗米无人要粜，父死无人兄弟抬；  

金龙绊马半乱甲，二十八星问士人；  

蓬头少女蓬头嫁，揖让新君让旧君。’”  

帝曰：“胡人至此败亡否？”  

基曰：“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  

不幸难渡雁门关，摘尽李花灭尽胡；  

黄牛山下有一洞，可投拾万八十众；  

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送；  

难恕有罪无不罪，全国算来民尽瘁。  

火风鼎，两火初兴定和平；  

火山旅，银河织女让牛星。  

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楼台尽丙丁；  

一个胡子大将军，按剑驰马察情形；  



除暴去患人多爱，永享神州金满盈。”  

帝曰：“胡人此时尚在否？”  

基曰：“胡人至此，亡之久矣。  

‘四大八方有文星，品物咸亨相同形；  

琴瑟和谐成古道，左中兴帝右中兴；  

五百年间出圣君，周流全国贤能辅。  

气运南边出将臣，圣人能化乱渊源；  

八面夷人进贡临，宫女勤针望夜月。  

乾坤有象重黄金，北方胡掳害生灵；  

更会南军诛戮行，匹马单骑安国外。  

众君揖让留三星，上元复转气运开；  

大修文武圣主裁，上下三元无倒置；  

衣冠文物一齐来，七元无错又三元；  

大开文风考对联，猴子沐盘鸡逃架。  

犬吠猪鸣和平年，文武全才一戊丁；  

流离散乱皆逃民，爱民如子亲兄弟；  

创立新君修旧京。’  

千言万语知真假，留与苍生长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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