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逍遥“神仙”——肖纂 

 

   肖綦，祖籍林州，生于东汉末年，是嵩岳道士吕惠通的

传法弟子，对吴人魏伯阳的《参同契·丹药》和太平道的《太

平清领经》颇有研究。在天平山修炼时，和曹操曹丕父子相

交甚厚。 

   肖綦出身林州望族，从小受家庭熏陶，文学功底深厚，

更善吹箫。钟皓任林虑长时，刻意培育了林州一批英才，肖

綦是其中的佼饺者。经钟皓介绍，肖綦与朝野名士多有接触，

最乐于交往的是“八顾”中的郭泰。郭泰认为：“真正的明

哲，应见机而作，处浊世而怨祸不至及身。”肖綦面对汉末

的社会现实，深然此说，虽被举为茂才，却绝意仕进，远离

官场既不做官，叉不依附起义的张角，而是隐居林州太行山

天平山肖街村和苍龙洞，独善其身，很少在社会上出头露面。

以后虽然帮助曹操成功奇袭丁并州（太原）的高干，但屡避

曹丕的一再纠缠，被后世称为活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