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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归赵

和氏璧为赵惠文王得到的事情被秦昭王知道了。秦昭王

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赵王请

来大将廉颇及众大臣商议。大臣们担心，和氏璧送给秦国而

得不到十五座城，拒绝秦国的要求，又担心秦国兵强马壮，

起兵伐赵。讨论许久，仍拿不出决定性意见。

这时宦官缪贤推荐他的门客蔺相如参加讨论。蔺相如听

了众大臣的担忧，说：“如把璧送给秦国，秦国不给赵国城

池，那么理亏在秦，如拒绝送璧给秦，是理亏在赵。应该答

应秦的要求。”

赵王问：“我们得不到城池怎么办？”

蔺相如说：“可以派使臣给秦国送和氏璧，秦国如不交

割城池，我们可以把璧完整无缺地归还赵国 （城不入，臣请

完璧归赵）。”

赵王问：“派谁出使呢？”

蔺相如说：“如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愿意走一趟。”

赵王于是任命蔺相如为使臣，到秦国送璧。秦王在章台

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把和氏璧交给秦王。秦王拿给他的左右

美人传看，美人高兴得大呼 “秦王万岁”

蔺相如见秦王没有交割城池的意思，便说：“这块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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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毛病，我指给你们看。”秦王把玉交还蔺相如，蔺相如接

过玉，身靠在柱子上，疾言厉色地说： “我把玉送给大王，

大王却传给美人，这是侮辱我，我看大王没有交付城池的打

算。你如用强硬手段我可以把璧毁掉，然后撞死，你什么也

得不到。”

秦王害怕蔺相如真的把玉毁掉，便让人拿出地图，作出

真要交付城池的样子。蔺相如知道秦王是在演戏，便说：

“这样的珍宝送给秦国，应该有个隆重的交接仪式，请大王

斋戒五天，请九卿列席，准备好了，我会把玉送来。”秦王

迫于形势，勉强同意。

到了交接的日子，秦王做好一切准备，召来蔺相如

献玉。

蔺相如却说：“和氏璧已让我派人送回赵国，大王如有

诚意，把十五座城先交付赵国，赵国一定守信，送来和氏

璧，你如要杀我，我愿意跳汤锅。”

秦王觉得既然得不到宝玉，杀人也毫无意义，于是礼貌

地按外交礼仪接待蔺相如。蔺相如回到赵国。秦国不给赵国

城池，赵国也不给秦国宝玉，此事不了之。

【篇后一语】　　蔺相如以过人的胆略和智慧，维护了

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挫败了秦昭王的阴谋，给人们留下了令

人景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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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株待兔

中外历史上 “官”和 “爵”是有很大区别的。“爵”只

标明身份、等级，毫不反映具体工作性质，而 “官”则不

同，它直接反映它的职责范围和权限。例如，汉丞相武乡

侯，丞相是官名，武乡侯就是爵位；丞相的职责是总揽全

局、进退百官，如仅是武乡侯而没有职务，则只享受侯爵的

工资，而没有任何责任和权力。再如，王安石是宰相，封荆

国公，后来免去宰相职务，只剩下荆国公的头衔，也立刻变

得无职无权，有爵位的人都是贵族，当官而不封爵却仍不算

贵族。这情形目前在欧洲国家如英国、挪威等还继续存在。

此外，爵位可以世袭，即父子相传，而官职则不可私相授

受，非官方任命不可。所以在小说中，常有穷贵族，而少见

穷官员。

这种官爵分别使用人才的办法，是战国思想家韩非首先

提出来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君主多半采用传统用人方式，那

就是给立有军功的封官。例如廉颇，因军功卓著，官拜上卿

（宰相），事实是，有军功的人未必能治国；能治国的人未必

有军功，于是产生了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的弊端。让韩

非更气愤的是，各国君主对这种弊端熟视无睹，照样按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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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人，一点不知变通。有鉴于此，韩非主张，让有才能的

人作官，给有功劳的人封爵。

你如有本事，那么让你作官管事，谁若立了功，立即给

高工薪，高的政治待遇。如此一来，各得其所，皆大喜欢，

天下太平。

为了形象地唤起君主的用人观念，韩非说了个故事：

从前有个宋国人，到地里侍弄庄稼，干活觉得劳累，放

下锄头，坐在树下休息。正在这时，田野上飞奔过来一只野

兔，它跑得太快了，来不及躲避，一头撞到树上，当时，就

折断了脖子，死了。

宋国人毫不费力，得一只野兔。从此他天天坐在树下，

静候野兔撞死。一直到他饿死，也没有发现第二只野兔

撞树。

韩非讲完故事指出，有的国君就像守株待兔的宋国人一

样，抱残守缺，不知变通，结果不说都十分清楚。

【篇后一语】　这则成语故事，现在看有两个意义：第

一，不能把偶然发生的事情当作必然出现的情况；此外，提

醒人们不要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否则会像宋国人那样，

在渺茫的期待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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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

作诗对于唐朝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

只存在好不好的问题；因为诗，作为一种文体，是科举考试

的必考科目。整个唐朝的二百九十七年当中，朝代是诗的朝

代，国家是诗的国家。在那样一个诗人云集，诗作璨若繁星

的年代，能够以诗令人称许，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晚唐诗人赵嘏 （ｇǔ，音古，又读作ｊｉǎ），写了一首七言

律诗，名为 《长安秋望》，诗中有这样两句：

残星几点雁横塞；

长笛一声人倚楼。

据说，这两句很为大诗人杜牧所激赏。诗句确乎很美，

十四个字把长安初秋的晨景写得历历如画。诗人登楼远眺，

但见晨星寥寥，大雁横空远逝，笛声悠悠入耳，循声而望，

依稀看到远处楼头，有人横笛吹奏。赵嘏因这首诗而海内闻

名，人们把他叫赵倚楼。

赵嘏的诗写得很好，但他不肯轻易动笔，以至喜欢他诗

作的人常常觉得遗憾。有一次，喜欢赵嘏诗作的人聚在一起

饮酒谈诗，不知不觉，话题集中到怎样想办法让赵嘏主动写

诗的方面来。有人说：“我们可请他题个扇面，或者画一幅

山水、人物画，请他题咏，不至于被拒绝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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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反对说：“你不了解赵嘏的性格，他从来不给

任何人题画。这个办法不通。”

有人说：“我们请他喝酒赏花，然后分韵作诗，不作诗

就罚酒，模仿晋朝的名士，在金谷园饮酒赋诗一样，既风

雅、又有趣。我想，能引动他的诗兴。”

有人说：“办法不坏，可惜在座诸公与赵嘏都没那么深

的交情。”

后来这些人听说赵嘏到余杭游玩，依赵嘏的性格推断，

一定会到灵岩寺观赏前人遗墨。他们选了一个诗才不错的

人，先到灵岩寺，找个风光清幽，水出深谷，竹掩僧堂的所

在留下两句诗，赵嘏若看到全诗不曾完篇，意兴不尽，肯定

会续作。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赵嘏游到题诗处，觉得残句可惜，

信笔续完两句，之后继续云游去了。 “抛砖引玉”的成语，

就是由此概括而来。

【篇后一语】　 “抛砖引玉”是种自谦的说法，习惯上，

人们常把自己的发言、文章比喻为砖头，而把别人的言论称

赞为宝玉，意思是用不成熟的思想引起高质量的看法。

两袖清风

景泰蓝瓷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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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质地白细，欺霜凌雪，图案精绝，巧夺天工而受人钟

爱。这种瓷产生于明代宗朱祁钰的时代，代宗的年号景泰，

因之以命名。

朱祁钰成为皇帝，完全出于偶然因素，１４４９年，英宗

皇帝亲征瓦剌，临行前命朱祁钰监国 （代表皇帝处理朝政）。

英宗统率的明军与瓦剌族军队在土木堡 （今河北怀来县境

内）相遇，明军大败，英宗被俘，朝臣一致拥位朱祁钰继皇

帝位，改正统十五年为景泰元年。瓦剌俘获明朝皇帝，以为

奇货可居，挟持英宗直扑首都北京。景泰帝任命兵部侍郎

（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于谦兼任城防司令，负责守护京师。

被瓦剌人挟持的英宗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让于谦放弃守

卫，开城投降。于谦拒不执行这种危害民族利益的命令，坚

决固守城池，使京师人民避免了一场灾难。于谦因守城有

功，晋升为兵部尚书 （国防部长）。

于谦在没有调京任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地方官，

由知府直作到巡抚。他任巡抚时，对各州、府、县的官员要

求严格，坚决禁止受贿、贪赃。于谦要求地方官遵守的法

纪，他率先垂范。为表明心志，他写了一首 《咏石灰》的七

言绝句。全诗是：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顾，

留得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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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朴素无华，全无修饰，直抒肝胆，今天读起来仍觉

得正气勃发，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一种逼迫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陋习，

那就是每到岁首年终，或地方官调京任职，都必须带点地方

特产给有关上级送礼。开始出于礼节和自愿，后来简直成了

不成文的规矩。

于谦在巡抚任内调为兵部侍郎时，就不理睬这种陋规，

连蘑菇和线香之类的小物件都不带。有的人劝他带一些送

礼，于谦写一首七言绝句来回答：

绢帕蘑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两袖清风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篇后一语】　两袖清风就是比喻作官清廉。古人的衣

袖宽大，俱有衣袋的功能，衣袋里一文不名，只有清风，试

想，廉洁得何等可敬可爱。

优孟衣冠

楚庄王的宰相虞丘听说国内大贤士孙叔敖很有才干，人

品高洁，立即向庄王极力推荐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孙叔敖在

宰相任内兴利除弊，令行禁止，百姓安居乐业，楚国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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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次被任命为宰相，三次被免职；得到任命时他不觉意

外，他知道自己很称职，被免职时也不气愤，他清楚，那不

是自己的罪过。孙叔敖作宰相奉行三条原则：职务越高，对

人越礼貌，权力越大，越小心谨慎，收入越多，越保持清

廉，所以楚国上下对他都分外敬重爱戴。他为楚国的兴盛鞠

躬尽瘁，身体日渐衰弱，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嘱咐儿

子，说：“我虽然当了多年宰相，但并没积蓄多少钱，你如

果困难得不能维持生活，可以找我的朋友优孟。他为人仗

义、聪明多智，别看他是个演员，一定会帮你解脱困境。”

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靠打柴为生，维持他母子的温饱

都困难，他想起父亲的临终嘱咐，便找到优孟，诉说家庭的

贫困。优孟听了很吃惊，说：“听说孙相国十分清廉，可没

想到会穷成这样子，好吧，你先回去，我会让楚王帮助

你的。”

优孟是楚庄王宫里的伶人 （演员），以讲故事，说笑话

为业，由于他口才出色，反应机敏，很得庄王喜欢。孙叔敖

的儿子走后，优孟赶制一套孙叔敖平时穿着的衣服、帽子，

模仿孙叔敖的言谈笑貌，练习了几天，他觉得满意了，但还

不太放心，便打扮成孙叔敖的样子，来到孙叔敖家。他一进

门，把孙叔敖的儿子吓了一跳，以为父亲复活了。假孙叔敖

说：“我是优孟，你静等好消息吧，”说完，告辞回家。

不久，楚庄王过生日，文武群臣都来祝寿，优孟扮成孙

叔敖的样子也来送礼。楚庄王见了误以为孙权敖复生，又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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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喜说：“你快来作我的相国吧。”

优孟说：“请大王让我回家商议一下，三天后答复你。”

三天后，优孟对庄王说： “家里不同意我给您当相国，

他们说 ‘楚国的宰相当不得，孙叔敖当了那么多年宰相，死

后，连他儿子都活不了。’”

楚庄王听了优孟的话，深深为孙叔敖的清贫廉洁而感

动，下令赏一笔钱给孙叔敖的儿子。

【篇后一语】　这句成语的原意是称赞优孟的模仿技巧

和演员才干十分高超；现在则用来讽刺仿效他人风格而形似

神不似的作法。只模仿形式的作法不足取。有时作为谦词，

表示自己学习不够到家。

退避三舍

晋国公子重耳放弃了回国执政的良机，引起列国国君的

敬重，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的接待。有段时间，重耳住在楚

国，国君楚成王对重耳的人品格外钦佩，完全按着国君的规

格接待他，常常亲自陪同饮酒闲聊。

一次宴席上，楚成王问重耳：“我待你情深谊重，将来

公子作了国君，怎样报答我呢？”

重耳想了想说：“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作了国君，万一

晋楚交兵，我令晋军首先后退九十里 （退避三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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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十里），作为报答。”

重耳的话被一同饮酒的楚国大将子玉听到了。他觉得重

耳其人心胸宽阔，有英雄气度，将来一旦回到晋国会对楚国

构成威胁，便找个机会劝楚成王杀了重耳，免去后患。楚成

主说：“现在各国都招揽英雄，我们却把贤名著称于四海的

人给杀了，谁还敢为我效力！何况，无缘无故地承担害贤的

恶名也太不明智了。”

十九年以后，秦国帮助重耳返回晋国作了国君，就是春

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文公流亡在外，饱受颠沛之苦，对百

姓的生活疾苦十分了解，即位以后励精图治，一度衰弱的国

势很快强大起来。

当时楚国的兵力也很雄厚，经常出兵攻打别国，开疆拓

土。公元前６３３年，楚国组成陈、蔡、郑、许等国联军，攻

打宋国，联军长驱直入，很快逼进宋国都城商丘，宋国见联

军声势浩大，急忙派人向晋国求救。晋文公点起晋军先攻下

楚国的盟国曹国和卫国，然后挥兵楚国。

楚国的领兵大将子玉非常骄傲，指挥楚军气势汹汹地扑

向晋军。晋文公见楚军赶来迎战，立即下令，后退九十里

（三舍）。晋军将领不同意未等交锋，先行退却的战术。晋文

公说：“行军打仗必须理直气壮，方能制胜。我们后退，楚

军就输了理，然后再反击，士兵心中生气，作战一定勇猛，

何愁战争不胜。”

楚军将领子玉把晋军主动退却误认为是怯战，指挥楚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