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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翻开战国史卷，我不禁感到了一阵直抵心扉的震撼！在

那个狼烟杀戮、弱肉强食、物欲横流、尔虞我诈为主旋律的

战国时代，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信任，国与国之邻唯有领

土的争端，正义与非正义含混不清，私欲与公理价值颠倒，

世人或陷于迷茫，或随波逐流，或甘于现状，或苦思冥想，

或振臂高呼……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将军？带领着一支什么

样的队伍？依靠着什么样的意志？凭借着什么样的豪情？

远离家乡亲人，历尽千难万苦，披肝沥胆，锐意西行，来到

了这遥远的西南边陲。虽拥有着先进兵器之利，但仅凭威信

仁德，就使四野万民心悦诚服；虽携带着东方文明之火，但

毅然易冠变服，从地方之俗以和谐各民族关系；虽囿限于四

邻之围，但始终持鲲鹏之志，实现欧亚通道的复兴；虽渴望

着返乡之期，但仍然坚定地兴水利、造农田、促畜牧，恩泽

地方百姓，从而创造了不朽的高原青铜文明。 

“庄蹻入滇”，率先把中东部地区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生

产技术带到了西南疆域，加速了云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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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中南半岛农耕文明的形成。庄蹻治下稳定、和谐、平

等、包容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来自内地的楚、

越、濮等移民和方外的欧亚商贾，在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的

共同努力奋斗下，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红土

高原的 1440多个坝子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庄蹻开滇”，领先迈出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第一

步，在艰难的屯垦进程中，为中华西南疆域的形成和稳定，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延续了 500多年的滇国政权，为滇池以

西的哀牢国(今怒江流域及缅甸北部地区)、乘象国（今云南

腾冲和德宏地区）、掸国（今缅甸东北地）、阿洪姆王国（今

印度东北地区）以及澜沧王国（今老挝北部）、勐泐王国（今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兰那王国（今泰国东北部）等众多独

立或半独立地方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东南亚、南

亚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庄蹻王滇”，增进了华夏各族儿女的国家认同，树立

起各民族共同开发云南、建设云南、和谐共处、包容团结的

历史丰碑。云南一直以来就是民族种类最为繁多、文化信仰

最为丰富、经济结构最为复杂的地区，庄蹻政权严格遵从民

族习俗，平等善待各族民众，合理推进制度革新，构建起各

民族和平共处、适度融合的历史格局，有力推进了云南现代

民族的形成，使当今的云南不仅是中国最安定的地区，也是

世界上最和谐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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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蹻治滇”，重新恢复中国最古老的国际大通道——

蜀身毒道的畅通与繁荣，为建设最短“欧亚大陆桥”铺平

了道路。滇国统治时期，在云南境内形成了以“蜀身毒道”

和“进桑麋冷道”为主干的纵横两条贯穿全境的国际大通道，

建立了布局合理的城市邑集网络，构建起连接中外的国际贸

易体系，使滇池流域逐步成为欧亚货品聚散的重要交易中枢

和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政治文化次中心。 

“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是“桥头堡”战略背景下最值

得认真思考、深入挖掘和不断领悟的历史题材。作为有史记

载的“开发云南第一人”，庄蹻不仅为古滇文明的灿烂和繁

荣创造了契机，还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有

力地维护了西南边疆的和谐与繁荣，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获得了云南各族民众的普遍认可。 

时空交错，岁月轮回。在不多的历史文献中，庄蹻与这

片红土高原的故事仅是只言片语。但是，在云南各族民众的

心目中，他不仅是华夏民族入滇的宗祖，更是领导云南从蛮

荒走向文明，从贫困走向富裕，从闭塞走向繁荣的英雄。走

访云南各地，聆听着不同方言介绍庄蹻政绩时的慷慨陈词，

仰望着不同风格滇祖庙里飘出的袅袅香烟，我对于这位 2300

多年前的楚国将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不再是史记中那

个面目糊模的古人，也不再是青铜器上那个强盛滇国的主

人，在云南各族民众的记忆里，他是亲切慈祥的家人；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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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高原的青山绿水中，他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在通往欧亚的

漫漫古道上，他是渊远流长的传奇…… 

在历史的反思和追问中，平等博爱、崇尚节俭、讲求正

义、大公无私的墨家思想正成为现实社会的时代强音，思想

解放、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战国人文盛况正得

到再现，四方压制、争端不断、矛盾尖锐、冲突频发的国际

环境宛若前世今生……2000多年前的战国与现代语境下的

国家有着如此众多的异曲同工之处。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我们应该在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感悟历史的过程中，树立

起面向世界的信心和勇气，凝聚起团结奋进的斗志和力量，

在重新崛起的欧亚大通道上，共同迈出坚定而踏实的步伐。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于滇池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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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详细记载道：“始楚威王时，

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

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

服，从其俗，以长之。”并在“索隐述赞”中提出：“西南外徼，庄

蹻首通。” 

作为史料记载内地开发云南边疆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庄蹻不畏

“西部大开发”的艰险和民族融合的困难，把中东部地区先进的文化

制度和生产技术带到了西南疆域，加速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中国最古老的国际大通道——蜀身毒道的重生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为秦、汉时期云南郡县设置创造了条件，为高原的黎明带来了一片片

绚丽的朝霞。 

“庄蹻开滇”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它增进

了边疆与内地的民族感情，增进了华夏儿女的国家认同，为中华民族

的形成和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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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阳城失邑  墨家义援 

 

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率大军征伐陆浑之戎（今河南洛阳西

南），形成荆楚问鼎中原之势。其后数年，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

个较为弱小的诸侯方国，于公元前 594 年，获得除晋、齐、鲁之

外的中原各国尊崇，确立了楚庄王“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公

元前 506年，吴王阖闾派孙武和伍子胥率军攻打楚国，楚军大败几

乎覆亡，楚国的霸主地位不再。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齐、韩、赵、魏、燕、秦六大强国皆进行了

较为全面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唯有楚国固步自封未曾稍加改变。在激

烈的群雄纷争中，不思进取的楚国国事积弊日深，一方面国内各大

贵族拥地自重，王权式微，经济发展停滞；另一方面在战争侵扰和封

邑势力的双重挤压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变事件时有发生。公元

前 401 年，楚声王熊当被农民起义军所杀，儿子熊乾继位为悼王。

熊乾非楚声王嫡子，原本没有继位的机会。然而，熊乾天性不服输，

自小立志要改变楚国处处遭受周边列强欺侮与凌辱的局面，勤于学

业，体恤民生，以诚待人，所以得到声王众多重臣的认可。声王

暴毙，众子奔逃，唯为熊乾，临危不乱，独自支撑，力挽狂澜。

当时，储位空悬，民心不稳，国不可一日无君。众大臣商议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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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拥立胸怀中兴之志的熊乾即位为王。 

春秋末期，晋国王权衰弱，一些卿大夫开始各自割据地盘拥兵自

重，经过多年的相互侵蚀和吞并，最后王权旁落的晋国被韩、赵、魏

三家卿大夫所瓜分。野心勃勃的韩、赵、魏三国达成合约，共同组成

三晋联盟，以犄角之势压制着楚国的扩张。公元前 400 年，强大的

三晋联军大败楚师于乘丘（今山东巨野县西南）。三晋的意图十分

明显，就是要削弱楚国右翼，使其处于三晋的压力之下而失去向

北向东扩张的机会。公元前 391 年，三晋联军再次来袭，掠取楚

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榆关（今河南新郑地区）两处战略

要地，使楚国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国家的内政和外交都岌岌可危。 

面对发展困境，雄心勃勃的楚悼王寝食难安，急于找到一条变

革维新之路，复兴楚国的霸主地位。然而，此时的悼王身边十分缺乏

安邦理政的得力人才，加之屈、景、昭三姓宗亲贵族把持朝政，时

常违抗悼王的政令，使悼王强烈改革的意愿受到掣肘，实施改革的抱

负难以施展。为了突破旧贵族独揽朝政的保守政局，楚悼王决定张榜

招贤，引进变革雄才。 

卫国人吴起，幼年从师学儒，目睹群雄争霸，战事频繁，认

为要实现人生的抱负，必须拥有赫赫的军功，于是便弃儒习兵，

谋求发展。吴起为将谦和，善于用兵，且卧不设席，行不骑乘，

亲裹赢粮与士卒分担劳苦，吮脓疗伤关心士卒伤病，所以深得众

将士的人心。吴起先后在鲁国和魏国求得仕途，在魏为将二十六

年，曾与诸侯各国大战七十六回，全胜六十四回，平十二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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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寡兵击败强势敌军，建立了令人叹服的卓越战功。公元前 383

年，吴起的功绩招致了魏国宗室贵族的忌恨，为魏国国相公孙叔

设计谗害而被魏武侯夺去西河守将之职。见武侯对自己的疑心甚

重前途渺茫，正好听说楚悼王发出诏令广招天下之贤，于是思考

再三，58岁的吴起决定投奔楚国。 

听说名将吴起来投，楚悼王极为兴奋，急忙命人持诏书远道

前去迎接。还未见到吴起本人，悼王就与众臣商议，准备将他任

命为左徒（即楚国副国相），辅佐令尹（即楚国国相），承担楚国的

治国之责。见吴起未立寸功便要获如此丰厚的封赏，楚国宗亲屈

宜臼十分不满，要求大王安排机会与吴起辩论，看看这个出身卑

微的卫国人到底有几分治国领兵之才，尤其想通过这一论战，打

消悼王不拘一格起用平民贤士的念头，以维持旧贵族的既得利益。

以军政大略为主题，屈宜臼与吴起在悼王的主持下展开激烈论战。

屈宜臼问道：“兵为何起？”吴起答道：“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

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屈宜臼再问：

“兵以何为重？”吴起毫不犹豫接言道：“有道君主，将用其兵，

必先稳定内政，统一民心，方可考虑如何成就大事。思想不统一，

不可以出军；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阵；战略不统一，不可以进

攻；战术不统一，不可以决胜。天下参战之国，五胜者得祸，四

胜者得弊，三胜者得霸，二胜者得王，一胜者得帝。是以数胜而

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因此，夫安国利兵之道，关键在于做好

充分的战略准备，休养民生，广募良才，积累粮草，加强训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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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吴起寥寥数语，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

作用，又看到了战争所带给民众的痛苦和灾难，还提出了战略准

备的重要性。屈宜臼见战略问题吴起能轻松应对，于是转过话峰

直指国策：“楚国拥山河之固，黎民之众，物产之丰，为何还常受

列国的轻慢？为何还常常有民变纷争？”吴起答道：“昔日承桑氏

的君王，修德废武，国家虽小却始终不为他国所灭。有扈氏的君

王，恃众好勇，虽得一时之利但终究丧失了社稷。”不等屈宜臼继

续发问，吴起声色俱厉地补充道：“治国之道在于德行，而非兵器

之利、据地之险。昔日三苗氏左拥洞庭，右有彭蠡，但因德义不

修，而为禹王所灭。夏桀之居，左依河济，右恃泰华，伊阙在其

南，羊肠在其北，但因修政不仁，而被汤王流放。殷纣建国，左

靠孟门，右据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但因修政不德，

而被武王杀戮。由此观之，若君王不修德，则身边众人皆有可能

变成仇敌，更何况轻视之举和萧蔷之祸呢？”这时，悼王已从塌

上立起，走到吴起跟前说道：“善哉，吴卿数语切中要害，实乃楚

国政兴兵利之要义。望吴卿不辞，尽力担当起我楚国治国之大任，

助寡人早日实现中兴之愿。”悼王本欲立即起用良臣，然而，旧贵

族的势力太过强大，在众多旧臣的激烈反对下，悼王只好委屈吴

起先到苑郡为郡守。 

吴起明白悼王的无奈，知道必须做出政绩，才能让众人心服口

服，才能让悼王毫无顾忌地推行新政，才能让自己的变革大计得

以实施。故而来到苑郡以后，他一边参照在魏国治理西河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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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府库，加强

地方管理；另一边启动全新的改革方案，整顿吏治，重用和提拔廉

洁奉公的贤能之士，裁汰庸碌无能之辈，打击贪官污吏，凝聚民

心；再一方面，建立了合理的民屯制度，组织青壮忙时务农，闲

时参加军事训练，战时上前线打仗，极大地提升了楚军的后备力

量。经过吴起治理，苑郡面貌一新，兵精粮足，实力大增。与此

同时，吴起带领亲信将卒，微服私访，深入各地，进行细致的调

查，全面掌握了楚国的民生经济和时政弊端。经过多日的准备，

在第一手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吴起亲自执笔，草成楚国变革大略，

并令人快马加鞭，送往郢都，上呈悼王。 

公元前 382年，在宏大的楚国王宫中，悼王手持着吴起的奏章

激动不已。他围着殿堂正中的袅袅香熏一遍遍地转着圈，不时地对立

在一旁的内侍高声说道：“这条甚合寡人之意……这一策略早该为我

楚国所用……此策利国利民，兴我大楚……依此方略，强秦何

惧……”，兴奋的悼王当夜命人策马急驰苑郡，诏令吴起当即启程，

入郢面君。这日，吴起一行才刚刚到达郢都城门，便见悼王早已派人

站在门口等候，双方照面以后，吴起便跟着内侍直赴王宫内苑。听说

吴起已经在便殿等候，悼王高兴得晩膳都吃不下，急急忙忙丢开身边

的宠姬，直奔便殿与吴起相见。 

是夜，君臣二人秉烛而谈，治国强兵，税利人口，无所不言，无

所不议，直至东方鱼白，还深感意犹未尽。悼王问道：“依卿之见，

楚国革除陈弊、惠济民生，应该从何入手？”吴起详细分析道：“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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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积弊主要在于亲贵大臣拥权自重，各类贵族封邑太多。权臣自

重便不听王命，再好的政令，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不仅直

接威胁到大王的权威和信誉，而且大臣的滥权，还弱化了大王治

国和治军的法度，缺乏廉明的吏治，将导致经济的疲弱和人心的

涣散。同时，各位邑君侵占了楚国大部分的良田，他们不仅在封

地作威作福，任意征税，还相互串联，抵制国家赋税，阻止人口

流动，导致府库空虚、兵源不足、国家贫弱。”悼王叹息道：“寡人

早有同感，但一直未能寻到良策，摒弃弊端，伸张王道。依吴卿之意，

楚国该如何变法？”吴起正色回答道：“欲除病之根源，必使药石浸

入筋骨。欲解尾大难掉之势，必先剪去众多豪族之羽翼。故而依微臣

之愚见，大王若要变法，首先要将各封君治下的人口释放出来，这样

楚国才有可选之兵，也才有稼穑之民和富国之器；然后，大王要制定

政令发展经济、休养生息、建设军队，短时间内实现楚国的实力增强

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最后，大王要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有

效控制贵族势力的扩张，尽快促进国家赋税的增收，这样才能实

现王权的回归和楚国的强盛。”悼王大喜：“爱卿所言极是，楚国变

法，非卿莫属！唯今而言，头绪颇多，卿欲寡人，资以何力？”吴起

见悼王与自己已形成共识，推心置腹地继续提醒道：“大王，变法之

根本，在于撬动宗室旧臣的利益根基，在于动摇往日的权力均衡。并

非微臣危言耸听，致力变法者，轻则招致诽谤，重则可能为之丧命。

大王如此看重吴起，令吴起信心倍增，请大王放心，吴起将竭尽全力，

死而后己，绝不辜负大王的厚爱。”悼王见他如此忠心，心中深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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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字一顿地回答道：“寡人深知变法之困难和坚巨，故而将始终

坚强地站在爱卿身后，做尔等变法的坚实后盾，你我君臣共患难、同

进退，如此可好？”吴起神情激动地回答：“这正是微臣之所愿，大

王圣明，得大王之鼎力相助，新法不可不成！”这一夜的深谈，坚定

了悼王变法维新、重振楚国的信心。翌日，在多位老臣的阻止声中，

楚悼王力排众议，让人起草诏书，任用吴起为令尹，并在诏书中声称

道：“令尹之言便是寡人之言，令尹之令便是寡人之令，凡有违此诏

令者，杀不赦。” 

吴起感念悼王知遇之恩，不避政坛艰险，抛开个人荣辱，竭力开

始变法。为了重新在战火之中夺取往日的霸国地位，针对楚国兵力

羸弱的状况，吴起首先建议悼王改革军制，砥励甲兵，以争利于

天下。由于长期征战，楚国境内除了各豪族的封邑还有较为充沛

的征召人口以外，楚王能自由调动的兵源几乎已经枯竭。为此，

吴起设计的新军制度，以强迫各封邑提供兵源为主旨，打破了封

邑贵族对人口的控制，大大削弱了各贵族的实力，有效增强了悼

王的王权。招募到士兵以后，吴起又鼓动悼王通过收缴冗员俸禄、

裁减后宫支出、增加封邑奉献等模式，迅速积聚了大量经费，用

于训练军队，扩充军备，鼓励农耕。“贫兵弱民”的楚国很快强盛

起来，溃散松弛的楚军很快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见时机成熟，

吴起亲自点将领兵，统率楚军四下驰骋征战，首先征服了南方五

岭一带的百越部落，使楚国南部的领土扩展到岭南地区。随后，

又掉转军队直奔北方，打败了楚国的宿敌三晋联军，收回了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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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地陈、蔡等城邑。自此，江汉沅湘一带，华、夏、蛮、夷、

濮、越、巴等族群皆归属于荆楚治下，楚国战略经济得到有力推

进，称霸于诸侯的格局已隐隐呈现。 

公元前 382 年年底，魏、赵两国因为争夺卫国城邑失合而发生

交战。于是，魏国转而联合齐、卫两国，组成大军共同伐赵。三家联

军，合围赵国都城城垣，战况激烈，于赵国极为不利。眼见赵国存亡

岌岌可危，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求助于宿敌楚国。于是，赵王亲拟盟

约，陈述了结盟楚国的决心，派出使臣带上大量珍宝前往楚国求救。

悼王见这是打破三晋联盟，解除楚国东扩压力的好时机，立即召见

群臣商议出兵对策。大殿中众人议论嘈杂，但支持悼王出兵之议的

人并不多，谋臣中有人主张说：“大王，此乃三晋内部之事，我大楚

无需去管。此刻最好的策略便是坐山观虎斗，待四国混战，胜败可见

分晓之时，楚军再伺机而动，这样可以不耗一兵一卒，白白得些便宜。”

还有人说道：“三晋常常联合骚扰楚国之疆域，蔑视大王的威仪，如

今他们相互龃龉，又干我楚国何事？我等没必要劳民伤财去帮助那不

义的赵王！”听了这样的言论，悼王非常不悦，转过身去，默不作

声。吴起明白悼王的心意，他不屑理会众臣的畏战情绪，径直出班

奏道：“启禀大王，这可是我大楚打败魏国、解除三晋联盟、获得扩

张发展的大好良机啊！此时楚国若不出兵，魏国战胜赵国后，其军力、

国力只会更强，魏较之赵更仇视于我楚国，较之赵更毗邻我楚国，若

是让魏国侵吞了赵国国土必将对我楚国形成更强的挤压之势。如今，

我楚军的战斗力已大有长进，兵精将勇，粮草充足，微臣对于此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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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胜的把握。请大王恩准，吴起愿披甲领兵，击破魏军，瓦解三晋联

盟，树立我大楚国威。”此言正合悼王心意，他一脸喜色地走下丹陛，

将跪奏在地的吴起扶了起来说道：“准卿之奏！此役若胜，则三晋之

间必定相互牵制，我大楚东扩，将再无阻力。来人，授吴爱卿大将军

印信！”见吴起接了印信，叩首谢恩，悼王继续说道：“请爱卿择日，

速率大军拔营援赵。届时，寡人将亲率群臣，前去为大军壮行！” 

喝了出征酒的楚国大军，士气大振，浩浩荡荡地拔营起寨，奔赴

战场。兵书上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善于用兵的吴起对此更是

娴熟于心。行军途中，吴起早前派出的多个哨探，已悄悄绘回了交战

双方的地形图。这日，在大帐之中，吴起召集众将分析战局后指出：

“各位将军，从此军事图看来，我楚国大军如果直接赴赵都邯郸救援，

行军路途过于遥远，军需花费将十分沉重，而且远道而去，耗时甚多，

看那赵军的实力，不一定能撑到我楚军到达之日。权衡再三，吴起认

为此时魏军主力全在赵国，自己的国内极为空虚，我楚军不如就近攻

入魏都，即可迅速解除赵国之围，还能将魏国之土纳入我大楚的版图。

不知众将意下如何？”众将齐声回答道：“大将军此计甚好。我等悉

听将军号令！”吴起“围魏救赵”的计策迅速取得辉煌的战果，听说

家国被袭，魏军匆匆从赵国前线撤回，兵疲马惫，行至州西被以逸待

劳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四下逃散。一役得胜，楚军军心大振，借此

军威，吴起率楚军横扫中原，一时所向披靡，大军直抵黄河之滨，彻

底打破了三晋联盟，扫清了困扰楚国多年的右翼压力。 

公元前 381 年，楚军获胜的捷报传到郢都，多年如鲠在喉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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