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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章  周成王册封叔虞 

周成王，西周国王，姓姬，名诵。其父周武王死时，他尚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 

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小弟弟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

一块儿玩耍。 

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风过后，地上留下了许多梧桐叶。 

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当时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

持的)“圭”，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

—你先把这个拿去吧!” 

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圭”，跑去将此事告

知他们的叔父周公。 

当时周公仍代尚是稚龄的成王执掌国政，听了叔虞告诉自己的话，便立刻换上礼服，赶

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 

成王不解地问：“叔叔，你为什么要特地穿上礼服，赶来向我道贺呢?” 

面对周公的道贺，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成王，不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周公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发生

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那件事啊!”这才想起此事的成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

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 

不料，成王的话刚说完，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正色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

‘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

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呀!倘使你总是罔顾信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

有资格做一国的天子吗?” 

周公之言，令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成王便迅速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 

【编后语】古人说“君无戏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此。否则，长此以往，还

有谁会相信自己呢?而这个与诚信之德渐行渐远的自己，又该如何在这个由密密麻麻的人际

关系织就的人世间，觅得一席立足之地呢?不轻率许诺，并真心诚意信守自己曾经许下的每

一个承诺，正是我们的立身处世之本。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前 771)，姬姓，名宫涅。周宣王之子，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公元前 781

至前 771年在位。 

周幽王是个昏君，整天光知道吃喝玩乐，打发人到处找美女，从不过问国家大事。有个

叫褒响的大臣劝说周幽王不应该这样不理朝政，周幽王不但不听，反而把褒响打进了监狱。 

褒家的人千方百计想把褒响救出来。于是就在乡下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教会她唱

歌跳舞，把她打扮起来，献给周幽王，替褒响赎罪。这个姑娘算是褒家人，取名褒姒。 

周幽王十分宠爱褒姒，可是褒姒自从进宫以后，就没有笑过一次，整天闷闷不乐。周幽

王送各种珍奇礼物给她，想尽各种古怪的办法逗她笑，却都没有成功。 

于是周幽王在宫中悬赏：“有谁能让王妃娘娘笑一下，就赏他一千两黄金。”这时，有个

马屁精叫虢石父，为了讨好周幽王，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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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部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部落的进攻，在骊山一带造了二十多

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打过来，把守第一道关的士兵就把烽火点起来；

第二道关的士兵见到烟火，也把烽火点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点着烽火，附近的诸侯见到了，

就会发兵来救。 

虢石父对周幽王说：“大王可以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几天。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起来，

让附近的诸侯看见了都赶来，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许多兵马扑了个空，肯定会笑的。” 

周幽王拍着手说：“好极了，就这么办吧!”于是，他们上了骊山，真的把烽火点了起来。

临近的诸侯得了这个警报，赶紧带领兵马来救。没想到赶到那儿，却听到山上一阵阵欢快的

乐声和歌声，大伙儿都愣了。 

诸侯知道上了当，憋了一肚子气回去了。褒姒见此情景真的就笑了。周幽王见褒姒开了

笑脸，就赏给了虢石父一千两黄金。 

周幽王为了取得褒姒的欢心，后来干脆把王后和太子废了，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

儿子伯服为太子。原来王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联合犬戎进攻周朝的

都城镐京。 

周幽王连忙下了命令把骊山的烽火点起来，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滚滚浓烟，夜里火光通明，

可是诸侯们因为上次上了当，谁也不来理会他们，没有一个救兵到来。 

犬戎的兵一到，就把周幽王、虢石父和褒姒生的儿子伯服杀了，把褒姒也抢走了。到这

时候，诸侯们知道犬戎真的打进了镐京，这才联合起来，带着大队人马来救。 

中原诸侯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为天子于申，就是周平王。没想到诸侯一走，

犬戎又经常进犯，周朝西边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了去。于是周平王就把国都搬到了洛邑(今

河南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周。 

【编后语】为人应该诚实，不能以假象示人。否则，当自己终于表现出真实的一面时，

却再也不会有人对你付出“相信”了。那时，你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诚信”了，而会更多，

甚至包括你的身家性命。《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与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中的

《狼来了》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前 643)，姜姓，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人。 

齐襄公的弟弟，齐国国君，公元前 685至前 643年在位。 

齐襄公在当太子的时候，曾经与堂弟无知打斗，并因此结下了仇。后来，无知伺机杀死

了齐襄公，自立为齐国君。齐襄公的弟弟们惟恐受牵连，纷纷逃到别国避难。由于母亲是鲁

国国君的女儿，公子纠就躲到鲁国去了，管仲和召忽跟着辅佐他；公子小白则躲到了莒国，

鲍叔牙跟着辅佐他。 

一天，无知到雍林(齐国的一个封邑)去游玩，遭到与他有宿怨的雍林人的袭击而身亡。

事后，雍林人告诉齐国大夫们说：“无知犯上作乱，谋弑襄公后自立为国君，我们杀死了他，

请你们在诸位公子中再挑选一位，重新奉立为国君，我们绝不反对。” 

公子小白从小就与大夫高奚关系很好。无知死后，高侯等人便首先秘密通知公子小白尽

快回国继位。鲁国国君听说无知已死的消息后，也赶忙派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继位。与此同

时，又派管仲带兵在莒国至齐国的要道上设下埋伏，拦截公子小白。 

当公子小白一行人来到鲁军埋伏的地点时，管仲一箭射去，正中小白身上的衣带钩。小

白急中生智，马上倒下装死。管仲不知有诈，立即派人飞驰报捷。鲁国护送公子纠的一行人

听说公子小白已经死了，前进的速度顿时放幔了下来。哪知六天之后，公子小白早已先期赶

到齐国，被高侯等人奉立为国君了。这就是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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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抵御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当年秋天，齐军又与

鲁军在乾时(春秋时属于齐国，今山东益都)展开大战，鲁军大败而逃，齐军则乘胜追击，截

住鲁军的退路。 

这时，齐桓公写信给鲁国国君说：“子纠是我的同胞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把他

处死。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把他们交给我，我要亲自把他们剁成肉酱，方解我心头

之恨。否则，我就命令齐军围攻都城。”召忽听到这消息，立即自杀了。管仲则束手就擒。 

齐桓公确实想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大臣鲍叔牙则劝桓公说：“我三生有幸，得以

追随您左右，您也最终得以继位。您现在高居国君之位，我再也没有能力使您更加尊贵了。

您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有高俣和我就足够了。但要想在诸侯中称霸，那么就非用管仲不可。

管仲为哪个国君出谋划策，哪个国家就能强盛，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桓公这才听从

鲍叔牙的劝告，决定不杀管仲，并重用他。 

管仲与鲍叔牙是多年的至交，他深知鲍叔牙会向齐桓公推荐自己，因此才甘心作囚。管

仲被鲁军押到堂阜(今山东蒙阴西北)时，鲍叔牙立即迎上前来，为他卸去手铐脚镣。到都城

后，又马上安排他沐浴更衣，拜见桓公。第二天，齐桓公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拜管仲为大

夫，请他主持国政。 

在这之后，鲁国大将曹沫曾领军与齐军大战过三次，每次都大败而归，被齐国夺去了大

片国土。鲁庄公怕齐国乘胜进攻，就献上遂邑(今山东肥城南)求和。齐桓公接受了鲁国的请

求，与鲁庄公在柯地(今河南内黄东北)举行签约仪式。当齐桓公和鲁庄公刚刚订好盟约时，

曹沫突然冲上礼坛，用匕首逼住了齐桓公。 

齐国的将官和谋士因为怕曹沫动手杀桓公，都不敢上前，只是问曹沫：“你想干什么?”

曹沫说：“齐强鲁弱是事实，但齐国侵占鲁国领土也太多了，以至齐国边境延伸到了鲁国的

城墙下。鲁国的城墙一倒塌，就会压着齐国的领土。请你再考虑一下吧!”言下之意，是要

桓公识相一点，把侵占鲁国的土地归还给鲁国。 

齐桓公当然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丧命，于是急忙答应归还所侵占

鲁国的全部土地。此话一出口，曹沫便抛下匕首，缓步走下礼坛，回到鲁国臣子的行列中。

齐桓公恼羞成怒，脱险后就想食言背约。这时，管仲则劝他说：“不行!人家劫持您是不想和

您订立盟约，您事先却没想到，这说明您并不聪明；您面临危险，却不得不听从人家的威胁，

这说明您并不是十分勇敢；您答应了人家却又不想兑现承诺，这说明您并不讲信用。作为一

个国君，既不勇敢、又不聪明、现在又想不讲信用，失去了这三点，还会有谁服您呢?还给

鲁国的土地，却换得了诚信的美名，这比那些土地要有价值得多。”齐桓公听了，觉得有道

理，就将侵占鲁国的土地全部还给了鲁国。 

诸侯们听说齐桓公信守诺言，归还了侵占的土地。都觉得齐国值得信赖而想归附齐桓公。

两年后，诸侯都接受了齐桓公的约请，到甄地(今山东鄄城)聚会，他们心悦诚服地请齐桓公

主持大会。从此，齐桓公成为诸侯公认的霸主，开始号令天下，创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的辉煌业绩。 

【编后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国君乃一国之主，是否守信，不仅关系其个人的威望和功业，也将关系国家的形象和兴

衰。齐桓公听从管仲劝谏，信守诺言，归还了鲁国的土地，赢得了各国诸侯的信赖，这不能

不说是他成为春秋时中原第一个霸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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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封山 

晋文公(前 697—前 628)，名重耳，春秋时期晋国人。 

晋献公的儿子，晋国国君，公元前 636至前 628年在位。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 636年)春，秦军护送在外逃亡十九年的文公重耳归国即位。走到黄

河边上时，跟随重耳多年的大臣咎犯担心回国后受到疏远，便向重耳请求道：“臣跟随您奔

走多年，过错颇多。这一点臣自己非常清楚。请您准许我就此离去!”重耳安慰他说：“我在

河伯面前发誓，归国后一定与你们同甘共苦!”说完便把玉璧投进了河里。 

当时，跟随重耳归国的还有介子推等人。介子推听到了他们二人的对话，心中暗想：“其

实是上苍为公子打开了归国的道路，咎犯竟然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以此向公子邀功求禄，真

叫人感到羞耻。我怎能与这种人同朝为官！”于是，他便有了隐退之意。 

重耳回国即位后，改革朝政，施恩于民。对于跟随自己逃亡的人以及有功之人，他则根

据功劳的大小一一予以奖赏，有大功的封给采邑，有小功的授予爵位。论功行赏还没有进行

完毕，因弟弟反乱而逃奔郑国的周襄公向晋国求救，文公重耳转而忙于处理此事，由于一时

疏忽，犒赏群臣时竟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并没有因此怪罪文公重耳。他在家里对母亲说： 

“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了君主一人。惠公夷吾、怀公子圉无人依附，国内国

外都抛弃了他们。但是上苍没有断了对晋国的恩宠，必定要选择一人主持晋国，这个人非君

主莫属。君主回国即位，实际上是上苍的福佑，而那几个跟随君主的人却把功劳都归为自己，

不明明是欺骗吗?窃取别人钱财的，尚且被称为盗贼，更不用说贪天之功为已有了!在下的臣

子虚报功劳，在上的君主赏赐奸佞，我和这些人实在难以共处啊!” 

听到这儿，他母亲说道：“你跟随文公多年，也是有功之臣，自己为什么不也去要求奖

赏，自己白白走了，又去怨谁呢?”介子推则说：“明知他们是错的，自己又去效仿他们，岂

不是错上加错?何况我已口出怨言，决不再拿用他的俸禄了。” 

他母亲又问道：“既然这样了，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明一下，让他们知道真相呢?”介子

推回答说：“语言是修饰表现自身的，连自身都要归隐了，何必再去修饰表现呢?如果再去表

现一下，那就无异于希求显达了!” 

话已经说到这样，他母亲想了一下说：“你果真能这样做吗?要是真准备这样做的话，我

就和你一起避世归隐。”于是，介子推便与他母亲一同隐居了起来，至死都没有再露面。介

子推原来的随从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写了一幅字挂在宫门上。这幅字的内容是：“龙欲上天，

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人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文公重耳出宫门时，看到了这幅字，便说道：“这说的是介子推啊!我只顾考虑周襄王的

事情，忘记了给他行赏。”于是，他便派人去找介子推。这时，介子推已经离去。他又派人

四处打听介子推的去处，听说已隐居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东)山中。文公没有办法找到他，

就把环绕绵上山的土地封给了介子推，称之为“介山”，并说道：“记吾过，且旌善人。” 

【编后语】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君臣之间更要讲诚信。介于推囚不愿与某些虚报功劳

以求封赏的奸佞同朝为官，说隐居就隐居，而且至死不出，以死诠释了“信”字，其具体做

法虽未必可取，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崇敬。晋文公因忙于他事，一时疏忽忘了封赏介子推，虽

不无不妥，但他并没有忘了“同甘共苦”的诺言，在找不到介子推的情况下，“封山”、“记

过”“旌善人”，应该说这也体现了一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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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退避三舍 

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在晋献公被立为太子的时候，重耳已长大成人。晋献公即

位那年，重耳已二十一岁了。晋献公即位第十三年(公元前 664年)，因为骊姬进谗言的缘故，

重耳被派守蒲城防备秦军。 

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656年)，献公在骊姬的挑拨下杀死了太子申。重耳去看望父亲

时，骊姬又进谗言加害重耳。重耳非常害怕，没有向献公告辞就返回蒲城去了。 

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57年)，献公派宦官履鞮去杀害重耳。重耳翻墙而逃。宦官履

鞮在后面紧迫不放，赶上前去．斩下了他的衣袖。重耳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身边的一帮人投

奔他生母的故国——狄国。这一年，重耳四十三岁。 

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还是不敢回国，只得在各国之间奔走流浪。大约在晋惠公十三

年(公元前 638年)，重耳十分狼狈地离开郑国，来到了楚国。 

楚国是南方一个大国。国君楚成王意识到，以后要向北发展，就要和晋国取得谅解，搞

好关系。这引起了他对重耳的重视。 

重耳来到楚国后，楚成王用相当于诸侯的礼节接待他，重耳辞谢不敢承当。随从赵衰说：

“您流亡在外十几年，连小国都轻视您，何况大国呢?如今楚作为大国而坚持如此款待您，

您就不必谦让了。这是上天在保佑您啊!”重耳于是以相应的宾客礼节会见楚成王。 

一次，楚成王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重耳。席间，成王对重耳说道：“您如果返回故国，

当上了国君，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很恭敬地说：“美女和玉帛等物，君王您有的是；鸟

羽、牛尾、象牙、犀角等物，就产在您的土地上。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您才好。” 

成王又说：“即便如此，您总该有所表示吧，到底想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想了一下

说：“如果托君王的福，能返回晋国当上国君，倘若有朝一日晋楚失和，同您各领兵车在平

原旷野相会，我将退避三舍，以报答君王今日的盛情!”(古时候一日行三十里而宿，叫一舍。

三舍就是三天的行军路程，即九十里。) 

重耳在楚国居住了几个月后，在秦国作人质的晋国太子圉从秦国逃亡，秦穆公因此怨恨

太子圉。听说重耳在楚国，便派人来召他。楚成王说：“秦国和晋国毗邻接界，秦君又贤明，

您就好好去吧!”并备厚礼为重耳送行。 

晋惠公十五年(公元前 636年)，重耳在秦国重兵的支持下，趁着晋惠公死后晋国的混乱，

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即晋文公。这一年，重耳已经六十二岁了。 

晋文公当国君的时候，楚国的势力已经达到黄河流域，有取代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势。晋

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内部已经统一，国土也扩大了不少，国力逐渐强大。晋文公

当政之后，更是加紧发展生产，整顿吏治，训练军队，终于成了北方的一大强国。 

新兴起的晋国，只有向南发展，才能成就霸业。这就必然与北进的楚国发生冲突。于是，

两国之间的战争便不可避免了。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 632年)，晋楚两国的军队终于在曹国相遇。以实力而论，楚强晋弱。

晋文公一是为了避开楚军的锋锐，二也为了实践自己“退避三舍”的诺言，便令晋军主动从

曹(今山东定陶)退到卫国境内的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 

楚国的主将子玉是一个十分骄横的人物。晋军后退，别的将领都主张楚也撤军，子玉则

坚持不干，并命令楚军一直紧迫到城濮，靠山扎下营寨。他以十分轻蔑的口气向晋文公下了

一道战书，写道：“我愿与君王的部下在这里游戏一番。” 

晋文公派人回答道：“楚王的恩德我国国君不敢忘记，哪敢与楚军交战呢?因此才退到这

里来。既然还不肯罢休，那就请你们准备好战车，整顿好队伍，明天早上相见吧!” 

交战开始，晋军用诱敌深入、迂回抄袭的战术，打败了楚军。从此，楚国北进的打算受

挫，逐渐向南退缩。晋文公的霸业就此确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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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讲究诚信，可以“不轻诺”， 

但须重践诺。晋文公在流亡时为感谢楚成王的盛情款待，许下了“退避三舍”的诺言，

几年后，当晋楚两军相遇时，晋文公真的让自己的军队后退了。晋军的后退，从主观上说，

可能是为了避开楚军的锋锐，但在客观上，晋文公也确实实践了自己“退避三舍”的诺言。 

 

晋文公示信伐原 

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以“信”立国，赢得了百姓的信

任。在他的治理下，晋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有一年，周朝天子周襄王把原伯贯的土地改封给了晋文公。晋文公预料到原伯贯不会轻

易地交出土地，便传令下去，准备三天的粮草，进行强攻。 

原伯贯果然不愿意归顺晋国，他欺骗城里的百姓说：“晋国的军队不久前攻占了阳樊，

把那里的大人小孩都杀了。现在，阳樊城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原国的百姓信以为真，

决心死守城池，不让晋军攻进来。 

晋文公见原国的百姓不肯归服，便向城里喊话说：“我军只准备了三天的粮草，要是三

天攻城不下，我们立即撤兵，决不会伤害百姓!” 

晋军攻城两天没有攻下来。第三天晚上，晋国派往原国的间谍回来，带来了“原国准备

投降了”的消息，说原国的百姓已经知道了原伯贯的话是骗他们的。晋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

后，就劝晋文公，请他再等，等，不要马上撤退。 

晋文公则坚持撤退。他说：“我已经说过了，攻城以三天为限。如果三天攻不下，我将

信守诺言，立即撤军。你们不要再有别的想法了，就准备明天撤军吧!” 

晋军将士对晋文公的做法很不理解。有个将军又劝晋文公说：“既然原国已经准备投降，

我们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个城池了吗?主公何必多此一举呢?” 

晋文公说：“我们决不能只看到一城一池的得失。信用，是治国的法宝，也是安民的法

宝。国君讲信用，老百姓才有安全感。这次我们来收复原国，许诺是攻城三天，这是众所周

知的。哪怕我们多待半天，那也是不守信用啊!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用什么去维护百姓

呢?这样，丢失的反而更多!” 

于是，第四天一大早，晋军的将士便打点好行装，悄无声息地向后撤退了一舍(即三十

里)。 

原国的老百姓发现围城的晋军真的撤走了，一兵一卒都没有留下，无不奔走相告：“晋

文公真是讲信用啊!他宁可失去原国，也不愿失去信用，这才是我们老百姓可以信赖的君主

啊!” 

于是，百姓们拥到城楼上，将原国的旗子降下来，然后去追赶晋文公的军队，请他们回

来。原伯贯见大势已去，只得打开城门，作好投降的准备。 

原国的百姓们追了三十里，来到了晋军的驻扎地，劝说晋军回去收复原国。这时，原伯

贯派人送来的降书也到了。晋文公这才下令军队掉转方向，朝原国迸发。晋军进城时，城中

的百姓夹道欢迎，场面十分热烈。 

【编后语】晋文公以“信”立国，把信用当做治国的法宝、安民的法宝，他宁可失去原

国，也不愿失去信用，表明他是一位诚信君主。治国凭借信用，可以赢得民心；打仗凭借信

用，可以不战而胜。可见信用的威力之大，它不仅是一种美德，有时还是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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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离错判自罚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执掌司法的大臣名叫李离。在一次判案中，他错杀了一个无辜的

人，按照律例，必须处以死刑。李离依法办案，决定自罚，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百姓对法律

的信任。 

一日，晋国的王宫里，君臣们正在为李离的事争论。晋文公和几个大臣都认为：李离应

无罪释放，因为他执法公正，刚正不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晋匡如今内忧外患，正值

用人之际。李离纵然错判了他人，也罪不至死。 

但是，有一个大臣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典律不严，则民

心必乱，民不信法，也就无法做到依法治理天下。晋文公闻听此言，非常不快，决意要赦免

李离。 

令所有人不可理解的是，李离竟然一再主动要求处以死刑，他甚至不愿走出监牢，还写

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奏章，讲明道理，恳请晋文公治自己死罪。晋文公愁容满面，对此事不知

如何是好。这时，太监为他出了个主意：找丞相去说服李离。丞相到了监牢，听说李离已经

绝食三天了。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以喝酒为名，劝李离吃东西。果然，他略施小计就轻而易

举地使得李离进食了。但是，他想劝李离放弃自罚的目的却无法达到，李离像中了魔似的，

求死之心不可动摇。 

一计不成，晋文公只好自己出马了。他来到牢房，紧紧地抓住李离的手说：“本王命你

掌管司法以来，社会安定，这是晋国之幸，更是百姓之幸。你责任重大，出点小错在所难免，

何必要像处置下级官员一样自罚?” 

李离感谢晋文公对自己的厚爱，诚恳地说：“国家之典律，理应共同遵守，‘王子犯法与

庶民同罪’，身居司法高职，又怎么能知法违法?我意已决，还是请大王发落吧!”晋文公无

言以对，只好作罢。 

无奈之下，晋文公只好顺从了李离的意愿。正当他犹疑地要下令的时候，宫门外聚集了

许多的民众为李离请愿。人们振臂疾呼：“李大人清正廉洁，大王不可杀他!”“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晋文公出来，把自己的无奈说给百姓们听。请愿队伍中的一个人想出了办法：让李离错

判的受害人的妻子出面，恳请李离不要自罚。晋文公有些为难：“人家刚死了丈夫，怎么愿

意做这种事呢?” 

这时，却见一女子拨开众人，走上前来说道：“我愿意随同前去!”此人正是受害人的妻

子钟氏。 

钟氏随同有关人等到牢房去见李离。李离一见钟氏，立即跪倒在地。钟氏劝慰李离：“人

死不能复生，您又何必过分自责?大人是国家栋梁，只要大人为民众请命，夫君的在天之灵

也一定会原谅大人的!”李离却说：“我李离知法又怎能违法?您还是回去吧!” 

钟氏告诉李离：“全城百姓都跪在门外，等待大人走出监牢。”李离听了此话，犹豫了一

下，走了出去。他看到，宫门前确实跪满了民众，强烈的阳光照射在广场上，人们的头上都

冒出了汗水。 

晋文公看见李离走了出来，心中暗自高兴，嘴里却嘟囔道：“哎呀，你不还是出来了?

看来寡人的面子还不如一个村妇啊!” 

李离并没有听到晋文公的话，他只是赶忙向百姓们说道：“各位乡亲，快快请起!快快请

起!”但是大家却一动也不动，其中还有一人高声说道：“李大人如果不答应放弃自罚，我们

就跪地不起!” 

见此情景，李离答应了大家，他说：“我扪心自问并无大功，却得到大家如此厚爱，备

感不安。然而法是国家之纲纪，百姓之所庇，一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违法，则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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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何以服人?” 

说着，李离迅速从一侍卫腰间拔出宝剑，架在自己脖子上：“我深受大王之恩，更感谢

各位乡亲之情，然我无以为报。既然大王不肯批复，我惟有自刎以儆效尤!”话停剑举，李

离即时倒下。晋文公抚尸悲泣，民众失声痛哭。 

【编后语】李离说得好：“法是国家之纲纪，百姓之所庇，一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执法违法，则法何以信，何以服人?”治理国家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则民心必乱；民不信法，也就无法做到依法治

理天下。李离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这既是“诚”，也是“信”。 

 

董狐书法不隐 

董狐，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 

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位在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这就是晋灵公。他在位时，不但搜刮民财，

乱收赋税，还时常站在城楼上，用弹弓射街上来往的行人取乐。有一次，厨师为他炖熊掌没

炖烂，他竟然一怒之下把厨师给杀了。 

晋国的一位大臣赵盾，看到晋灵公这样残忍昏庸，眼看着晋国就要毁在他的手里，就劝

说他。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在心里算计着一定要杀掉赵盾，除掉这个让他不高兴的人。 

一天，晋灵公请赵盾喝酒。吃饭的时候，早已埋伏好的十几个士兵突然冲上来把赵盾包

围起来，要杀害他。幸亏赵盾武艺高强，又有个他曾经周济过的人的帮助，才逃了出来。 

后来，赵盾的一个族弟找了个机会把晋灵公杀了，为赵盾报了仇。并且立了新的国君，

重新把在外避难的赵盾接回来，官复原职。 

那时候，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臣下杀君主是不忠不义的表现。无论如何谁也不想

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赵盾就想看一看，史官是如何记录这件事的。 

一天下午，赵盾来到当时负责编写晋国国史的太史官董狐那里。他看了记录那段历史的

竹简后，很生气地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不在朝中，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你这样乱

写，诬蔑朝廷命官，是要杀头的!” 

董狐不慌不忙地说：“您是正卿，逃亡却不出国境，回朝之后又不讨伐国家的乱臣。说

您不是这件事的主谋，谁会相信呢?” 

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还是说：“还是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最重要的就是诚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

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代人的欺骗。我的职责就是记录真实的历史，让我为了个人私利改写

史书，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丢掉脑袋对于我而言是件小事，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

节操可是大事了。” 

赵盾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被他这种诚实的品德打动了，没再说什么就走了，并且以后也

不曾为难董狐。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董狐是古代的优秀史官，他的书法不隐瞒真情；赵盾是个贤

能的大夫，他为了尊重国家的法度而身背恶名。可惜啊，逃亡时出了国境就可以避免了。” 

【编后语】诚信即诚实守信，首要的一点就是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自欺，不欺人。

“作为一个史官，最重要的就是诚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

后代人的欺骗。” 

董狐说得好，做得也好，他宁愿丢掉脑袋也决不愿丢掉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令人

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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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程婴义救赵氏孤儿 

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曾因骊姬陷害太子的变乱而流亡十九年。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

跟随着他、与他同甘共苦的有五位贤士，赵衰就是其中之一。后来重耳能够回国即位并称霸，

大多是得力于赵衰的谋划。 

赵衰跟随重耳流亡到翟地时，曾娶过一个女子，并生有一子。回到晋国后，他的原配夫

人坚决要求他迎回这个女子，并且把她所生的儿子赵盾作为嫡子，自己所生的三个／匕子都

居下位来侍奉他。 

晋襄公六年(公元前 622年)，赵衰死了，谥号为成季。 

赵盾继承成季执掌国政。两年后，晋襄公死了。太子夷皋即位，这就是晋灵公。 

灵公在位十四年，任性骄纵，昏庸无道。赵盾经常好言相劝，灵公不但不听，而且记恨

于他，以致派刺客去刺杀他。刺客看到赵盾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不忍心

动手，遂自刎而死。灵公闻听此事后更加恼怒。 

有一次吃熊掌，因为炖得不够烂，灵公就杀了掌管膳食的宰夫，叫人把尸体抬出去丢掉。

这件事不巧被赵盾看到了，灵公因此心里不安，于是就在宫中埋伏士兵杀害赵盾。 

赵盾向来对人宽厚仁慈，曾经把食物送给饿倒在桑树下的人吃。这一次他遭到大难，正

是这个知恩图报的人掩护和救助了他，使他得以逃了出来。 

赵盾有个本家兄弟叫赵穿，是一员武将。他得知此等变故后怒不可遏，就闯进宫中与晋

灵公讲理。因为话不投机，一失手就将晋灵公杀了。 

晋灵公被杀后，晋襄公的弟弟黑臀继位，这就是晋成公。赵盾当时还没有逃出国境，知

道成公已即位就又回来执掌国政。到晋景公的时候，赵盾死了，谥号为官孟。 

晋景公三年(公元前 597年)，大夫屠岸贾执掌了国家大权。他十分嫉妒深得民心的赵盾

一家，便谋划着要诛讨赵氏。屠岸贾原先曾得到灵公的宠爱，到了景公的时候，当了司寇掌

管刑狱。他想要作乱，就声称要惩治弑杀灵公的逆贼，从而牵扯到赵盾。他通告各位将领说：

“赵盾即使不知情，也还是叛逆的头子。做臣子的弑杀了国君，子孙却在朝廷做官，怎么能

惩戒罪恶的人呢?请大家诛讨他们!” 

正卿韩厥等人坚决反对屠岸贾这样做。韩厥说：“灵公遭贼弑害时，赵盾在外，我们的

先君成公认为他没有罪，所以不诛杀他。假如各位要杀他的后代，就不合乎先君的意思了。

如今要胡乱诛杀，胡乱诛杀就叫作乱!做臣子的有重大事情不向国君报告，就是不把国君放

在眼里!” 

但是，屠岸贾根本不听韩厥的。没有办法，韩厥只好叫赵盾的儿子赵朔赶紧逃难，可赵

朔不愿意逃。他说：“我死而无憾，但一定不要让我们赵氏的香火断了！” 

屠岸贾带兵围攻赵氏于下宫，把赵盾的儿子赵朔和他的本家亲人，不分男女老少，来了

个满门抄斩。在混乱中，只有赵朔家的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掩护着赵朔的妻子逃了出来。 

赵朔的妻子庄姬是晋国的公主、成公的姐姐。它逃出后就躲进了宫中。见此情景，屠岸

贾也不好再去追究，只是向晋景公说：“庄姬已经怀有身孕，腹中有赵家的骨血。如不斩草

除根，日后将会酿成大祸!” 

没过多久，庄姬生下了一个男孩。屠岸贾听到消息后，就到宫里去搜。庄姬把孩子藏在

裤裆里，祷告说：“如果赵氏宗族应该灭绝的话，那么你就哭叫；如果不该灭绝，你就别出

声。”等到屠岸贾来搜时，婴儿真的没有出声。 

这次脱险之后，为使孩子避免再遭毒手，庄姬偷偷将程婴和公孙杵臼叫进宫来，泪流满

面地说：“您两位都是有名的义士，夫君在世时十分敬重你们。现在夫君残遭横祸，就只有

这个遗腹子是赵家惟一的根苗了。求你们把他带出宫去，抚养成人，取名赵武，保存下赵家

的这点血脉吧!拜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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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婴和公孙杵臼立即跪下发誓说：“苍天在上，不管千难万难，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克

服困难，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决不会辜负赵家的重托!”说完，他们就抱起赵武离开

了宫里。 

程婴和公孙杵臼出宫不久，就听说庄姬已在宫里自缢身亡了。屠岸贾找不到她生下的孩

子，就派兵守住城门，在城里挨家挨户地搜查，并四处张贴布告，说如果有人报告赵氏孤儿

的确切信息，就奖赏黄金千两；如果有人胆敢知情不报，就处以死刑。 

这些日子，程婴和公孙杵臼整天抱着小赵武东躲西藏，既要给孩子找奶水，又怕孩子啼

哭，走漏了风声，更怕孩子有个七病八疼，真是苦不堪言。 

一天，公孙杵臼对程婴说：“咱们每天这么东躲西藏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想个万全之

策才好。”程婴说：“还有什么万全之策可想呢?反正咱们都对天发了誓，不管千辛万苦，总

是要把小赵武抚养大的。” 

公孙杵臼说：“千辛万苦我是不怕。就怕这孩子迟早会被屠岸贾发现，还怕孩子经不住

这样天天折腾，有个三长两短。”程婴说：“这我也想到了。可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公孙杵臼问道：“保护和抚养孤儿，让他日后能成就事业，与死相比，这两件事

哪件容易哪件难呢?”程婴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死容易，抚养孤儿难啊!” 

公孙杵臼这时说道：“既然是这样，那咱俩就分个工。我挑一件容易的事办，让我先死；

赵氏先君对你有恩，你就办那件难办的事吧!” 

于是，他们二人想方设法又找了另外一个婴儿(一说是程婴刚出世的儿子)，给他包上华

丽的襁褓，藏到了山里。然后，程婴出来，故意对屠岸贾手下的将军们说：“程婴无能，无

法抚养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在什么地方。” 

将军们听了很高兴，就答应了他，并派兵跟随程婴去抓公孙杵臼和赵氏孤儿。公孙杵臼

假装怨恨地骂道：“程婴，小人呀!当初，你我共谋藏匿和抚养赵氏孤儿，如今你却出卖了我!

你怎么这样狠心呀?你不是人啊!” 

骂完了，公孙杵臼抱着婴儿大呼道：“苍天哪苍天!赵氏孤儿有什么罪过呀?请让他活下

来，只杀了我好啦!”将军们哪里肯依，不由分说，上去夺下婴儿摔死在地上，并杀了公孙

杵臼。 

此事在晋国很快传开了。人们都赞扬公孙杵臼品德高尚；责骂程婴背主负友，是个不仁

不义的小人。程婴背负着骂名，受尽了委屈，抱着小赵武，默默地离开了都城。而屠岸贾也

以为大患已除，赵氏已绝，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 

程婴抱着小赵武离开都城后，来到了一座山中。他在那里盖了间草屋，自己又当爹又当

娘，含辛茹苦地抚养赵氏孤儿。当赵武稍稍懂事后，程婴就教他读书识字，演习武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五年过去了。一次，晋景公患了重病，请人占卜。占卜

的人说，有一个大家族，因为断了香火，所以它的神灵在作祟。景公便宣来韩厥询问。 

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活着，但却故意说道：“晋国断绝香火的大家族只有赵氏，卜辞说

的是赵氏吧?”接着，他便历数了赵氏的历史和功德： 

“赵氏历史悠久。赵氏的先世，和嬴秦同一个始祖。自从仲衍以来，子孙都姓嬴。仲衍

人面鸟嘴，辅佐殷代太戊帝，他的子孙辅佐周天子，都立下了功德。直到周幽王、周厉王荒

淫无道，叔带才离开周王，来到晋国，侍奉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他们代代都建立了功勋，

从未断绝过祭祀。而现在，在您执政的时候，偏偏灭绝了赵氏宗族。全国的百姓都为赵氏家

族感到悲哀……” 

景公遂问道：“赵氏现在还有后世子孙吗?”韩厥于是把实情和盘托出。景公便和韩厥商

议扶立赵氏孤儿，并把他召来，先藏在宫中。将军们入宫问候景公病情的时候，景公就让韩

厥安排士兵，胁迫将军们拜见赵氏孤儿。将军们迫不得已，只好说：“下宫事变，是屠岸贾

干的，是他假传圣旨，命令群臣。否则，我们怎么敢那样做!要不是国君身体欠安，不便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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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我们早就想求国君扶立赵氏的后代。如今国君有令，这正合我们的心愿啊!” 

于是，景公又召来赵氏孤儿赵武，还有程婴，来拜谢各位将军。之后，将军们与程婴和

赵武一道拿下了屠岸贾，灭了他，的家族。景公重新把赵氏的封地赐给了赵武，并要对保护

赵氏孤儿的程婴大加封赏。 

五年之后，赵武二十岁了，已经成年了。程婴就辞别各位大夫，对赵武说：“以前下宫

事变时，很多人都已经殉难。我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我之所以活下来，是为了扶立赵氏的后

代。如今，你已长大成人，延续了赵氏的香火，恢复了赵氏过去的爵位，我也该到九泉之下

向你的祖先和公孙杵臼报告这个好消息去了!” 

赵武闻听此言，痛哭流涕，叩头请求程婴留下，并说：“我愿意以我的一生来报答您的

恩德，难道您忍心丢下我去死吗?”程婴说：“我非走不可!公孙杵臼认为我能够办成大事，

完成抚养孤儿的重任，故情愿重义轻生，先我而去。如今，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如果我不去

汇报，他会以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现在必须去会见他了!”说着，他拔刀自刎

而死。 

晋国上下，听说此事的人，无不十分感动。国君还下令把程婴和公孙杵臼两人安葬在一

起，号为“二义冢”。赵武也为程婴和公孙杵臼服了三年丧礼，并要求子孙世世代代不能忘

记这两位义士信友。如今，在赵氏祠堂的旁边，还专门设有祭奠程婴和公孙杵臼的牌位呢。 

【编后语】答应了人家的事，就要尽心竭力去做，这是“诚信”的应有之义。春秋时晋

国开国重臣赵衰的后代惨遭横祸，庄姬托孤与程婴和公孙杵臼，求其为赵家保存下惟一的血

脉，两位发誓一定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此，公孙杵臼丧了性命，程婴背负着骂名，受尽

了委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真是守信的义士啊! 

 

季札挂剑践诺言 

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君寿梦膝下有四个儿子。在吴王的这四个儿子中，以小儿子季札最

为聪明。因此，吴王从心里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 

但吴王没有料到的是，季札在获悉此事后，坚决不肯接受。他对吴王说：“父王，您还

是把王位传给大哥吧!您与其让我继承王位，还不如让我为吴国四处拜访邻国，这样，对吴

国可能会更有益。”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吴王听了季札的话，不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吧!那么，

我现在就赐予你一把代表吴国的宝剑，让你代表吴国出访吧!” 

这样，季札就遵照父王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他第一站来到徐国，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

款待。两人意气相投，谈古论今，十分投机，遂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于是，季札就在徐

国多待了几天。 

一天，季札与徐王正在促膝长谈。说话间，季札忽然发现徐王有点分神，他的视线总是

时不时地落在自己身上佩带的宝剑上，眼神中透出几许欣赏、几许羡慕。 

几天后，季札要离开徐国赶赴下一站，徐王设宴为季札送行。宴席上不但有美酒佳肴，

而且还有优雅动听的音乐，这一切令季札十分陶醉。酒喝到兴处，季札起身，抽出佩剑，一

边唱歌一边舞剑，以助酒兴，也表示对徐王盛情款待的感谢。季札的这把佩剑不是一般的剑，

剑鞘精美大方，上面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着上等宝石，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精

致。剑锋犀利，是用上好的钢制成的，看起来寒光闪闪，令人不寒而栗，挥舞起来更是银光

万道，威力无穷。徐王禁不住连声称赞：“好剑!好剑!” 

季札看得出徐王非常喜欢这把宝剑，便想将这把剑送给徐王以作纪念。可是，这是出使

前父王赐给他的，是他作为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他到各诸侯国去必须带着它，才能被接待。

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把剑送给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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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君子不夺人之爱。”徐王心里明白季札的难处，尽管十分喜欢这把宝剑，却始

终没有说出，以免让季札为难。季札也知道徐王是谦谦君子，是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这样一来，季札也就更喜欢这位朋友了。 

临分手的时候，徐王又送给季札许多礼物作为纪念，季札对徐王的体谅非常感激，于是

在心里许下诺言：等我出使列国归来，一定要将这把宝剑送给徐王。 

几个月后，季札完成使命，踏上归途。一到徐国，他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直接去拜见徐

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徐王已于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徐王的墓前，三行大礼之后，对着徐王的墓说：“徐王，自从上

次分别后，我一直盼着与您重逢。我知道您喜欢这把宝剑，每天我都把这把宝剑精心地擦拭

一遍，想着再见面时亲手交给您。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不想您已经走了。我来晚了……”

说着，从身上取下宝剑，双手敬到墓前，然后又郑重地把剑挂到了墓前的松树上。 

跟在一旁的随从见到这种情形，都劝解道：“算了，徐王已经不在人世了，您把宝剑挂

在这里他也看不到了，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再者说，您当时也没有说要送他宝剑啊!” 

季札忍着泪，神情严肃地说：“在离开徐国之前，我嘴上虽然没有说，但已经在心里许

下诺言，等我出访结束后，要将这把宝剑送给徐王。君子要讲信义。如今，徐王虽然去世了，

但我仍然要践行自己的诺言。” 

大家默默地站在徐王的墓前，看着那把凝结着友谊和诚信的宝剑，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编后语】季札出访徐国，与徐王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徐王喜欢季札的宝剑，季札

在心里许下诺言：出使列国归来后将宝剑送给徐王。季札出访归来，欲赠宝剑，不想徐王已

去，遂到墓前祭奠，挂剑以赠，此举看似迂腐，实不尽然。窃以为，“诚”贵在于心，“信”

贵在于行；口头说出的是承诺，心里默许的也是承诺；兑现说出的诺言是守信，践行默许的

承诺更是守信。 

 

齐太史冒死直书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负责写历史的官员)据实

写道：“崔杼杀了国君。” 

崔杼看了之后很生气，命令太史改掉；太史认为这是事实，坚持不改，崔杼就把他杀了。 

太史被杀后，他的两个弟弟接替他做了史官。他们仍然坚持这样写，崔杼就又把他们杀

了。 

太史的那两个弟弟被杀后，他的最后一个弟弟又接任史官，还是坚持那样写，不按崔杼

的意见改。 

当时有个人叫南史氏，听说史官相继被杀，就带上笔墨来到齐国的史馆，准备在崔杼杀

了太史的最后一个弟弟之后，接替他们继续写下去。 

崔杼见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杀了。 

【编后语】史书主要是写给后人看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作为史官，必须

坚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修史者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秉笔直书，不虚美，不

隐恶，也就是要“诚”，要实事求是，只有修史者的“诚”，才能赢得后人“信”。齐太史不

畏权势，冒死直书，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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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整军 

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姓田，名穰苴。官拜大司马，深通兵法。辑有《司马穰苴

兵法》。 

齐景公的时候，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同时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

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十分忧虑，寝食难安。 

一天，大夫晏婴悄悄来到齐景公跟前，向他推荐了田穰苴，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氏门

中偏室所生，但是他这个人，文能令人信服，武能威慑敌人，希望大王能试试他的才干。” 

于是，齐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论军事，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就任命他做大将，领

兵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军队。 

田穰苴说：“为臣本来低贱，大王从平民中把我选拔出来、放在大夫之上，土兵们不能

向我靠拢，百姓们不能对我信任，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能有大王所宠信的大

臣、国家所尊重的人物，担任监军的职务，这样才行。” 

齐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决定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 

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便到庄府拜会了庄贾，并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

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 

与此同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这个祝庄

贾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个说大王选您当监军，齐军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说得

庄贾飘飘然，很是得意。 

庄贾向来骄横，这次，他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自己现在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有把

田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手下人提醒他，

他仍不以为然。 

到了正午，太阳格外耀眼。军营的广场上军旗飘扬，几个方阵的士兵排列整齐，整装待

发。田穰苴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站在高台上向大营外眺望，仍不见庄贾的人影，

就叫副将派人去请监军大人，自己独自到军营内指挥操练，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但见庄府里，众人酒喝得正酣。庄贾满脸通红地招呼着他的那些朋友；那些朋友的胡言

乱语笑得庄贾前仰后合。正在兴头上，门丁来报，说正午已过，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

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并嘲讽说：“小平头当将军，总把鸡毛当令箭，时间就那么重

要吗?时间到了又怎么样?” 

下午的齐军大营广场上，操练完毕的将士们，依然排列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

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下去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

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一帮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乱作一团。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

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

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这当儿，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

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从马车上来，晃晃悠悠进了军营大门。田穰苴疾步上前，指责庄贾为

何不按约定的时间来军营。庄贾却像没有什么事似的，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送行，陪他

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

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拿

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国家危在旦

夕，百姓生灵涂炭，大王也寝食难安。就这几个时辰，我们又丢了一座城池。在这种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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