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物

秦始皇（公元前２５９—前２１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
的开国皇帝。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１３岁即王
位，３９岁称帝。在位时平嫪毐的叛乱，免除吕不韦的
相职，灭六国。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
制，实行“车同轨”，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
篆，颁行全国。

吕不韦（？—前２３５年）中国战国末期秦相，濮阳
人。大商人，在赵国邯郸经商时，结识了在赵作人质
的秦公子异人，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生涯，著有《吕氏
春秋》，权倾一时，后被贬，饮鸠自杀。

李斯（公元前２８４年—前２０８年）中国秦代政治
家。秦王政的出谋策划之人，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
帝业。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又参与建章立制。后为赵高所忌，于



秦二世二年被杀。
李牧（？—前２２９年）中国战国末年赵国名将。赵

孝成王时，长期驻守赵北部边境防备匈奴。灭襜褴，
破东胡，降林胡，赵王迁二年，李牧被任为大将军，多
次大败秦军，后秦用计使赵王听信谗言，逼李牧自尽，

５个月后，赵都邯郸即为秦军所破。
蒙恬（？—前２１０）秦代大将。祖居齐国，抵抗匈

奴，修筑北起九原 ，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秦朝北方
漫长的防御线。匈奴慑于蒙恬兵威，不敢进犯。三十
七年，胡亥继位，蒙恬为权奸赵高诬陷，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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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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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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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初朝　咸阳游说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兵吞六国，完成了统一中

国的大业，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

大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秦帝国是疆域最大、人口

最多、社会最先进的国家。影响所及，北过大漠，南

抵南越，东到日本，西至西域。在这万里纵横辽阔的

大地上，古代各族人民被聚集起来，成为秦王朝的臣

民，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

的国家。

周孝王时，秦朝的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而受封

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赐姓嬴，实际上是一个附庸

小国。数传至秦襄公时，适值周末危机，秦襄公率兵

力救周幽王，后来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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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从此位列诸侯之中。秦襄公和他的儿子秦文公

进行了历时两代的战争，终于打败了犬戎，占据了以

岐丰为中心的渭水流域，为后来的称霸西戎奠定了

基础。

秦孝公时，励精图治，开始变法，公孙鞅因此而

由魏入秦。在秦孝公商鞅变法期间，秦兵多次击败

魏军，收复失地，魏国被迫交出过去侵占的河西部分

土地。

秦孝公死后，秦国相继的国王是惠王、武王、昭

王以及孝文王和庄襄王。这一期间，正是秦国国势

蒸蒸日上、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大片的兼并六国

领土的时期。其中，尤其以秦昭王在位期间的成就

最大。

战国时期，主要是秦、赵、魏、韩、楚、燕、齐七个

大国相互征伐兼并的历史时期，这七个国家被称为

“战国七雄”。秦昭襄王是秦国的霸君。他在位期

间，秦国兼并的领土已经大于其他六国的总和，在七

雄的争斗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当时诸侯在秦国的攻

势面前，为了能保存下来，往往联合起来，互相支援，

共同抗击秦的进攻，这在当时叫做“合纵”。秦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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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六国的合纵，分离他们相互间的支援联合，则采

取“连横”策略，即与某一国建立盟约，停止战争，而

攻取别国。为了让连横之国放心或相信，秦王则把

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派到那个国家去做人质。秦始皇

之父公子异人就是在秦实施的这个策略下，被派到

赵国做质子的。时间大约是在秦昭襄王四十年至四

十二年之间。

大约就在阏与之战之后一二年间，秦昭襄王先

是将其次子安国君派到赵国去做质子。然而安国君

在赵做质子时间不长，因为秦昭襄王在魏做质子的

太子于秦昭襄王四十年（前２６７年）死在魏国，秦需

更立储君，按次序安国君当为太子。于是就把公子

异人即秦始皇之父派往赵国，去替换安国君回秦，以

子替父去做质子了。

作为人质，在本国虽然贵为王子、王孙，可是到

了异国之后，命运便不得而知：假如派出国一旦违

约，人质便立刻“身为粪土”，惨遭厄运。当秦昭襄王

做出派异人到赵国充当人质的决定后，异人没有选

择的余地，必须在限期内备驾前往。看来异人只得

是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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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２６５年，在由咸阳通往邯郸的漫长旅途

之中，异人独自坐在车中，心情忧郁，沉默无语，无心

欣赏一路上车帘外的春光和美景。异人心里清楚，

秦军虽然失利于邯郸城下，然而迟早会再次派大军

进攻赵国。到那个时刻，自己只能客死他乡，难以回

到秦国。思前想后，异人感到来日归国的希望十分

渺茫。

无论异人是如何感到旅途的漫长，可是车轮毕

竟是驶向东方。一天下午，异人的车队进入邯郸城

中。城中的市民百姓闻知秦王派来的人质来到赵

国，无不欢呼雀跃，前来围观。市民百姓们深知：两

年前如果是秦军攻入邯郸，有谁能保全住性命，活至

今日？然而，秦兵败走了，今日遣派人质前来，又怎

能不令市民欢呼。

照理公子异人是秦太子的儿子，他到赵国做质

子应该是有份量的。但由于他并不是安国君的宠

子，在安国君的二十几个儿子当中排行居中，其母夏

姬又不受安国君宠爱，所以他在秦国并不为人看重。

因而当他做质子到赵国后，也就指望不上秦国内当

权的人能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照。况且由于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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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专讲兼并攻取，挟诈不守信义，各国都吃过秦

国的大亏，对秦怀有戒心，因而对秦派来的质子也都

不抱有好感，当然也不会给予特别理会或特殊照顾

了。

本来秦对赵是比较小心用事，不敢轻易用兵的。

但是偏偏在公子异人到赵做质子时，赵惠文王死，赵

孝成王新立，其母赵太后主事。秦国认为有机可乘

了，也不管在赵的质子会怎样，就趁赵丧君太后主事

之机，于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发兵攻赵，夺取了三座

城池。逼得赵太后在触龙的劝说下，把自己最疼爱

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争取到齐国发兵

支援，秦才停止了对赵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质子的公子异人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仅要忍受赵人

对秦的愤怒情绪，而且还由于没有内援，财用缺乏，

生活困窘，甚至连日常供给都不充裕。使得这位秦

国少年公子郁郁寡欢，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

继承王位是难得指望，能不能回到秦国也由不得他。

只好在别人的冷漠相待下，默默地煎熬时日。

就在异人最不得意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有人

瞄上他，在打他的主意。这个人就是阳翟大贾吕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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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吕不韦原是魏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后

来到韩国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是韩国

有名的大商人。此人经商有道，但不以经商致富为

满足。他在致富之后，所羡慕崇拜的人物是春秋末

年的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弟子，不仅在经商

上发了大财，而且在政治上交结王侯，当上了鲁、卫

两国的宰相，在春秋末的政治风云中大展奇才，即所

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

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

鲁、卫，家累千金。

吕不韦这次是由阳翟（今河南禹县）前来邯郸，

在街头见到了秦国的王孙异人。异人深知自己是一

个“落难王孙”，他讨厌邯郸市民的欢呼雀跃，又对自

己的境地无可奈何，其神态可想而知。见到这种情

况，吕不韦颇有感慨，动了几分哀怜之心。转念间，

深通“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商之道的吕不韦，猛然

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难道面前这位落难王孙，

就永远不会有困龙得水飞黄腾达之日么？莫非说自

己成为当年的子贡，或许会系在这位王孙的命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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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想到这里，“此奇货可居”的心声不禁脱口而

出。

吕不韦在街头见到异人之后，径直来到客栈歇

息。在邯郸，他连日来打听有关异人以及有关太子

楚、华阳夫人的一些情况，把此次来邯郸的商务使命

完全置于脑后了。以经商为跳板步入仕途，是吕不

韦的最大宿愿。现在落难王孙既然触动了他的神经

中枢，便无心思再去盘算发财，当机立断地从邯郸启

程回国了。

在从邯郸到阳翟的路上，吕不韦兴奋异常：年老

的秦昭襄王、疾病缠身的安国君太子柱、深深受太子

柱宠幸的华阳夫人、太子柱的二十多个儿子以及异

人生母夏姬的不受宠幸、华阳夫人的无子、太子柱对

儿子子亻奚的某种偏爱，……这一切，在吕不韦的脑海

一幕幕地闪过，不停地盘旋。吕不韦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回到了家门。这时，他对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已

理出头绪，胸有成竹，踌躇满志。

吕不韦很孝敬自己的父亲。当他兴致冲冲地入

堂拜见家父时，未等父亲首先开口，他便向前请教

说：“耕田种地，可获利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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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父亲答道。

“贩卖珠宝玉器呢？”

“可获利百倍。”父亲又答。

“那么，扶立君主而安定国家，可获利几倍？”

“无数。”父亲在回答后，心中不禁对儿子所提出

的问题感到有些奇怪。

吕不韦没有注意到父亲脸上显现出的疑惑神

情。他太兴奋了，便接下去说道：“今日天下的农夫，

尽力耕田，仍然得不到暖衣饱食；而扶立国君，安定

国家，却可以恩泽被及后世……”

说到这里，吕不韦才抬头望见父亲疑惑的神色，

便赶忙向父亲解释说：“孩儿这次去邯郸，在街头看

到了秦国派去的人质……”

“什么人质？”父亲打断了儿子的话头。

“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就是秦昭襄王的王孙

异人啊。街上围观的人可多了，孩儿见王孙怪可怜

的，可是谁知他日后能不能贵不可言？……”

接着，吕不韦便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太子柱、

华阳夫人、王孙异人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父亲作

了简要的说明。说完后，吕不韦仰望父亲，只见父亲



９　　　　

秦
始
皇

不动声色地缓慢说道：“我年老了，还能陪伴你们几

天？你已经年过三十，家中的事，今后就不必问我

了，你好自为之吧。”

有道是“知子者莫如父”。老人对儿子是满意

的，这主要不在于儿子的经商致富，而是对儿子的胸

怀大志。老人对儿子即将从事的活动是赞成的，但

是像“立君定国”这样的大事，不比经商，这次赔钱，

下次可以赚回来，而政治圈里的惊涛骇浪，翻船后如

何死里逃生？见儿子兴致冲冲的样子，老人既不愿

表示赞成，也不想泼冷水，所担心的是儿子毕竟年壮

气盛，万一在什么地方有所不慎。所以，父亲也只好

如此这般地表态了。

吕不韦拿定主意，决定在异人身上投资，与异人

相结交，去干建国立君的大事情。

主意拿定后，吕不韦就前去拜见公子异人，对异

人说道：“我能使公子的门第高大起来。”

身为人质处境困窘的异人，这时心情抑郁，对面

前突然出现的这个吕不韦，说出能使自己高贵起来

的话，不免心受刺激，随口抢白一句说：“你且去高大

你自家的门第吧！然后再来高大我的门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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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拿我开什么玩笑。

吕不韦并不介意异人的抢白，坦诚地对异人说：

“公子有所不知，我的门第要靠你的门第高大而高

大。”———意思是我得借助于你才能提高门第。

异人是个聪明之人，吕不韦的话正中异人的下

怀，落难之中，何日不盼望着光大门庭？只要自己能

够光大门庭，效力者当然应沾享富贵。异人见吕不

韦气度不凡，出语惊人，便立即改变态度，热情地请

客人入内室安坐，优礼有加。二人越谈越投机，以至

于推心置腹。

吕不韦向异人指出：“现在秦王很老了，保不住

哪天就没了。你父亲安国君已经得立为太子。据说

太子最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却没有亲生儿子。

你兄弟共二十多人，其中子亻奚年长，是最有继承资格

的，又有前相杜仓辅佐。而你在兄弟中排行居中，不

大受人重视，又长年在外做人质，不能在父亲跟前。

一旦秦王死去，安国君即位为王，那时你就没有可能

同长子子亻奚及在你父亲身边的那些公子们争继承人

之位了。

吕不韦这一番话说到了异人的隐痛处，异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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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像你说的这样，可有什么办法呢？”

吕不韦接下说道：“能够确立嫡嗣的，只有华阳

夫人。但你客居在此，又贫困，没有向华阳夫人及父

亲安国君奉献的财物和与宾客交往的财力。我吕不

韦虽然不富，愿意用千金之财为公子西去秦国游说，

使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公子为嫡嗣。”

异人听完，对吕不韦这样倾心结交，感激涕零，

当即向吕不韦顿首许诺说：“如果你说的计划能够实

现，我将和你共享秦国。”

于是吕不韦拿出家财，以五百金送给异人，供他

广交宾客使用，又用五百金购置奇物珍宝，随身带往

秦国活动去了。

吕不韦到秦国后，走的是裙带关系之路。先是

拜访华阳夫人的兄弟阳泉君，又去说动华阳夫人的

姐姐。通过他们把带去的珍宝奇物献与华阳夫人，

并把异人如何贤明智慧，结交的宾客遍天下，等等好

言传送到华阳夫人耳中。又利用夫人的溺爱心理，

说异人是如何地像对待天那样地对待华阳夫人，是

如何地想念和挂怀着父亲与华阳夫人，以至于日夜

哭泣。在吕不韦的说动下，华阳夫人在她的姐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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