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策 
 

 

 

袁堂欣 谢志强 主编 

 

 

 

 

 

 

 

 

 

 

 

华艺出版社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远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本丛书只

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介绍。我们约请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

业研究者，每一篇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有多年的积累，他们努力使这些文字

深入浅出而严谨准确。与此同时，我们给一些文字选配了图片，使读者形成更

加直观的印象。无论您是什么学历，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无论您从事的是什么

职业，只要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您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您想要的。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着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是中华

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增强哲学思考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修身处事的智慧和经验；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位

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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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原文】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

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

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①，与秦，不若归②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

鼎，厚宝也。愿大王图③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

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

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

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

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

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

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

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甄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

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

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

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④，

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

乃止。 

【注释】 

①画计：盘算。 

②归：通“馈”。 

③图：认真考虑。 

④数来者：指上面所列的情况。 

【译文】 

秦国发兵进攻东周，向东周君索要九鼎，周君为此忧心忡忡，就把这件事

告诉了颜率。颜率说：“君王不必忧虑，可由臣往东去齐国借兵求救。”颜率

到了齐国，对齐王说：“如今秦王暴虐无道，想要兴兵周君，还索要九鼎。我

东周君臣一致认为：与其把九鼎送给秦国，实在不如送给贵国。如果您能挽救

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美名传扬，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如果能得到九鼎

就是得到了国之珍宝。但愿大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齐王非常高兴，立刻派遣

五万大军，任命陈臣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秦兵果然撤退。 

当齐王准备向周君要九鼎时，周君又为之忧心忡忡。颜率说：“大王不必

担心，请让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颜率来到齐国，对齐王说：“这回我东周

仰赖贵国的义举，才使我君臣父子得以平安无事，因此心甘情愿把九鼎献给大

王，但是却不知贵国要借哪条道路把九鼎从东周运回到齐国?”齐王说：“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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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借道梁国。”颜率说：“不可以借道梁国，因为梁国君臣很早就想得到九

鼎，他们在晖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

必然很难再出来。”于是齐王又说：“那么寡人准备借道楚国。”颜率回答说：

“不行，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叶庭谋划了很长时间。假如九

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齐王说：“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

运到齐国呢?”颜率说：“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九鼎，并不

是像醋瓶酱罐，可以揣在怀中或提在手上就能拿到齐国，也不像群鸟聚集、乌

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一下子就能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殷纣王

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大约动用了九万人，九鼎就是九九共八十一万

人。此外，预备器械用具的人数也要与八十一万人不相上下。如今大王即使有

这么多人力和物力，又能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

忧。”齐王说：“你屡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颜率

说：“臣怎敢欺骗贵国呢，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们听候贵国

的命令。”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 

秦攻宜阳 

【原文】 

秦攻宜阳，周君谓赵累曰：“子以为何如?”对曰：“宜阳必拔也。”君曰：

“宜阳城方八里，材士①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

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对曰：“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

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攻宜阳，宜阳不拔，秦王耻

之。臣故曰拔。”君曰：“子为寡人谋，且奈何?”对曰：“君谓景翠曰：‘公

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背秦援宜阳。

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公中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

宝。”秦拔宜阳，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②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

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注释】 

①材士：勇武之士。 

②效：献出。 

【译文】 

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城，周王对赵累说：“你预测一下事情的结果会怎样?”

赵累回答说：“宜阳必定会被秦国攻破。”周王说：“宜阳纵横八里，有英勇

善战的士兵十万，粮食可以支撑好几年；在宜阳附近有韩国国相公仲的军队二

十万，附近还有楚国大将景翠率领的兵士，依山扎寨，相机援救宣阳，秦国一

定不会成功的。”赵累回答说：“攻打宜阳的秦将甘茂是寄居秦国的人，如果

攻打宜阳有功，就成了秦国的周公旦；如果不成功，就将在秦国站不住脚。秦

王不听群臣父兄们的意见，执意要进攻宜阳，如宜阳攻不下来，秦王会以此为

耻。所以我说宜阳一定能攻下来。”周王说：“那么你替我考虑一下，我们应

当怎么办?”赵累回答说：“请君王对楚将景翠说：‘你的爵位已经是执圭，你

的官职已经是柱国，就是打了胜仗，官爵也不可能再升了；如果不取胜，就必

遭死罪。不如等秦国攻下宜阳后再出兵，秦国害怕你要乘秦军疲惫去袭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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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会拿出宝物送给你，韩国国相公仲也会因为你乘虚攻打秦国而敬慕你，

他也一定会把宝物送给你。’” 

秦军攻陷宜阳以后，楚将景翠听取周王意见发兵攻秦。秦国大为恐惧，赶

紧把煮枣这个地方献给景翠。韩国果然也拿出重宝酬谢景翠。景翠不但得到了

秦国的煮枣城，又得到了韩国的财宝，又有恩于东周。 

东周欲为稻 

【原文】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①，东周患②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

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

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③其所种。下水，

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④。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

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注释】 

①下水：从河流上游往下游放水。 

②患：忧虑。 

③病：破坏。 

④复夺之：指再停水进行破坏。 

【译文】 

东周想种水稻，西周不放水，东周为此而忧虑，苏子就对东周君说：“请

让我去西周说服他们放水，可以吗?”于是去拜见西周君，说：“您的主意打错

了!如果不放水，反而使东周有了致富的机会。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麦子，没有

种其他东西。您如果想坑害他们，不如突然一下子给他们放水，去破坏他们的

庄稼。放下了水，东周一定又改种水稻；种上水稻就再给他们停水。如果这样，

那么就可以使东周的百姓完全依赖于西周而听命于您了。”西周君说：“好。”

于是就放水。苏子得到了两国赏金。 

周文君免士工师藉 

【原文】 

周文君免士工师藉，相吕仓，国人不说①也。君有闵闵之心②。 

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③。宋君夺民时以为

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④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

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

之美也。故众庶成疆，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 

【注释】 

①说：通“悦”。 



4 

 

②闵闵之心：形容忧虑。 

③上：君王。 

④释：放弃。 

【译文】 

周文君免除了工师藉的职务，而任用吕仓为相国，东周民众都表示不满。

周文君为此感到很忧虑。 

维护吕仓的人对周文君说：“国家的事必然是有人毁谤也有人赞美，忠臣

把毁谤都加在自己身上，而把赞美都归于君主。宋国的君主强占百姓耕作时间

建造自己的游乐台，而遭到人民强烈的非议。没有忠臣来替他掩饰过错，后来，

子罕辞去相位而改任司空，人民就非议子罕，而赞美宋君。在齐恒公的宫中，

一共开设有七个市场和七百个歌姬，齐国人都斥责他，于是管仲就故意在自己

家筑台，并命名为“三归台”，为桓公掩饰过错，难道这是自己有意伤害民心

吗?《春秋》一书记载臣子杀死君主的事可以百数计算，他们都是很受赞誉的大

臣。由此可见，重臣享有盛名，并非国家之福。所以常言道，‘众多成强，增

高成山’。”周文君这才没有免去吕仓相国的职位。 

温人之周 

【原文】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①，诗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

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日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注释】 

①诗：指《诗经》。 

【译文】 

魏国温城有一个人去东周，东周人不接纳他，并且问他说：“你是外地人

吗?”温人回答说：“我是本地人。”可是东周人问他的住处，他却毫无所知，

于是官吏就把他拘留起来。这时东周君派人来问：“你既然不是东周人，却又

说自己不是客人，这是为什么呢?”温人回答说：“我小时候读《诗经》，书中

有一段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今东周王既

然君临天下，那么我就是天子的臣民，又怎么能说我是外地人呢?所以我才说是

本地人。”东周君听了，便让官吏把这个人释放了。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原文】 

杜赫欲重①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

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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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②，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

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

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注释】 

①重：重视。 

②际：边缘地方。 

【译文】 

杜赫想让东周重用景翠，就对东周君说：“您的国家很小，倾尽您的珍宝

来侍奉诸侯也不够用，所以不能不仔细考虑一下。比如张网捕鸟，把网设在没

有鸟的地方，永远也不会捕到鸟；把网设在鸟多的地方，容易使鸟惊觉，只有

把网设在有鸟而鸟不多的边缘地方，才会捕到很多鸟。如今您把钱花在声名显

赫的人身上，可这些人却瞧不起您；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吧，您对这些人指望

不了什么，无所企求、又浪费钱财。君王只有把钱花在暂时穷困潦倒，将来一

定成大器的人身上，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昌他亡西周 

【原文】 

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①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

且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且使人操金与书，间②遗昌他书曰：

“告昌他，事可成，勉③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

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侯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 

【注释】 

①输：告诉。 

②间：暗中。 

③勉：努力、尽量。 

【译文】 

昌他叛逃出西周，去了东周。把西周的国家机密全部泄露给了东周，东周

十分高兴。西周君愤怒万丈，冯且说：“我有办法杀掉昌他。”西周君给冯且

三十斤黄金。冯且叫人拿着黄金和一封信，暗中送给昌他。信上写道：“告诉

昌他：如果事情可以办成，你就尽量努力办成；如果办不成就赶快逃回来，时

间长了事情可能会败露，你就会自身难保。”同时，冯且又派人告诉东周边境

的东周探子说：“今晚有奸细要入境。”东周探子果然捕到送信人，搜出书信

献给东周君，东周君立刻将昌他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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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 

【原文】 

薛公以①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籍兵乞食②于西周。韩庆为

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

又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夫本

末更盛，虚实有时，窃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阴合③于秦而君无攻，又无籍

兵乞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张韩、魏，

所以进兵者，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秦王出楚王以为和，君令弊邑以此

忠秦，秦得无破，而以楚之东国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齐，齐得东国

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

“善。”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而使不籍兵乞食于西周。 

【注释】 

①以：利用。 

②籍兵乞食：这里指借兵借粮。 

③阴合：暗中交结。 

【译文】 

薛公利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国、魏国攻打楚国，然后又与韩国、魏国攻打

秦国，因而向西周借兵借粮。韩庆替西周对薛公说：“你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

国、魏国攻打楚国，用了九年时间才攻下宛城、叶城以北的地方，来加强韩国

和魏国，现在又攻打秦国来进一步加强他们。韩、魏两国南面不用担心楚国，

西面没有秦国的威胁，那么他们的疆域不断扩大，而且地位更加重要，那么齐

国的地位必将会受到轻视。事情的本末、虚实不是永恒的，而是交替变化的，

我暗暗地为你感到不安。你不如让西周暗中和秦国结交，而且你既不攻打秦国，

又不借兵借粮。你临近函谷关而不进攻，让一国把你的真实意图告诉秦王说：

‘薛公之所以要攻破秦国以加强韩、魏两国，是因为想要大王迫使楚国把靠近

齐国的东面土地割让给齐国。’秦王放回楚王，两国和好，你让西周用这种办

法施惠于秦，秦国让楚国割让东面的土地给齐国，而免于被齐、韩、魏三国所

进攻，秦国一定愿意这样做。楚王能够脱身，也一定会感激齐国，而把东面的

土地割让给齐国。齐国得到这块土地就会更加强大，你在薛地的封邑也就世代

没有灾祸了。秦国的力量并没有削弱，他在韩、赵、魏三国的西面，三国一定

会接重齐国。”薛公说：“好。”于是派韩庆前往秦国，又取消了联合韩、魏

攻打秦国的打算，也不想向西周借兵借粮了。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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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①周，以其

重秦客。游腾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由，遗②之大钟，载以广车③，因随入

以兵，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

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由戒之，故

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

亡国，而忧大王。”楚王乃悦。 

【注释】 

①让：严词责难。 

②遗：赠送。 

③广车：用于通车的宽广的路。 

【译文】 

秦国派樗里疾率领 100 辆马车去访问西周，西周君用相应数量的士卒举行

盛大的仪式出城欢迎，非常重视和尊敬樗里疾。楚王知道以后大为愤怒，严词

责难周君不该这样重视秦国使者。周臣游腾就对楚王解释说：“以前智伯要讨

伐由时，先赠送给他一口大钟，由为了能用大车运这口大钟，就特别修了一条

宽广的道路。但智伯却也乘机从这条道路进兵攻击由，由于是被灭了，这主要

是因为由没有防备的缘故。齐桓公攻打蔡国时，表面上声称去攻打楚国，实际

上却是袭击蔡国。现在的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还有吞灭周朝的野心，秦国派

樗里疾率领 100 辆战车到西周时，周君非常害怕，于是心里以当年的蔡国和由

的事情作为警戒，所以在欢迎仪式上派手持长柄武器的士兵走在前面，派手持

强弓的士兵走在后面，名义上是欢迎、保卫樗里疾，实际上是困住他。周君难

道不爱他的国家吗?惟恐有一天被灭，对您大王也不利，这是为了大王担忧啊。”

楚王这才高兴起来。 

雍氏之役 

【原文】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

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

请以国听。”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中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

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收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唯雍氏五

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

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

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中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

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

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弊①高都得完周也，何不与也?”公中曰：

“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注释】 

①弊：破烂的。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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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攻打韩国雍氏，韩国向西周求兵求粮，周王为此忧虑，就告诉大臣苏

代。苏代说：“这有什么好忧虑的呢?臣不但可以使韩国不向西周求兵求粮，而

且可以为君王得到韩国的高都。”周王听后大为高兴，说：“您如果能做到，

那么以后寡人的国家都将听从你的调遣和管理。”苏代于是前往韩国拜见相国

公仲侈，对他说道：“难道您不清楚楚国的计划吗?楚将昭应当初对楚王说：

‘韩国常年疲于兵祸，粮库空虚，没有力量守住城池。我要乘韩国饥荒，率兵

夺取韩国的雍氏，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攻下城池。’如今楚国包围雍氏已经 5

个月了，还不能攻克，这就是楚军的困窘，楚王已经开始不相信昭应的计策了。

现在您竟然向西周征兵征粮，这明明是告诉楚国韩国的弊端。如果昭应知道以

后，一定劝说楚王增兵包围雍氏，届时雍氏必然会被攻陷。”仲侈说：“对，

但是我的使者已经派出去了。”苏代说：“您为什么不把高都之地送给西周呢?”

仲侈听后十分愤怒地说：“我不再向西周求兵求粮，这已经做得很多了，为什

么还要送给西周高都呢?”苏代说：“假如您把高都送给西周，那么西周会再次

跟韩国修好，秦国知道以后，必然大为震怒，不仅会焚毁西周的符节，而且还

会断绝使臣的来往。这样一来，阁下就是在用一个破烂的高都，换取一个完整

的西周，阁下为什么不愿意呢?”公仲侈说：“好吧。”于是公仲侈就不向周求

兵求粮，并把高都送给了西周。楚军没能攻下雍氏而离去。 

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 

【原文】 

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曰：“君使告齐王以周最不肯为太子也，臣为君不

取也。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①之金。越人请买之千

金，折而不卖。将死，而属②其子曰：‘必无独知。’今君之使最为太子，独

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齐王之谓君实立果而让之于最，以嫁之齐

也。君为多巧，最为多诈，君何不买信货哉?奉养无有爱于最也，使天下见之。” 

【注释】 

①责：索回。 

②属：叮嘱。 

【译文】 

司寇布为周最的事对周君指出：“您派人把周最不肯当太子的事告诉齐王，

臣认为这样做实在不太合适。以前函冶氏为齐太公买了一把宝剑，齐太公没有

看出宝剑的精良品质，结果叫函冶氏退掉宝剑并且要索回买宝剑的钱。后来越

国的一个人想用一千金买这把剑，函冶氏却又没有卖。当函冶氏要死时，叮嘱

他儿子说：‘任何重要的东西，绝对不能只让自己知道。’如今君王想立周最

为太子，只是只有周最自己知道这个约定，天下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臣深怕

齐王听了你的话后反而认为你说的不是真的，觉得你的真实意图是立公子果为

太子，只是用这种假托周最不肯作太子的办法虚饰罢了，以此欺蒙齐国。如果

人们觉得君王是在弄计谋，周最在搞权诈之术，那么现在君王为何不让人们看

到事情的真相呢?奉养父王没有谁比周最更真诚更有挚爱的了，你可以将这些真

相告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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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欲攻周 

【原文】 

秦欲攻周，周最谓秦王曰：“为王之国计①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

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②于周，而合天下于齐，

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罢，则令不横行于周

矣。” 

【注释】 

①计：为利益着想。 

②弊：军队精疲力尽。 

【译文】 

秦打算进攻西周，周最对秦王说：“真的为大王的国家利益着想的话，就

不应该攻打西周，秦如果攻打西周，对秦国自己毫无现实利益，反而会在众国

间把名声搞坏。到时诸侯们由于害怕秦国，相反都会到东边和齐国联合。秦为

攻周陷于疲惫，天下诸侯联合了齐国，那么秦国就会孤立而不能称霸诸侯了。

可见诸侯们为了使秦军精疲力尽，才怂恿君王攻周。当秦国和天下诸侯们的实

力都消耗尽了，那么任何国家的号令都不能通行于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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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策 

苏秦始将连横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

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

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

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

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面庭

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

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

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①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

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

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②；明言章理，

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

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

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

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

国，制海内，子元元③，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悯于教，

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袭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羸滕④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搞，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紝，

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

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

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

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⑤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

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

安君。受⑥相印，革车白乘，锦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⑦，以随其后，

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

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

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

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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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⑨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

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

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注释】 

①恶：哪里。 

②聊：依靠。 

③元元：指百姓。 

④羸滕：打着裹腿。 

⑤期年：满一年。 

⑥受：同“授”。 

⑦溢：同“镒”。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⑧伉：通“抗”。 

⑨宫：在此指普通人家的房子。 

【译文】 

苏秦一开始对秦惠王倡导连横战略，他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

面有巴、蜀、汉中等地的富饶物产，北方有来自胡人地区的贵重兽皮与代地的

良马，南边有巫山、黔中作为屏障，东方又有崤山、函谷关这样坚固的要塞。

土地肥沃，民殷国富；战车万辆，壮士百万；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积蓄充足；

地势险要，能攻易守。这正是天然的府库，天下的强国啊!凭着大王您的贤能，

秦国士卒与百姓的众多，战车、骑兵等武器的巨大作用，兵法和谋略的运用之

妙，完全有把握吞并其他诸侯，一统天下，称号皇帝，统治全中国。希望大王

能考虑一下这一前景，允许臣陈述自己的方略。” 

秦惠王说：“寡人常听人说：羽毛不够丰满的鸟儿不可以高飞，法令不完

备的国家不可以奖惩刑罚，道德不崇高的君主不可统治万民，政策教化不顺应

天意的君主不可以号令大臣，如今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秦国登庭指教，寡人内

心非常感激，不过关于军国大计，最好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能否听取我的意见。以前神农攻打补遂，黄

帝讨伐涿鹿擒获蚩尤，唐尧放逐驩兜，虞舜攻打三苗，夏禹王攻打共工，商汤

王灭夏桀，周文王攻打崇侯，周武王灭商纣，齐桓公用战争雄霸天下，都说明

了一个国家要想称霸天下，哪有不经过战争就达到目的的?古代使者都坐着兵车

奔驰，各国互相缔结口头盟约，谋求天下统一；虽然讲究合纵连横，却是战争

不息；说客和谋士们进行巧辩和权诈之术，致使诸侯慌乱疑惑，结果一切纠纷

都从此发生，简直复杂到无法处理的地步；章程和法律都完备的国家，人们又

常常做出虚伪的行为；文书、籍策杂乱繁琐，百姓生活贫困不足；君臣上下都

愁眉不展，百姓无所依赖；法令规章越多，战争发生的也就越多；能言善变穿

着儒士服装的越多，战争就越发无法停止。什么事如果不顾根本而专门讲求文

辞末节，天下就越发无法太平。因此说客的舌头说焦了，听的人耳朵都有听聋

了，却不见什么成效；做事即使讲义气守信用，也没办法使天下和平安乐。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