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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史》 

拒挖城河 

——《北史·魏世祖太武帝本纪》 

魏世祖太武帝节俭朴素，平时的饮食服饰家用，只要够就行了，不喜欢珍奇宝物，吃的

东西也不讲究什么花样，他所宠爱的昭仪、贵人等妃嫔也很少穿彩色绸缎衣服。群臣曾向他

建议进一步挖深京都的护城河，这样符合《周易》中设立坚险要塞的道理，又举出汉朝的开

国功臣萧何关于京城建制应当宏伟壮丽的主张来加以劝谏。 

太武帝不以为然地说：“古人一直教诲我们，帝王之业在于推行德政而不在于建筑险固

的要塞。赫连勃勃蒸土筑城，我照样消灭了它，城池的坚险有什么用呢？而今天下尚未平定，

正是需要爱惜人力的时候，大兴土木的事我们不能做。萧何的主张是错误的。” 

他总是认为财物是军队国家的根本，不肯轻率地耗费。至于赏赐，他也都给予有功之家，

亲戚宠臣他从不无故给予赏赐。 

【述评】  魏太武帝拓拔焘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有为之君。照理，在“朕即国家”、“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极权国家里，天下财物乃至臣民都可以算作皇帝的家产，生杀予

夺操之他手，何必要这么自奉甚俭，甚至连开挖城河建设京城这样的“公共工程”也认为是

奢费人力财力呢？这正说明拓拔焘是位不可多得的圣明国君，他时刻考虑的是要爱惜财物人

力以平定天下完成大一统的帝业，不是那种只顾及时行乐不顾长远后果的荒淫之君。联系当

代现实，有些人不但吃喝玩乐嫖赌，还要不顾一切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以追求所谓“经济起

飞”，比之当年封建君主拓拔焘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如天壤之别吗？ 

 

 

高欢策反 

——《北史·齐高祖神武帝本纪》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勃海莜(今河北景县)人。由于他家祖先几代都

迁徙居住于北部边境，因而他的生活习俗都和鲜卑族一样。他成年以后，深沉大度、轻财重

士，因而受到当地豪杰侠士的拥护。后来他投奔北魏秀容(今山西朔县北)契胡部落首领尔朱

荣门下，建议尔朱荣讨伐权臣郑俨等以清君侧，建立王霸之业，尔朱荣大为赞赏，将他视作

亲信。后来尔朱荣以高欢为先锋进军京城洛阳，立了孝庄帝，又进击葛荣，命高欢去劝降葛

荣等七人。葛荣的部众流亡到并州、肆州(今山西忻县一带)地区者达二十万人，尔朱荣命高

欢去统率他们。不久，因该地区连年霜旱，降兵只能挖掘黄鼠充饥。高欢请求率部就食于山

东，获得尔朱兆(尔朱荣之子)批准。高欢便率众占据了冀州。 

高欢自去山东后，养兵修武，禁止士卒扰掠地方，很得民心。于是，他想自主独立，便

伪造书信，大造舆论说是尔朱兆将要把降兵们分配给尔朱兆契胡人做奴仆，以致降兵们都担

忧不已。接着，他假造兵符，说是要征兵去讨伐步落稽部族，要打发上万人去征讨，却让部

将孙腾等假意要求拖延五天出发，把假戏做真做足。如此反覆几次后，高欢便亲自送应征的

士兵到城郊，挥泪告别。此时应的官兵们一齐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高欢这才说：“我

与你们都是流落他乡之客，情同手足、谊同一家，不料上面竟来征兵！如果一直向西去出征

就是死亡，迟了应征日期又要判处死罪，分配给契胡人做奴仆也还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 

众人怒声叫道：“只有造反了！” 

高欢说：“造反是件大事，必须推出一个人做主事。” 

众人便一致推举高欢。高欢说：“你们这些人都是邻里乡亲，我实在难以控制。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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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过去的首领葛荣的下场吗？即使有百万之众，如果没有刑法，那等于乌合之众，最后还

是走向灭亡。如今要以我为首领，做法应当同过去不同，不得欺侮汉人、不得违反军令，生

死行动一切得由我决定，如果你们答应，我可以做头领。否则，我不干这个贻笑于天下的蠢

事。” 

大家便一齐跪下磕头，表示无论生死，一切唯命是从。高欢这才答应做头，并假意说这

实在是出于无奈。 

【述评】  明明自己要造反，却偏偏说成是上司不给活路，逼众造反。高欢富有煸动性

的舌辩之才，是因他意欲建立帝王之业的雄图大略以及伪造书信、兵符等一系列策反行动紧

密配合在一起的。没有后者，他那巧舌如簧的口才就成了没有力量的花拳绣腿；没有前者，

就难以鼓动起大家的悲壮激怒情绪，策反计划也不能实现。精心的筹划与雄辨的宣传，正是

高欢策反成功的要领。 

 

 

崔浩论战 

——《北史·崔浩传》 

神廘二年(四二九年)，朝廷议论进击少数部族蠕蠕，内外大臣们都不愿打这场战争，保

太后也竭力劝阻，太武帝都不听，一定要进军。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崔浩投赞成票。 

下朝以后，有人责备崔浩：“吴贼(指南朝刘宋政权)侵犯我国南部，舍弃它不管而去北

伐，大军北行千里，谁不知道？如果蠕蠕闻风而逃，我军前去将一无所获，后方却有南朝宋

军入侵的忧患，这是很危险的呀。” 

崔浩说：“今年我们如果不歼灭北方的蠕蠕，那将无法抵御南贼进攻。自我国兼并了西

边的夏国以来，南朝人恐慌不安，一直扬言要兴兵保卫淮北。他北伐我南征，已成必然趁势。

但我们此次北伐蠕蠕之际，南朝人肯定不会来进攻。为什么呢？前些时候刘裕占领了关中，

留下他爱子守卫，拥有精兵数万，良将也不少，尚且守不住，致使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

还没停息。如今我国正当政治昌明、兵强马壮之时，他怎么会将小马驹送往老虎口中呢？即

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大块地域送给他，他也守卫不住。自己权衡守不住，所以他必定不会北

来。倘若他真派军队来进攻，也不过是增加守卫他边境的队伍罢了。俗话说，见到瓶水结冰

就知天下之冷；啾一块肉，就能辨知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以推知。况且蠕蠕自侍路远，

认为我国兵力不能达到，他们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由来已久。因此，夏天他们分散部族放

牧，秋季马肥时他们才聚合起来，离开寒冷牧区走向温暖之地，向南边抢掠。如今我们攻其

不备，大军突然而去，蠕蠕必定惊恐，闻风而逃。他们的雄马护牧、雌马恋驹。驱驰之际，

难以驾驭，又得不到水草，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疲惫不堪，此时就可趁机一举歼灭。一劳

永逸的机会和时机绝不可放弃。我过去只担心圣上没有这个想法，今天圣上已经决定北征蠕

蠕，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呢？” 

于是，太武帝决意出师北伐蠕蠕。天师寇谦之询问崔浩：“此举能达到目的吗？” 

崔浩说：“必定胜利。只怕诸位将领瞻前顾后，无法乘胜深入腹地，不能全歼蠕蠕。” 

【述评】  讨伐蠕蠕保障北魏北方边境的安全，这是北魏著名政治家崔浩帮助魏太武帝

拓拔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个典型战例，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智谋。军情的发展和

结局不出崔浩在本篇中的侃侃之论：一是北魏大军只是严重打击了蠕蠕，却因怕有伏兵没有

趁势深入追击，以致未能全歼，拓拔焘深为悔恨；二是大军凯旋，南朝军队果然按兵不动，

毫无北犯迹象。显然，崔浩舌辩的力量在于他对天下政治、军事形势与南朝、北魏、蠕蠕三

方动态及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绝非一般人一逞聪明的快嘴利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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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宽政 

——《北史·韩麒麟传》 

北朝北魏孝文帝时，韩麒麟担任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任职期间，他很少使用刑罚，

从事刘普庆对他说：“你镇守一方，没有斩杀一个犯人，怎能显示您的威严呢？” 

韩麒麟说：“无人犯法，有谁可杀？如果必须用杀人来树立威严与名望，那只好拿你来

应付一下哕。” 

刘普庆立刻羞惭不已，而且十分恐惧，慌忙退了出去。 

【述评】  据史籍介绍，韩麒麟是北魏一个爱护百姓、自奉俭朴又很有政治才能的清官、

贤官。在齐州刺史任上，他宽刑薄罚，子民休养生息。在本篇中，他的部属刘普庆功他开启

杀戒以树威信，他采用“请君入瓮”的方法予以驳斥，使得刘普庆又羞又怕地告退，与其说

韩麒麟善于辩驳，还不如说他素来主张仁政、反对苛政，可谓以汉族儒家治政的思想来影响

少数民族鲜卑的政权，事实上，他的一些政见确实也得到采纳实行，收到成效。 

 

 

邢邵谈书 

——《北史·邢邵传》 

邢邵十岁便能写文章，甚有才思，聪明强记，一天能背诵一万字。成年后进入仕途。天

保年间(五五○～五五九年)，他被任为太常卿兼中书监，摄(暂时代理)国子祭酒，是当时文

学之士推崇的最高官职。他与温子升两人同为文人之冠，世称“温邢”。魏收虽然是天下英

俊，年岁却在他俩之下，温子升死后，世上方称“邢魏”。邢邵名位和文才并重于世，却并

不傲视别人。他生活简朴随便，不修边幅，车舆服饰只要够用就满足了。他有正房不住，而

常在一间小房内起居，水果点心挂在屋梁上，来了客人便取下一同享用。士人不分贤与不肖，

他都真诚接待，有时甚至对着客人一边捉虱子，一边畅谈。他家中的书很多，但不大校勘，

见到别人校书，总是嘲笑道：“怎么这么愚笨啊。天下的书到死也读不完，哪能把时间都放

在校对字句上？况且思考和发现书籍内容上的错误，更是一种畅快之事！” 

他的内弟李季节很有才学，便反驳说：“世上的人大多不聪明，要想发现书籍内容和观

点上的谬误，怎么可能呀？” 

邢邵说：“要是找不出书本内容的错误，那就不必劳神读书了。” 

【述评】  邢邵是北魏著名的文学家。在北魏孝明帝时，文学之风大盛，他的词章之美

独步当时文坛，每当文章一出，洛阳为之纸贵，顷刻传遍全城。南朝的人甚至把他称作“北

方第一才子”。本篇记叙了他同内弟李季节关于怎样读书的一段争论。显然，他的读书观是

正确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是要抱着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进行的，这样自己既能有所

收获，又能创出优于前人的观点，这样文化才能发展繁荣。如果让书籍牵着鼻子走或者皓首

穷经式地读死书，那只不过是书蠹虫，对己、对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没有多少益处的。

但邢邵把校勘字句也归之于毫无作用的读书之列，就有些片面了。 

 

 

孝庄自强 

——《北史·尔朱荣传》 

北魏重臣尔朱荣自认为屡建战功，且扶立‘了孝庄帝，因而专横跋扈，独专朝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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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阳，却能遥控北魏皇室。在朝百官一举一动，由他的亲戚、心腹向他汇报；任命官员，

都必须经过尔朱荣的批准，然后才能上任。孝庄帝虽然被他控制，却能勤于工作，从早到晚

孜孜不倦听取汇报、处理政务，还亲自审理冤案。又与吏部尚书李神俊一起讨论，准备严格

选拔官吏的标准和纲纪，这就招致尔朱荣的不满。 

一次，尔朱荣奏请选用一些北边部族的人充当河内地区各州的长官，意图建立与他本人

相互呼应的格局，孝庄帝没有立即答应。元天穆进宫朝见孝庄帝进行劝谏，孝庄帝还是不答

应。元天穆便说：“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既然为国家立了大功，又做到宰相，就算他要更换

天下所有的官吏，恐怕陛下也不能不答应，为什么只是奏请任命几个州官，陛下就不答应

呢？” 

孝庄帝板起面孔严肃地说：“天柱大将军如果嫌官职太小不想做臣子了，那么我这皇帝

也应该被他更换。如果他还要保持臣子的节操，那就没有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 

尔朱荣听说后，大怒道：“当今天子是靠谁的力量登上帝位的？现在居然连我的话也不

听了。” 

【述评】  尔永荣是北魏秀容契胡部落首领，靠起兵打仗而成为有势力的军阀，北魏末

年，朝政渐趋腐败，他趁孝明帝暴卒之机，进军洛阳，杀害大后、少帝及百官，拥立孝庄帝。

本篇就是记叙北魏皇亲元天穆劝涑孝庄帝对尔朱荣忍让，孝庄帝坚决不从的一场对话。从孝

庄帝理由充足的舌辩中，可以看出孝庄帝是不甘沦于傀儡天子，想要做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至于尔永荣的话则十足暴露了他居功自傲把自己视作太上皇的一副霸道嘴脸，物极必反，尔

朱荣骄横太过，后来终于被孝庄帝刺杀。 

 

 

高欢论廉 

——《北史·杜弼传》 

最初，高欢率军从晋阳东进，意图荡涤北魏尔朱氏权势集团的贪污腐败，官府派出的使

者到了乡村里，连民间酿造的杜酒也不敢喝。 

高欢平定洛阳后，贿赂又逐渐流行，大行台郎中杜弼觉得在职的文武官吏很少有廉洁的，

便把情况反映给高欢听。 

高欢说：“天下混乱，官府养成这贿赂习俗由来已久，如今各个将领的家属大多在关西，

黑獭(宇文泰之字，北周政权的开创者)常常招诱他们，因而他们心意去留未定；江东那里有

萧梁政权，执政的是萧衍这个老头，专门推崇士族和礼乐，在我们中原汉族士大夫的心目中，

他那儿才是正宗的合法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实行严厉的刑法，恐怕要造成难以设想

的后果：督将们全都投奔黑獭，文人们全都投奔萧衍老头。那样我靠谁来治理国家？你应当

耐心等待，我是不会忘记逐步解决廉政问题的。” 

在沙苑战斗之前，杜弼又请求高欢先翦除内贼(指掠夺百姓的权贵们)，再讨伐外敌。高

欢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命令军人张弓搭箭，举刀按槊(兵器之一种，长一丈八尺的矛)，夹

道而立，令杜弼从中间走过去，并说：“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杜弼一边走一边吓得冷汗直流。 

高欢便解释道：“箭虽然在弦上却不射，刀虽然举起来却不砍，槊虽然按住却不刺，你

尚且吓得失魂落魄。那些功臣权贵身触锋利的刀刃，可说百死一生，纵然他们贪污渎职，我

还是得大于失呀。” 

杜弼不得不点头道歉：“愚蠢的我不了解其间蕴含的道理。” 

【述评】  杜弼是一个颇有学问、书写公文一挥而就的书生、文官，但在认识与处理政

务、吏治问题上有些学究气和迂腐气，如官吏廉洁历来是封建皇朝政治体构难以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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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封建专制政权缺乏民主监督机制而造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打击了几个

贪官并没有用，因为产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还存在，比如割韭菜，割了头，它又会窜长起来。

作为后来北齐政权的开创者高欢，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但他从天下几个割据政权

争夺人才的现实出发，主张对受贿的官吏暂缓实行严厉惩罚以便团结多数文官武将定成霸

业，应该说这政治策略思想是很有说服力的，更让人饶有兴味的，高欢并不是单用口舌来说

服杜弼，他以张弓搭箭举刀按槊威吓杜弼，以此来增强他论辩的力量，真是别出心裁，奇绝

妙绝了！ 

 

杜弼论佛 

——《北史·杜弼传》 

杜弼遵奉高欢的命令，进入皇宫晋见魏帝。 

魏帝说：“听说你学问广博，我问你一个问题：佛经中所说的佛性、法性，它们是一样

还是不同？” 

杜弼答道：“它们是同个道理。” 

魏帝又问：“可人们都在乱说，说什么法性是宽的，佛性是狭的。究竟怎么解释？” 

杜弼答道：“在宽处就成为宽，在狭处就成为狭。如果要论及它们的性质，应该是：不

狭也不宽。” 

魏帝疑惑地反诘道：“既然说它们能够成宽成狭，为什么又说它们非宽非狭呢？” 

杜弼说：“这并不难理解。假若它们一定是宽，那么就不能再成为狭；假若它们一定是

狭，也就不能再成为宽。正因为它们非宽非狭，所以才能成宽成狭，它们成为宽或狭，结果

虽然不同，但能成宽或狭的性质却是一样的。” 

魏帝听了大加赞赏，带他到藏经的库房里，赏赐他《地持经》一部、帛百匹。 

【述评】  佛教文化从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发展得极为繁荣，大有与儒教文化、

道教文化三足鼎立之势，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撇开消极、迷信等糟粕内容

不谈，佛教中有些思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荒诞不经，其中明显的闪耀着哲理的光辉。杜弼性

好名理，还探讨过道教的玄理，曾注释过老子《道德经》二卷，面对魏帝关于佛性、法性宽

狭的垂询，他运用老庄的相对论思想予以阐释，讲得很有道理。事实上，不独事物的宽狭如

此，即如高低、大小、长短、黑白、寿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正符合事物发

展变化的形态和规律。如果硬要把它们说成是恒定、一成不变的，那倒是十足的思想僵化了。 

 

 

复梁妙计 

——《北史·萧察传》 

后梁皇帝萧察是梁武帝的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侯景之乱后，长江中游地区萧

梁皇朝宗室之间进行混战，萧察为求确保自己的襄阳地区，便投靠西魏，西魏派兵救援他，

击败其叔萧绎的进攻。在魏恭帝元年(五五四年)，西魏重臣宇文泰派柱国于瑾率军会同萧察

一起平定了江陵。 

这时，老将尹德毅私下对萧察说：“我听说君臣的行为，同平民是不同的。平民只注意

小节，竞相在小事上廉洁白守，用以钓取名誉；君壬则是以安定天下社稷为主，成就大功。

而今，西魏兵比较贪婪，不顾道德，俘虏了江陵的士民百姓将他们当成战利品。而这些战俘

的眷属都在江东。这么多人，您能够挨家挨户去解释俘虏受罪不是您造成的？您既然杀了人

家的父老兄弟，使人家的子弟成了孤儿，人家还不都把您当成仇敌，又有谁肯和您一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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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过还好，西魏军队的精锐都在这儿。犒劳军队的礼节不是没有旧制可循。如果您为

他们设置庆功宴，务请他们的统帅于瑾等赴宴，共贺胜利，他们肯定不会对我们产生疑心，

必定相率而来，我们就预先埋伏好武士出其不意在宴席上杀死他们。然后再安抚江陵百姓，

立即选任文官武将。西魏军人必定害怕，自然不敢前来送死。王僧辩(萧绎的部属)之流，一

封信就可以叫他按兵不动。然后我们直下建康，即位称帝，继承已然断层的梁朝法统。 

萧察听了不同意，说：“你这个计策并不是不好，可是西魏人待我不薄，我不可不讲恩

德，背信弃义。如果立即实行你的计划，我就会像占人说的，将成为人们所不齿的小人。”

结果，江陵全城老少百姓都被西魏军掳入关中去子，萧察也失去了襄阳地区。宇文泰命萧察

居于江陵东城，只给他江陵一洲之地，原来的襄阳地区全部归属西魏。至此，萧察十分悔恨，

便说：“不用尹德毅的主张，以致于造成这寄人篱下的凄凉局面。”最后终于忧愤发病而死。 

【述评】  萧察自幼聪明好学，善于作文，尤其精通佛教义理，深得祖父萧衍的宠爱。

他父亲萧统死去后，照理应该由他兄弟一辈续继太子之位，可萧衍却给了萧纲(即简文帝)。

萧衍内心有愧，曾把人杰地灵的会稽封赏给他镇守，可萧察心中一直委屈不平。等到侯景之

乱后，梁朝皇权衰落，宗室之间为争权而混战，萧察不得已而投靠西魏，借外援而恢复梁朝，

本是一只妙棋，可惜在关键时，他又讲妇人之仁、书生之义，下不了设宴斩杀友军西魏将领

的决心，以致坐失再振梁朝政权的大好时机。应该说，老将尹德毅的一番话对当时政治军事

形势的分析是透彻、正确的，萧察没有予以采纳以致悔恨而死。不过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后

在建康建立陈朝，其疆域较小，一直未能消灭萧察在江陵一带建立的年号为大定、附庸于西

魏(北周)的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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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吕氏春秋》 

祁奚无私 

——《吕氏春秋·去私》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平公有一天向大夫祁奚(字黄羊)道：“南阳这个地方没有守令，你

看，谁可担任这个职位？” 

祁黄羊回答说：“解狐一定行。” 

晋平公听了很惊讶地说：“解狐不是你的怨家对头吗？” 

祁黄羊答道：“您只是问能不能担任南阳令这个职务，并没有问是不是我的怨家对头。” 

平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点头称善，采纳祁黄羊的建议，起用了解狐。老百姓听说

了这件事，都称赞祁黄羊推荐有方。 

过了没多久，平公又问祁黄羊：“国中现在尉官这个职位还没有人来担当，你看，谁可

充当？” 

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 

平公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 

祁黄羊仍与前一样，平静地回答：“您只问能不能担当尉这个职位，并没有问是不是我

的儿子！” 

平公觉得也很有道理，又点头称善，并根据祁黄羊之推荐，起用了祁午。老百姓对祁黄

羊此举又赞不绝口。 

祁黄羊真是个大公无私之人！ 

    【述评】  据文后记载，孔子听说了此事后，说道：“祁黄羊的这番回答，真是妙极了。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算得上是大公无私了。”确实，即使在今天，能像祁黄

羊那样，尽忠尽职，无私无偏，也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左传上记载此事，在晋悼公四年，

“平公”云云显然是误笔。好在，我们现在不是以史家的眼光来读这则故事，而是以普通百

姓的心理来欣称赞黄羊的大公无私精神，那么究竟是悼公或平公，也就无所谓了。然而平公

(抑悼公乎？)能从诛如流，任命贤人，也算得上是位贤明的君主。 

 

 

至德之言 

——《吕氏春秋·季长纪第六》 

春秋宋景公之时，荧惑运行到心宿(荧惑，就是火星。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一，为当时

宋之分野)。古人认为，天上的某一星宿总对应着地上的某一地区。 

宋景公见到荧惑位在心宿，很是恐惧，就召见太史子韦，问他：“我夜间观察天象，发

现荧惑进入心宿，这是什么道理？会有祸吗？” 

子韦答道：“荧惑出现在什么地方，就表明老天要惩罚那个地方的君主。心宿，是宋之

分野，恐怕这祸害要降临到您的头上了。但您也不必害怕，我有办法可将这祸事转移到宰相

身上去。” 

景公不忍地说：宰相，是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大事的人，现要把这死亡转移给他，这绝非

善举。” 

子韦想了想，又说：“那就转移给百姓吧。” 

景公断然拒绝，说道：“百姓死了，寡人还去做谁的君主？我宁愿一个人死了算了。” 

子韦没办法，最后说道：“这样吧，就把这祸事转移给年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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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仍然不同意，说道：“如果庄稼收获不好，那是饥荒之年，百姓就要挨饿了，百姓

挨饿，必死无疑。作为百姓的君主，却杀死自己的子民来乞求自己活命，这样还有谁再把我

当作他们的君主，大概是寡人的寿命已尽，你也不必多说了。” 

子韦转身退下，朝北礼拜，说道：“臣要庆贺君主，老天虽然高高在上，但也听得到下

面的声音。如今，君主有至德之言三句，老天必定会赐福一次给您。今天晚上，荧惑必定迁

徙三舍，而您也能延年二十一岁。” 

景公不相信，问道：“你怎么知道？” 

答道：“荧惑每迁徙一舍，必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七年，三七二十一，所以说您会

延长寿命二十一岁。” 

这天夜里，荧惑果然迁徙三舍。 

    【述评】  “荧惑在心”，宋景公将有大祸，甚至危及性命，然而宋景公宁愿自己一人

承担，也不愿将死亡推给别人，这对拥有绝对生杀大权的帝王来说，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至于因上天赞其至德之言，而使荧惑迁徙三舍，终使景公增寿二十一岁之说，恐难使今人相

信。然而查检史书，宋景公在位年代，有表可稽者四十余年，况且，进入战国年代，虽表已

不载，然宋国犹存，则景公必定亦存，可见景公确是长寿之君。“仁者寿”三字，景公当之

无愧。 

 

 

贵虏之言 

——《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周武王战胜纣王，灭掉了商朝。一天，两个俘虏被带到武王面前。 

武王就问他：“你们商朝有妖怪吗？” 

一个俘虏答道：“我国确有妖怪作祟。白天能见到天上的星星、天上会下血雨，这就是

我国的妖怪。” 

另一个俘虏回答道：“他刚才说的妖怪确实是有，但不是妖怪中最大的，我国还有比这

更大的妖怪呢。可以看到种种怪现象：儿子不听父亲的、兄弟不听哥哥的、君主的法令到处

行不通，一切都乱了套。这才是妖怪中的大妖怪。” 

武王赶快离开座席，再三向两个俘虏拜谢。 

    【述评】  武王所以向两位俘虏拜谢，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认为他们的话非常宝贵。

周虽胜殷，但武王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王朝能绵延八百年，道理就在这里。 

 

 

恶衣胜甲 

——《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齐国人田赞穿着破衣服去见楚王。 

楚王说：“先生的衣服怎么这样破旧、这样丑啊！”田赞衣回答说：“我穿的这身衣服还

不能算丑，还有比这更丑的衣服呢？” 

楚王按捺不住好奇心，连忙问道：“能说给我听听吗？” 

田赞衣答道：“铠甲就比它丑。” 

楚王觉得很奇怪，问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田赞衣说道：“穿了铠甲，冬天会觉得非常冷，夏天又会觉得非常热，衣服中没有比铠

甲更丑的了。我家里贫穷，所以穿的衣服只能是丑陋的。如今大王乃万乘之主，富有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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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敌，然而却喜欢叫老百姓穿上铠甲，我实在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 

如果大王是为了有个好名声，那么穿上铠甲，必定也就要拿起兵器，去割断人之头颅，

剖开入之胸腹，冲毁人家的城墙，杀掉人家的父兄。这名声好像不大好听吧。 

如果大王是为了取得实利，那么整天考虑怎样去算计人，别人也会整天考虑如何来算计

你；整天考虑着怎样去谋害人，肯定终日不得安宁。 

那大王究竟是为了什么要百姓穿上铠甲呢？” 

楚王听了，出声不得，无从回答。 

    【述评】  田赞衣反对楚王穷兵默武，所以对楚王说，铠甲是衣服中最丑陋的，其实铠

甲根本就不能称做衣服，它只是一种兵器，历代帝王都好大喜功，即使百姓光着身子，没衣

服穿，也不能使他的军队少一件铠甲，专制独裁不亡，则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可是，像田

赞衣这样用尽心机来劝谏楚王，楚王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 

 

 

临终遗言 

——《吕氏春秋·先识览》 

齐国贤相管仲有病，桓公前去看望他，并问他：“您的病已非常严重了，不知您还有什

么事情要交待我。” 

管仲答道：“齐国边缘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谚语：‘臣子活着，在他的职位上就应该知无不

言㈠陆将去世时，也不该将话永远埋在心中。’如今我即将离君主而去了，还有什么可值得

您问的呢？” 

桓公坚持说：“希望您不要推辞，有什么好的治国方略尽管说给我听。” 

于是，管仲说道：“希望君主今后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这四个人。” 

桓公听了很不高兴，说道：“易牙为了让我快活，居然把他的儿子给烹子，这样一心为

着君主的臣子，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管仲回答道：“爱护自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易牙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还会对

您这个君主有什么爱护之情吗？” 

桓公又说：“竖刁为了要接近我、侍奉我，居然用自宫的办法，使自己成为阉人(太监)，，

对这样忠心耿耿的侍臣，大概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吧？” 

管仲答道：“人没有一个不爱护自己的身子，竖刁对自己的身子都这样的残忍，您还指

望他会对你如何好？” 

桓公提到常之巫，说道：“常之巫对人的生死判断十分正确，能够治理各种疑难杂症，

这种人也会引起您的怀疑吗？” 

管仲答道：“人的生和死，是由命运决定的，至于生病，那是没有固本强身所致。君主

不能知命守本，却反依赖常之巫来维护您的健康，他就会利用这一点，无所不为。” 

桓公又提到卫公子启方，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经十五年了。他父亲去世时，他都不

敢归国哭灵。对这样的人，您还会有怀疑？” 

管仲又反驳：“人都热爱自己的父亲，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卫公子启方对他父亲都如此

残忍了，将来又会对您仁慈到哪里去？” 

桓公觉得管仲说得都很对。于是他在管仲死后，把四个人都赶走。 

但不过三年，桓公却又将四人全都召回来，又过了一年，桓公生了大病，易牙、竖刁、

常之巫果然如管仲所预见的那样，相约作乱，把桓公堵在宫门之内，活活地将他饿死。而那

先前连父亡都未归国的卫公子启方这时不顾桓公死活，带了千余人逃奔故国去了。桓公临死

时哀叹道：“若死后有知，我将用何面目去见仲父管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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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评】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说的一番话，是很有

道理的，可惜桓公只记住了三年，但管仲生前执掌大权时没有想办法把易牙等人从桓公身边

赶走，临终时再向桓公提出，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易牙等人已成气候，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后来，易牙作乱，管仲亦难辞其咎，桓公临死时说：“我将用何面目见仲父呢？”愚以为，

如管仲地下有知，也应愧对桓公。 

 

 

好士之王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 

尹文有天去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道：“寡人非常喜爱士人。”尹文问道：“我很想听听

你的见解，什么人可称为‘士’？” 

齐王语塞，一时倒觉得真不好回答。 

尹文道：“如今有人在这里，侍奉父母，非常孝顺；臣事君王，无比忠诚；结交朋友，

以信义为重；居住在家，与邻里十分和睦。有这四种德行的人，能算是‘士’了吧？” 

齐王点头说：“可以。” 

尹文接着问道：“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做你的臣子吗？” 

齐王想了想答道：“我希望他们肯屈尊就驾，然而不大可能。” 

尹文说：“如果有人在朝廷之中，被别人大大地侮辱一番却不敢与之抗争，大王会雇用

这种人做您的臣子吗？” 

齐王断然答道：“不]大夫被侮辱而不抗争，简言是莫大的耻辱。人竟然不知耻辱，那寡

人绝对不会用这种人。” 

尹文又说：“这种人虽然遭受到侮辱却不抗争，但并没有失去前面所说的四种德行。未

失四种德行，那就是还未失去做‘士’的资格。然而为什么大王对前面所说的‘士’可以雇

用为臣，而对现在所说的‘士’，却以为不可为臣呢？那么，前面所说的‘士’，果真是‘士’

吗？” 

齐王无言以对。 

尹文又把话锋一转，说道：“如今有人在这里治理他的国家，百姓有错，就说他错；百

姓没错，竟然也说他错。百姓有罪，就治他的罪，百姓没罪，竟也治他的罪。自己不找找原

因，却还一直在叫嚷：‘刁民难以治理，’能这样吗？” 

齐王回答说：“不可。” 

尹文接着说：“我看您的手下就是以此法在治理齐国。” 

齐王说：“如果寡人治国果真如此，那么百姓无法治理，我也毫无怨言。我想，情况还

不至于如此吧。” 

尹文说：“我既然说了这话，当然是有事实根据。大王曾颁布过这样的法令‘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百姓们敬畏大王的法令，即使受到极大的侮辱也不敢反抗，这是为了维护大王

的政令。然而大王却说：‘受到侮辱而不敢抗争，真是耻辱。’我们以为真正的‘耻辱’，并

不是像你刚才所说的耻辱。这说明百姓根本无罪，而大王偏要惩罚他们。” 

齐王默然。 

    【述评】  齐王世称“好士”，实际上是叶公好龙。倘若真有士在，齐王也绝不会用。

更何况，什么样的人才是齐王心目中的士，连齐王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样的君王，怎么能够

治理好齐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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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害稼 

——《吕氏春秋·审应览》 

春秋战国时期，某天匡章在魏王面前对惠子说：“蝗虫，农夫只要一看见它，就把它捉

来杀死，什么缘故呢，因为它危害庄稼”。如今，你出外游行，跟随你的随从车辆，多的时

候有数百乘，步行的有数百人。少的时候也有车辆数十乘，步行者也有数十人。这些人都是

不耕种田地而白吃粮食的，他们对庄稼的危害比蝗虫还要厉害。 

魏王对惠子说：“惠子，你现在没有办法避免与匡章先生辩论了。不过你可以先说说自

己的一贯主张。” 

惠子说：“请你探头出去看看，现在正在修筑城墙的人，有的站在城墙上面用大夯(筑城

工具)筑土，有的则用畚箕在城下运土，有的则拿测量工具在仔细观察，不时督促。像我惠

施就是属于拿着测量工具、指挥他人工作的人。 

你再想想，假如让丝女工变成了丝，她还能制丝吗？让木匠变成了木头，他还能于木匠

活吗？让治理天下的圣人变成农夫，他还能治理这些农夫吗？像我惠施就是能够治理农夫的

人，你凭什么要把我与那蝗虫相比呢？ 

    【述评】  匡章对惠施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惠施确是个只会说而不想千、也不会干的

空头理论家。“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士民疲露，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就是

采用惠施之谋的结果。(这是《吕氏春秋》编著者的看法，但历史上是否真是如此，则很难

说了。)但惠施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讲各人分工的不同，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同，谁也不

能替代谁。这倒也很有道理。 

 

 

石代子头 

——《吕氏春秋·开春论》 

有天，匡章对惠子说：“先生主张鄙弃尊贵，如今您明知齐王仅是一国诸侯，却还要尊

他为王，这跟您的一贯主张是相违背的。” 

惠子说：“假如现在某人的仇敌想趁机袭击他儿子的头部，这时，恰好有块石头在地上，

而这块石头正好可以代替他儿子的头去承受仇敌的一击。” 

匡章问：“您会用这块石头来替代吗？” 

惠子答道：“我一定会拿石头来代替的。毕竟儿子的头重要，而石头却是个无关紧要的

东西。因为袭击了那无关紧要的石头，从而使那儿子宝贵的头避免遭受打击，这当然是十分

合算的。” 

匡章又问：“齐王经常用兵不休、攻击别人而不肯停止。这是什么道理啊！” 

惠子答：“假如齐王运气好的话，通过战争可以成就王业，差一点，也能成就霸业。如

果今天齐王成就王业后，即可使百姓安居乐业、寿命延长、免于饥饿，这不也就是用无用的

石头来代替爱子宝贵的头颅吗？那么，齐王为什么不用兵呢？ 

    【述评】  惠子认为他尊齐王为王也好，赞成齐王用兵也好，目的都是为了让百姓免遭

饥饿，能安居乐业。然而齐王为王，则别人就为奴，齐王用兵不休，则百姓当兵、田园荒芜，

何“寿黔首之命”之有？攻击人不休，则别人会痛苦不堪，也许照惠子所说的去做，可能爱

子之头能免遭打击，但代替爱子之头的一定就是无用之石头吗？恐怕极有可能是他人的爱子

之头，如像惠施那样，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这目的也绝不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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