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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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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九章　恩威并施

恩威并重护边境。汉文帝时期，边境问题系指与匈奴、南

越的关系。现先说汉匈关系。

文帝即位时，匈奴的首领仍是冒顿单于，并东胡、南楼烦

白羊河南王、西击月氏、北伏浑庾、屈射、丁零、鬲昆、新犁等，

统一了大漠南北，由游牧部族转变为奴隶主统治的强悍帝国。

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贤王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

大将、左右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军分两大部，由左

右贤王统帅。贤王下之将，大者率万骑，小者率数千骑。万骑

军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匈奴善骑射，以战争掠夺奴隶和

财物，“故其战，人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文帝修书和亲，

匈奴右贤王听信后义卢侯难支的话，与汉边吏结仇，“绝二主

之约，离昆弟之亲”，不予理睬，于文帝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

夏，“入居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为寇”。汉文帝遂致书

冒顿单于：“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

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如塞，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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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吏卒，賖侵上郡保塞蛮，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

骜无道，非约也。”右贤王军强，南侵至北地郡（今甘肃庆阳），

掳掠甚烈（均见《汉书·匈奴传》）。面对威胁长安的匈奴，大

将、大臣纷纷要求反击。《汉书·袁盎晁错传》记载晁错上书

曰：“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

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

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

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缉士卒，底厉其

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

大有利。”丞相灌婴等，也力主出兵击匈奴，保卫帝都的安全，

挫败匈奴右贤王的气焰。汉文帝看，只依致书“和亲”，不能阻

止匈奴的侵犯，便下诏出兵。

《汉书·文帝纪》载，经朝廷文臣武将议定后，四年（公元

前１７６年）五月，在匈奴右贤王大军压境下，文帝亲征，“幸甘

泉（今陕西淳化），遣丞相灌婴”率边吏车骑八万人击匈奴右贤

王，匈奴军从北地撤退。灌婴率军追至高奴（今陕西延安东

北）、上郡（今榆林），匈奴右贤王败退塞外，文帝至太原（今山

西太原）庆功。后因济北王反，文帝才令丞相灌婴罢兵。由此

可见，汉若组织大军反击，并非不能取胜。《汉书·贾谊传》记

载，他也认为：“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

县之众”，甚为羞辱。若派大军征伐，“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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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这次北伐匈奴的胜利，对军、民鼓舞甚大，帝也非常高

兴，赏赐诸民里牛酒，留游太原十余日，才返回长安。

汉军伐右贤王的胜利，震慑了冒顿单于，单于才致书汉文

帝，答汉三年的书信。冒顿单于推卸说：汉边吏侵侮了右贤

王，右贤王没向他报告就擅自南进。汉使来匈奴送书，匈奴派

小吏入汉还报，汉未再派使来，两国遂不睦。今已派吏责问右

贤王，罚他西征月氏，托天之福，已平定灭月氏。楼兰、乌孙、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属国，北方也已归匈奴。“愿

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

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安。”冒顿单于主动派郎中系

雩浅奉书入汉，向汉文帝献骆驼一匹、骑马二匹、御马四匹。

匈奴使者于文帝五年六月入塞，送书至今西安北故长安见文

帝，文帝让大臣议，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六年（公元前

１７４年），汉文帝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持书入匈奴，送去“服

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金发饰）一，黄金饬具带一，

黄金犀毗（胡服带钩）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缔、绿缔、四十

匹”。书曰：“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

弟之亲者，常在匈奴”，驳斥了单于将背约归于汉的诬言（《汉

书·匈奴传》）。由此可知，汉与匈奴的复约，是在汉战胜匈奴

的背景下才实现的。该年匈奴冒顿单于去世，子稽粥立，号曰

老上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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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单于初立，按约文帝遣宗人女（诸侯王女）翁主为单

于阏氏，让宦官中行说（燕人）护送。中行说嫌漠北道远劳苦，

不愿前往，帝令不改，勉强成行，心中不悦，向人说：“必我也，

为汉患者。”至匈奴，中行说降而不归，老上单于对其宠敬。中

行说挑拨汉匈关系，改变单于“好汉缯絮食物”而和好于汉的

习惯。他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

食异，无?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

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衤夸皆裂弊，以视不

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美也。”他又

教单于左右书记，记录匈奴的人口、畜产数及大事。中行说教

单于傲视汉皇帝，致书不礼。汉使者说：“匈奴俗贱老”、“父子

同庐”、“婚姻杂乱”，中行说都予以驳斥。汉使欲辩论，说服匈

奴用汉礼仪，接受汉俗汉文化，中行说怒曰：“汉使毋多言，顾

汉所输匈奴缯絮米孽，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

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稼穑

也。”中行说熟悉汉室情况，大肆挑拨，老上单于逐渐疏远汉

朝，不时入境抢掠（《汉书·匈奴传》），汉匈的“和亲”遭受

挫折。

匈奴老上单于的入侵，根本原因是匈奴居漠北、漠南草

原，气候恶劣，游牧经济为主，有许多生活品需从内地补充，农

业奴隶的来源，也主要是汉族。中行说的煽动，只是起了助燃

作用。《汉书·文帝纪》载：十一年（公元前１６９年），“匈奴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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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地区。十四年（公元前１６６年），老上单

于率大军十四万南侵，从北越过汉军防线，奔袭朝那萧关（今

宁夏固原东南），又至北地郡（今甘肃庆阳），都尉?率军迎战，

军败被杀。匈奴大肆抢掠，“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今甘

肃泾川北）。使骑兵入烧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候

骑至雍甘泉（今陕西淳化北）”（《汉书·匈奴传》），直接威胁到

汉都长安的安全，形势相当紧张。汉文帝急命中尉周舍、郎中

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防御匈奴侵犯长

安，保护都城的安全；命昌侯卢卿为上郡（洽所在今陕西榆林）

将军；任宁侯魏?为北地将军；拜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文

帝封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内史栾布和成侯董赤（赫）为将

军，北击匈奴。文帝欲亲征，被大臣、太子劝止。汉军分两路

反击，与匈奴战，互有胜负，月余后匈奴退出塞外，未受伤害。

从此，匈奴日益傲视汉军，年年入侵，杀掠人口甚多。其中云

中郡（治所在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辽东郡（今辽阳为治所）被

杀掳万余人。晁错根据“匈奴强，数寇边”的形势，提出对策：

一是“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要择贤任之，即强将手下无

弱兵；二是要择地形，训练精兵，制造利器，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是武装降汉的匈奴人，以夷制夷，“有险阻”，以善骑射、熟地

形的匈奴军击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

配合，万全之策也；四是匈奴游骑不定，往来于边境，或侵燕

代，或入上郡、北地、陇西，汉兵少则侵，多则退去，致使汉军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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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防不胜防，“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

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城上布雷石），布渠答（铁蒺藜），复为

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

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鱙（罪）人及免

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鱙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

能自给而止”。这样一来，边地兵民充实，互相支援，匈奴不敢

入侵也（《汉书·袁盎晁错传》）。汉文帝赞赏晁错之言并采纳

之，徙民实边，并在边地筑城，五家为一伍，伍设长；十长一里，

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伯（吏职）；十连一邑，邑有假

侯，忙时农耕，闲时习战，亦军亦民，从而加强了边防力量。在

此形势下，匈奴复求和。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１６２年）下诏：汉匈之战，民不得

安。今天下大治，匈奴欲和，“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

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

已定，始于今年”（《汉书·文帝纪》）。实际上，文帝时的经济、

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匈奴大战，“和亲”仍是屈辱的权宜之

计，并不能消除匈奴的威胁。后元六年（公元前１５８年）冬，匈

奴三万大军侵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三万大军侵云中（今

内蒙托克托东北），来势甚猛。文帝遂任命中大夫免令为车骑

将军，率军屯飞狐（今河北蔚县一带）。任故楚将苏意为将军，

率军屯句注（今山西代县北）。任张武为将军，率军驻北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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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率军屯细柳（今陕西西安西北）。

命宗正刘礼为将军，率军屯灞上（今西安市灞桥）。任祝兹侯

徐厉为将军，驻守棘门（今西安北）。文帝设的道道防线，都是

怕匈奴内侵长安，足见“和亲”难以完全解决边境安全。匈奴

并不以“和亲”而停止入侵。汉与匈奴的“和亲”，是在军事力

量暂不能彻底解决边境之患的情况下，采取的妥协办法，且又

是在一定的武力下实现的。这在客观上为汉匈双方取得了较

为有利的环境，对生产是有利的。双方的“互市”，也促进了汉

匈的经济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往来。

妥善处理南越问题。《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文

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

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

宠之”，以安抚南越帝赵佗之心。丞相陈平又向文帝举荐陆

贾，帝封贾为中大夫，与谒者赴南越下书，劝赵佗去帝号，臣属

汉朝。赵佗称皇帝后，心也不安，惧汉室征讨。文帝致书曰：

“今即位，乃昔闻王遣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

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

修治先人冢”，已施恩于王。前闻王举兵北侵，南郡、长沙备受

王害，朕不忍士兵、将吏、人民被杀害，也不忍割长沙予王。

“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

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陆贾至南粤，

赵佗“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上书谢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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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视糜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

紫贝五百，桂蚕一器，生翠四十只，孔雀二只。昧死再拜，以闻

皇帝陛下。”由此而知，文帝的安抚政策是成功的。南粤王虽

为今河北正定县人，但由于其家族及将士长期生活在岭南，习

俗已受到当地民族的影响。如发掘的墓葬，墓制与中原汉墓

有一定的差别，而与广西罗泊湾西瓯君夫妇墓却有许多相同

之处，即是一例证。广州中山四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发

现的南越（粤）宫殿类建筑遗址，以大型砖铺地面。五华县雄

狮山的西汉初建筑基址前有道路，山顶部有大型回廊式建筑，

主体建筑在高地上，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既仿中

原城制，又有地方特色。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

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曰长乐。”雄

狮山遗址当为“长乐台”。从墓葬出土物看，南越王赵佗时期，

还是畜牧与农业并重，生活用品以当地产品为主，有少量秦汉

产品，其社会性质已是封建制。闽越（今福建福州）王摇、粤东

海王时期亦然。朝鲜王满（燕人）也臣服于汉，与辽东太守共

守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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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儒道并重

汉文帝遵循高祖、惠帝之业，在政治上务求安定，经济上，

务求恢复和发展，因而在思想上就需改变秦朝的专制，实行较

为自由的政策。至文帝时期，虽然同前代一样，仍然尊重黄老

之学，但对诸家、阴阳家等学派也予以重视，产生兼容各家的

学术局面，对“无为而治”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汉书·张苍传》载：秦柱下御史张苍，“无所不通，而尤邃

律历”，汉文帝时，他由御史大夫升任丞相，代替灌婴相位。

“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

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

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本张苍。苍凡好书，

无所不观”，知识十分渊博。《汉书·贾谊传》云：十八岁的洛

阳人贾谊，“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被文帝召为博士，迁

升为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

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仪法，色土黄，数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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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改）也。然诸法令所更定，

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

后遭大臣反对，未果，任长沙王太傅。他赴任中，至湖南长沙，

渡湘江而作赋吊屈原，章句优美，辞意真切。在长沙，贾谊思

古联今，作赋自慰。文帝思念在潮湿之地的贾谊，徙封谊为江

北梁怀王太傅，数问天下得失。贾谊在梁（今河南商丘），据

“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地过古制”的情况，上书

文帝，言如何长治久安？他说：“高皇帝以明圣威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城，?（德）至

渥（厚）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

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

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

不能也”。这些诸侯王，名义上为汉臣，实际上不行君臣礼，视

己为皇帝昆弟，私封爵，赦罪人，立宫室，不行汉法，长此下去，

帝“怎能安”？贾谊向文帝建议：“割地定制。今齐、赵、楚各为

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

尽而上，及燕、梁它国皆然。”地小、人少，形成无力自治而依赖

中央之势，皇帝可治理王国，天下即可安定。他又总结自“五

帝”、三代、春秋、战国、秦王朝以来的经验教训，建议文帝明法

度，定理仪，行仁政，惩罪者、奖廉者，护边境，发展生产。文帝

对博学的贾谊十分敬重和信任，谊悲伤而逝时，帝非常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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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失之大材而叹息。班固亦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

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

也。使时见用，功化必胜。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

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数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其术固已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一个封建皇帝，

对人才能如此重视，实在值得称赞。鲁国博学之士公孙臣，于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１６６年）上书文帝，认为汉应以为土德，

并预言黄龙将作为土德的符应出现。文帝将此交给主张“水

德”的丞相张苍去办理，张苍不相信。次年春天，陇西成纪（今

甘肃通渭县）果出现黄龙，于是文帝拜公孙臣为博士，与诸生

草拟土德之制，张苍自感才学不如公孙臣，便辞去了相位，不

加干涉改制之事。赵人新垣平宣扬“神气”，说长安东北有征

兆，文帝即在渭阳（今陕西渭水北岸）修建“五帝”庙，亲去祭

祀，封新垣平为上大夫。后来，新垣平搞巫术骗文帝，才被处

死、灭三族。阴阳五行学在文帝时较为盛行。

汉文帝对儒家学说也是重视的。他曾召集诸生，据《六

经》作《王制》。又设儒学博士，召集士人研究儒家经典。齐鲁

地授《尚书》的伏生，年九十，不能应召，文帝除派太常晁错去

拜师学习外，又封他的弟子欧阳生和张生为博士。文帝在设

《书》博士的同时，还封精通《诗》的申公（鲁人）、韩婴（燕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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