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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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家世流源

一

公元前２５９年，就在秦王室的一个伟大子孙———嬴政带

着一声响亮的啼哭降临人间之时，他的祖国秦国刚刚结束了

同中原强国赵国在长平战场上空前激烈的会战厮杀。这场战

争的结果最终决定了谁是主宰天下局势、完成统一大业的真

正主人。

经过商鞅变法改革之后数代国君整整一百年的奋斗开拓

和不懈努力，此时的秦国已经发展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军事强

国，可以任意对东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强大凶猛的军事攻势

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的魏国已经一蹶不振，齐国衰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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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韩国惟求自保，燕国偏处北方，楚国内乱不已，惟一能与秦

国分庭抗礼、一决雌雄的只剩下一个赵国了。赵国自赵武灵

王倡导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后，国势大盛，灭中山，破林

胡，击楼烦，拓地千里，名将辈出，兵强马壮，且曾在阏与战役

中大败秦军，威震东方。当时人评价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

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粟支十年。”（《战国策·赵策二》）秦国军队要席卷东方大地，

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就必须首先击败赵国，拔除东进道路上

的这一严重军事障碍。

公元前２６２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以秦军攻取韩国的

野王（今河南沁阳县）等十城、截断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长治

附近）同韩国本土之间的联系为导火线，秦赵两大强国拉开了

规模空前、厮杀惨烈且血腥的长平大战的序幕。

韩国上党郡守冯亭认为上党断不能守，便私自决定将该

郡的十七座城邑全部送给赵国，以把秦军的攻击锋芒转向赵

国，秦、赵两国必然会因争夺上党而爆发大战，那时韩国再站

在赵国一边，合力抗击秦国的进攻。赵国未发一兵一卒而空

手捞得整整十七座城邑，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有些大臣认为这

是韩国移祸于赵之计，但赵孝成王还是派遣平原君赵胜为全

权特使，前往接管上党郡，并赏赐全郡官吏百姓。同时命著名

老将廉颇率领重兵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以防止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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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兵进攻赵国本土。

秦国见经过前线将士一番血战而即将到手的上党，竟然

被赵国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夺走，不胜愤怒，立

即命令左庶长王齕统领大军全力进攻上党地区，势如排山倒

海，志在必得。冯亭抵挡不住，不得不放弃上党，率领官吏民

众突围奔赵。王齕攻占上党后，并未就此罢手，指挥数十万大

军转攻赵国，在长平与廉颇统领的数十万赵国军队相遇，展开

激战。秦军的攻势如大海潮涌，一波强似一波，一浪高过一

浪。老谋深算、沉稳持重的廉颇在初战失利后，即采取高筑营

垒、固守不出的战略战术，以期减弱秦军的攻势，消磨对手的

斗志，然后伺机大举出击。任凭秦军百般挑战辱骂，廉颇只是

免战牌高挂，决不出营迎战。当秦军前锋接近大营寨栅时，即

被强弓劲弩射得人仰马翻、狼狈后撤。时间一长，秦军果然攻

势锐减，士气不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只得停止攻击，与赵军

处于对峙僵持状态。这一对峙僵持状态整整持续了三年之

久，秦军始终难越长平一步。

秦军在挺进中原的战争中历来讲求攻势凶猛，速战速决，

而此次发动攻赵战役的目的就是挟着战胜之威，一举全歼赵

军主力，扫除兵进东方的最后一个路障。现在遇着老将廉颇

以持久战与之周旋，数十万大军的粮草供应顿成问题。秦昭

襄王心急如焚，给主持朝政的范雎下达了一个死任务：不惜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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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手段逼迫赵军出垒迎战！

足智多谋的范雎不敢怠慢，立即派遣多名间谍携带重金

珠宝潜入赵国境内，实施反间计划。此时的赵孝成王年轻气

盛，轻视秦国，求胜心切，也不满意老将军廉颇在前线让赵军

作缩头乌龟状，坚守不出，曾几次派遣使者赶赴长平，催促廉

颇迅速出击，与秦军决战。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任凭

赵孝成王一再指责、催逼，廉颇就是不出击、不迎战，弄得赵孝

成王窝了一肚子火却又无可奈何。秦国间谍打听到这一情

况，马上在赵都邯郸散布谣言，说廉颇年老怯战，怕与秦军会

战失败损折自己的一世英名；秦军丝毫不怕廉颇，最怕赵王任

命赵括为统帅。并用重金珠宝贿赂赵孝成王的左右侍臣，让

他们经常在赵王耳边尽说廉颇的坏话和赵括的好话。赵孝成

王果然中计，决定起用赵括取代廉颇。

但是，强大的赵国也是能人辈出的国度，岂能让秦国的如

意算盘划拨得得心应手，毫无阻滞。赵孝成王任命赵括为三

军统帅的举动，立即遭到了两个人的激烈反对，一个是赵括的

亲生母亲，一个就是卧病在榻的名相蔺相如。白发苍苍的赵

括母亲听说儿子要被赵王任命为上将军，当下就急了，闯入朝

堂拜见赵王，恳求他千万不要将赵国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自

己的儿子，说赵奢生前就很不满意赵括视战争如儿戏，只会夸

夸其谈，并叮嘱她如果以后赵括要强行领兵打仗时，一定要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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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国君让他出征作战，否则就会断送赵国军队。卧病在家的

蔺相如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急了，马上派人入宫晋见赵王转达

自己的意见：对老将廉颇要信任不疑，切勿将赵括派往前线去

主持军事，其观点看法与赵括之母完全相同。但同样年轻气

盛的赵孝成王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从这些忠言劝告，正式任命

赵括为上将军，昼夜兼程奔赴长平前线全盘接管军事指挥大

权，换回廉颇。事已至此，老将廉颇也不敢违抗，只是以轻蔑

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满面春风的赵括一眼，然后长叹一声，交出

帅印兵符，自率亲随治装上道，回到邯郸，自称有病在身，闭门

不出。

赵括接管了长平赵军的指挥大权后，即全盘变动了廉颇

的作战计划，换掉了大部分将领校尉，然后下令赵军全线出

击，攻打秦军。

秦昭襄王得到赵括已换掉廉颇成为长平敌军主帅的消息

后，心中大喜，以手加额道：“天助寡人也！”立即委任威震东方

的名将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赶赴长平，以王齕为副将，并严令

全军将士：“有敢泄露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

传》）

武安君白起轻车简从，悄然从咸阳赶往长平军营，听王齕

禀报说赵括已连续出兵挑战数日，他微微一声冷笑，决定来日

迎战。次日一大清早，赵括即全身披挂，指挥数万军队列阵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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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白起让王齕率领五千兵士出垒迎战，并吩咐只许输，不许

赢，将赵军引向秦军壁垒。果然双方刚一交战，王齕佯装寡不

敌众的模样，驱车转向败退，秦军兵士也个个丢盔弃甲，倒拽

旌旗，一路败将下来，奔回自家营垒。看着秦军狼狈不堪的逃

命状，赵括得意地狂笑数声，将手中大戟一指秦军营垒，下令

道：“全军出击！车进秦营，马踏敌军，定要将王齕杀得片甲不

留，杀出我大赵军队的威风！”赵军遂倾巢而出，狂奔乱喊着扑

向秦军。当攻至秦军营垒时，忽见寨门大开，武安君白起驱车

而出，斗大的“白”字帅旗迎风飘扬，拦住了赵军去路。赵括天

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名声如日中天的秦将武安君白起，

并不将王齕与其他秦国将领放在眼中，今见威风凛凛的白起

从天而降，出现在秦军大营，登时吓得魂飞胆丧，拨马先逃，赵

军兵士自然同样畏白起如虎，也纷纷撒腿便跑。孰料白起早

已安排下前围后堵之计，派一支快速骑兵部队从侧路迂回赵

军后方，攻占了兵力空虚的赵军营垒；另派一支两万五千人的

军队勇猛穿插，深入赵军大后方，截断了赵军粮道，然后指挥

主力正面出击，两翼包抄。喊杀之声惊天动地，直打得尘烟滚

滚，日月无光，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即将数十万赵军分割成两

半，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赵括大败亏输之下，欲退不得，欲进

不能，合兵一处更无希望，在秦军铁桶似的包围圈里似没头的

苍蝇一般胡撞乱窜一番之后，只得下令全军停止行动，在原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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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土垒，等待援军。

秦昭襄王得到白起飞骑送回咸阳的捷报，知悉数十万赵

国军队已成瓮中之鳖，激动得热泪盈眶，断定秦国自孝公以来

几代国君所期盼的伟大战略决战时刻业已到来，全歼实力强

大的赵军在此一举，便亲自驾临距长平不远的河内，下令征发

当地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组成生力军火速赶往长平前

线增援白起，围敌打援，务求全歼敌军。

四十六天之后，赵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

得困兽犹斗，将全军分成四路轮番向秦军壁垒发起冲击，企图

杀开一条血路突围。但秦军壁垒森严，众志成城，赵军难以撼

动半分，徒然损失了好多人马。绝望中的赵括急红了眼，亲率

几万锐卒发起最后一次冲击，结果赵括本人被乱箭射落马下，

一命呜呼，几万锐卒组成的冲击部队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

成军。白起命人将赵括的首级挂于高竿之上，招降包围圈内

的赵国军队。在饥饿状态中挣扎的赵国四十万兵将一见主帅

已死，顿时军心瓦解，纷纷抛矛弃戟，全部投降。

消息传入赵都邯郸，顿时满城缟素，遍地哭声，愁云惨雾

笼罩了这座中原名都大邑，人人都沉浸在丧失亲人的巨大悲

痛之中。

消息传遍东方大地，其他五国君臣都震惊异常，恐惧万

状：今后还有谁能阻挡得住秦国东进、一统天下的血腥脚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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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方六国为秦国的空前强大和辉煌胜利而震惊恐惧

的时候，秦昭襄王在浩浩荡荡的扈从队伍簇拥下，赶赴业已风

平浪静的长平战场，犒劳武安君白起和全体秦军将士。最后

在众人的陪同下和三军将士的欢呼声中，秦昭襄王登上长平

的一道高岗，放眼辽阔的东方大地，心潮涌动，思绪万千。

秦国终于后来者居上，从一个僻处西方的落后小邦，经过

五百多年的艰辛创业和不懈努力，发展成为拥有带甲之士百

万、车骑万乘的超级军事强国，如今又扫除了挺进东方的最后

一道军事障碍，将强大的赵国击倒在地。从此秦军削平六国、

统一天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威震东方早成现实，统一大业胜利在望。此时此刻的秦

昭襄王在告慰列祖列宗、鼓励三军将士的心潮汹涌下，胸中却

升起了一种自身来日无多、时不我待的感觉。因为他毕竟已

是一位在位四十七年，年逾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天地转，光阴

迫，而统一大业才刚刚起步，虽然胜券在握，但前程仍然充满

艰险，他确信自己此生只能是一个架桥铺路人，让后世子孙去

完成一统四海的宏图大业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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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当秦赵两国军队在长平地区对峙作战的时候，一个孤

独的秦国王孙却在赵都邯郸的街头上徘徊漂泊。

他姓嬴名叫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太子柱（即

后来的秦孝文王）的儿子，前几年被作为“质”送来赵国。“质”

就是“人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激烈频繁，各

国之间的交往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君主为了互相结盟的需要

和取得彼此间的信任，常常将自己的儿子或孙子送往别国去

充当“质”，如大家所熟悉的赵长安君为质于齐、燕太子丹为质

于秦等。这些“质”虽然贵为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本身不过

是服从政治军事需要的一种“抵押品”而已，其前途难以预测，

若两国长期友好，则“质”为朝中佳宾，好酒好饭常食，好车好

马常送；若两国一旦废弃盟约发生战争，则“质”立刻“身为粪

土”（《战国策·秦策五》），轻者押解出境，重者身首异处，成为

他乡之鬼了。

秦安国君太子柱总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既非长子，其

亲生母亲夏姬又因色衰爱弛，失宠于太子，所以这个为质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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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厄运便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头上。自从异人来到赵国

后，秦国上下好像也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王孙在赵国充当抵

押品，不但不接济一些钱财，而且还频频向赵国发动战争，使

异人的处境更加险恶。好在赵国君臣明白异人只是一个失宠

的王孙，一刀杀了他不足以在秦国引起强烈震动，更解不了对

秦国的深仇大恨，因此倒也没有十分难为他，但时时冷嘲热

讽、顿顿残羹剩汤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车乘进用不饶，居处

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是史书对异人在赵国

穷困潦倒生活的真实描写。异人一回想起昔日在秦宫中锦衣

玉食、驷马高车的生活，一股回归故国的强烈愿望便涌上心

头。可是君命难违，归国的希望已十分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

性更是此生难求，客死异乡的命运却像不散的阴魂一样紧紧

缠绕着他。异人经常脚步蹒跚地徘徊在邯郸街头。赵国虽然

给了这位可怜的落难王孙一点出外散步的自由，但其身边却

总是跟随着两个赵国仆从，名为陪侍，实则监视。慢慢地，邯

郸街头的百姓也就熟悉了这位异乡孤客的身影，知道了他的

身份地位，起先还有人朝他扔瓦块、吐口水，后来看到异人总

是逆来顺受，渐觉无趣，不久便视而不见，匆匆忙活各自的生

计了。

这一天，异人正像往常一样在邯郸街头游荡，突然听到前

边哭声、喊声响成一片。原来长平前线战事吃紧，赵国又在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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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里抽调壮丁组成新军前往增援。说是壮丁，实际上里面

既有年过五十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显然这场战争已

使赵国在各方面都感到精疲力竭了。亲友们都知道此去抵挡

秦国的“虎狼之师”定然凶多吉少，无异于生离死别，都紧随不

舍，一时哭爹喊爷声、呼儿唤弟声不绝于耳，其中也夹杂着绝

望的号泣声和对秦国恶狠狠的诅咒声。

异人一看到这种阵势，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忙回头想偷偷

溜进一条小巷。可惜一个眼尖的小孩已然发现了他，尖声尖

嗓地喊道：“这不是那位秦国王孙吗？瞧，他也前来看热

闹了！”

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愤怒、怨恨、鄙视的目光齐刷刷

射向异人。稍停了片刻，一位披头散发的老妇人跌跌撞撞地

冲出人群，伸出鸡爪般的双手扑向异人：“你这杀不尽、斩不绝

的秦国狗奴，整得我一家好惨啊！前些年我丈夫出征跟秦人

打仗，可怜他被送回来时只是一具无头的尸首；如今我儿又要

前去送死，剩下我这一个孤老婆子可怎么活啊！”

眼看着老妇人双手即将抓及自己脸面，异人不敢还手，只

是慌忙后退侧身一躲。那位老妇人双手扑空，身子前倾，“扑

通”一声跌倒在地，颤巍巍地好不容易爬起身来，坐在地上又

号啕大哭起来。

众人本来就被老妇人的哭诉激起了心里久藏的国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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