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著名人物 

冯亭  

人物简介 

冯亭(？— 前 260 年)，战国时期韩国人。继靳黈之后担任韩国的上党郡守。   

前 262 年，秦国武安君白起伐韩，取野王邑。上党与韩国本土的道路被断绝。韩国派阳

城君到秦国谢罪，割上党之地请和。另一方面，派遗韩阳，通知上党靳黈撤离上党，靳黈不

肯，韩桓惠王派冯亭接替他的位置。 

对抗秦国 

冯亭到达上党一个月后，与其官吏们说：“上党与韩国联络的道路已经中断了，秦国的

军队每天的逼进，我国不能应付，不如将上党送给赵国。赵国接受了我们，秦国一定会进攻

赵国的；赵国被秦国攻击，必定会与韩国亲近的。韩、赵两国联手，一定可以对抗秦国的。”

于是派遗使者到赵国，对赵孝成王请求说：“我韩国不能守上党，而且已经决定割给秦国，

但是当地百姓皆不愿接受秦国统治，而是甘愿作赵国子民。现在上党有城池十七座，臣愿意

全意奉献给大王，但愿大王能酌量处置。”赵王相当高兴，将此事告诉给赵豹，赵豹说：“臣

听说，‘圣人认为，无缘而受禄，必定会招来祸害。’”赵王说：“他们仰慕寡人的千秋大义，

怎能算是无缘而受禄呢？”赵豹回答：“秦国为了蚕食韩国的土地，故意切断上党和韩国的

联络，认为如此就能轻取上党。韩国之所以把上党献会我国，是企图把战祸转嫁给我们。秦

国蒙受疲劳，而我国坐享其利。强秦不能从弱韩的上党，那弱小的我国又怎能从强秦得到上

党，怎么能说是意外之获呢？不如不要接受。”赵王将此事告诉给平原君赵胜，赵胜请求接

受。赵王就派遗赵胜前往接收上党。   

赵国封冯亭为华阳君，给予民户三万，封其县令为侯，给予各民户一千，官吏都加爵三

级。冯亭一听非常伤心，不见赵国使者，说：“我不忍心出卖国家的土地而作为自己的俸禄

啊！”。 

战死 

后来与赵国大将廉颇对抗秦国军队，战死在长平。  

冯亭战死后，其宗族分散，有的留在上党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有的留在赵（今河

北境），并发展繁衍下去。其后裔有许多为将相，如秦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等。 



 

几位军官的职，不料差点激起兵变。他这才意识到苏州知府并不好当。任环的到来令尚维持

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任环懂军事为人又正派，他算是有了—位好助手。任环到任后，看到苏

州地区驻军军纪废弛，畏敌怯战，很痛心。在征得尚维持批准后，他大刀阔斧，下令裁汰老

弱兵丁，撤换不称职的指挥官，又请尚维持上疏朝廷，请求从南方调来广西士兵 1500 人，

编组成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机动部队(明代时，广西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兵士吃苦耐

劳，骁勇善战，《明史》中称作狼兵。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称呼)，积极备战。任环还请尚维持

划拨库银 2万两，用于在苏州地区招募乡勇，共募 6000 人，发给刀矛火铳、弓弩等，加以

训练。平日务农，倭寇来犯时即开赴战地，配合官军作战。  

这批乡勇由于熟悉道路地形，又一心要保护家乡免遭倭寇蹂躏。故而士气高昂，勇于征

战，战斗力甚至胜过官军。尤为难得的是来自北方的任环在河网纵横、湖泊很多的苏州地区

作实地考察时就意识到水战的重要性。他规定官军都要学会游泳，通水性，定期考核，自己

还带头下水游泳，还举行水战演习，以提高作战能力。在尚维持的支持下，任环还张榜告示，

发动百姓绅商们捐钱，在太湖洞庭东山建起船厂，打造 40艘战船。船头船尾蒙上熟铜皮，

以防以后在战斗中受到倭寇的火攻。这种双帆战船为提高航速，还在船尾加建木飞轮。行驶

时由几名强壮的水手轮班踩飞轮。它们在后来的抗倭战斗中确实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对付

小股乘坐小船的倭寇时尤为有效，平日又可用以江湖上巡弋及运送军民。但由于吨位很有限，

船上又不能安放神威大炮。火力主要靠使用抬枪与火铳。在正面交战中，往往敌不过倭寇的

战船和铁甲战舰。此为任环的一撼事。 

第十章 隶属县市 

城区 

基本情况 

长治市城区政府成立于 1976 年，是一个具有城市性质的市辖区，是长治市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商贸中心，也是长治市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它地处晋东南上党盆地中央，东

傍太行山西麓，南与长治县接壤，西临浊漳河，北与郊区毗邻。区内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温和适中。全区总面积 56 平方公里，人口 33 万（其中非农业人口 26 万，农业人口 6万，

包括回、蒙、朝等少数民族）。城区下辖 2 个乡级街道办事处,28 个村（菜场）。  

交通环境:城区是晋东南的客运枢纽,已形成了公路为主,辅以铁路、航空等的立体交通

网络。区内公路“四横五纵”，市区内客运线路向南直达长治县及其南部；往北达长北，黄

碾，山化，潞城；向西达屯留、长子；往东通平顺、壶关。3 条国道（207、208 国道，长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