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史名人 

管仲  

管仲（约前 723 或前 716—前 645）：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中国春秋时

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

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

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

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

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简介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

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

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

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

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

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

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 

生平 

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

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

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

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

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

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

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

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 707 年）周郑绪葛之战，周

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齐襄公四年（前 694 年）周王



第九章 历代名人（续） 

甘茂  

人物简介 

  甘茂，生卒年不详，下蔡（今安徽凤台）人。战国中期秦国名将。姬姓，甘氏，名茂。 

人物生平 

  曾就学于史举，学百家之说，经张仪、樗里疾引荐于秦惠文王。周赧王三年（前 312），

助左庶长魏章略定汉中地。又率兵平定蜀乱。六年（前 309），秦初置丞相，甘茂为左相。

七年（前 308）秋，受命为将攻韩之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以打开秦东向门户。行前分析

楚、韩盟而不固，楚无意救韩。又亲至魏、赵游说，使其不出兵救韩。鉴于宜阳城坚难攻，

恐攻城日久而遭人谗言，遂与秦王订下息壤（今陕西咸阳东郊）之盟。后攻宜阳 5 月未下，

公孙奭、樗里疾果谮之于秦王，秦王终守信而发兵助之，甘茂又出私财犒劳将士，于次年终

克宜阳，斩首 6 万。并渡过黄河，驻于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同年，因楚围韩雍氏（今

河南禹州东北），力劝秦昭王救韩。后因劝秦王归还韩武遂而被疑，遭向寿、公孙奭谗毁，

被迫于攻魏蒲阪时逃至齐，任齐上卿。十年（前 305），为齐使楚。秦欲令楚送还甘茂，楚

以其贤而拒秦。卒于魏。 

秦国武将系列之甘茂 

第一阶段，成名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 312），也就是秦惠王更元十三年，甘茂助左庶长魏章略定汉中地，

这次应该是充当见习军师的职位，甘茂表现不错， 坐稳了军师的位置，过了两年，也就是

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武王勇力超人，好勇斗狠，朝纲独断，对只会耍嘴皮子，和老弱

病残的张仪、魏章看不惯，把他们驱逐去了魏国，而大功臣司马错因为跟张仪配合不错，也

受到了牵连，武王时期得意的将军是乌获和任鄙，齐国人孟贲等大力士，而甘茂政治头脑不

错，没有受到牵连，应该是接替了魏章的位置，掌握了军权。 

第二阶段，立业 

  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秦公子蜀侯辉和他的辅相陈壮谋反，武王就指派甘茂去平定

蜀地。因为司马错是平定蜀地的老功臣，甘茂并没有独自争功，反而邀请司马错协助平定蜀

乱，其后甘茂诛陈庄返回秦国后，武王六年，秦初置丞相，樗里子举荐甘茂为左丞相，这个

樗里子就是秦人谚语“力则任鄙，智则樗里。”中的主人公，为秦王子弟，说明甘茂为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