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 他 如 何 试 图 打 好 一 手 烂 牌
———楚考烈王记事②

沈国冰

跑得慢的时候， 听到的都是闲言碎
语；如果跑得足够快，耳边只有风声。

究竟是什么样的终点， 才能配得上
这一路的奔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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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徒黄歇祭出一招 “偷梁换柱”，太

子熊完“金蝉脱壳”回到了楚国。
不过略显身手，黄歇的伟大谋略家、

军事家、 政治家的胆识和潜质已经显露
无遗。

女婿居然偷偷跑了！还丢下了老婆、
孩子。

这下子惹恼了熊完的老丈人秦昭襄
王，他准备砍了黄歇，以泄心中怒火，还
能找回碎了一地的颜面。

生死命悬一线。面对秦昭襄王，黄歇
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 翻译成今天的白
话文，大致是这样：我的睿智的天下无双
的大王啊！我这是在帮您呢！太子不是您
的女婿吗？太子当上楚王，总比其他人当
上楚王强很多倍吧？太子当上了楚王，楚
国不就是秦国的了！

秦昭襄王心里想，似乎有些道理。尽
管内心波涛翻滚，却面如止水：你以为寡
人如此没有胸襟和眼光吗？ 趁着寡人现
在心情好，滚回你的楚国去吧。

丞相范雎站出来坚决反对：大王，此
人如回到楚国，和熊完联手，今后必成为
大秦的大患呀！

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 用他那一贯
睥睨而凌厉的眼神扫向黄歇离去的背
影：寡人就喜欢和他们这样的高手过招！

你以为秦昭襄王是在吹牛？显然不是。
那， 你是不是以为楚考烈王只是等

闲之辈？当然绝非如此。
在那风云际会、 变幻莫测的战国后

期，因为考烈王的出现，让奄奄一息的楚
国看见了一线生机。

透出的一丝光亮，似乎就在前面，但
路途遥远而坎坷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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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登上了至高无上的楚王之位，

然而，楚考烈王熊完接手的楚国，那时那
刻，却是一个里外通透的烂摊子。

公元前 278 年，秦国的猛将，也就是
秦昭襄王的爱将白起， 一举攻破楚国的
王城郢都，熊完的父亲楚顷襄王被迫迁都
陈城（今天的河南淮阳）。郢都的陷落，直
接导致忧国忧民的屈原失望至极、悲愤不
已，怀抱大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 诞生和源起
于此。

从今天湖北的郢都， 迁都至今天河
南的淮阳， 是楚国国力由盛转衰的重大
转折点。

按照这一时间线轴来推算， 熊完是
在陈城（今天的河南淮阳）继位，成为新
一任楚王。

惊魂未定的楚国， 把王都暂时安顿
在了陈城。

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国运衰微，内
忧外患。

考烈王拿到手的， 不仅仅是不折不
扣的一手烂牌，更严重的还在于“缺张”。

考烈王（？—公元前 238 年），也就是
出生年月不详，终于公元前 238 年，无法
确定考烈王享年多少。

公元前 262 年—公元前 238 年 ，考
烈王在位，担任 25 年楚王。考烈王时代，
战国历史的烽烟即将熄灭、 中原一统的
进程计入倒计时。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不可逆转。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战国七雄”
出现了一个雄才大略的王。他不是别人，
他就是考烈王的老丈人，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是一个厉害的王！我们说
他厉害， 是对他的至高的尊崇， 他的厉
害，是指他宽广的胸襟、卓识的远见、无
人可比的卓越才能！

秦昭襄王 （公元前 325 年—公元前
251 年），活了 74 岁。公元前 306 年—公
元前 251 年在位，担任秦王 55 年。仅这
两项纪录，历数春秋、战国的王，几乎无
人可与其齐肩。

秦国传国 563 年（公元前 770 年—公
元前 207 年），36 位国君。前 30 位国君，都
称为“公”；后 6 位国君才称为“王”。

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迁都咸
阳，打败强国魏国，为秦国一统中国打下
坚实基础。 秦孝公被称为秦统一中国的
“奠基者”。秦孝公，是最后一位以“公”为
称的秦国国君。

秦惠文王，秦孝公的儿子，他是秦国
第一位称为“王”的秦国国君。他是秦国
崛起承上启下的王，在一定程度上讲，他
是秦统一中国的“中继者”。

秦武王， 秦惠文王的儿子， 在位 3
年，如他的王号，他酷爱比武，最后因为
举鼎而被累死。

兄终弟及，秦武王死后，他的弟弟继
承王位，此人就是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位居秦国 “四大雄主”之
列。后来一统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
央集权国家，称号“始皇帝”的嬴政，乃秦
昭襄王的曾孙！

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白起为将，并
采用和推行范雎提出的著名的 “远交近
攻”策略。

你看，几乎每隔几十年，秦国就会出
现一位雄才大略的王！

这是包括楚国在内的另外六雄所没
有的。因而不难解释，统一中国的为什么
是秦国。

楚考烈王迎来了楚国生死存亡的对
手，他的老丈人秦昭襄王。

考烈王该如何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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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3 年，刚入冬。楚国的新王

考烈王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了咸阳， 他们
带来了考烈王送给老丈人以及自己老
婆、儿子奢华的礼物。

更为重要的是， 还有考烈王呈送给
老丈人的一封信。

那个时候，纸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
们只能把文字刻在竹简或者木牍上，由
于这封信比较长，所用的竹简太多，因而
这封信是被两名武士抬进来的。 在这封
极为重要的信里， 女婿考烈王向老丈人
秦昭襄王传递了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请
求秦昭襄王不要再把楚国视为主要竞争
对手，楚国愿意听秦国的话，因为现在楚
国的王是秦国的王的女婿。这么亲，互相
打架还有意思吗？二是请求善待自己的老
婆和儿子。三是提醒和恳请老丈人在繁重

的公务工作中，注意锻炼，保重身体。
不管真假， 女婿考烈王的谦逊、体

贴、孝顺，让老丈人秦昭襄王心里涌起阵
阵温暖。

善待熊完的老婆，那自然不在话下，
怎么说，她也是秦昭襄王的女儿。善待他
的儿子，也没有落空。后来，熊完的大儿
子熊启，还担任了秦国的相国。

不管秦昭襄王是不是真的念及亲
情，还是将计就计，反正秦国的国策发生
了根本变化， 那就是采纳了范雎的策略
“远交近攻”。

安顿好楚国和考烈王之后， 秦昭襄
王首先把矛头集中指向韩、赵、魏。秦国
与韩国、赵国之间的第一场生死较量，发
生在韩国的上党，史称“上党之战”。第二
场生死较量， 发生在赵国的长平， 史称
“长平之战”。历经这两场大战，七雄之中
的韩、赵元气大伤，国力、国民精神都受
到前所未有削弱和重创，自此之后，韩、
赵再也没有能力和秦国抗衡， 更不用说
和秦国争霸天下了。

著名成语“纸上谈兵”，诞生于秦赵
生死较量的“长平之战”。不过那个时候，
纸还没有发明，因而，这个成语应当是后
人的追认。

秦赵“长平之战”，直接导致赵国大
将廉颇被解职。但“长平之战”的惨败，让
赵孝成王幡然醒悟，重新起用廉颇。廉颇
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邯郸之战的胜利。公
元前 245 年，赵孝成王去世，赵悼襄王赵
偃继位 （公元前 245 年―公元前 236 年
在位）。不知何故，赵悼襄王很不喜欢廉
颇，解除了廉颇一切职务，廉颇愤而离开
自己的祖国赵国，先是到了魏国，后来到
了楚国，终于楚国王都寿春，长眠于八公
群山之中的放牛山。

从时间轴线上推算，廉颇来到楚国，
应在楚考烈王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 考烈王渴慕英雄和
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得益于考烈王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
外交策略， 楚国得以避开强秦的锐利锋
芒，得到极为宝贵的发展时间、空间，国

民经济一定程度上地得到恢复发展，老
百姓享受到了经年战乱难得的安宁，生
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提升。 考烈王以他超
群的智慧，为楚国赢得了至少 10 年以上
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机遇期， 也为楚国民
众赢得了至少 10 年的安宁生活，为楚国
的存在拓展出至少 20 年时间。

这是战国那段历史， 不能不给予考
烈王的肯定和功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
印证着考烈王毕生都在试图将一手烂牌
打好的壮志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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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人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

了考烈王精心布局和构筑的秦楚亲和稳
定关系。

秦、赵长平之战后，秦昭襄王决定不
给赵国喘息机会，准备一举拿下邯郸，把
赵国彻底从地图上抹去。

在邯郸生死时刻， 赵孝成王向魏国
和楚国求救。

考虑到楚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顾忌
到秦楚构筑的亲和关系以及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楚国对于
赵国的求救，采取了模糊态度，这样既不
得罪赵国，也避免刺激秦国。

危在旦夕， 赵国平原君赵胜领命出
使楚国。他要从门客中挑选 20 名文武双
全的随从人员， 挑来挑去， 只选拔出来
19 人。这时，有一人主动站出来，自己推
荐自己，于是补齐了 20 人。

这个人就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毛
遂。此为“毛遂自荐”的来历。

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
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
而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毛遂早
得到任用，就会像锥子放在布袋里那样，
锥针都能全部穿出来。”这就是著名成语
“脱颖而出”的来历。

平原君赵胜带着毛遂等人， 去了楚
国。

历史被毛遂彻底改写了。
毛遂这个人，在考烈王面前的表现，

《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如下：赵平原君
一行来到楚国， 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
秦的利害关系，从清晨谈到中午，平原君
赵胜的唾沫都讲干了， 但楚考烈王一直
含含糊糊，始终不表明态度。

于是，毛遂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
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
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
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
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
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这段话，
不用翻译成白话文，大家都能读明白。

《史记·平原君列传 》记载 ：楚考烈
王羞愧难当 ，“唯唯 ” 答应 ，“歃血而定
纵”。

楚国出兵救赵。
秦、楚翻脸。

人 在 草 木 间
远 行

有人将“茶”字拆开来，拆成人在草
木间，开始觉得有些牵强，细一想，还真
是有几分形象。人在草木间，会是怎样的
状况呢， 还真不好说。 好在拆字本是游
戏，也就不必太过认真了。 一个字，拆来
拆去，能拆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

对于茶， 很多人的态度和感情都是
不一样的。身边有些朋友是爱茶的，爱得
浓烈， 可谓是一日不可无此君。 清晨起
来，先泡一杯浓茶在手，不喝透了，便觉
得浑身都不舒服， 好像世上其他的事都
可以放一放，唯独一杯浓茶不可辜负。有
些朋友只喜欢淡淡的茶味，茶得细品，才
中下怀。闲时，泡一盏清茶，慢慢啜饮，或
是邀二三好友对饮， 便有了时闲世静的
安然。 我的外公从不喝茶，也不沾烟酒，
日子过得平淡，可在我的眼里，却是最适
宜的，因为外公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并遵
循一生，从未改变。 对于茶，我的态度是
若即若离的，不如外公那般坚定。有时喝
淡茶，有时嗜浓茶，有时只喝白开水。 茶
于我，时有时无，时浓时淡，可有可无，都

行。 但对于茶，我一直偏爱绿茶。 在我的
认知中，觉得绿茶即使是泡在杯中，仍有
一种山野气，有春天的气息，有茶棵间的
兰花香， 能在杯中感受到某种人在草木
之间的情境。大概一杯再好的茶，也莫过
于斯吧。

今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心情郁郁，
只想待在家里，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闲度
时光，人有种莫名的颓废感。每天清晨起
来只想看看书，写点简单的文字，或是去
趟菜市场，买几样喜欢的蔬菜，随便煮点
东西吃，偶尔在网上和朋友聊会儿天，打
发着无聊的时间。日子清闲下来，郁郁的
心情竟渐渐地好了些。其间，徽州的一位
朋友，知道我的清闲，给我寄了几种茶叶
来，每种茶都寄了一小罐，让我尝尝。 这
些茶，都是春天时，他在自家山上茶园里
采来，然后自己制成茶的。 一罐毛峰，一
罐炒青，还有一罐茶，没有名字。 那罐茶
是他在炒制的过程中，火候没有掌握好，
杀青时将鲜叶炒老了， 索性就多炒了一
会儿，茶有股好闻焦香味儿。他说这罐茶

的味道很好，若是吃得油腻，可以喝它解
腻。 有了朋友送的几种茶， 我清闲的日
子，好像多了一些滋味。 在那几种茶，我
更喜欢那罐略带点焦香味的茶， 可以解
生活中的某种腻味。在不同的茶中，可以
品出不同的况味来，也算是闲来所得吧。

老家也种茶，我读过的小学和初中，
都有大片的茶园。 上学时，每年的茶季，
学校里都要安排我们采茶。 一个清早两
节课的时间，甚至是一个上午，我们都在
茶园里采茶。 其时，我们的个头不高，有
时和茶棵差不多高，茶树长得好的地方，
我们就不及茶树高了，藏在茶垄间，伸手
去够茶棵上的鲜叶，远远望去，样子很滑
稽。我家菜园的周围的土墙上，也栽了两
行茶树，每年摘一点鲜叶，自己家炒了土
茶。 土茶浓酽，农忙时，用大陶壶泡一壶
土茶，放在田埂上，渴了，倒上一杯喝，非
常解渴。 村里大多数的人家，都是如此。

我最喜欢的茶， 是一种叫兰花香的
野茶，也是徽州的朋友送的。 泡好的茶，
在杯口袅袅升起的热气中， 能闻到一股

淡淡的兰花香。 尝尝，清淡的茶味里，有
股清甜的花香味。 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有一年茶季， 去徽州访茶， 去了一处茶
山。 清晨起早上山，走了一个多小时，才
爬上接近山顶的茶园。朋友说，这就是他
家的茶园，再往上走不远，可以寻到一些
野茶。我们不为采茶而来，便一起往山上
爬去。 一路爬，一路搜寻着野茶。 山路边
的植被丰富，多的是灌木和杂草，间或有
一些茶树。 野生的茶树，枝叶未经修剪，
茶枝分散开， 长得随意， 枝上的茶芽不
少，但明显要比茶园里的茶芽瘦些。山上
的兰花多。野茶的茶棵间，散生着不少的
兰花。 有些正在开着，兰香阵阵，有的抽
出了许多花葶。 朋友说， 这些野茶摘下
来，制成茶，泡开，有股兰花香。我自己念
念不忘的兰花香， 原来就长在这样的地
方。 我站在那儿向远处望望，群山连绵。

人在草木间， 大概是人与茶的某种
关系， 也是人与自然的某种关系。 那一
刻， 我好像懂得了他们为什么将茶字拆
成人在草木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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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岁月之况味
孙登科

梦幻合影
回首当年，他俩风华正茂
他英俊帅气
她靓丽妩媚
多么好的一对缱绻夫妻
定格在一张照片里

而今，她已老态龙钟
他也离她远去
当她每捧起老旧的照片
泣不成声，化不开的思念
祈盼再一次与他合影
让爱延续，用爱取暖

在梦里，一次次与他约定
在梦外，却是空想的夙愿
此岸———彼岸，岁月之河
哪里还有返回的航船
个中滋味，常常让她
热泪潸然
沉寂在怅然的时光深处
是梦圆了她的心愿
在捡拾昔日年轮中情缘
欣慰的是
对他从未留下缺憾……

谒太白寺
是那个寺的名字
不，是名字里的两个字
李白———
牵动了我的脚步

那两个字，是中国文学天幕上
白天，云隙中投下的
一束耀眼的阳光
夜晚，最亮的一颗星斗

是诗的原野上，一股
狂放不羁 拂荡不已的风
是诗的林莽中，一株
葳蕤扶疏，摩云接天的树

那风蓄有仙的飘逸 浪漫
那树常摇撼人的重浊怒吼
一首首诗篇，淋漓不竭的汁液
早已成为滋育后人的千丈瀑布

心怀童趣
他痴情，常想起儿时
尽管岁月遥远
定格的记忆，幡然复活
回到了童年的天地

那时，曾与她几度同窗
两小无猜
像哥哥和妹妹般亲密
往事，如当今白发一样多啊
致使他流连忘返
在一首首小诗里与她相会
那绵绵的诗语
让他沉浸在明明灭灭的
弥香里，感动不已

虽时过境迁，但他的思绪
仍停留在十二三岁年纪
在那么多的风景里陶醉
多少年了，彼此都已进入暮年
却像长不大的老小孩
在顺时或逆时都持有良好心态
是那鲜艳的童趣花朵
在滋养苍老的心怀
深深地蕴涵曾经的爱

和树桩说话
董国宾

一棵歪脖子树， 并不是打小就往
斜处长，还是小树的时候，咋看都是直
条条的。再长大一点，还是直直地往上
窜，再往后再往后，不知怎的，咋就长
歪了呢？

邻家大伯告诉了我这个理儿，大
伯的话我想了好久， 最终还是明白过
来。大伯说：“这树也有如意不如意，就
像一只船， 顺风顺水时， 一直顺河而
行。 忽来一阵风来浪， 便开始大摇大
摆。 若挺过去还好，若挺不过去，撑船
人手一松懈， 船头就直撞撞地顶到岸
上去。 树也同理，往往在关键时刻，脑
子忽热忽冷，说不定就长歪了。 ”

我走出去看树，到这边，到那边，
到河滩上，去槐树群，还到高大的白桦
林。走进我视野的，大都是可以成材的
树，一棵棵直愣愣地往上窜。若随便将
这些树伐几棵运回家， 个个都可作为
直梁子，能顶大用呢。 但也不全这样，
偏偏有的长成了歪脖子树，咋看都是怪
模怪样，挺吓人的。我只瞧了一眼，扭头
就走掉了，我的心还砰砰直跳。 我的意
识告诉我，快走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走了， 身后的几个来人却停下
来，是径直朝一棵棵歪脖子树走过去，
走到跟前，便立住不走了。我是躲过一
小段距离后，心有惊恐，越惊恐越想回
头看一眼， 才恰巧看见身后那几个来
人的。

我在不是很远处，又瞧了几眼，结
果不解地发现， 那几个人立在歪脖子
树下，匆匆的脚步只逗留了一刹，便又
开始行走了。 这行走并不是我料到的
那样，往前走，或者往回返，而是步履
娴熟地往歪脖子树上走。走得很轻，又
很快，像是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到树
顶了。再一看，竟叉开双腿端坐在歪脖
子树干上了。对平常人来讲，上树既是
爬树，既是爬，当然很慢，是一点点艰

难挪步。 不过这次我看到的，可不是爬
那样滞缓，简直是在平地走路，熟练又
快捷。 我还看到，那几个人与长歪了的
树脖子，饶有意味地嘀咕起来，到底嘀
咕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压根儿就
听不到。 他们更是亲昵地如同久逢而
拥，脸贴脸，胸贴胸，在彼此你我之间
的空间里，看不到一点儿隔膜和怯生，
若不仔细看， 还以为原本就是长在一
块的呢。

树有不同品种，亦有高低曲直，是
不是与人一样，高矮胖瘦各有其妙？ 我
还往远处想，长歪了的树砍下来，摇身
一变就成了俗世间的艺术品。 若卖出
去，其价值会飙升若干倍呢。 我开始出
神地想事情，当对一些奇怪的事儿，稍
有感知的时候， 邻家大伯又对我说：
“歪树何谈栋梁？ 当歪树吹出一阵斜
风，就偷走了人的心。 ”

我仍会跑到荒野去看树， 看一根
根青茂的茎干，看一棵棵长老的树。 歪
脖子树不多见，像是隐藏了心思，但同
样长在荒野上。 大伯的话让我明白了
一棵树的道理， 树以外的道理似乎也
明白了一大半。 接下来的事儿，我就去
和一棵棵树说话， 最多的是和长老的
树说话，和老成树桩的树说话。 我一有
空闲就跑过来， 有时候还会将手头的
事儿挪到第二天去打理。 我站在树桩
旁， 一句接一句地与它们说话和谈心
思，一说就是几箩筐，说着说着太阳跑
到山那头去了。

荒野向每个人都敞开了门， 在这
个世界里， 满地都是树， 大大小小的
树，树多了便成了林。 这个世俗的林子
里，一棵棵直挺挺的老树桩，踩着稻穗
般沉实的脚步， 在风雨中一天天挺过
来。 但偶尔也会从它们身旁，闪过几双
世俗的眼睛，如同一个个奔跑的孩子，
跑着跑着就把自己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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