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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 路 相 逢 ： 邯 郸 之 战 前 传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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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在赵武灵王

时期，实行军事变革“胡服骑射”，赵国
一跃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

秦昭襄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当时，赵国的实力仅次于楚国。
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明白，他不能

同时与楚、赵开战，他也没有同时开辟
两个战场、同时打胜楚、赵的绝对把握。

在安抚好楚顷襄王，并迫使楚顷襄
王不得不答应把太子熊完送到秦国做
人质之后，公元前 273 年，秦国向赵国
发起了军事行动。

秦军一举攻占赵国三座城池。
赵惠文王以公子部为质于秦，并与

秦签订以焦、魏、牛狐交换三城的协议，
才换来秦国撤军。

秦军刚撤， 赵惠文王开始反悔，拒
不履行协议。

秦昭襄王大怒，派胡阳为将，率领
秦军包围了赵国的军事重地阏与（今山
西省晋中市和顺县）。

历史上著名的秦、赵“阏与之战”，
爆发了。

阏与危在旦夕，赵惠文王首先想到
了大将军廉颇， 意图让廉颇领军救援。
但廉颇却认为， 阏与距离邯郸路途遥
远，难以施救。

赵惠文王又问将军乐乘。乐乘所持
态度和廉颇的看法一样。

赵都邯郸的朝堂之上，僵持凝重。
此时， 一名英武的将军闪身而出，

慷慨激昂地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他说，“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
这个将军的名字，叫做赵奢。
赵奢率领的赵军，一举击败了阏与

的秦军，取得阏与之战的完胜。
赵奢一战成名，一跃成为和廉颇齐

肩的赵之名将。
赵惠文王为了奖赏赵奢所建功勋，

封赵奢为马服君。
马服，地名，在赵都邯郸西北。
从此，这里的百姓以马服为姓。
此后，成为马姓的源头，赵奢成为

马姓的始祖。
赵奢在赵都邯郸朝堂之上说出的

那一番话，也从此成为后世和今天的人
们口口相传的经典名言，这就是：

狭路相逢勇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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阏与之战大胜，赵国创造了打赢头

号强国秦国的神话。 赵有良将赵奢、廉
颇，文臣有蔺相如，还有著名的战国四
君子之一平原君赵胜，这让秦昭襄王暂
时对赵国奈何不得。秦昭襄王转而进攻
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省长治市）。

眼见上党郡守不住，上党郡守冯亭
不愿意听从韩王诏命降秦，于是，把上
党郡送给了赵国。

那个时候，赵惠文王已经去世，他的
儿子赵丹接任赵王，这就是赵孝成王。

上党郡，所辖一共 17 座城池。
实在太诱人。
赵孝成王不听劝阻，接过了送过来

的“烫手山芋”上党郡。

秦、赵围绕上党郡的争夺，在长平
（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 发生大规
模军事冲突，史称长平之战。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们，对长平之战
的结局都很熟悉。

赵孝成王中了秦昭襄王反间计，起
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换下赵军统帅
廉颇，急于求胜的赵括，改变了廉颇的
用兵策略。

秦昭襄王暗中换下王龁，任命白起
为秦军主帅。

长平一战，赵军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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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0 年，赵国大旱，赤地千

里，庄稼颗粒不收。
廉颇率领的几十万赵军，和秦军在

上党郡对峙，已经长达 3 年有余。
3 年对峙， 赵国已经达到极限，国

力再也无力支撑。
即便赵孝成王不中秦国反间计，也

注定了必然换将。
以求解脱，否则，赵国就会崩溃。
历史的吊诡之处还在于，长平之战

爆发前，一代名将赵奢因病去世。
赵国无将可选，只有选择名将赵奢

的儿子赵括。
有将一战成名。 比如，赵奢。
有将一败成名。 比如，赵括。
赵括也并非一无是处，更不是如今

天历史对他描述地那般不堪。
赵括不是草包，赵括何尝不想胜？
绝地反击，赵括最终选择和赵军士

卒们一起拼死冲锋、冒死突围，身中数
箭，战死在突围。

赵军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投降的呢？
被秦军围困 46 天，援绝、粮绝，陷入人
吃人才能续命的绝境，最后才降秦。

如果主帅赵括不是战死，赵军一定
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会投降。

面对 40 万投降的赵军， 其中大部
分都是 16 周岁左右的少年士卒，怎么处
置？养不起，每天需要多少粮草？留不得，
毕竟是敌人。 散不得，等于放虎归山。

白起给秦昭襄王送去一份请示，快
马星夜奔驰咸阳。

秦昭襄王回复诏命， 星夜快马，送
至长平前线白起手中。

白起展开诏命一看， 空无一字，这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无字诏命”。

白起揣测王意，“一字不留”， 不就
是“一人不留”吗？于是下令，坑杀 40 万
赵军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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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后，白起回到咸阳面见秦

昭襄王。
秦昭襄王告诉白起，“无字诏命”并

不是“不留一人”，而是让白起“自行决
定”。

从此， 白起背上坑杀 40 万赵军降
卒的千古恶名、万世骂名。

一代名将被污名化。
白起从此和秦昭襄王决裂。
也将引来杀身之祸。
公元前 259 年 10 月， 秦昭襄王任

命王陵为将率军伐赵，直攻赵都邯郸。
邯郸之战爆发。
秦昭襄王的意图十分明显， 取邯

郸，灭赵。
秦昭襄王的本意让白起为将攻打邯

郸，但白起认为此时攻打邯郸必败无疑，
已经预见败局的白起称病不领王命。

此时，秦昭襄王听不进任何不同意
见，坚持攻打邯郸，且猜忌白起怀有异
心。

范睢说， 白起如不愿为大王所用，
也决不能为他国所用，否则，必成大秦
后患！

秦昭襄王赐白起秦王剑，白起自杀
而死。

一代战神， 战国第一名将白起，就
此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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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被围困两年，危在旦夕。
赵国向楚、魏求救。
战国四君子之一、 赵国平原君赵

胜，受赵孝成王之命，前往楚国求援。
出发前， 赵胜想挑选 20 名能言善

忠勇可靠的门客一起去楚国，但只挑选
出来 19 人，还缺少 1 人。

此时，一个叫毛遂的门客主动站出
来，向赵胜自荐前往楚国。

这就是著名成语“毛遂自荐”的源出。
赵胜从未听说过自己的门客中还有

毛遂这个人，也没有听说毛遂有什么才干。
赵胜说，一个有才能的人处在世上，

就好像锥子放在袋子里一样， 锥尖会一
下子刺破袋子露出来的。 而您在我家三
年了，可我从来还没有听人说起过您。

毛遂说，假如我这只锥子早能放进
您的袋子里， 那就不只是露出一个尖
儿，而早就会像谷穗脱苞那样，完全显
现出来了。

这就是著名成语“脱颖而出”的源

出。
于是， 赵胜带着毛遂一起前往楚

国，来到楚国的都城陈城。
通过好友楚相春申君黄歇的鼎力

引荐，赵胜很快见到了楚考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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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胜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

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
烈王还是不为所动。

于是，毛遂拔剑上前，走近楚考烈
王，慷慨陈词。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原文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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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考烈王羞愧不已，于是“歃血而
定纵”。

这就是“歃血为盟”的源出。
楚、赵结成联盟。
楚考烈王以黄歇为将， 领兵 10 万

救赵。
赵胜回到赵国后，在赵孝成王面前

谈及此次出使楚国，感慨地说：“毛遂至
楚，而重于九鼎大吕。 ”

著名成语“一言九鼎”，由此而来。
战国四君子之一、魏国信陵君魏无

忌 ，窃取兵符 ，调集 8 万魏军 ，赶往邯
郸。 此为“窃符救赵”。

公元前 257 年 12 月，楚、魏联军会
师邯郸城下，邯郸城内的赵军齐出，楚、
魏、赵联军大败秦军。

邯郸之围解除。
楚、魏、赵联军取得邯郸之战完胜。
【补记】自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

攻陷楚国都城郢，及至公元前 257 年楚
考烈王取得邯郸之战胜利，20 年来，楚
国首次和秦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是
自公元前 278 年以来，楚国首次取得对
秦国军事行动的重大胜利。

救赵、邯郸之战的胜利，楚国和楚
考烈王在列国的影响力和声望，得到前
所未有提升。

楚国，在考烈王的任期内，出现了
中兴迹象。

但历史演进的车轮，从不会迟疑或
者停滞。

它选择义无反顾、滚滚向前。
因为，如赵奢所言：
狭路相逢勇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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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州 知 州 刘 概 的“言 论 ” 风 波
孙友虎

弘治元年（1488 年），寿州知州刘概
入京考绩，信心满满。

刘概，字大节，济宁人。 成化二十年
（1484 年）进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
知寿州，三年任满，嘉靖《寿州志》给他的
评价是“廉仁明果”。 一是办案有方，“发
奸擿伏如神，猾黠屏息”；二是大行教化，
“招延名儒，振作黉序以及乡社，禁止佛
老师巫，境内淫祠废革殆尽”；三是务实
惠民，“北门外建石桥通济行旅， 复置义
冢收埋遗骸， 城乡各设预备仓积谷七万
五千余石， 集脏罚课荡、 卖耕牛六百余
只， 敷惠贫农， 仍岁给子种一千八百余
石 ，以速农务 ”；四是崇奖风节 ，恤养孤
老，“虽古良牧无加焉”。

按说刘概的业绩可圈可点，可他“直
节自遂”，监司官员对其颇有微词。

“考满知州”刘概，没有得到新的任
用，仍留在京都等候消息。他借机拜访了
寿州人、直隶监察御史汤鼐，寻求对策。
汤鼐，“为人耿爽，喜为大言”。 刘概在寿
州为官时对其早有耳闻。 成化二十三年
九月， 明孝宗刚刚登基，“诣内阁会敕”，
就因汤鼐的一次直谏罢免了两位大学

士，据《守溪笔记·汤鼐》载，“万安、刘吉、
尹直时为大学士， 谓鼐曰：‘近者诏书里
面不欲开言路， 我等扶持科道， 再三陈
说，方添得一款。’鼐即上疏：‘人臣之义，
善则称君，过则归己。 安等乃归过里面，
而又佞臣等以扶持之说， 不知安所谓里
面者将何所指，谓内臣耶？ 谓朝廷耶？ 乞
追究所指，且治其欺君误国之罪。’”当年
十月罢免万安，十一月尹直也被罢免，轰
动朝野。

刘概的行迹，在《明史》中见于《汤鼐
传》之附《传》，足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附《传》所载的刘概上言 “刑赏予夺 ”之
事， 仅是其以寿州知州的身份向朝廷建
言“四事”的第一件事。

弘治元年 （1488 年） 三月二七日，
“寿州知州刘概”奏疏上言四事：一是总
揽大权。 刑赏予夺，人主大柄，后世有为
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窃者，由此辈
心险术巧，人主稍加亲信，辄堕计中。 凡
刑赏予夺，必由大臣奏请、台谏集议而后
可行；二是体恤大体。君行臣职则烦琐而
失大体，选老成宿望三五人置之庙堂，使
主张名节分理六政，多寻贤才以充，庶门
则无多门之患；三是频御经筵。遴选老成
宿望正大通博之士，尊敬而亲爱之。四书
经史之外，兼以大学衍义一书常备讲读；
四是大开言路。凡百缺失利病，许诸人皆
得直言，至于台谏之职宜加宠，重听其弹
劾纠察，或有小过宜优容。 这份奏章，据

《明孝宗实录》卷 12 载，“上纳之”。
此次得到明孝宗的首肯， 大有舍我

其谁的感觉。由汤鼐牵线，他与中书舍人
吉人、 主事李文祥、 庶吉士邹智走得很
近，而汤鼐又是个正直敢言的“言官”，几
人一拍即合。

御史汤鼐所抨击的不乏各种各样的
大人物，而“纸糊三阁老”之一的刘吉对
汤鼐更是难以忍受。 刘吉派人给御史魏
璋传话，只要你能够除掉汤鼐，我就让你
负责都察院。

魏璋欣然同意， 日夜寻找汤鼐的过
失，不久便发生了一起吉人案件。

吉人，出生在长安，于成化末年考中
进士，被授职为中书舍人。

四川发生饥荒，牵动朝廷。弘治二年
（1489 年）二月五日，孝宗皇帝决定派郎
中江汉前往四川，负责赈灾事宜。

二月十日，吉人上奏，认为“四川灾
异非常”，以江汉的才能无法胜任这一工
作，应该派遣四位使臣到不同地方救济，
并且挑选有能力的御史作为巡按， 或许
才能对救灾事宜有利。 于是推荐给事中
宋琮、 理刑知县韩福以及 “考满知州刘
概”（《明孝宗实录》卷 23）作为使臣的人
选，而巡按之职汤鼐足以充任。 显然，吉
人打算借此机会，给“考满”而无实授的
刘概一个任职的机会。

任何机会，都是双向拉动的。吉人的
算盘，不慎落空，反遭魏璋“暗算”。 魏璋

马上起草奏章， 在未获得御史陈景隆等
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先行署上他们的名
字，以示联名上奏。

二月十九日， 以御史陈景隆等名义
的奏折，称吉人违抗皇帝旨意，私下结成
朋党。皇上发怒，将吉人逮捕关进皇家监
狱，责令吉人供出同党名字。吉人回答有
汤鼐、曹璘等人。魏璋又怂恿御史陈璧等
人说：“其他人的确不是吉人同党， 他的
同党是汤鼐、刘概等人。刘概曾送汤鼐白
银，并写信给汤鼐，信中说晚上梦见一个
人骑牛差一点摔下去， 汤鼐用手拉住才
没倒， 又梦见汤鼐手拿五色石将牛引上
道路。 趁机解说梦境， 说：‘人骑牛就是
朱字，这是国姓，意思是说国家将倾覆，
全靠汤鼐扶助，并且引导君王执政。 ’汤
鼐、刘概等互相标榜，诋毁时政，请求逮
捕治罪。”奏疏呈上，全部捕入皇家监狱，
想把他们全都置于死地。

吉人的奏疏，被说成“诋抗成命”，无
外乎借助皇帝之手给吉人及其幕后之人
汤鼐、刘概等，以当头棒喝。在明代，对皇
帝的诏旨，凡有不妥之处，有“执奏”拒绝
执行机制， 以尽可能减少偏听偏信等恶
性事件发生。 弘治元年（1488 年）十月，
曾发生一次孝宗帝收回成命的事，据《明
孝宗实录》卷 19 载，“太监黄顺奏请起复
匠官潘俊等供役， 吏部执奏谓不可以小
官而开夺情之门。 得旨：‘匠官乃手艺之
人，且业已许之矣。’吏部复执奏如初。诏

从之。”吉人，此次撞到枪口上，其致命的
问题在于有结党营私之嫌。

刘概给汤鼐的白金， 系祝寿时所送
的贺礼。 所谓的“牛梦”，本是私信交流，
被“喜为大言”的汤鼐公开，自然平生事
端。

三月二十日，孝宗皇帝作出裁决，认
定刘概妖言惑众判处死刑； 汤鼐接受刘
概的贿赂，贬戍肃州；吉人欺君罔上，削
籍； 其余牵连到而诸多官员也受到程度
不同的贬谪。

四月四日， 吏部尚书王恕为刘概抱
不平，在《讼刘概罪状》奏折中说：“窃见
刑部河南清吏司问得犯人刘概合比依造
妖言者律斩，秋后处决。……今刘概招称
不合，要得阿谀汤鼐，又捏写一梦，书内
称：‘别后，时梦中会见，一夕梦一老人骑
牛背上行陷于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
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谢而去，因
思人骑牛背俨然一朱字， 正我朝之姓氏，
岂非天生豪杰欲赖之引君当道邪？但五色
石子意不可晓，或者公自台中首先抗疏为
弹之第一等邪？请试思之如何等情’。臣切
详刘概书词固为狂妄，不能无罪，其梦有
无亦未可知，推原有其情不过因见汤鼐节
次建言、指陈得失、不计利害，以为天生
豪杰， 以道事陛下也。 是乃与人为善之
意， 别无惑众乱民之情。 今必依造妖言
者律论以死罪，臣窃以为过矣。 ”

四月二十五日， 刑部尚书何乔新替

刘概求情， 认为其行为构不成妖言惑众
罪。 加之，刘概五岁就失去父亲，又没有
其他的兄弟姐妹在。 他的母亲守节三十
年，曾经受到当地官员的表扬，如果陛下
执意要将刘概处死， 其老母亲必定无法
独自生存，请求陛下怜悯一下。孝宗皇帝
为之动容，于是免除刘概的死刑，将其发
配到海州充军。

这，并非终结。
四月二十八日， 僧录司左善世周吉

祥等以“寿州僧告知州刘概擅拆毁寺观”
为由请求治刘概之罪，“且请天下诸僧道
司免行拆毁”。礼部覆奏“概所行，非概宜
坐。吉祥等以故违禁例，阻挠新政之罪”。
孝宗皇帝说，“近年僧道不守清规， 伤败
风化及私创寺观，费耗钱粮者甚多，朝廷
累有禁约， 周吉祥何为辄便扰法？ 当究
治，姑贷之。 吉祥，乃贵戚之为僧者也。 ”
周吉祥，号云瑞，其堂姊是孝肃周太后。

“直节自遂”，充军而去，可叹。 《明
史》说，刘概“考绩赴都，遂遇祸，竟卒于
戍所”。 嘉靖《寿州志》云，刘概“值郡人
御史汤鼐以言构祸， 因逮及焉。 几置重
典，郡民赴京以千计。 逾载，会赦还籍”。
郡民呼救，大臣王恕、何乔新援手，保下
一命。 不管怎样，刘概经此劫难，没能再
次为官。

嘉靖六年（1527 年），寿州知州刘天
民檄请朝廷，刘概被“从祀名宦”，成为明
代寿州知州中最早的“名宦”。

孙叔敖既是循吏更是战将
周 强

楚庄王争霸时， 辅佐他的令尹 （宰
相）是孙叔敖。 孙叔敖，蒍姓，名敖，字孙
叔，是楚国期思邑（今河南省淮滨县期思
镇）人，曾 3 次担任楚国令尹。 他虽“三得
相而不喜”，又“三去相而不悔”，在司马
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中，孙叔敖以中国
循吏第一人的身份在历史中出现。

“循吏”就是遵奉法律、按照情理办
事的官吏。 司马迁两千多年前的“循吏”
评价， 使后世人至今都以为楚相孙叔敖
就是一位文官。 因为他主持修建的芍陂
（安丰塘）至今还惠泽淮南人民，所以孙
叔敖得到淮南人民永远的纪念， 寿县城
郊廉政公园里的孙叔敖雕像、 楚文化博
物馆中孙叔敖修建安丰塘的群雕和十大
廉政人物中的孙叔敖画像， 安丰塘孙叔
敖纪念馆中的孙叔敖半身雕像， 孙叔敖
都是以文官的形象出现。 尤其是廉政公
园的雕像，孙叔敖头戴冠冕，身着朝服，
手持简策，双目炯炯有神，直视远方，其
面部表情中透出果敢坚毅， 透出凛然正
气，视之就令人肃然起敬。

可惜的是，《循吏列传》 只说到孙叔
敖的治理政绩， 全然没提到他的争霸战
功。 《左传》则描绘了孙叔敖身为统帅、指
挥楚军取得邲之战全胜， 辅佐楚庄王登
上霸主之座的全过程。

公元前 632 年，晋、楚两国为争夺中
原霸权首次发生战争，晋军虽然“退避三
舍”，仍在城濮（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之战
中取得完胜， 迫使楚国暂时退出中原地
区的霸主之争。楚国北上受阻，只得向东
发展。

公元前 613 年，楚庄王继位，孙叔敖
等贤臣受到重用，楚国君臣励精图治，国
势更加强大。 后来楚庄王曾陈兵东周都
城洛邑郊外，“问鼎中原”，晋、楚争霸重提
日程。公元前 597 年，楚庄王亲征，孙叔敖
担任楚军统帅，晋、楚两国在邲地（今河南
省郑州市附近）再次发生争霸之战。

战前， 晋军统帅荀林父和上军主帅
士会都不主张与楚国作战。 士会陈述的
理由非常充分，他从德行、刑罚、政令、事
务、典则、礼仪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楚军的
优势，认为楚军“不可敌也”。 他特别提
出，“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
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
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大
意是，孙叔敖担任楚国执政，选用楚国好

的法典。 军队出动时，右军跟随主将的车
辕；左军割草以备住宿歇息之用；前军举
着旄旗开路，以防意外；中军制订计谋；
后军以精兵断后。 各级官员根据旌旗指
挥行动， 军中事务不必等待命令就已完
备，这是善于运用典则的原因。 士会作为
敌方主将，这番评价说明，孙叔敖不仅是
政绩显著的政治家， 同时也是实战经验
丰富的军事家。

面对北方强敌， 楚军并无多少优势
可言， 因此楚庄王和孙叔敖也不主张与
晋军决战。 在两军正面接触前，楚庄王曾
命令撤军，孙叔敖于是下令回车向南，倒
转旌旗，准备撤退。 但是撤军命令遭到主
战派将领们的强烈反对， 在大家的说服
下，楚庄王取消了撤退命令，孙叔敖于是
抓紧时间进行备战。

战争爆发在即， 孙叔敖决定先发制
人，于是他亲自向楚军将士作战前动员
说：“向前进军， 宁可我们先迫近敌人，
也不能让敌人迫近我们。 《诗经》说：‘战
车十辆，冲在前面开道’，就是说要先下
手攻敌。 《军志》说：‘先下手便可以夺去
敌人的斗志’， 说的就是要迫近敌人作
战。 ”

在实战中，孙叔敖身先士卒，指挥楚
军疾速进军，战车飞驰，步兵飞奔，向晋
军发动掩袭。 面对楚军的突然进攻，晋军
主帅荀林父竟然神经错乱， 在军中击鼓
宣布，先撤退过河者有赏，于是溃败中的
晋军士兵互相争夺船只，争先恐后，先上
船的人用刀砍断后来者攀着船舷的手
指， 船中砍断的指头多得可以用手捧起
来。 孙叔敖指挥楚军取得邲之战的胜利，
楚庄王也荣登春秋五霸之列。

《史记》的循吏加《左传》的战将，使
孙叔敖的形象更加完善丰满 。 邲之战
后 ，孙叔敖继续担任楚国宰辅 ，楚国的
疆域不断扩大， 楚国军队的战胜攻取，
新区域的治理消化都成为孙叔敖的职
责。 他行使宰相的权力，调动人力物力
和财力 ，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 ，兴修了
若干宏伟的农田水利工程。 特别是在寿
县城南 30 公里处修建的芍陂(安丰塘），
被誉为 “神州第一塘 ”，与漳河渠 、都江
堰、 郑国渠并列为先秦时期中国著名的
四大水利工程。 同时期孙叔敖还在他的
河南省家乡修建了期思陂， 在湖北省修
建了沟通长江和汉水的“云梦通渠”。 如
今2600 多年过去，期思陂早已湮没，云梦
通渠也只能在有关历史地图中出现，而芍
陂至今仍然在发挥效益，成为寿县人民的
当家塘、幸福塘，“寿人至今德之”，现在已
然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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