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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南“楚 风 ” 之 历 史 由 来
———晚楚政治、西汉淮南王国与寿春

高 旭
论及淮南“楚风”之由来，便需从春

秋战国时期楚国长期经营淮水流域谈
起。 从楚文王以来，楚国在稳固了江汉
流域的统治后，即转而将军事经略的目
光投向 “北上” 中原同华夏诸国争霸，
“东征”淮水流域控制群夷，意图以此扩
大楚国的势力范围， 实现 “抚有蛮夷”
“以属诸夏”（郑昌琳汇编：《楚国编年资
料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0 年版）的战略目标。 春秋中期至战
国后期，淮水流域成为楚国着力开拓的
势力范围，是其政治、军事、文化 、经济
力量外溢出江汉流域的最重要的发展
区域。也因此，在楚文王到楚昭王的两百
年内（公元前 689 年-公元前 489 年），楚
人横跨大别山的自然与政治地理障碍，
以不可抵挡之势， 先后夺取控制了淮水
上游（息、弦、黄、蒋、道、柏、房、江、陈、蔡
等）、中游（六、英、蓼、萧、州来、群舒等）、
下游（徐）的众多部族方国，逐步把整个
两淮流域收入楚国囊中， 使之成为强楚
版图的重要构成。 楚人在征伐淮水流域
的过程里，曾同崛起于东方江、浙一带的
吴国猛烈碰撞，对抗拉锯八十余年，形成
长期争夺抢控两淮地域的复杂态势，但
随着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兵入吴都，
吴王夫差自缢，两淮地域楚、吴相争一变
而为楚、越相攻。 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
以景翠为帅，歼灭越师主力，诛杀越王无
强，尽取吴、越之地，彻底实现了楚国历
代先君全面独霸淮水流域的政治梦想，
将楚国历史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巅峰。扎根、崛起于江汉流域，拓展、兴盛
于江淮流域，纵横捭阖于江淮之间，可谓
是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主旋律。 而“楚风”
日益东渐于淮水中游的“淮南”地域（特

指今安徽省淮南市所包括的沿淮两岸地
区），也正是伴随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而成
为现实。

在楚国后期发展史上，“淮南” 地域
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 甚至成
为晚楚政治的核心地域， 发挥出江汉流
域及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政治作用。 早在
战国初期，公元前 447 年，楚惠王灭蔡之
后， 现今的淮南市境即成为楚国版图的
一部分。 至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灭越，
“淮南”地域完全被楚国所掌控。 公元前
241 年，在秦国军队的强大压力下，楚考
烈王熊完与春申君黄歇君臣共同决策楚
国 “东徙都于寿春 （今安徽省淮南市寿
县）， 命曰郢”（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从此正式将楚国
政治重心转移至“淮南”地域，以之作为
楚国最后的京畿重地和战略根基。 从楚
考烈王熊完始，历经楚幽王熊悍、楚哀王
熊犹、楚王负刍，楚国八百年发展史在公
元前 223 年落幕终结于“淮南”地域。 如
果说楚国中后期的政治命运是与淮水流
域紧密不分，那么“淮南”地域则是二者
历史联结的至为肯綮之处。 “淮南”地域
也因楚国政治重心的“东徙”和“寿郢 ”
（寿春） 的卓然崛起而变得与众不同，成
为战国晚期闻名天下的区域性政治中
心、农商繁盛之地。晚楚政治在“淮南”地
域发展的 18 年，虽不长却深刻，赋予了
这片土地新的文化灵魂， 改变了后者的
文化命运， 让其受到浩荡楚风的内在浸
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血脉。尽
管在楚国彻底控制“淮南”地域之前，吴、
蔡、越三国亦曾在“淮南”地域留下深浅
程度不等的印记，但同楚国相比，历史影
响终显逊色甚多。 正因楚国的立都和全

力经营，“淮南” 地域在战国晚期变为决
定天下走势、九州命运的特殊区域，成为
楚、秦角逐的决战之地，在古代中国大一
统演进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页。 楚
亡于“淮南”，天下终归于秦。

对作为晚楚政治重心所在的 “淮
南”地域而言，“寿春”具有非凡的历史
意义。 迁都于寿春，是楚国后期统治阶
层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决策之一，关
乎兴衰存亡。 公元前 278 年，楚顷襄王
熊横因 “兵散 ”而 “不复战 ”，楚国被迫
“东北保于陈城”（司马迁：《史记·楚世
家》），将政治中心从长江中游转移至淮
水上游地区，以“陈”为新都，谋求新的
抗秦图存之方。 楚国历史上曾三次攻陈
灭陈， 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经营，楚
化极深。 楚都迁陈是楚顷襄王在危机关
头的慎重之举 ， 同避秦于长江下游相
较，不失为明智之选。 楚国在大败之余，
亟需稳妥可靠的政治后方，又需借助中
原各国之力共同抵御强秦的步步紧逼，
因而走向“陈城”所在的淮水流域是其
面向现实的战略选择。 此后，楚国依托
“陈城”，借助“合纵”之势 ，与秦国周旋
较量了 25 年，但终因国势已衰，在南徙
“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境内）、
暂时落脚之后 ， 最终决定再次东徙于
“寿春”，并正式“命曰郢”。 在楚国后期
立都淮水流域的过程中 ， 不论是 “陈
城”，抑或是“钜阳 ”，都未曾获得 “命曰
郢 ”的政治待遇，“寿春”却是名副其实
的“寿郢”。 在楚国的“淮域三都”里，“陈
城”具有“临时都城”的性质，“钜阳”实
为 “楚王的别都”（陈得时：《寿春楚文
化》，黄山书社 2000 年版），唯有“寿春”
方是楚国君臣尽皆属意的“郢”都，是其

谋划楚国复兴大业的真正根基之地。
楚国统治阶层之所以选择 “寿春”

为真正的立国根基所在， 究其缘由，乃
是由于后者所处淮水流域中游的独特
地理位置。 淮水流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
“东部南北自然地理过渡带， 同时形成
了南北方文化过渡、交融的典型地区”，
“它以淮河干流两岸为主要区域。 北称
‘黄淮’，南称‘江淮 ’”，更是 “沟通中央
王朝与东南地区不可逾越的区域，是实
现大一统政权的重要资源”， 从夏商周
三代以来俱为“地处中原的中央王朝必
争之地 ”（郭学东 ：《走读淮河———淮河
南北过渡带文化考察》， 黄山书社 2017
年版），向以其东通于海 、北界黄河 、南
控长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著称。 寿春的
地理位置恰又在淮水流域的中段，实乃
“淮南要地”，亦可谓“江北之广地，淮西
之咽喉”（李大升：顺治《寿州志 》，天津
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江东之屏藩，
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
（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寿县志》，
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楚考烈王熊完与
楚令尹春申君黄歇将楚国最后的政治
命运完全寄托于 “寿春”， 绝非轻率决
策，而是有着极为深刻而长远的战略考
量。 寿春“以平原四达的淮北为屏障，居
于三楚之交的中心地位”（李琳绮主编：
《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虽为“南楚”而“其俗大类西
楚”，是楚国继长江中游“栽郢”（今湖北
省荆州市纪南城）之后又一赖以立国存
身的大 “都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
传》）。 而且，从楚庄王熊侣时期以来，因
“要重兵立足江淮， 则需大批的军粮”，
兴建了当时江淮流域最为著名的农田

水利工程———芍陂 （即后世所谓 “安丰
塘”），这一极为重要的农业灌区不论是
为楚国北上争霸，还是东徙图存，都“提
供了强大的资粮保障 ”（李琳绮主编 ：
《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 加之，寿春
作为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 ，也是贸易
通商的枢纽，能确保楚国的商业经济繁
荣， 为其对抗秦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
础。 因此，立足于淮水流域，进而立都于
寿春 ， 便成为决定晚楚国运的重大决
策。

寿春支撑了楚国最后的政治发展，
但仍然无法改变其被强秦所灭的历史
结局。 公元前 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
军攻入寿春，俘获末代楚王负刍。 随后
不久，抵抗秦军的昌文君 、项燕相继死
去，楚国彻底退出了战国时代的政治舞
台。 纵观八百年的楚国发展史，兴起于
江汉流域，败亡于淮水流域，而“淮南 ”
地域及“寿春”则成为楚国兴亡史的独
特承载者，也成为先秦时期“楚风”的永
远赓续者和传播者。

楚国灭亡后，秦设“楚郡”领有淮水
中游故楚地，“淮南”地域及寿春带着难
以磨灭的“楚”印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 209 年， 秦二世元年夏， 楚人陈
胜、吴广聚众反秦，“起于大泽 ，奋臂大
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 。 刘 、项兴义兵
随，而定若折槁振落 ”，秦王朝 “遂失天
下”（何宁：《淮南子集释·人间训》，中华
书局 1998 年版）。群雄逐鹿，秦鼎终落汉
家。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前 202 年，经过
近四年的反复血战与较量，同为楚人的
布衣刘邦最终彻底战败了贵族项羽，赢
得了开国立朝的巨大胜利，成功验证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谶言。 公

元前 203 年，楚汉争战的胶着之际，刘邦
为瓦解项羽集团的势力，便已立一代枭
将黥布为“淮南王”（秦亡后，项羽作为
西楚霸王曾分封黥布为 “九江王”），由
此在江淮流域产生了西汉前期著名的
地方诸侯王国———淮南国。 虽然黥布时
期的淮南国立都于“六”（今安徽省六安
市），但“淮南”地域及寿春仍在其核心
区域之内。 公元前 196 年，黥布谋反，汉
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平叛，采纳故楚令尹
薛公的谋策，将其剿灭。 与此同时，为安
定江淮流域、藩护长安汉廷 ，刘邦分封
少子刘长为新的淮南王，“王黥布故地，
凡四郡 ”（司马迁 ：《史记·淮南衡山列
传》），即九江郡、庐江郡、衡山郡与豫章
郡，并将淮南国都从“六”徙至“寿春 ”。
继曾为楚“郢”之后，寿春再一次成为诸
侯王国之都，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政
治地位和历史荣光。

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国共存在了八
十一年 （公元前 203 年-公元前 122
年），从异姓淮南王黥布，到同姓淮南王
刘长、刘喜（刘长死后，汉文帝刘恒曾改
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时长四年）、刘
安，历经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吕
后、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
彻的统治时期。 淮南国作为西汉王朝在
江淮流域的最重要的封国之一， 其兴废
存亡始终同西汉皇权政治的嬗变发展同
波逐流、 息息相关。 除淮南王黥布时期
外， 淮南国都始终在寿春， 长达七十四
年， 这让寿春在西汉前期仍能作为淮水
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发挥出重要作
用。在中国古代史上，“淮南”地域与寿春
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即是从晚楚到西汉
淮南王国的百余年。 作为区域性的发展
中心， 寿春不仅始终保有显著的楚文化
特色，而且让“楚风”深刻熏染了西汉淮
南王国， 成为其形成与彰显大一统时代
新“汉韵”的极为厚重的历史底蕴，也使
后世“淮南”地域因“楚风”之蕴藉悠长
而永远具有独特的文化风采和魅力。

咸 阳 十 年 王 者 归 来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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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之后， 东周

王室逐渐衰微。那个时候，郑国的实力很
强，郑庄公郑寤生在周朝担任卿士，权力
很大，这让周平王十分忌惮。

为了防止郑庄公独揽朝政， 周平王
有意重用西虢国国君虢公， 试图分散郑
庄公的权力，以保持平衡。郑庄公由此对
周平王产生怨恨， 很长时间都不来朝见
周平王。夏天，郑庄公派军队收割了周王
室的麦子；秋天，又派军队收割了周王室
的粟、黍、稻。

你是不是怀有异心？ 周平王质问郑
庄公。

那你是不是不信任我？郑庄公反问。
双方各执一词，又都矢口否认。
怎么办呢？于是，周平王、郑庄公共

同商量，想了一个办法，以证明互信。
公元前 720 年， 周平王的儿子狐到

郑国做人质， 郑庄公的儿子忽留在洛邑
做人质。

此为“周郑交质”。一时传为笑谈。
“周郑交质”开创春秋、战国人质外

交先例。
此后， 人质外交成为诸侯国之间常

见的外交手段，贯穿春秋、战国。
《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质子事件

13 例，实际实施 11 例。战国时期，七雄
之间发生质子事件 24 例，是春秋时期的
2 倍之多。

在这 24 例质子事件中，列国入秦质
子 8 例，秦出质于列国 7 例。

列国质子于秦，多为求和求援，在外
交上处于守势。秦质子于列国，完全是为
了达到“远交近攻”战略目的，在外交上
处于攻势。

由此可见， 秦国在战国时期已经成
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质子事件的背后，反
映着七雄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

秦国，渐渐掌控局势，成为七雄中一
家独大的头号强国。

2
莒姬，楚威王熊商的宠妃。
她有一个媵侍，叫做向氏。
媵侍，随嫁的侍妾。
向氏容貌出众且性格温厚， 得到楚

威王熊商的喜爱和宠幸，生下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取名叫做芈月。
公元前 329 年，楚威王熊商去世。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 328 年，太子熊

槐接任楚王，此为楚怀王。
公元前 328 年这一年，在楚国，除了

楚王更替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外， 还发生
了另外一件外交大事件，就是秦楚联姻。

楚国嫡公主、 楚怀王熊槐的胞妹芈
姝，嫁给秦惠文王嬴驷。

按照惯例和礼制， 嫡公主芈姝可以
带一名媵侍。

嫡公主芈姝在楚王宫里千挑细选，
最后，选中了芈月。

时年 16 岁的芈月，颜值出众，聪慧
过人，深得嫡公主芈姝的喜欢和信任。

因为年纪相仿，她们十分要好，情同
亲姊妹。

母亲是媵侍，自己又做了媵侍。离开
生活了 16 年的楚国， 陪嫁到遥远的秦
国，从郢都出发的时候，芈月的眼睛一直
没有离开过她熟悉的郢都。

直到，泪水模糊了芈月的视线。
也许此生，就是永诀。
除了芈月， 楚国陪嫁嫡公主芈姝到

秦国的，还有很多人，这些人将随同芈姝
一起生活在秦国。

这些陪嫁的人员里面，还有一个少年，
他就是芈月的弟弟，他的名字叫做魏冉。

芈月的美貌和聪慧， 得到了秦惠文
王的喜爱和认可。

当然， 其中少不了公主芈姝的美言
和提携。

芈月由媵侍，成为秦惠文王的妃子，
被封为八子。

秦国后宫分为八个等级， 分别是王
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
少使。

八子， 是秦王后宫妃子第五个等级
名称。

从此，芈月又被称为芈八子。
芈月，为秦惠文王生下四个孩子，一

个女孩、三个男孩。
大儿子，名字叫做嬴稷。另外两个儿

子分别叫做嬴芾、嬴悝。
公元前 307 年， 秦武王嬴荡因为到

洛邑举鼎受伤而意外去世。
因为秦武王嬴荡没有儿子， 秦王王

位之争纷起。
秦惠文王后魏夫人， 拥立庶长子嬴

壮为秦王。
在楚国、赵国势力帮助和推动之下，

芈月和手握军权的弟弟魏冉发动政变，
杀死秦惠文王后魏夫人、秦王嬴壮。

芈月、魏冉迎回在燕国做质子的嬴稷。
公元前 306 年，嬴稷接任秦王，这就

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昭襄王。
芈月摄政，自号宣太后。魏冉为秦相。
从此，开启中国历史上太后摄政、外

戚专权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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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2 年早春， 从楚都陈城出

发，一路向西，经过长途跋涉，楚国太子
熊完在左徒黄歇的陪伴下，入秦为质子。

春天的脚步， 要远远大于太子熊完
西行的速度。

进入咸阳城的时候，杏花绽放，桃花
含苞，柳树抽芽，草木拔节。咸阳城一片
绿色葱茏。

彼时，楚国太子熊完 17 岁，楚国左
徒黄歇 41 岁。

执掌秦国摄政大权的宣太后芈月，
已经 72 岁了。

按照辈分来算， 宣太后芈月是楚太
子熊完的姑奶。

如此算来， 楚太子熊完和秦昭襄王
嬴稷还是很近的亲戚关系， 秦昭襄王嬴
稷是楚太子熊完的叔辈。

来到秦国咸阳为质子，太子熊完在呈
送国书后，就是等待着秦昭襄王的接见。

按照亲戚之间的礼制， 太子熊完要
以晚辈身份， 看望自己的姑奶秦宣太后
芈月。

在开满杏花、梨花、桃花，飘荡着花
香和脂粉幽香的秦王后宫，太子熊完、左
徒黄歇一行，怀着激动而又紧张的心情，
去觐见宣太后芈月。

礼制规定，进入秦王后宫，目不准斜视。
突然， 传来一阵少女清脆的嬉闹和

笑声。
太子熊完眼睛的余光，清楚地看见，

在开满杏花的树下， 一群女子簇拥着一
个白衣长裙少女，在那里荡秋千。

秋千荡起，少女长裙飘飘，杏花片片
纷落。

少女，白裙胜雪。
17 岁的俊朗挺拔的楚国太子熊完，

他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这是， 太子熊完和这个秦国少女的

第一次远远的偶遇。
在森严的秦王后宫里，这个白裙胜雪的

少女，犹如一道光，照亮太子熊完的心间。
宣太后芈月见到太子熊完时， 她一

把拉住这个少年的手，细致打量着他。
这么相像，这么面熟，却又陌生久远。
宣太后好似看到了自己的父王楚威

王的影子， 好似看到了自己的兄长楚怀
王的影子。

她想起郢都的繁盛， 想起童年和少
年时的过往。

而此时， 她也已经别离自己的母国
56 年了。

她也由 16 岁风华青春少女，经过岁
月的淘洗和打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成为宣太后，已经 72 岁。

太子熊完不仅带来楚顷襄王对于姑
姑温暖亲切的问候， 还带来了来自母国
的物产：鱼糕、笔架鱼肚 、大白刁 、白莲
藕、黄花菜……

除了黄花菜来自陈城， 其他的物产
都是来自故都鄢、郢之地。

宣太后看着这些来自母国熟悉而又
陌生的物产，禁不住泪水长流。

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她的思念、牵
挂、无奈、绝望、抗争、生死抉择，一个柔
弱的女子，这些年的不容易。

宣太后设宴，盛情款待太子熊完。
几名女眷一起餐叙。
其中的一个少女， 虽然换了装，但

是，太子熊完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就是
那个在杏花树下荡秋千的女孩。

隔着席间很远， 太子熊完忍不住频
频看向那个少女。

她容貌清纯，散发着青春的魅力。
太子熊完心动不已。
少女明显察觉出这个楚国太子异样

而热辣的眼锋。
她的眼眸，似有波光闪闪。
偶尔的一次，他们目光相撞，如同电

石火光， 太子熊完端在手里的青铜爵轻
轻颤动，把酒泼在了他自己的锦衣上。

太子熊完得知，这个少女，是秦昭襄
王的女儿，秦国公主。她深得秦昭襄王和
宣太后芈月的喜欢，视如明珠。

从公元前 272 年春天开始， 楚国太
子熊完在秦都咸阳，开始了质子生活。

虽然是人质， 秦楚两国和太子熊完
也都心知肚明， 但明面上还要讲究外交
礼制。 因此， 都回避质子这个敏感的词
语，而称之为游学。

一国太子在另一个国家 “游学”，享
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有关特权， 生活起
居和衣食住行等都十分优渥。 还可以参
加所在国重要活动。当然，游学的质子是
不能回国的。离开都城，必须报备，经过
批准才行。

所以，严格讲起来，质子几乎没有行
动自由。

如果是关系紧张的两个敌对国家，
质子可能还要受到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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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子熊完入秦为质不久， 秦都咸

阳发生了一件血腥大事件。
和宣太后交厚 30 多年的义渠国国

君，在甘泉宫被杀。
这就是历史上， 被传得沸沸扬扬，

“宣太后诱杀义渠王”。
义渠国， 其国都位于今天甘肃省庆

阳市。商、周时期，义渠族建立了义渠国。
春秋、战国时期，义渠国逐渐强大起来。
数百年来， 义渠国和秦国之间时而为友
时而为敌，成为秦国西北部的心腹大患，
长期牵制着秦国， 使得秦国难以集中力
量和东方的中原列强争雄。

到了宣太后芈月摄政时期， 宣太后
芈月对义渠国采取怀柔政策， 她本人也
和义渠国君结下深厚私人情谊， 义渠国
和秦国成为亲密盟友。

谁曾料想，到了公元前 272 年，发生
了义渠王被杀于甘泉宫事件。

接着，秦国出兵，一举击败义渠军，
随后将义渠国土地纳入秦国版图， 设立
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

从此， 几百年来威胁秦国西北部安
全的巨大隐患不复存在， 秦国再也没有
后顾之忧， 从此可以全力而专注直面东
方，和中原六强一较高下。

这可能是宣太后芈月摄政期间，对
秦国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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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着宣太后芈月的缘故， 太子

熊完在咸阳的生活平静而悠闲。
长相英俊、举止有礼、性格平和的优

秀青年熊完，得到了芈月的喜欢。
当然，可能还有血缘关系的原因，熊

完来自芈月的母国。
一向严苛的秦昭襄王对熊完这样万

里挑一的青年才俊，也很认可。
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特别是考

虑到通过联姻，重新修复秦、楚联盟这样
一个政治因素，宣太后芈月向秦昭襄王建
议，把他最钟爱的公主嫁给太子熊完。

秦昭襄王也认为， 这是一个很不错
的主意和选择。

太后和秦王的诏示， 太子熊完是不
能有任何异议的。

况且，按照惯例和礼制，秦国公主嫁
于楚国太子，属于下嫁，是对楚国太子的
恩宠。更何况，现在太子熊完还是秦国的
质子呢？

太子熊完愁肠百结。欣喜的是，作为
人质能被宣太后和秦王看重认可， 毕竟
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遗憾和不开心
的是，即便贵为太子，自己终究还是没有
选择所喜欢之人的自由和资格。

因为，太子熊完的心里，已经有了那
个在杏花树下，荡秋千的白裙少女。

公主大婚，是一件极为隆重的喜事。
楚顷襄王派来极高规格的庆婚使团。
终于到了可以掀起公主盖头的时候。
在公主露出皎月般美丽面容之时，

公主和太子熊完两个人， 都惊喜得差点
掉了下巴。

尽管她和他，连近距离接触都没有，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但他们却都
能牢牢记住对方。

终于没有辜负， 太子熊完娶到了他
心心念想的秦国公主。终于没有失望，公
主嫁给了她心仪已久的楚国太子。

公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熊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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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昭襄王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

不断丰富，这个雄才大略的秦王，他图谋
一统中原的野心和宏图，已经渐渐显露。

然而，他的宏图大略，却难以企及。
因为宣太后摄政，秦王王权旁落。

穰侯魏冉和宣太后的另外一个弟弟
华阳君芈戎， 秦昭王的同胞弟弟泾阳君
嬴芾、高陵君嬴悝，被称为“秦国四贵”。
穰侯魏冉担任楚相，华阳君、泾阳君和高
陵君轮番担任将军掌握军权， 他们都有
封地。

宣太后和“四贵”牢牢把持着朝政和
军政大权。

秦昭襄王对宣太后和“四贵”早已心
生不满。

公元前 271 年， 秦昭襄王派使臣王
稽出访魏国。魏国人张禄费尽周折，跟随
王稽得以进入秦国。

在王稽的鼎力举荐下， 魏国人张禄
得以面见秦昭襄王。

这个魏国人张禄，只是化名，他的真
实的名字叫做范雎。

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 “远交
近攻”策略。

不仅如此， 范雎还洞察到了太后和
外戚专权， 秦昭襄王王权旁落的尴尬处
境， 以及秦昭襄王内心日积月累的强烈
不满和愤怒。

公元前 266 年， 秦昭襄王废黜宣太
后芈月，解除“四贵”军政大权并逐出咸
阳，让他们回到各自封地。

公元前 265 年 10 月，宣太后芈月郁
郁而终，享年 79 岁。

摄政 41 年的一代天后楚人芈月，以
这样一种方式永诀。

以当时宣太后和“四贵”的实力，秦
昭襄王是扳不倒他们的。

但嬴稷毕竟是自己的嫡子，“四贵”
又都是自己的至亲，是时候归还王权了。

宣太后芈月以宽阔的胸襟， 交出了
王权，也以超高的智慧，避免了一场亲情
骨肉自相残杀的血雨腥风。

而秦昭襄王也心知自己的秦王之
位，来自于母亲和“四贵”的以命所换，因
而只是想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王权，
让他们知难而退，无意伤及他们的性命。

秦昭襄王亲政。
任用范雎为秦相，采纳并推行“远交

近攻”战略国策。
从此，秦昭襄王引领的大秦，纵身于

中原大地，开启了群雄逐鹿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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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咸阳，心向楚国，胸怀天下。
太子熊完在秦国为质子的这些年，极

大缓和了秦楚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为
楚国赢得了宝贵喘息之机。楚顷襄王熊槐
在夫人庄侄的辅助下，整顿军备，发展生
产，让楚人有了休养生息的难得间隙。

楚国的国力有了一定提升。
彼时， 秦国已经跃居成为战国的舞

台中心。
太子熊完，在咸阳邂逅了爱情，有了

儿子熊启。
太子熊完， 经历了在咸阳发生的一

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件：诱杀义渠王、
秦国灭义渠、废黜宣太后、“四贵”解权、
范雎拜相、“远交近攻”国策施行……

这些，对于太子熊完来说，都是“教
科书式”事件和人物。

他在咸阳用心观察，用心揣摩，用心
研习。

在咸阳的这些年， 太子熊完从一个稚
嫩青年，完成向成熟男人的转型、蜕变。

积累了经验，磨砺了意志，丰富了阅
历，开阔了眼界，历练了心胸，增长了才
干，特别是提升了处理复杂矛盾问题、驾
驭全局的能力。

公元前 263 年， 楚顷襄王病危的讯
息传递到了咸阳。

已经在咸阳为质十年的太子熊完，
再一次站在人生的风口浪尖。

属于他的二十五年光辉岁月， 即将
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