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 烈 王 写 给 李 嫣 的 信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前情引序】
公元前 241 年 ，“第五次五国攻

秦”惨败，使得楚军主力遭受重创，楚
国综合实力受到极大削弱。

经过二十余年励精图治和苦心
经营，楚国积累起来的国际影响力跌
至谷底，考烈王的国际声望坍塌。

楚相春申君黄歇与楚考烈王君
相关系彻底失和。

春申君黄歇心怀不甘和怨恨，退
居自己的封邑吴地，也因此远离楚国
权力中心和矛盾纷争。

春申君黄歇远离所形成的权力
真空，被楚王后李嫣的亲兄李园迅速
填补。

以李园为代表的楚国新的权贵
集团形成。

楚国的朝政，把控于李园集团之手。
彼时 ，楚国内忧外患 ，面临着自

考烈王执政以来的至暗时刻。
公元前 238 年，这一年是楚考烈

王熊完因合纵攻秦失败、为避秦军锋
芒迁都寿春的第三年。

这一年的秋冬之交，考烈王身染
重疾，不治。

身患重病的考烈王，预感到自己
将不久于人世。

他身后的楚国，将何去何从？
考烈王熊完给他的王后李嫣，写

下了这封绝笔信。
考烈王写给李嫣的信
吾爱阿嫣：
当这封帛书送至你手中时，寡人

恐怕已魂归九泉。

病榻煎熬三月有余， 医者束手，
天命难违。

寡人恐不久于人世矣。
此刻 ，窗外秋雨淅沥 ，恰似多年

以前，在陈城那个你和寡人初见时的
细雨晚风。

宫灯摇曳间提笔，千言万语竟不
知从何说起，唯恐墨迹未干而寡人已
长逝。

你总说寡人笔锋如剑，此刻却颤
抖得几乎握不住这支羊毫。案头药盏
犹温，铜镜里那个两鬓霜白的衰朽老
者，哪里还有当年与你共赏云梦泽的
青年翩翩模样？宫人皆退 ，唯余更漏
声声，似在催命。这封绝笔，就当是寡
人最后任性一回———不再称王道寡，
只作你的夫君。

阿嫣， 寡人十七岁为质于秦，受
尽屈辱；返楚继位二十五年 ，未尝一
日安寝。 先有秦将白起破郢之耻，后
有春申君合纵之败，而今楚王室偏安
寿春，终究难保宗庙不堕 。可叹天不
假年，未能亲眼看到你我为悍儿挑选
的太子妃入宫。

寡人已命太史拟定诏书：太子熊
悍即日监国，待寡人薨逝后即刻继位。
上柱国掌兵符，太傅屈景司礼制。此二
人皆国之栋梁，可保新君平稳过渡。你
身为太后， 当以教导悍儿为要务———
那孩子性情刚烈，需你时时规劝。

秦人虎视眈眈，切不可令其知寡
人病危 。 昨日密报称王翦已屯兵叶
城， 你务必嘱咐大将军加强防守。青
铜剑匣中，藏有寡人与齐 、赵密约的
帛书，若秦军来犯 ，可遣使持此物求

救。
写到此处 ，烛花爆响 ，惊得寡人

险些落笔。阿嫣，你可知，这些年来 ，
每当听到宫闱私语议论你与春申君，
寡人便如这烛芯般煎熬？那年你诞下
悍儿时， 黄歇在殿外守候三天三夜；
去岁寡人巡狩云梦，他竟深夜入你宫
中议事……

铜镜中似乎突然映出你惊惶的
面容———莫怕 ， 寡人并非要追究什
么。当年在秦为质时 ，吕不韦与赵姬
之事历历在目 。爱恨情仇 ，看多了刀
光剑影。寡人常年忙于政务 ，冷落你
在深宫，黄歇又确实风采卓然……这
些年来 ， 寡人刻意让他频繁出使列
国，何尝不是自欺欺人？

寡人偶然看 见 悍 儿 与 黄 歇 比
剑 。那孩子转身的姿势 ，与他如出一
辙……刹那间 ，寡人五脏俱焚 ，却终
究化作一声长叹 。阿嫣 ，寡人今日坦
诚相告：早已密令史官删改悍儿生辰
记载。这个秘密 ，就让它随寡人入土
吧。寡人选择，相信你。

还记得昭阳湖畔的桃林吗？彼时
寡人刚从秦国归来，满身戾气。初见，
你在落英缤纷中抚琴，一曲《九歌·湘
君》让寡人泪流满面 。后来才知你是
李园之妹， 而李园当年为求进阶，曾
暂居黄歇门下……命运弄人，我们三
人竟如此纠缠半生。

你初入宫时，总被那些芈姓宗妇
刁难。有次寡人下朝 ，见你独自在兰
台抄写《楚辞》，手腕都被竹简压出红
痕。当时便发誓要护你周全 ，只是后
来寡人励志于合纵攻秦，未能经常陪

伴在你身边 。这些陈年旧事 ，原不该
在此时提起。

铜镜突然蒙上一层雾气，原是寡
人咳血沾染。只是近日总梦见你刚入
宫的模样———穿着青色深衣，发间只
簪一支木芍药，比那些满头珠翠的夫
人们更显灵动。如今你华服加身威仪
万千，可还记得当年那个会为流萤惊
喜的小女子？

阿嫣，寡人薨逝后，你可移居章华
台。那里暖泉环绕，对你的腿疾有益。悍
儿虽性情急躁，但孝顺之心不假。若黄
歇……若有人胆敢借机欺辱于你，大
将军会持寡人手谕护你周全。 西厢暗
格中有个漆盒， 装着这些年你想看而
寡人不允的民间话本，算是个赔罪。

窗外雨停了 ，东方微白 。寡人身
感倦怠， 这封信恐怕要匆匆收尾。最
后求你三事：其一 ，每月朔日往寡人
灵前供一碟云片糕 ；其二 ，善待那些
没有子嗣的嫔御；其三，若见到黄歇，
替寡人说声歉意。当年若非寡人强留
他在楚，他本可像范蠡般逍遥四海。

笔将搁时，忽见案头那盆你送的
九畹兰抽了新芽。想来它尚不知主人
将逝，犹自努力生长。

阿嫣 ，若有来世 ，愿你我生在寻
常百姓家。居于楚山深处，田园牧歌。
我打柴归来时 ， 能见你倚门浅笑嫣
然，膝下儿女绕欢。从此，再无江山重
负，再无身不由己。

永别了，阿嫣。
熊完 绝笔二十五年 深秋
（帛书末尾晕染有血迹， 据宫人

回忆应是考烈王咳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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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应读《淮南子》
刘 全

任何传统，都是曾经的现在；任何经典，
都是人们对时代的回应。 成书于西汉的《淮
南子》是一部传奇之书，也是一座智慧的宝
库。 它以“牢笼天地，博采众长”之姿，熔道家
哲思、科学智慧与治国方略于一炉，具有永
恒的生命力。 即使跨越两千余年时光，依然
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焕发着蓬勃生命力，对于
后人启迪智慧，焕发生机，提高境界都具有
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淮南
子》的名句谈治国理政方略。

2015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万物
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这句出自《淮南子·
原道训》， 意为世间万物都有其生存发展的
不同规律和具体特性，却都知道应该保住自
己的根本。

2016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引用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这句出自于《淮
南子·说林训》，意为与其站在水边渴望得到
鱼，不如回家结网而真正捕到鱼。

2017 年 1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
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引用“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也。 ”这句出自《淮南子·主术
训》，意为聚集一切力量来采取行动，没有什
么不可以胜利的；集思广益来做事情，没有
什么不可以成功的。

2018 年 4 月 1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
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引用“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
必循俗”。 这句出自《淮南子·汜论训》，意为
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
的制度，只要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就不必沿
袭旧有的规矩。

2019 年 4 月 1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时引用 “胜非其难也， 持之者其难
也”。 出自《淮南子·道应训》，意为取得胜利
并不是最难的，保持胜利、巩固胜利成果更
艰难。

2019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引用“一
叶易色而知天下秋”。 这句出自《淮南子·说

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意为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
形势的发展趋向与结果。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引用“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这句源于《淮南
子·氾论训》，意为治国虽然有一定的基本方
略，但本质是要有利于民，让百姓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

《淮南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
多学派理论，构建了涵盖哲学、天文、军事等
领域的综合性学术体系。 《淮南子》是淮南城
市的灵魂， 是淮南地方文化的源泉之一，淮
南因《淮南子》一书历史变得更加厚重，《淮
南子》 一书也应成为淮南发展的动力之一，
这是先人留给淮南人的珍贵礼物，也是淮南
灿烂的文化财富。 在文人墨客的作品里，在
老百姓的口语里， 在古今汉语的语系里，有
融入地标的成语，有嵌入语系的典故，有广
为流传的故事，都熠熠生辉。

作为淮南人，我们应该多读《淮南子》。
在淮南应积极形成学习氛围，组建《淮南子》
宣讲团，开展义务宣讲，增强社会传播力度
和广度，在实践锻炼中感悟《淮南子》的当代
价值，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更好地涵养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安徽人，我们也应读《淮南子》，应
发挥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的作用，投入必
要的资金、 引进多方面的人才进行深度研
究，发挥党校作用，让党校成为宣讲主阵地，
将地方文化纳入党校教育重要内容。 在省社
科院设立研究交流平台，组织全省高校系统
有关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引领高校人才研究
宣讲。 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应读《淮南子》，深
挖资源，系统整理，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增
强后劲，夯实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我们更应
深入学习，努力研究，充分发挥《淮南子》的
时代价值，让《淮南子》的科技思想在推动国
家社会经济进步中发挥作用，让《淮南子》的
历史智慧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让《淮南子》哲学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
挥作用。

厉仲方知安丰军始末
孙友虎

宋宁宗赵扩，是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
南宋第四位皇帝，对“绍兴和议”称臣 、“隆
兴和议”中宋金“叔侄之国 ”的关系心存不
满。嘉泰三年（1203 年）冬，南宋与金之间的
界河淮河出现异常情况。 淮北的流民偷偷
越过淮河，向安丰军请求“归附”。 南宋知安
丰军厉仲方迅速上报此事， 引起朝廷高层
关注，最终厉仲方却以 “开隙生事 ”之名被
调离。 叶适在《厉领卫墓志铭》中对厉仲方
言安丰边事作如下阐释：“嘉泰中， 边事将
动，谍妄言‘虏衰有证，宜即取’。 君在安丰，
尝奏‘淮北饥民扣关求救接’，初无意也，柄
臣遽从夜半下其议。 议者因共指君为开隙
生事，语闻四方，虽其故友朋及为士者亦交
尤之。虏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贬死。呜呼！可
哀也已！ ”这段话包含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军情谍报显示金国衰败。
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十九记载，金国
“自明昌末”，北部哈达锦（旧作“合底沂”）与
桑节衮（旧作“山只衮”）凭借势力侵扰边境，
又有光嘉喇（旧作“广吉刺”）尤为桀骜不驯，
屡屡胁迫诸部入塞骚扰。 加之卓木布（旧作
“阻 ”）所部叛乱，致使金国不得不连年用
兵，“馈饷空泛”。谍报称“虏衰有证”属实，但
认为“宜即取”，事后被证实为误判。

第二个层次，厉仲方 “尝奏 ”的内容存
在不同表述， 有的称 “淮北流民有愿过淮
者”，有的称“淮北流民愿归附 ”，还有的称
“淮北饥民扣关求救接”。 厉仲方是在嘉泰
二年（1202 年）三月陈焕被罢知安丰军后接
任的，他上奏时间为嘉泰三年冬。 据李心传
《建炎杂记乙集》卷十八《边防》记载：“嘉泰
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 殿前都指挥使吴曦
为兴州都统制， 窥陕之意自此起矣。 三年
冬， 知安丰军厉仲方言淮北流民有愿过淮
者，帅臣以闻……”流民归附与饥民求救意
义不同， 淮北曾是北宋领土， 后被金国占
据，前者涉及政局，后者关乎道义与仁爱。

第三个层次，“夜半” 议政导致厉仲方
被罢知安丰军之职。 厉仲方，初名仲详，后
更名仲方，字约甫。 绍兴元年考中武举，历
任侍卫步军司计议官、武学谕 、阁门舍人 ，
还出任过赴金国贺生辰使副使。 嘉泰年间，
出任知安丰军，“劝安丰种桑数十万株 ，垦
田数千顷 ”。 此次淮北民众的情况与朝廷
“议和”的基调冲突。 接到厉仲方的奏折后，
皇帝与权臣连夜商议， 将厉仲方调回临安
（今浙江杭州）以平息事态。

第四个层次，厉仲方“竟坐贬死”。 嘉泰
三年冬， 厉仲方被调回临安，“复还阁门”。
开禧元年 （1205 年），“出知和州”，“置历阳
军，实其众。 后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杀虏
骁将于城下，又用战车败于清水镇”。 历阳
即当年的和州 （今安徽和县 ）。 开禧二年
（1206 年）十一月，和州被围，“赖其能”未被
攻破。 吏部侍郎叶适向朝廷建议，“使代李

爽戍合肥”。 后又“俄召授左领卫中郎将”。
金军南侵 ，“朝廷忧在江北 ， 令君建康防
守”，“虏屯定山十余万”， 厉仲方招募石斌
贤、夏侯成等人，“破走之”。 嘉定元年（1208
年），南宋再次与金“议和”。 此后，“复迁领
卫。 用御史疏罢，主仙都观。 又用中司疏，降
秩徙邵州”。

这次宋金之战，史称“开禧北伐”，以南
宋新一轮“战和之争”中主战派权臣韩侂胄
被杀而告终。 知安丰军厉仲方所说“淮北流
民咸愿归附”，只是其中一个引发争议的话
题。 嘉泰四年（1204 年）正月，知绍兴府兼浙
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应召，谈论盐法，并表示
“敌国必乱必亡 ， 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
计”（邓广铭《辛稼轩年谱》）。 权臣韩侂胄大
喜，郑挺、邓友龙等也附和 ，韩侂胄伐金之
意更加强烈。 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
议，尊崇岳飞，贬斥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
不久，宋宁宗改元开禧，取宋太祖“开宝”年
号和宋真宗“天禧”年号的头尾两字 ，以彰
显南宋恢复山河的志向。

开禧元年（1205 年）七月，韩侂胄“出任
高于丞相的平章军国事”（白寿彝 《中国通
史》），积极部署攻金。 据《钦定续通志》卷六
百十七《奸臣传·宋四·韩侂胄》记载：“开禧
改元， 进士毛自知廷对言：‘当乘机以定中
原。 ’侂胄大悦，诏中外诸将，密为行军计。 ”
开禧二年（1206 年）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
军不宣而战。 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
十《宋·宁宗皇帝》记载，开禧二年五月，“韩
侂胄闻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颍上、虹县，
乃议降诏伐金”。 接着，南宋山东京东招抚
使郭倪派兵攻打宿州 （今安徽宿州 ），都统
制李爽率部进攻寿州 （今安徽凤台 ）、江陵
府（今湖北荆州 ），副都统制皇甫斌攻打唐
州（今河南唐河）、江州（今江西九江），都统
制王大节攻打蔡州 （今河南汝南 ），由于金
军早有防备， 除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
告捷外，其余大多失败。 四川宣抚副使吴曦
叛宋降金，割让关外四郡。

十月，金国负责河南主战场战事的仆散
揆（一作“布萨揆”）分兵九道南下，在淮西地
区进攻尤为猛烈：十一月，攻破安丰军；十二
月，“淮西县镇皆没于金”。 南宋两淮宣抚使
邱崈被迫遣使与金军议和，金副相（平章政
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因许还其淮北流移
人及今年岁币”， 暂时答应 “自和州退屯下
蔡”。 这些“淮北流移人”被遣返金国后的结
局可想而知。后因金国要求惩治挑起事端的
韩侂胄未得到满足，双方陷入拉锯战。

开禧三年（1207 年）局势充满变数。 二
月，南宋吴曦之叛被平定，金仆散揆在下蔡
（今安徽凤台）病故 ，战事看似正朝着有利
于南宋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韩侂胄被
刺杀身亡，南宋“主和派”再度占据上风。 嘉
定元年（1208 年）三月，宋与金订立比“隆兴
和议”更为屈辱的“嘉定和议”，提高赔偿金
额，将宋金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关系。

嘉定五年 （1212 年 ）九月二十五日 ，厉
仲方卒于被贬之地邵州 （今湖南邵阳），年
仅五十四岁。 他被贬至死，与其任知安丰军
不足两年的经历及相关边事密切相关。

楚灵王与淮南
周 强

楚灵王熊虔 ，原名熊围 ，楚国第
26 任国君， 公元前 540-前 529 年在
位，时间虽然只有短短 12 年，但却对
淮南地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淮南”诞生
楚灵王是楚共王次子，楚康王之

弟， 向来品行不端。 公元前 547 年，
楚、秦联军侵郑，穿封戌将郑国将领
皇颉俘获，熊围与之争功，要太宰伯
州犁评判。伯州犁将皇颉带到两人面
前说：“这两人为您而争功。 您是君
子，非常清楚是谁俘获了您 ，希望您
说实话。” 随后伯州犁举手暗示说 ：
“那位是王子围 ， 是楚王尊贵的弟
弟。”接着放下手说：“这位是穿封戌，
是一位县尹。” 最后让皇颉表态：“您
说，是谁俘虏了您？”皇颉意会：“皇颉
碰上王子， 抵挡不住 ， 于是就被俘
了。” 后世将之浓缩为成语 “上下其
手”，用来比喻玩弄手法，串通作弊。

公元前 545 年，熊围长兄楚康王
去世，其子郏敖熊员继位，以熊围担
任令尹。公元前 541 年 ，熊围发动政
变，杀害熊员，夺取王位，改名熊虔。

楚灵王夺位不久，春秋著名政治
家、齐国宰相晏婴出使楚国 。楚灵王
请晏婴喝酒。酒兴正浓时，楚国两名
官员押解一名罪犯面见楚王，说罪犯
是齐国人，在楚国犯了偷窃罪 ，请楚
王处置。楚灵王揶揄晏婴说：“齐国人
本来就擅于偷东西吗？”晏婴回答道：
“‘橘生淮南则为橘 ， 生于淮北则为
枳’， 只是叶子相像， 果实味道却不
同，这是因为两地水土不同 。齐国老
百姓在本国很本分， 从来不偷东西，
到了楚国就偷东西，莫非楚国水土使
百姓善于偷东西吧？” 楚灵王被晏婴
所怼，无言以对。

从晏婴与楚灵王对话的语境理

解，“淮南”虽指淮河以南，但基本是
虚指。《周礼·考工记》 有云，“橘逾淮
而北为枳”，晏婴之语是对 《考工记 》
中“淮而北”的延伸，楚灵王的有意之
举，晏子的机智回答，竟促成“淮南”
一词应运诞生。

州来建城
州来最早是淮夷方国，春秋初期

成为楚国属国 。公元前 584 年 ，吴楚
战争爆发，州来被吴国攻占 ，楚灵王
即位时，吴占州来已经 44 年。当时吴
楚两国在江淮地区的争夺已经白热
化，总体上楚国处于下风。公元前 538
年，楚灵王扭转局势，借助诸侯之师，
终于将州来夺回。

庆封是齐国权臣，曾参与弑杀齐
庄公，拥立齐景公。7 年前，因在国内
权力争夺中失败， 举家逃亡吴国，被
吴王余祭封在朱方（今江苏省镇江市
东），并给予丰厚的俸禄，使庆封如同
在齐国一样富有。楚灵王为在诸侯中
立威，遂联合蔡、陈、许、顿、胡、沈、淮
夷等国联军进攻吴国，处于流亡状态
的州来国残余力量和其他淮夷方国
组成联盟，参与了这场军事行动。

楚国将领屈申率领的一支军队
围攻朱方，破城之后，庆封及其家族
被楚灵王全数诛杀。 庆封被杀之前，
楚灵王让庆封背上大斧头，在诸侯军
营巡回示众， 还让他谴责自己的罪
行：“大家不要像齐国庆封那样杀死
他的国君，削弱国君孤儿。”庆封却反
揭楚灵王老底：“大家不要像楚共王
的庶子熊围，杀死他的国君 ，兄长的
儿子熊员而取代他！” 楚灵王恼羞成
怒， 没待巡营结束就赶快将他杀掉。
朱方之战获胜后 ， 楚国顺势夺回州
来，州来复国，继续附庸于楚国。

吴国建都今江苏省苏州市，朱方

距离都城不远。楚国打进吴国的核心
地区，吴国当然要加以报复 。当年冬
天， 吴军从北方发动大规模反攻，先
后攻占了楚国的棘（今河南省永城市
境内）、栎（今河南省新蔡县西北）、麻
（今安徽省砀山县东北）等地。

楚灵王决定固守淮河防线，派沈
尹射率军驻守夏汭，即今凤台县淮河
西岸的西淝河入淮口，同时派大将宜
咎、薳启彊、然丹分别为钟离、巢国和
州来这三个附庸国筑城协防。指挥筑
城的诸员大将都是楚国重量级人物：
宜咎的官职是箴尹，负责规谏 ；薳启
疆的官职是太宰 ， 负责宫廷内部事
务；然丹的官职是右尹，相当于副宰
相。筑城诸国都分布在淮河南岸，钟离
位于今凤阳县临淮关镇， 巢位于今寿
县瓦埠湖东刘岗镇， 州来即今寿县古
城之东战国寿春城遗址。 巢城和州来
城都在今淮南市域内， 这一年可算史
书明确记载的淮南建城元年，到 2025
年，寿县建城历史已经长达 2562 年。

在筑城过程中，楚国东部地区突
然发生大水灾，给筑城造成严重困难，
工程暂停，在建诸城遂成“烂尾工程”。
直至 15 年后的公元前 523 年， 楚平王
再“城州来”，州来城最终完全建成。

淮南阅兵
按照《逸周书·谥法解》：“死而志

成曰灵，乱而不损曰灵，极知鬼神曰
灵，不勤成名曰灵，死见神能曰灵，好
祭鬼神曰灵。”就是说，一国之君只要在
死后心愿得以实现，或者乱法行私而不
知减损，或者尽知鬼神之事，或者不经
努力得以成名， 或者死后现出鬼神之
态，或者喜好祭祀鬼神，就可以用“灵”
作为谥号，可见“灵”并非好的谥号。

据 《左传 》记载 ，公元前 531 年
冬，“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颍尾

即今寿县正阳关镇， 楚灵王由是成为
见诸史籍来过淮南的第一位重量级的
王级人物。楚灵王在位 12 年，可以用
两个带“穷”字的成语来概括其执政生
涯。一是穷兵黩武。他东伐吴，北图霸，
西灭陈、蔡，多处筑城，楚国霸主地位
有所强化。 二是穷奢极欲。 他好大喜
功，大兴土木，仅豪华壮观的章华台就
建有两处，致使民怨沸腾，统治不稳。

“狩”字有两义 ：其一为打猎 ；其
二为巡狩。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
书局）翻译上述引文说，“楚王在州来
狩猎阅兵，驻扎在颍尾”。狩猎就是穷
奢极欲， 阅兵就是穷兵黩武，“狩”的
两个意义都在此处派上用场。

楚灵王执政的前期和中期，军事
行动都取得较大成功，楚国对中原地
区的影响力得到加强，并在吴楚战争
中处于攻势，“吴人焉或服于楚 ”。其
后楚灵王放纵无度， 不知道克制，一
心想让各国诸侯臣服，还向周天子索
求象征权力的九鼎 ， 向郑国索要土
地，又攻灭陈、蔡等盟国，大举迁国移
民。他这种急功近利、不讲礼义的行
为引起诸侯们的强烈抵制，楚灵王只
得在淮南举行阅兵仪式， 炫耀武力，
企图通过武力震慑以加强对诸侯的
心理控制。

淮南阅兵之后， 楚灵王随即进军
乾溪，发动对徐国（吴的盟国）的战争。
乾溪在今亳州市谯城区东南， 楚灵王
在此修建了第二座豪华宫殿章华台进
行享受， 另一座章华台位于湖北省潜
江市西，“楚王好细腰”之典出于是处。

大臣子革忠心耿耿，以楚国先君
熊绎 “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 ，以处草
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艰辛创业
历程，对楚灵王进行劝谏 ，委婉曲折
地告诫楚灵王应克制自律 ， 修养德
行， 不可耗尽民力以满足自己的私
欲。 楚灵王虽然因为这番话感到震
撼，但终究不能有所克制。

次年春 ，郢都发生政变 ，楚灵王
之弟楚平王熊居抢位上台，楚灵王则
被国人抛弃，自缢而死。 吴国趁楚国
内乱，重新攻占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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