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是指诚实无欺，讲求信用。人是社会的存在
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是人交往关
系的产物。要使这种交往关系能够正常运行，社会就
必须确立一些基本的规范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关系，诚信就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规范。

从词源上讲，“诚信”乃是由“诚”与“信”两字所
组成的一个合成体。“诚”是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
人。在《中庸》里，“诚”是一个最高范畴，是“天之道”，
又叫“至诚之道”，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与道理。至诚的
人，不仅自己取得成就，而且自觉及于万物，行于他
人。求诚的人，择理明善，执着坚守，不懈追求生命的
崇高境界。《说文解字》上说：“信，诚也”；“诚，信也”。
可见，诚、信二字都有诚实不欺之义。二者的区别在
于，“信”略重于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面；“诚”则着
眼于反省自身的人性存在。在“诚信”这一概念中，二
者相辅相成，互训互证，表现出一种内外一体的整体
意义结构。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中，从来不
乏诚信思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互相驳难，
却一致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
献《尚书》中已出现关于诚信的记载，《书·康王》中有

“信用昭昭明于天下”，《周书》中有“允哉允哉，以言
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等。历经上下五千年，中华民
族一直坚守着诚信的道德准则。可以说，诚信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化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特
质。

一、虞舜——诚信思想的始创者

《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而明德则以修身为先，修身又以正心为前提。人之

“心”，乃是“德”的主宰，所以“正心”则最为重要。据
《尚书·大禹谟》，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
治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的意思，宋人蔡
沈在《书经集传》中解释得颇好：“心者，人之知觉，主
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
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
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味，故微。惟能‘精’以察
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
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
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
这说明，“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

“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别，修身正心，也
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上首先
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
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解释是：“应许、公平、
诚信。”《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有多种，其中包括“诚
信、公平、答应”等。在“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
语大字典》引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
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辞海》则在“允执其中”的
条目中直接引用了“允执厥中”。当然，“允执其中”与

“允执厥中”虽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则完全一致，前者
是尧传给舜的“四字心传”，到了舜传给禹时，则扩展
为“十六字心传”。舜的扩展，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
用，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
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
一就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

那么，什么是“诚信”呢？《尔雅》和《广雅》都训
“诚”为“信”，《说文》则“诚”与“信”互训。也就是说，
“诚”与“信”含义相同，与“允”的含义相通。在“祖述
尧舜”的儒家经典中，最早对“诚”进行论述的是《孟
子》。《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
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社
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后的《荀子》则认为

“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大自然运行变
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
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
常，以至诚者也”。《孟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
到“诚”，但多处提到了“信”，这说明孔子是很重视

“信”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
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曾子的“三省”中，也有一
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
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从孔子及其门人
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所谓“信”，首先就是待人接物的
表现。人与人之间，是以言语和行为来互相交往的，
口里怎样说，行动上就怎样做，这就是诚实的态度；
这一刻怎样说，下一刻一定要兑现，这就是诚信的品
质。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子贡曾经问孔子：

“何如斯可谓之士？”孔子认为“士”可分为三个等次：
其一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二是“宗
族称孝，乡党称弟”；其三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
小人哉”（《子路》）。第一等次的士人是干大事的官
员；第二等次的士人道德修养好，至少在他所生活的
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第三等次的则是普通人，“硁
硁”是谦虚而坚正之貌，“小人”既指人品低下之人，
也指地位低微之人，这里是指后者，意思是说，即使
地位低微，也应该谦虚而坚正地做到“言必信，行必
果”。由此可见，“言而有信”是对所有人的基本要求，
所以孔子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强调在
待人接物中要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要义。但欺人者在欺骗人
的同时，往往也是在自我欺骗。所以诚信的要义除了

“不欺人”之外，也包含有“不自欺”的意思。
“言而有信”即“守信”，是“诚信”的第二要义。

《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
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
庸第二十章》）这里，从获乎上、信乎朋友、顺乎亲到
诚乎身、明乎善，同《大学》的“三纲八目”一样，显然
是有着逻辑递进关系的，而“信”与“诚”则表现在不
同的层次上。获得皇上（或上司）及朋友的信任，这需
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证实，而“明乎善”与“明明
德”的涵义相同，是“诚乎身”的思想前提，“诚”正是

“善”的内化，通过对“善”的理解和把握，使之融入人
的心灵，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然后再外化为道
德行动，从孝顺父母开始，再到获得朋友、皇上（或上

司）的信任，从而治理好民众，这也就是孔孟“祖述尧
舜”所指出的修齐治平的思维路径。

二、盐商——诚信思想的接力者

盐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之一。后来从盐
商起家的晋商沿袭着经商脉络，发展成中国“十大商
帮”之首，赓续着盐商的“诚实守信、重义轻利、俭约
克己”的经营理念。经营理念和经营之道是不同的，
经营之道在商业体系运营中细化为具体的措施、办
法和路径。经营理念是无形的，是经营的指导思想，
也就是当今所谓的企业文化。诚实守信是盐商文化
的灵魂，是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它应用于生意买
卖上，贯穿商业活动中：以诚信为本，质量第一，不弄
虚作假，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大小顾客一律平等
相待，以诚相待。

传说，猗顿是盐商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
物。《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
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记载。猗顿长途运盐、贩
盐东向齐鲁，西向秦界，“十年之间，其息不可及计，
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太史公称赞道：“长袖善舞，多
财善贾，其猗顿谓乎？”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
个县名镌刻历史得以流传。明清时期运城盐商将“用
盬盐起”而成为巨商富贾的猗顿视为当然的商业之
鼻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和道光十七年（1837），
当地商人对猗顿墓冢进行了两次大的募捐重修，前
来凭吊的商贾明贤不计其数。清代诗人郭为观在《过
猗顿故居》“中条山绕涑水潴，猗顿当年有故居。豪富
昔曾侯伯拟，姓名今仅商贾知。散金岂解陶朱术，畜
牛字空传货殖书。寂寞古城原下路，千秋过客几踌
躇”，不无表达对猗顿这位大商人的怀念和崇敬之
情。

猗顿祖居鲁国（今山东）肥城，为耕读世家。猗顿
年幼时，家境贫寒，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苦
难生活。正当猗顿贫困潦倒之际，听到“三致千金”的
陶朱公大名，他决心向这位商贾巨富又仗义疏财的
陶朱公请教致富门路。

陶朱公，名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越
国为吴败时，跟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三年，回越后助
越王卧薪尝胆，灭了吴国。当越王勾践大获全胜，凯
旋的时候，范蠡却急流勇退，辞别勾践，隐姓埋名，浪
迹天涯。后在齐国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定居下
来。他以为，陶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为经商有利
之地。故十年之中，三致千金，能聚能散，时为巨富，
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早闻郇瑕之地，地沃饶而近盬，是可居之
地。故巨富之后，隐居来到古郇。据说，陶朱公当年就
隐居在孝义村（今临猗太范村）。现太范村范家巷大
门上“陶朱故里”巨幅匾额尚在。死后葬在陶村（今盐
湖区陶村镇），在陶村镇陶家巷前有一座坟墓，立有
石碑，上写“越名臣陶朱公大夫之墓”。陶朱公看到河
东大地，荒原沃野，平坦无际，气候温和，草茂水聚
集，又有盐池之利，不由感叹道：“真乃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天赐宝地。”

猗顿登门向陶朱公讨教致富之道，两人一见如
故，促膝长谈。陶朱公向猗顿传授了致富经验，并根
据河东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传授他八字真经：

“了欲速富，当畜五牸。”即你想很快致富，那就是畜
养五种（牛、马、猪等）母畜。猗顿听后，茅塞顿开，连
声称赞。

俗话说：“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母羊生
母羊，三年挤倒羊圈墙。”不出几年光景，猗顿靠
诚信经营将畜牧业迅速发展壮大。

畜牧业得以壮大，农耕得以恢复，有了雄厚的
资本时，猗顿又计谋差制盐、贩盐，大搞长途运输
事业。古郇地靠近运城盐池，他自己又有成群的骡
马，运输脚力当是最有利的条件。如将本地的池盐
贩至运城以外，那将是一本万利。一方面可以缓解
池盐的积压与滞销，另一方面可使畜力人力投入新
的行业，扩大经营，真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运城盐池，南接中条山，北依郇瑕地。因受特
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影响，不需煎熬盆煮，自
然结晶成熟，资源丰富，运输便利。猗顿组织人
力，垦地为畦，向畦内浇灌卤水，扩大晒盐面积，
缩短晒盐周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六天便可成
盐。

池盐晒出来之后，如何运出去？猗顿经勘察
后，开辟了两个运输主线。一是组织人力在中条山
开辟出一条运输出路，使畜驮车载池盐，从山的北
脚下运往山南，销往齐、晋、豫各地；二是修筑了
一条由禹都经过郇向西经黄河渡口的百余里长的盐
运古道，也称“盐车路”“官道”，把池盐运过黄
河，输往秦蜀各地，并通过秦界通向西域，首开

“国际贸易”先河，真正成为中国古代商业鼻祖。
由于猗顿晒盐、制盐、贩盐，诚信至上，遂取

得巨大成就，堪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因
此，运城盐池也称作“猗氏盐池”。《左传》 记载：

“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民乐，不可失也。”

三、关公——诚信思想的践行者

关公，作为汉末群雄争锋时代叱咤风云的战将，
生前为将为侯，死后却被封王封君、称圣称帝，登上
中国神坛，罩上神中之神的光环，被奉为万能的华夏
第一神，以致“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千余年来，
为历代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上下共仰，为儒、释、道三
教共崇共尊。从泱泱神州到五洲大地，中外同供同奉
关公，关公逐渐成为世人尊崇的偶像，海内外形成了
内涵丰赡、覆盖面极广的关公文化现象，确为史上所
罕见。

历稽二十四史载籍，中华名将如云如雨，不胜枚
举。然则何以唯独关公为史家公布为“古今名将第一
人”，为世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以致“显当
时而且神后世，耀光炳灵，赫著千载”？

在朝代兴亡的中国战史上，辅佐君王横刀立马、
创建天下者有之，功勋盖世者有之，精忠报国者有
之，帝业大成晋爵封号为侯、为公、为王者有之，但多
在当世，如关公死后为历代王朝屡予谥封者则史所
未见。这些异乎寻常的史实成因，时有论者断言为封

建王朝愚民的统治手段，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借
封谥关公以笼络汉族人心、软化汉族反抗的一种策
略。这样对神化关公这一史所罕有的历史现象的判
断未免过于草率和片面。其实，关公精神乃中华传统
美德的集中承载。

诚信，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守信用、重然诺，这是
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
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关公
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对此感到不
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
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
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
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
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
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中的“帝归先主谢曹书”云：

“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
穆者乎。”

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
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
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
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
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
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
之物，尽在府库封缄。”

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
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
愿违犯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
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
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
当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
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
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
关公的生平活动，诚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
关公已成为诚信的化身。换言之，诚信精神，是关
公文化中闪光的亮点，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
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四、诚信——河东人永远的基因

如果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滋养，那么，关公文化无
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
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
都是取消不了的。人们崇拜关公，实际并不是或者
说并不完全是信服他的神异的灵验，乞灵于他的神
力，而主要是敬佩他的道德人格，他的伦理品质。
他的诚信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他
的仁勇品质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他所坚
持和践行的春秋大义，是我们民族生命的 DNA，
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因子。崇拜关公的历史，就
是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的见证。在中国广袤的国土
上，两岸三地的民众中，在华人世界的人群中，这
是大家共有的文化向往，是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核
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是所有中国人民和所有华裔
一致的民间意识形态。

试想，若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无诚信，那么就难以和谐。因此，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弘扬关公文化正逢其
时，因为关公的诚信精神，是立国之本、和谐之
本；立业之本、经营之本；立身之本、做人之本。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
有序的状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虽然
因出于生存的压力产生了过度的竞争，但人们对谋
略的热情总不能遮掩其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社
会的向往。仁政、民本思想的提出，“天人合一”
理念和兼容并蓄方法的运用，都具备和谐理念的闪
光。特别是当今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各项建设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
生了深刻变化。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环境
中，社会失信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社会诚信道德成
为相对紧缺的资源，可见诚信是和谐社会的道德根
本要求。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普遍价
值，诚信要求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
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另一方面诚信又是和谐社
会的道德准绳，是公民的一种道德品行，在公民个
人道德品行的养成及其人生历程中起着基础的作
用。诚信是友爱的前提。缺少诚信，人与人之间就
会失去信任，就会猜疑，人际关系就会处于紧张和
摩擦之中，自然就谈不上友爱；人与人之间如果没
有友爱，其伦理关系就不会和谐融通，就不会互相
帮助。一个缺少诚信友爱品性的国民组成的社会，
绝对不可能和谐。关公文化的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
维持了正常社会的某种良好秩序。有了这种对正义
和品格价值的认同，社会才不至于在贪欲等诱惑中
完全沦陷。因此，关公文化的核心诚信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基础。

这是因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
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
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
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
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综览当代河东大
地，诚信的人与事不胜枚举，“还债局长”胡丙申
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胡丙申原为夏县某局局
长，因扶持农民脱贫，担保小额贷款近百万元。后
因农民无力偿还，自己便与妻子节衣缩食，退休后
靠给别人打工，把银行贷款如数还清，谱写了一曲
当代河东人的“诚信之歌”。

诚信：河东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
■秦建华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
历史价值高，文学色彩浓，而且
又具有传记文学典型特征的长
篇巨制之一。它使用了一种文
学色彩很强的笔法，按照历史
人物一生的几个阶段，有次序、
重点突出地记载描述了韩信的
生平事迹，从而使韩信这个人
物的精神气质，聪明才干，历史
功过，连同作者的浓厚感情，一
起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但
由于这是一篇记载同时代史实
的文字，作者在文章的某些地
方不得不使用一些婉转含蓄的
笔法，因而两千年来也造成了
读者理解上的一些分歧。

韩信不同于曹参、樊哙这
种攻城野战的猛士，也不单是
孙膑、庞涓一流的军事家，他是
有深谋远略，有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的大将之才的。为此，作者
在《淮阴侯列传》中重点描写了
登台拜将、井陉之战、潍水之战
等几个细节。关于登台拜将，明
代杨维桢说：“韩信登坛之日，
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
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
谋卒定于韩信之手也。”王世贞
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

（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
葛亮）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
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
也已矣”。关于井陉之战，明代
茅坤说：“非为水上阵，不可以
致赵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赵
帜而立汉帜，则成安君失利而
还壁，信与赵相持之势成，而其
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举，谋定
而后动，诚入虎口一举而毙之
矣。”（《史记钞》）像韩信这样的
智谋韬略，像韩信用兵的这种
神奇，不仅在汉代，就是在我国
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史上也少
有其比。诚如宋代的陈亮所说：

“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
白，诗仙也；屈原，词赋仙也；刘
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
哉！”（《史记钞》）司马迁没有亏负韩信这
个历史人物，也正是靠司马迁这支如椽
的大笔，从而使韩信那卓越的将才得以
酣畅淋漓、活灵活现的表现。

对于上述韩信的军事天才，人们大体
上都没有什么异议。至于作者对韩信被杀
一案持的是什么态度，人们的理解就颇不
相同了。有人根据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了
韩信与陈豨密谋，又写到了韩信想诈为诏
书赦诸官徒奴以袭吕后太子，而作者自己
最后在“太史公曰”中说：“天下已集，乃谋
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于是就认为
作者是谴责韩信图谋叛乱。例如明代的陈
霆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观之淮阴可
见矣。”（《史记评林》引）近些年来，更有些
同志摘引上述材料以说明司马迁反对割
据叛乱，拥护中央集权。说司马迁反对割
据叛乱，拥护中央集权是对的，但引证这
段史实不合适。对于韩信与陈豨密谋叛乱
一事，前人有过不少辩证。明代归有光、冯
班都认为这可能是吕后、萧何等人强加给
韩信的罪名。但是，光凭这种情理分析还
不足以说明司马迁的态度。我们还必须结
合全篇全书来进行考察。

韩信是刘邦手下最有本事的人物，刘
邦深知自己离开韩信是办不成大事的，但
也正因为韩信的本事最大，所以他才成了
最受刘邦猜疑、最被刘邦放心不下的人
物。我们看刘邦一贯怎样对待韩信：当韩
信虏魏豹、擒夏说、灭魏破代后，“汉辄使
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当韩信斩除
陈余、收臧茶、平定赵燕后，刘邦乃“自称
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
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汉王
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
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当韩信杀龙
且、虏田广，平定齐地后，刘邦又“征其兵
击楚”。当韩信指挥全军大破项羽于垓下，
战事刚刚结束，刘邦又“驰入齐王壁，夺其
军。”（《高祖本纪》）。而且把韩信的封地也
由齐换到了楚。宋代黄震说，“韩信虏
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南摧楚
兵二十万，杀龙且，而楚逐灭。汉并天
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说信背汉，
而信终不忍，自以功多，汉终不夺我齐
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甚，今日破
楚，明日夺齐王。信方为汉取天下，汉
之心已未尝一日不在取信也。”（《黄氏
日抄》） 司马迁写这些绝不是漫无目的
的，读者不应该粗心放过。

当韩信破赵定齐后，兵威大振，他
占据着魏代、燕赵、齐鲁大片地区，其势
力已摇摇直出于项羽、刘邦之上。这时，
项羽派说客武涉来劝诱韩信背离刘邦，
劝他“与楚联合，参分天下王之”。韩信不
听，他说他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情，
他发誓“虽死不易”。接着齐国的辩士蒯
通劝说韩信“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他认

为这样一来韩信就可以成为
天下霸主。接着他又为韩信分
析了他们君臣之间的矛盾，他
引证范蠡、文种的先例指出了
韩信日后的危险，凿凿确确，
真是使人不得不感到触目惊
心。但是，韩信始终不忘刘邦，
他说：“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
倍益乎！”武涉、蒯通的两段文
字共达一千三百余言，占了整
篇《淮阴侯列传》的四分之一，
使不少读者都感到比例太失
调了。班固写《汉书》时，就把
蒯通这段长字提了出来另立
了一个《蒯通传》。这样做当然
也可以，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
这样安排呢？清代赵翼说：“全
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
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
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
族 之 者 之 冤 ，痛 不 可 言 也 。”

（《廿 二 史 札 记》）李 景 星 说 ：
“蒯通说信反汉语，信亡后对
高祖语，皆足表见信之功大而
不反。《史记》详载，确有深意，
班氏乃节去另为《通传》，在彼
为无谓，在此为有损，均不合
也。”（《四史评议》）这些分析
都是非常精确的。

韩 信 的 被 杀 与 萧 何 、张
良，尤其是陈平有很大关系，
因此我们也很需要注意一下
作者是怎样写这三个人的。在

《淮 阴 侯 列 传》中 ，韩 信 平 齐
后，派人来向刘邦请求为假齐
王。刘邦发书大怒，骂曰“吾困
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
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
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
宁 能 禁 信 之 王 乎 ？不 如 因 而
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
变生。”刘邦亦恍然醒悟，于是
遣张良往立韩信为齐王。在这
里，韩信的确是表现了他的私
心，但是作为刘邦的谋士们应

该这样说话吗？这样一来不是明显地更
加深了刘邦对韩信的猜忌与敌视吗？至
韩信为楚王，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时，这
本是无中生有之事，作为刘邦的谋士，原
应该协助刘邦处理好这种君臣间的猜
疑。而陈平不然，他怂恿刘邦假说巡游云
梦，乘韩信中途迎谒之机而袭捕了他。但
由于实在难以服众，结果又“赦信罪，以
为淮阴侯”。日人中井积德说：“反逆者，
三族之罪也，岂可赦哉？赦信，以见其无
罪也。”（《史记会注考证》）吕氏最后杀韩
信，萧何是亲自参与了谋划，并把韩信骗
入罗网的。张良为了远身避祸，这时正高
唱什么“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这
些人的品行难道不使人感到寒心吗？司
马迁在《萧相国世家》最后说：“萧相国
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
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
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
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
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有大才有
大功的人没有得到好下场，而庸碌之辈
却名扬天下，福泽久长，这是歌颂呢，还
是嘲弄？在《曹相国世家》中说：“（参）攻
城野战所以能功多如此者，以与淮阴侯
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
名。”曹参所以能立功，是因为当初跟上
了信，韩信被杀了，于是这才显出了他。
这难道是什么歌颂吗？清代吴汝纶说：

“史公于高帝君臣，皆不当其一眄。”这样
比较参照，就能更好地看清司马迁对韩
信的感情态度了。

作者写韩信被杀时的情景，也是很
耐人寻味的。当韩信被萧何骗入长乐宫，
陷入吕后的埋伏时，韩信说：“吾悔不用
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临死才悔不当初，说明当初的确是没有
想反。《红楼梦》中晴雯临死前对宝玉说：

“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
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
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
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
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大某
山民评点这段话说：“雪芹先生不欲以暧
昧之事踏闺房，故于黛玉临终时标出‘身
子干净’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雯将
死，亦云‘悔不当初’，皆作者极力周旋
处。”殆至刘邦从平定陈豨的军前回来
时，韩信已死，刘邦这时的心情是“且喜
且怜之”。“喜”什么呢？长期以来压在心
上的石头终于搬掉了。“怜”什么呢？这样
的大才，以这样的罪名被杀，实在也太说
不过去了。清代梁玉绳分析刘邦这种心
理说：“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
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擒缚不
已，族诛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
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怜也。”（《史记
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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