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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敏

战国之策书，记述战国时
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
略，亦展示战国时代的历史特
点和诸国间政治博弈风貌。

一

翻看《战国策》，第一个出
现的山西地名是上党。《西周
策》：“犀武败于伊阙，周君之魏
求救，魏王以上党之急辞之。”
綦毋恢曰：“秦悉塞外之兵，与
周之众以攻南阳，而两上党绝
矣。”其讲的是公元前293年秦、
魏伊阙之战。韩将犀武被秦军
在伊阙击败，秦攻西周，周君到
魏求救，魏昭王用上党吃紧来
推辞。周臣綦毋恢想把魏国温
县的园囿为周君索取过来，就
去见魏王指出：“秦国如果用塞
外的全部兵力与西周之兵来攻
贵国的南阳，那么，分属于韩、
魏的上党要道就会被切断。”魏
昭王问解决对策，綦毋恢巧辞
服人，最终让魏王派三万人驻
守西周的边境，并把温囿献给
周赧王。其理由是这样既可以
让“ 周 君 得 意 为 辞 于 父 兄 百
姓”，又满足他“利温囿以为乐”
的目的，使周赧王“必不合于
秦”。公元前357年，周臣樊余意
识到韩魏两国交换国土，西周
一定会亡，且“韩兼两上党以临
赵，即赵羊肠以上危”，也就是
说，换地的举动同时也威胁到
赵国乃至楚国的利益，于是樊
余游说楚、赵两国一道阻止了
韩魏易地的行为。

赵国曾是六国合纵抗秦的
中心。“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
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号令
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
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
也，而不忧其民氓。”《秦策一》
张仪在指出赵国对内、对外都
有许多导致其覆亡的不利因素
后，对秦王建议：“拔邯郸，筦河
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
肠，降代、上党。”这样一来，代
和上党不费一兵一卒就会成为
秦国土地，赵国的东阳和河外
等地也会反归齐国，中呼池以
北则将属于燕国。攻下赵国，韩
国必亡；韩亡则楚、魏两国就不
能独立；再挟持楚国往东削弱
齐、燕，挖开白马津的河口来淹
韩国。此一举灭三晋，六国的合
纵联盟也势将瓦解，“大王拱手
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
可成也。”这里，为什么说“逾羊
肠”可“降代、上党”呢？

二

《战国策》注云：羊肠，赵险
塞名也，山形屈壁，状如羊肠，
今在太原晋阳之西北也。《秦策
三》燕客蔡泽被赵国驱逐，他深
得老子《道德经》中“功成而弗
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精
义，举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
臣，启发和劝说秦应侯范雎功
成而不退会招来杀身之祸，借
此来为他自己寻求谋生的机

会。在分析范雎目前的仕途和
人生正处在顶峰时，蔡泽曰：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
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
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
口，又斩范、中行之途，栈道千
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就
是说，范雎当了秦相后，威仪可
以施行于三川，充实宜阳，打开
羊肠之险，封闭太行要塞，同时
又切断三晋的道路，修栈道千
里通往蜀汉之地，即开启秦国
的全盛时代。“如是不退，则商
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
因为盛极必衰是事物发展的必
然趋势。故此，羊肠之险已成为
道路艰辛的代名词。

自古以来，羊肠坂是中原
通往上党的关隘要道，向为兵
家必争之地。太行山被称作羊
肠坂的地方有很多，确有历史
记载的有：晋城天井关羊肠坂，
平顺玉峡关羊肠坂（古道属壶
关）。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
国策》第二十一篇亦有“秦以强
弩坐羊肠之道则地去邯郸百廿
里，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包
其北，则注之西非王之有也”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的记
载，说的就是壶关的羊肠坂。

《秦策一》司马错跟张仪在秦惠
王面前争论战事。司马错主张
秦国先去攻打蜀国，而张仪却
认为不如先去攻打韩国，理由
如下：“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
辍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
魏绝南阳，楚临南郑，魏攻新
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
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屯留之
道，就是今山西屯留县境内的
太行山羊肠坂道。人们穿越太
行山走羊肠坂习以为常，却不
知曹操一首“北上太行山，艰哉
何巍巍”的《苦寒行》，使之名扬
天下。诗中有“羊肠坂诘屈，车
轮为之摧”的行军艰难，以至于
后来大诗人李白也留下了“五
月相呼度太行，摧轮不道羊肠
苦”的感慨。

三

周代晋国之都称“绛”，历
四世、八君，共84 年。其地在今
山西曲沃县南，南临绛山、绛
水，故名。晋献公自翼城徙都于
此，后晋景公再迁于新田（称故
绛）。晋文公称霸即都于此。今
曲沃县西南王官城城址即晋都
绛城所在。我们从《战国策》里
还可以了解到，曲沃也是秦、魏

长期争夺的战略要地。周赧王
元年，“秦伐魏，取曲沃而归其
人。”东汉应劭注：故曲沃，改曰
左邑县。即“汉武帝改左邑桐乡
为闻喜”之左邑，成全了古曲沃
在闻喜的观点。特别是山西闻
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发
现，处晋国“古曲沃”核心区域，
是东周时期晋国宗庙所在地。
邱家庄5001号的战国墓，是目
前为止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
东周墓葬。《秦策二》又载：“齐
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
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
之。”秦与魏相会临晋的同时，
亦图谋寻求与齐国的军事联
合。可见，随着战国中期各诸侯
国格局的千变万化，秦国从魏
国再次夺取曲沃后，并未见魏
国的回应。这同时说明，在张仪
连横政策推动下，秦、韩、魏之
间的军事联合再度建立。

公元前 260 年，发生的长
平之战，可以说是战国七雄兼
并战争的最后阶段。长平，位于
山西高平市西北；长平之战古
战场即在上党盆地之中。这次
战争爆发是由于秦国派兵攻打
韩国，占太行山要道，攻下野王
郡。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投降秦
国，后征得军民同意，将上党十
七城池地图献给赵国。据前文
分析可知，上党实为三家分晋
后的交叉区域，长平之战对当
地的历史文化影响很深。《赵策
三》载秦赵战于长平时，虞卿曾
提出“王聊听臣，发使出重宝以
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
必入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这样
跟秦国的和谈才能顺利进行。
但赵孝成王没有采纳虞卿的观
点，而派平阳君赵豹去议和，郑
朱前往秦国交涉之后，再召见
虞卿。为此，许多学者在痛心白
起历时三年、坑杀四十万赵军
时，对于长平之败的“罪魁祸
首”讨论不休，尤其是怨“纸上
谈兵”的赵括。而实际上，当时
虞卿的陈述已经说明赵国内政
决策的失误导致长平之战的爆
发：“郑朱，赵之贵人也，而入于
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
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
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
成也。”质朴的百姓不以成败论
英雄，赵括一直是高平骷髅庙
的主祀，千百年来，人们慰奠赵
国将士的亡灵，也以谷口村的

“火烤烧豆腐”饱含着浓厚的战
争文化。 （《映像》）

《《战国策战国策》》里的山西地名文化里的山西地名文化
运城晚报讯（记 者 刘

亚）4 月 12 日，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刘锋
带领调研组来到河津市，就文
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等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河
津市真武庙、台头庙，通过聆
听讲解、察看现场、听取汇报
等方式，全面了解河津市文物
保护和活化利用等情况。

近年来，河津市在文物保
护工作中，依法实施保护，扎
实开展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河津市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有 5 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有 7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有 9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57处、一般文物有135处。

调研组对河津市近年来
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予
以充分肯定，希望河津市深入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及《山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
织领导，坚持保护第一，坚持
项目推动，创新工作举措，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充实
基层文保队伍，不断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守牢文物安全底
线。同时，积极探索“文物+”
模式，讲好文物故事，充分活
化利用，让人民群众从历史文
物中感受文化魅力、增强文化
自信，推动文物事业再上新台
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省人大调研组调研
河津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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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铭

从陆上丝绸之路引进我国
的农作物有 20 多种，主要有：
葡萄，原产地黑海、地中海，传
入时代西汉；苜蓿，原产地地中
海、中亚，传入时代西汉；豌豆，
原产地南欧、地中海，传入时代
东汉；大蒜，原产地南欧、中亚，
传入时代东汉；核桃，原产地伊
朗、西亚，传入时代汉；芝麻，原
产地非洲，传入时代汉；石榴，
原产地伊朗、印度，传入时代
汉；棉花，原产地印度，传入时
代汉；胡椒，原产地印度，传入
时代唐；菠菜，原产地亚美尼
亚、伊朗，传入时代唐；西瓜，原
产地非洲，传入时代五代、后
晋；菠萝，原产地南美，传入时
代清。其中，最先传入的是葡萄
和苜蓿（一种牧草）。

在宋元时代，不少国外农
作物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引进我国的，主要有以下 13
种：占城稻，原产地占城（在今
越南），传入时代宋；胡萝卜，原
产地西亚，传入时代宋；洋葱，
原产地中亚，传入时代元；南
瓜，原产地中南美洲，传入时代

元末明初；番薯，原产地中美
洲，传入时代明；玉米，原产地
墨西哥，传入时代明；烟草，原
产地南美洲，传入时代明；芒
果，原产地印度、缅甸，传入时
代明；向日葵，原产地美国西
部，传入时代明；番茄，原产地
南美洲，传入时代明；花生，原
产地南美洲，传入时代明末清
初；马铃薯，原产地南美洲，传
入时代明清；包菜，原产地地中
海北海沿岸，传入时代清。

海外农作物的传入，对我
国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为我国植物油生产提供
了重要的原料。汉代之前，我
们只是利用动物的油脂。现代
我国的主要油料作物有芝麻、
油菜、大豆、花生，其中海外传
入的占了一半。其次，使我国
的衣着原料发生了全新的改
变。我国原有的服饰原料主要
是丝、麻、葛、毛四种，而棉花
的传入，使中国服饰原料以丝
绸为主的局面被打破，并很快
被取代。此外，黄瓜、南瓜、番
茄、胡椒、包菜等的引进，解决
了我国夏季蔬菜单一的问题。

（《西安晚报》）

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农作物

□刘余莉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
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在的
臣子，谁能被称为贤德之人
呢？孔子说：齐国的鲍叔牙和
郑国的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
子贡听后感到奇怪，于是又
问：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
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
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
宰相，他们把齐国和郑国都治
理得井井有条，都是很有才能
的人。孔子回答说：赐！你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是出
力的人贤德，还是进贤的人贤
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进
荐贤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称为
贤明。孔子说：是啊。我听说鲍

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
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
仲和子产能够推荐比自己还
贤德的人。可见，在孔子看来，
评价一个人是否贤德，要观察
他是否能够推荐贤人。因为，
这既需要他有识人之智，也需
要有不嫉贤妒能之德，只有毫
无私心的人才不担心德才兼
备的人位置超过自己而愿意
举荐贤人。

古人认识到任贤使能对
国家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
以在制度上规定进贤者必有
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
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
人。这有助于避免臣子嫉贤妒
能，并让他们愿意举荐德才兼
备之人。 （《北京日报》）

荐贤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