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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华 李百勤 景惠西

关于河东郡设置的具体时间，
学界说法不一，目前较为普遍的有
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 286 年，秦
国攻打魏国，魏割安邑以求和，秦
于次年设河东郡。二是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后置天下为36郡，
河东郡为其中之一。

其实，河东置郡的时间应该更
早。根据《史记》《资治通鉴》《韩非
子·内储说》等记载，结合著名历史
学家杨宽《战国史》的考证，魏国从
魏文侯开始，曾先后设有五郡。

（一）

公元前419年，魏国军队占据
黄河以西地区，在河西修筑了少梁
城（今陕西省韩城市东南），以此作
为军事重镇。早在韩赵魏三家分晋
以前，晋国已占领了河西地区。此
次魏国军队又占据河西，秦人颇为
不满，遂派兵围攻少梁，两国围绕
少梁的争夺战持续一年有余。魏军
越战越强，到了第三年，秦军无力
坚持，无奈放弃对少梁的争夺向后
撤退，并修筑了一道防止魏军向秦
地推进的防线。

公元前412年，魏国在巩固少
梁城之后，继续向南推进，又攻占
了河西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市东
南）。吴起奔魏后，被魏文侯派往河
西，率师向少梁以南的秦地发动猛
烈进攻，很快就攻占了临晋（今陕
西省大荔县西南）、元里（今陕西省
澄城县南）二城。第二年，吴起又指
挥魏军越过洛水，向秦国内地进
攻，一直打到郑地（今陕西省华州
区）方才停止，其后组织士兵迅速
修筑已经占领的洛阴（今陕西省大
荔县西南）和郃阳（今陕西省合阳
县东南）等城邑。多次进攻，迫使秦
军退到洛水以西，河西大片土地为
魏国占领，魏国遂在这一带设立河
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筑起一道
阻挡秦军东进的堡垒。

河西大捷后的第二年，魏国又
派乐羊率师借道赵国，攻打中山国

（位于今河北中部的石家庄一带），
以打开魏国进军东北的通道。这场
战争持续三年多，打得非常艰难，
魏国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方才获
得胜利。此时，魏文侯为加强北部
的防守，设立了上郡，命李悝为郡
守。

战国中期，魏赵韩占领着北到
大青山、南至南阳、西起河西郡、东
与齐燕相接的中原广大地区，包括
现在的山西全境，河南、河北的大
部分，山东、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
分，魏国成为雄踞中原的最大强
国，又联合赵韩不断向周边拓展地
盘。在各自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三
个国家多次为调整疆界明争暗斗、
互相倾轧，给了强邻秦国可乘之
机，魏国首当其冲受到伤害。魏国

政治中心的东移，表明魏国再无心
与秦国争锋。

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 358
年），魏国与秦国在西河地区经过
几次较量后失利，遂令大将龙贾在
河西魏、秦交界地带修筑长城，以
阻止秦国东进。魏国这种保守性的
防御，反而使秦国可以在一个安定
的环境中实施变法，并且迅速崛
起，辞魏投秦的商鞅起了巨大作
用。他不仅帮助秦国变法，还为秦
孝公制订了东进中原、进而吞并六
国的宏伟计划。

而要东进中原，首先要控制黄
河天险，消灭挡在眼前的魏国。对
此，商鞅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述：
秦与魏，好比人有腹心疾病，非得
狠心除掉不可。不是魏兼并秦，就
是秦吃掉魏。魏背依中条山，定都
安邑，西控黄河天险，南占崤山函
谷关以东的有利地形，有机会则西
进侵秦，无机会则向东略地。而今
秦国强盛，魏国力量不如秦国，势
必向东收缩。魏退，秦国进而占据
黄河和中条山地区，便可控制东方
其他诸侯。由此可见，秦魏之间的
大战已经无法避免。

（二）

公元前341年，魏军精锐部队
在马陵遭到齐国的伏击，导致全军
覆没。秦孝公采纳了商鞅的建议，
趁魏国尚未恢复元气之际，遂命商
鞅率师伐魏。魏国派公子卬为将带
兵迎战秦军。商鞅怕硬拼未必能赢
魏军，佯装有意讲和，诈请公子卬
订立盟约后各自退兵。公子卬应约
前来会盟，宴饮之间，商鞅命埋伏
的武士突然涌出将其生擒，并趁魏
军无人指挥的混乱之际，打败了魏
军。此后，秦魏又在岸门（今河津市
南）和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进
行过两次决战，魏军屡战屡败。秦
国并未善罢甘休，又继续向魏发动
进攻。公元前328年，张仪以秦国强
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软硬兼施迫
使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城全
部割让给秦，从此秦魏隔河相望，
陕北绥州到华县一带都为秦所有。

魏国失去上郡后，河东地区便
成了魏秦激烈争夺的焦点。此时的
魏国为抵御外侵，设立河东郡，以
加强战略防守。从公元前329年~公
元前 290 年间，汾阴（今万荣县后
土祠西边）、皮氏（今河津市西）、蒲
阳（今临汾隰县）、封陵（今芮城县
风陵渡）、蒲坂（今临猗县吴王渡）、
晋阳（今芮城县匼河村沿河一带）、
王垣（今垣曲县东南）等地在两国
之间数次易主，魏国终因人力财力
耗费过大，未能阻挡秦军东进。

蒲坂、汾阴皆地处黄河东岸，
是魏国阻击秦军东进的渡河关隘，
此两镇陆续被秦国攻占，魏国已无
天险可守。秦军占领河东沿岸地区
以后，又向黄河南岸的豫西发动了

强烈的攻势。公元前 293 年，魏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应韩国请求，派
兵与韩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的
龙门一带）抵抗秦军东进，被秦将
白起打得溃不成军，魏将公孙喜被
俘，将士死亡24万人。魏国实力遭
到重创，已经无力与秦继续交战，
便将河东400里地割给秦国后，退
守安邑（今夏县禹王城）。

秦国得河东400里土地后，不
久又继续进攻安邑，并于公元前
286 年，派相国魏冉围困魏国新都
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冉的封
地在陶（今山东省定陶西北），安
邑是由秦赴陶的必经之地，魏国为
解大梁之围，遂以割让安邑和绛

（今临汾侯马一带）两地为条件，
劝魏冉撤去围攻大梁之师。若安邑
和绛归秦国，魏冉是最大的直接受
益者，于是答应了魏国的请求。秦
就这样取得了安邑和绛。第二年，
秦在安邑设置了河东郡，下辖9个
县。

接着，秦国派师围攻赵都邯
郸，形势非常危急，魏信陵君从大
局出发，毅然矫诏夺兵救赵，秦军
受到两面夹击，大败而归，魏国乘
势又收复了河东大部分地区，遂设
方舆郡与大宋郡。

过了三年之后，秦军又向河东
地区发动反攻，魏军抵挡不住进攻，
河东又全部落入秦人之手。河东是
魏国的旧有国土，土地肥沃，经济发
达，又有天然盐池及铜、铁、石膏等
丰富的矿产，是战国时期最富饶的
地区之一。失去了河东，魏国等于失
去了根基，再也无力与强秦抗衡，只
能节节败退，苟延残喘。到了公元前
221年，秦终并六国，全国设36郡，
河东郡为其中之一。

（三）

综上所述，河东郡的设置有三
个时间节点，首次为公元前328年
左右，为魏惠王时所设，地域为霍
山以南、沁水以西；第二次为公元
前 285 年，为秦昭襄王所设；第三
次是公元前 221 年，由秦始皇所
设。只是前两次设郡都是作为战略
攻守的需要，后一次设郡则明确作
为全国的行政区划。

国家设郡标志着政治制度的
重大变革，与实行纳税的经济制度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之前，
无论是西周王朝，还是春秋各国，
都实行分封制，是与纳贡制度联系
在一起的。设立郡县，由国家任命
官员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
变革，是富国强兵先进举措。魏国
率先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成为七雄
之首。秦国实行了更为积极的奖励
耕战政策，同时采取更开放的用人
国策，综合国力远远超过魏国，最
终统一六国。以郡县制治理国家，
其实是魏国最早实行的制度，河东
是最早设郡的地方之一。

河 东 置 郡 考 释河 东 置 郡 考 释
□王凤

道州将赴衡州酬别江华毛令
唐·吕温

布帛精粗任土宜，
疲人识信每先期。
明朝别后无他嘱，
虽是蒲鞭也莫施。

吕温（772年～811年），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
（今山西永济）人，是曾任潭州刺史、官至礼部侍郎吕渭
的长子。吕温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中进士，次
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
年），他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一度成为“永贞革新”
的骨干成员。贞元二十年（804 年）夏，他因“以奇表有
专对才”，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在吐蕃滞留经年。

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吕温因在蕃中，躲过了这
一劫，永贞元年（805年）秋，使还，转户部员外郎，历司
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三年（808 年）秋，因与宰相
李吉甫有隙，吕温被贬为道州刺史，不久后徙衡州。

该诗中的“道州将赴衡州”，是指作者由道州刺史
改贬为衡州刺史。江华县（今属湖南省）一位姓毛的县
令有诗相赠，这是作者的答诗。“布帛”一句，意为地方
不同，布帛有精有粗，税不可过于苛刻。“疲人”，指贫苦
的人民。“识信”，指看出征兆之意，信，验也。“每先期”，
是说“疲人”往往提前准备和缴纳税赋。“蒲鞭”，意思是
以蒲草做鞭子打人是不痛的，不过略示惩罚而已。《后
汉书·刘宽传》：“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吕温劝江
华县毛县令连蒲鞭也不要用。

诗文大意是说，老百姓上缴的棉布有的精细、有的
粗糙，不要过于苛刻。贫苦百姓还是很讲信用的，一般
都提前早早准备好各种税赋。今天你我在此分别，我没
有别的要说的，只是提醒你对老百姓还是宽厚为上，不
要轻易惩罚他们。

此诗即是离别诗，也是劝诫诗。诗人不光本人为官
清廉，关心百姓疾苦，官声甚佳，而且还敢于直面问题，
坦诚指出下属缺点，劝诫下属要体恤百姓，宽厚爱民，
不要轻易对百姓滥用刑罚。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一方面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创新工作，热情服务；
另一方面也要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同时，对
不正确的行为，也要敢于提出、敢于批评、敢于纠正。

吕温诗里话清廉

□赵战生

一
龙自太皓来，
穿梭彩云间。
当空锦鳞耀，
灵瑞美河川。
飞龙利大人，
龙王守安澜。
华夏崇图腾，
桥山拜轩辕。
亿万龙传人，
神州舞翩跹。
二月龙抬头，
龘龘巡九天。
盛世风光好，
朤朤照心田。
闻鸡竞起舞。
抖擞破难关。

二
龙凤和鸣曲，
天籁润元元。
儒圣孔夫子，
礼仪明大端。

《春秋》正鲁史，
司寇堕“三桓”。
弘道游列国，
凤鸣刍荛渊。
天不生仲尼，

万古长夜暗。
楚徒名接舆，
出口吐狂言。
讥诮凤德衰，
哪懂《论语》玄！
天之木铎响，
亘古气浩然。

三
大河若黄龙，
巨浪吞泥丸。
鲤鱼跃龙门，
功成名就鲜。
有幸溯源上，
壶口跌深潭。
李膺汉大贤，
天下楷模传。
立朝身影正，
识人颇不偏。
谒者登龙门，
身价向上翻。
飞黄戒妄欲，
腾达德为先。
沽名钓誉者，
碰壁拒门槛。

四
皇帝自谓龙，
垂相金銮殿。
天下朕为尊，
金口吐玉言。

一言重九鼎，
百官噤寒蝉。
胆敢逆龙鳞，
满门遭抄斩。
汗青忠谏士，
海瑞举笏板。
备榇骂皇帝，
为民申屈冤。
护法抗王命，
强项数董宣。
犹有薛诚存，
拒召不肯还。

五
百川归大海，
金龙飞在天。
万民齐欢呼，
神州尽开颜。
孔甲幻升腾，
刘累豢龙玩。
董父继绝艺，
蓄龙白水滩。
瑞兆舜王兴，
圣迹遍历山。
问龙诞何处，
故乡在礼元。
灿烂龙文化，
熠熠薪火传。
兴邦赋新能，
九州繁花艳。

龙之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