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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眉深浅入时无？
■郭 彦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 首 诗 的 作 者 是 中 唐 诗 人 朱 庆

馀。朱庆馀，大家可能不大熟悉，但

他这首 《近试上张籍水部》 却大名鼎

鼎，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非常著名

的有关行卷的诗歌。

在唐代，由于考卷不糊名，考卷

上考生的姓名和籍贯都不遮蔽，主试

官员除依据试卷定夺高下之外，还可

以参考考生平时的诗文才华和声誉。

所以，很多考生就要在考试前将自己

的作品编辑成册，到处投递，让人知

晓其诗文才华，为之引荐，这就叫行

卷。这种风气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一

件耻辱的事情。在青年才俊这厢，它

是一种正常的推销自己的方式；在文

豪大僚那里，它是一个识才得才甚至

是做伯乐、识千里马的绝佳机会。用

钱 穆 先 生 的 话 说 ， 就 是 “ 施 者 以 为

豪，乞者以为荣”，是一件两全其美

的事情。

此时，年轻的朱庆馀进京赶考，

认识了著名诗人张籍，遂把自己的作

品呈献给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希

望张籍可以向主试官员推荐他。行卷

之后，朱庆馀心中仍感忐忑，小心翼

翼 写 下 这 首 七 言 绝 句 向 张 籍 打 探 究

竟。

这首诗实在写得太简单、太直白

了。洞房花烛夜之后，清晨起床的新

妇诚惶诚恐地等待去堂前拜见公婆。

舅姑，指公婆。新妇不知自己的打扮

能 否 讨 得 公 婆 的 欢 心 ， 担 心 地 问 丈

夫，我画的眉毛深浅是否合适呢？诗

中，朱庆馀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

籍，以公婆比主试官，借以向张籍试

探自己的作品是否能被主考官赏识。

结尾处，新妇战战兢兢地向丈夫试探

“入时无”的发问，将朱庆馀紧张不

安和期待一举成功的心绪刻画得惟妙

惟肖。

更妙的是，张籍在收到此诗后，

也 沿 用 朱 庆 馀 以 女 人 自 比 的 婉 转 手

法 ， 如 法 炮 制 ， 回 诗 一 首 《酬 朱 庆

馀》：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朱庆馀是浙江人，所以张籍用越

女来指代朱庆馀，说像你朱庆馀这样

的女子不仅容貌美丽，歌喉又好，你

其 实 是 心 知 肚 明 的 ， 也 自 然 是 会 受

到 考 试 官 赞 赏 的 ， 暗 示 朱 庆 馀 完 全

不 必 过 分 担 心 。 不 出 所 料 ， 得 到 张

籍 引 荐 的 朱 庆 馀 ， 最 后 一 举 考取了

进士。

在中国古代文人话语体系中，以

夫 妻 或 男 女 爱 情 关 系 比 拟 君 臣 及 朋

友、师生等关系，是从屈原就开始出

现的一种传统表 达 手 法 ， 很 多 说 不

出 口 的 话 通 过 男 女 关 系 的 迂 回 比 附

也 就 自 然 而 然 地 表 达 了 出 来 。 相 比

一 些 干 谒 诗 、 行 卷 诗 的 直 率 和 献

媚 ， 朱 庆 馀 这 首 诗 可 谓 用 心 良 苦 ，

巧 妙 至 极 。 而 张 籍 作 为 接 招 的 人 ，

也 雅 兴 十 足 ， 接 得 顺 风 顺 水 ， 文人

之间的相知相重表露无遗，让人会心

会意。也因此，这两首诗千百年来一

直作为干谒行卷诗的范本而不断被人

提及。

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 《闺意献

张水部》，如果尝试隐去标题中“献

张水部”部分，只留“闺意”二字，

此诗就显得毫无趣味了。也难怪，古

人在评价此诗时说，言此诗不必言美

丽，而要体味其言外之意。

孔子教子学习做人，诸葛亮教子宁静

致远，容人之量是赤壁之战的胜机，三尺巷

教人懂得宽容⋯⋯跳出对中国古代家训的

说教和释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

自己的《良训传家》一书中，将家训与历史

人物、典故融为一体，读来生动具体。

韩昇说，家训是从人生经验总结出来

的智慧，把伦理道德化成日常的行为规矩

和礼仪，培育文明而高雅之人，千百年来成

效显著，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我们的思维和

行为习惯，乃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价

值与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韩昇幼承庭训，父亲是我国著名历史学

家韩国磐。父亲的教导，使他对于家庭教育

有着深刻体会。韩昇笑着分享了小时候的故

事：“我们家是有家训的，‘文革’后没人再

说，但父母亲平常的言传身教，其实都是潜

移默化的家训。”比如，韩昇从小就有一整

套的生活规则，无论寒冬酷暑，只要天一亮

就得起床。

“长大后我慢慢明白，要年轻人起床，

几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保持一种朝气

蓬勃、奋发向上的精气神。”韩昇说，这就是

家训的力量，它让你养成一种习惯，然后由

内而外地成为人独特的气质。

韩昇强调，家训绝不是居高临下的训

斥。在现代汉语中，“训”字往往具有强制性，

诸如训斥、训话、教训；但这么严厉的“训”字，

却是由“言”字旁和“川”组成的——“言”是劝

说，是讲故事，“川”是宽广的河流，自由自在

地奔流。显然，在古代，“训”并不令人畏惧，而

是给人讲故事，让听者从善如流。

近几十年来，维持了几千年的社会基

础——家庭，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推行几

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已经面目全非，基

本上成为由父母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

庭。如果大人对孩子百依百顺，予取予求，

很可能养成孩子唯我独尊的习惯。

韩昇曾在地铁上见过这样一幕：一位

年轻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上车，一位老人

起 身 给 孩 子 让 座 ， 男 孩 毫 不 客 气 地 坐 上

去，妈妈要孩子向老人道谢，孩子装着没

听见。到了下一站，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

上车，妈妈要孩子给这位妇女让座，孩子硬

是不肯，妈妈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他便号

啕大哭⋯⋯

韩昇叹道：这样的孩子有再多知识，也

无法承担人生的重任。有学者认为，我们正

在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么，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去教

育下一代呢？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而不仅仅是灌

输知识。”韩昇说，在古代，作为中国人，一

生 必 须 遵 循 的 基 本 道 德 ，凝 聚 成 五 个 字

——仁、义、礼、智、信，称作“五德”。其实古

人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因为只有素质教育，

才能培养出健全的性格与健康的体格。

而要做到“知书”与“达礼”并重，书本

知识和家族礼教，便构成教育的两个方面，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昇说：“家教不但是人

生的起点，而且伴随一生，时时刻刻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听人说到‘性格决定

命运’，而性格不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吗？”

《良训传家》中讲述了西汉开国皇帝刘

邦对后代的遗训、汉武帝朝权臣霍光家族

的覆灭、“关西孔子”杨震的家族兴盛、世家

大族琅琊王氏百年传承等故事。

韩昇指出，从家族兴起的历史来看，能

够骤然勃兴的家族，往往是因为军功、官场

得意或者商贩牟利。崛起之后，能不能够长

期延续下去，便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大部分

家族都衰落了，并不是他们想衰落，而是他

们没有找到让家族延续下去的关键。

中国世家大族的历史和传世家训都告

诉我们，只有文化才能让家族立起来，而家

训 则 令 家 族 传 承 下 去 。文 化 不 绝 ，香 火 不

断。所以，我们常常能够在家族祠堂大门见

到高悬的巨匾，写着：诗礼传家。

韩昇总 结 了 中 国 古 代 家 训 的 三 大 特

点：首先，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家训不是用

来对外吹嘘和自我标榜的东西，它们只在

家族内部传承，付诸实践，反映了千百年来

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人才观。它亲

切而且踏实可靠，融合了社会的行为准则

和家族的处世经验，很少有大话虚饰，其中

不少还是秘不示人的独家心得。

其次，具有实用性。家训是用来切切实

实地调教子孙的，必须把美好的道德化为

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并且必须遵循的行

为规范，从小做起，最终成为生活习惯。比

如，一家人吃饭，大人没到，或者人没到齐，

先到的人就不能先吃；长辈没有动筷子，孩

子就不能夹菜——这些规矩是要给孩子树

立一个观念：尊重父母。

第三，具有有效性，经过了千百年实践

的检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家自

曾国藩兄弟以下，190 多年间涌现 240 多位

有名望的人才；梁启超本人是近代承前启

后 开 风 气 的 大 学 者 ，9 个 儿 女 中 有 3 名 院

士，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家庭。从古到今的

历史证明，家训家教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 ，韩昇也 提 醒 ，虽 然 传 统 家 训 对

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但

是 在 阅 读 家 训 时 要 注 意 两 点 ：第 一 ，不 要

用功利之心读家训，以为既然是家族内部

秘 而 不 宣 的 训 示 ，一 定 有 什 么 高 明 的 绝

招，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不要拘泥于形

式 ，如 果 把 古 代 家 训 严 格 套 用 在 今 日 ，恐

怕有不少年轻人难以接受。古今生活习俗

变 化 甚 大 ，不 能 样 样 以 古 律 今 ，应 该 掌 握

的是家训背后的精神实质。

韩昇说：“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单位，

国家是由千千万万的家支撑起来的，所以，

人格善良的人，才会构成一个好的家庭，千

千万万好的家庭，才会有一个好的国家。”

韩升讲述：良训传家是家族延续的根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产娟娟

“ 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 ，后 天 下 之 乐 而

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歌吟的独

步 古 今 的 布 衣 情 怀 和 宽 博 恢 弘 的 政 治 抱

负，被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所推崇，成为脍

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其实，警句之思初萌于

湖南安乡县城西北的虎渡河畔，书院洲上，

兴国观里——范文正公在这里的读书台。

关于范仲淹读书的掌故，《宋史》有两

处明确的记载。一为《宋史·范仲淹传》：“仲

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

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家世，乃感泣，辞

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

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范 仲 淹 系 范 墉 和 续 妻 谢 氏 所 生 第 五

子，两岁时，父亲病逝。其母迫于家贫改嫁

朱文翰；宋真宗至德至咸平年间朱出任安

乡县令，范仲淹“侍母偕来”，被寄放在书院

洲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

兴国观，又名南相寺，雄踞在鹳江（澧

水别称）之心的书院洲上，建于北宋太平兴

国年间。观之后院东侧耸峙书舍，舍前卧一

石台，人称读书台。此地很少有前来跪拜的

香客，高墙边的钟声也飘到云外，窗前丛丛

芭蕉，绿叶如伞，每当“骤雨来集，秋风送

响，飒然可听”。范仲淹“少有志操”，以天下

为己任。一日薄暮，背诵诗文渐入佳境，忽

然天上乌云滚滚，秋风飕飕，淅淅沥沥的雨

点洒在身上，竟浑然不晓，直到观中的司马

道士送来雨伞。后“书台夜雨”成为名垂后

世的胜地，勤奋好学的典故。

五度寒暑，范仲淹的足迹也踏遍了澧

州。除了在兴国观读书，澧州城西也曾一度

借居求学。即“适来武子之乡，尝慕文山之

学”，“效囊萤于早岁，诵读弥勤”，屋前的两

口池塘，铜镜新磨，云影徘徊。他固定在一

口塘里醮水磨墨洗砚，固定在另一口塘里

荡涤朱笔。日久天长，这两口池塘里的水和

虫虾也被分别染成了淡墨色和朱红色（“其

池水中水石草虫尽为墨、赤之色”）——足

可量取范仲淹励志苦学的韧劲和毅力。后

来 ，人 们 就 把 一 池 池 水 如 墨 的 池 ，叫 洗 墨

池；一池池水似丹的池，叫朱池。

澧州百姓对范仲淹苦读、志操、善政等

懿行极为敬慕、推崇并以之为法度，不仅留

存荡漾丹心映照的千古名池等古迹，在他

辞 世 不 久 的 宋 仁 宗 皇祐四 年（1052 年）兴

建祠堂纪念，而且根据传说在书舍遗址重

建 范 文 正 公 书 台 。宋 宁 宗 庆 元 二 年（1196
年）范仲淹逝世一百四十四周年，范处义以

殿 中 侍 御 史 持 节 荆 湖 北 道 ，巡 视 安 乡 ，见

“文正范公读书堂在焉”，晓谕县令刘愚，将

“读书堂”扩为“范文正公读书台”，并置祭

田 四 十 余 亩 以 敷 开 支 。“ 邑 有 范 仲 淹 读 书

地，为绘像立祠，兴学，士竞知劝。”——《宋

史·刘愚传》将此事作为刘愚的政绩进行称

颂。刘愚由江陵教授调任安乡县令后诸多

善政，其中为范仲淹建祠、绘像、兴学是很

重要的一项。

范仲淹逝世后谥为“文正”——九五

之尊的皇帝决不会将大臣的最高谥号轻易

地诏赐，因为这是唐以后文人做官一生的

终极梦想。在文学上，范仲淹写过著名的

《岳阳楼记》，雄视千古，广为传诵；在词

赋 上 ， 范 仲 淹 却 是 北 宋 初 年 词 坛 中 “ 言

志”一派的开创者，东坡居士豪放词风的

先 驱 ， 他 的 《渔 家 傲》（塞 下 秋 来 风 景

异） 表现士大夫的壮烈意志和逸怀浩气，

使词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和开阔的风格。

因此，“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

如 范 公 ； 成 大 勋 于 显 用 者 ， 亦 莫 如 范

公。”而范仲淹少时就读于安乡，不仅是

潺陵的荣幸，更是武陵的荣耀。

范仲淹读书台
■解黎晴

光泽地处闽西北，与南宋著名的教育

家、理学家朱熹长年居住讲学的建阳、武

夷山一山之隔。两宋时期，光泽的学者，

特别是乌洲李氏世家，涌现了不少杰出的

学术人才，与朱熹有或师、或友、或弟子

的 关 系 。 朱 熹 一 生 无 数 次 踏 上 光 泽 的 土

地，来这里交流讲学，指导书院发展。乌

洲在宋元时期出过李深、李郁、李吕、李

相祖、李闳祖、李方子、李应龙，就是那

个时期著名的“理学李氏七贤”，其成就

都与书院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山书院，位于城西大陂处，为李郁

所创。《八闽通志》 有载：“西山精舍在县

之 西 山 下 ， 宋 儒 李 郁 读 书 之 所 也 。” 李

郁，字光祖，为李深次子，学者尊之为西

山先生。他幼承家学，后被母舅、著名的

理学家陈灌荐到福建理学鼻祖杨时门下。

杨时，号龟山先生。他很赏识李郁的聪颖

好学，招其为女婿。李郁从杨时学习十八

年，为杨时学术重要的继承人。朱熹的老

师罗从彦也是杨时的弟子，与李郁为学兄

学弟，所以朱熹虽然没有见过李郁，但一

直把李郁当作心中的老师，评价极高。他

在 《答李滨老书》 中写道：“熹少好读程

氏书，年二十许时，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论

孟 诸 说 ， 读 之 又 知 龟 山 先 生 之 学 横 出 此

枝 ， 恨 不 及 见 也 。” 并 于 宋 淳 熙 十 二 年

（1185 年） 专门为逝去三十五年的李郁撰

写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感叹“圣贤远

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训，开示后学者，其

亦可谓至哉。⋯⋯若龟山之所以教，西山

之所以学，其足以观矣！”流露出对李郁

这位理学前辈的钦敬之情。李郁当时作为

中兴人才，被举荐到朝廷，为右迪功郎。

后秦桧为相，李郁不肯俯就，辞职回乡。

在 城 西 大 阪 处 筑 室 而 读 ， 取 名 “ 西 山 精

舍”。“龟山既殁，后进多从之游”“欲求

真经，必从郁游”，从学弟子如云。李郁

在那里读书讲学著述，完成 《论孟遗书》

《易传》《李西山文集》 等。

朱熹早期传播理学兴办和推广书院，

受李郁西山精舍一定的影响。通过了解西

山 精 舍 的 经 验 ， 丰 富 了 自 己 办 书 院 的 思

路，推广书院教书讲学的方法，可谓得益

不少。而光泽其后宋元明清的书院，都受

朱 熹 书 院 教 学 思 维 的 影 响 ， 不 断 丰 富 发

展。

特别是云岩书院，影响最大。书院位

于光泽城南的云岩山，是朱熹弟子李方子

的 读 书 讲 学 处 。 据 《光 泽 县 志》 记 载 ：

“云岩山，城南三里，其山苍翠秀拔，宋

果 斋 李 方 子 读 书 其 中 。” 李 方 子 ， 字 公

晦 ， 早 年 求 学 朱 熹 时 ， 朱 熹 见 他 举 止 ，

说：“观生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

规矩，和缓中要果决！”故他后来为记住

恩师教诲，以“果斋”为号。他跟朱熹到

各处书院游学，对书院文化了解最多，并

深得朱熹真传，被誉为“独探其奥，尤精

其粹”。著作有 《紫阳年谱》《清源文集》

《禹贡解》《传道精语》 等。他曾任泉州观

察推官、国子监学录。后被宰相史弥远视

为真德秀党人而罢官。李方子回到光泽，

在 云 岩 山 这 少 年 读 书 处 办 精 舍 ， 读 书 讲

学。这里山不高，但风景秀丽，面前两条

小溪交汇，称为二龙环抱。半山平缓处是

精舍，远近可见。旁边有半空烟雨亭，为

休闲之地。李方子在此讲学，一时间远近

学习者慕名而至。云岩精舍培育了大批人

才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有 三 个 学 生 ， 一 是 宋

慈，为法医学家。二是叶采，后为邵武知

府。三是牟子才，官至副宰相。“云岩书

灯”为当时光泽城一景。

千 百 年 来 ， 光 泽 的 书 院 受 朱 熹 的 影

响，一直发展繁荣。到后来有崇仁书院、

月山书院、紫阳书院、杭川书院、正音书

院、鹿山书院、双溪书院、东涧书院等。

“云岩教音嗣布，与考亭师友济美当

世，而过化之泽，浃乎人心，流风余韵犹

有 存 者 而 致 然 也 。” 这 是 明 代 著 名 学 者、

光泽县令上官祐对朱熹弟子李方子创办云

岩书院的评价。“上接先圣之心源，下衍

一线之道脉”。光泽的书院在朱熹的影响

下 ， 历 经 近 千 年 ， 在 当 地 成 为 培 育 人 才

的 重 要 场 所 ， 对 闽 北 和 光 泽 学 风 的 教 化

“ 功 莫 大 焉 ”。 培 养 出 一 代 代 儒 学 理 学 人

才 。 如 宋 代 李 方 子 、 元 代 著 名 诗 人 黄 镇

成 ， 其 《尚 书 通 考》、《秋 声 集》 等 入 选

《四库全书》。明代副都 御 史 陈 泰 、 清 代

何 秋 涛 ， 以 中 俄 边 界 历 史 地 理 专 书 《朔

方 备 乘》 而 闻 名 ， 由 咸 丰 皇 帝 赐 书 名 ，

后 来 出 版 由 清 廷 重 臣 李 鸿 章 作 序。还有

出任 《八闽通志》 总纂的高澍然，一生著

作等身。

千百年过去，光泽昔日书院的创建，

让朱熹从中汲取了经验，后来的传承发展又

得益于朱熹的推广和影响，可谓相辅相承。

作为封建朝代教育场所的书院，为培养人才

确实功不可没。但随着新型学校的兴起，昔

日的书院早已荡然无存。近年，光泽为打造

历史文化县城，计划恢复部份著名的书院遗

址，作为名胜景点，让后人穿越时空，目睹

千百年前书院教书育人的风采。

朱熹与光泽昔日的书院
■王建成

【《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

【唐宋诗词生活】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一名学生正在课堂练习国画。学校聘请鼻烟壶内画传人刘守本为特聘教师，并成立工作室。学生们在三年的学
习中除了学习鼻烟壶内画技术，还要学习国画和国学知识。 视觉中国供图

秦朝农业生产力和农田管理水平
很高，“使黔首自实田”，是耕者有其
田的政策。尽管徭役繁重，秦朝尚属
太平世界，朗朗乾坤。秦国的军事力
量，空前强大。蹊跷的是，为什么陈
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引发了一场
全国范围内的反秦浪潮，刘邦似乎是
兵不血刃就打到了咸阳呢？究其原
因，虽然不能排除秦始皇暴政的累积
效应，但是，也不能不考察秦始皇死
后的政治生态及其演变。是赵高掌控
着秦朝，秦朝的灭亡，赵高脱不了干
系。

赵高是赵国人，大约是宦官，有
律法的专长，为嬴政所器重，曾因犯
罪被判处死刑，秦始皇网开一面，赦
免了他。从此赵高对主持审判工作的
蒙恬兄弟，怀恨在心。赵高的职务不
高，只是掌管皇帝车马的中车府令，
但是，侍从皇帝身边，掌握皇帝的符
玺印信，是贴身秘书。公元前210年
七月，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重，死于
沙丘 （今河北广宗），临终遗诏，请
大儿子扶苏速归咸阳，准备继位。赵
高担心新君即位后，蒙恬兄弟掌权，
于是勾结李斯，阴谋改换遗诏，由嬴
政的小儿子胡亥即位，换掉了接班
人，矫诏逼扶苏自杀。

一年之后，山东农民起义，赵高
垄断了秦二世与外界信息沟通的渠
道，他先是挑拨离间，破坏李斯与二
世之间的信任，又诬告李斯的儿子李
由与楚地起义军暗通往来，把楚人李
斯与楚地的反秦武装挂联起来。秦二
世指责李斯等人，内不能完成父皇留
下来的大业 （修阿房宫等），外不能
平定各地民众起义。要追究失职之
责。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畏惧自
杀，只有被逮捕下狱的李斯据理力
争。审查李斯的工作交给了赵高。赵
高用严刑拷打的办法，逼使李斯就
范。公元前 208年八月，二世以谋反
罪判处李斯死刑。这时距沙丘之变中
李斯伙同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不到
两年。赵高终于取代李斯成为秦朝的
丞相。

赵高还逼降前线领兵统帅章邯。
章邯本是秦少府，这是主管皇家

事务的九卿之一。陈胜等起兵，朝廷
商量对策。章邯提出，现在全国各地
调兵，已经来不及，不如赦免骊山刑
徒及奴产子，组成军队，前往镇压。

公元前 209 年九月，在李斯主政下，
章邯被任命为上将军，开赴前线。一
路高歌猛进，不到一年时间，不仅陈
胜被部下所杀，楚国实际领导人项梁
战死，诸侯丧胆。

可是，为什么在项羽展开巨鹿
之战前，章邯却采取了观望徘徊的
态度呢？朝廷宰相换人，章邯派部
将司马欣去朝廷报告工作，执掌朝
廷大权的丞相赵高不仅避而不见，
还要抓捕司马欣。幸亏司马欣换了
一条路线逃回，他向章邯哭诉：赵
高掌权，无法做事，今战能胜，赵
高嫉妒吾功，战不能胜，赵高将治
吾罪 （《史记》 作“将军有功亦诛，
无功亦诛。”）。一想到赵高阴暗的嘴
脸，一想到秦二世的昏庸冥顽，一想
到“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的前途，
章邯就不寒而栗。

于是，章邯暗中派人去与项羽沟
通约降条件，楚军粮少，也不想硬
拼。秦军主力尚有 20 万啊！几度交
涉，举行了受降典礼。章邯泪流满面
地 拜 见 项 羽 ， 谈 的 全 是 赵 高 的 事
（“ 章 邯 见 项 羽 而 流 涕 ， 为 言 赵
高”）。章邯的哭泣，有多少辛酸，
多少不甘，多少无奈！2000 多年之
后，以同情之了解，体会这位曾叱
咤疆场的末代秦将心中的苦楚，真
令人不胜唏嘘！也许李斯的死去，
朝 廷 里 再 也 没 有 人 支 持 和 理 解 章
邯，也许曾经是皇家内府事务主管
的少府章邯，曾与阴险的大内高手
赵高有过矛盾和冲突，史书没有给
我们明确的答案。项羽虽猛，巨鹿
之战并没有有效消灭秦军主力，但
是，章邯这个沙场杀敌、战功显赫的
统帅，慑于丞相赵高邪恶的淫威，却
无奈地率领 20 万秦军投降了自己的
敌人。

章邯的投降，给了危机四伏的秦
王朝致命的一击。接下来，赵高杀掉
了两年前扶起来的秦二世，印证了李
斯先前的指控。赵高所立子婴，不叫
秦三世，而是称秦王，一下子就倒退
回嬴政统一六国之前。不待刘邦项羽
入咸阳，秦朝已经灭亡。所以说，亡
秦者，赵高也。

陈胜的揭竿而起，刘邦进入咸阳
约法三章，项羽杀害子婴火烧宫室，
都只是从外部顺势把这个腐朽的巨人
推倒而已。

赵高的三重罪
■张国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