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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近日，《大秦帝国》系列的终结篇《大秦

赋》正在播出，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等人的

辅佐下，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

后人看历史，往往会被风云际会中的

历史人物吸引，或是帝王将相，或是英雄豪

杰 ；而 如 果 真 的 置 身 历 史 情 境 之 中 ，会 发

现，其实一些“朴实无华且枯燥”的技术元

素，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历史进程，秦的统一

也不例外。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国学院

教授王子今，多年从事秦汉时期的研究，在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他说：“秦

在水利、交通、机械等技术层次的优越，使

秦人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并赢得最终

胜利。”

水利：明知是阴谋，仍修“郑国渠”

包括《大秦赋》在内的不少影视作品，

都描述过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修建的“郑

国渠”，虽然听上去有一点儿绕，还有阴谋

的 成 分 —— 韩 国 本 意 是 为 了 消 耗 秦 国 实

力，后来秦国也看穿了这一点，但是依然继

续修建，甚至用郑国的名字来命名。秦国对

于水利的重视，可见一斑。

王子今介绍，目前我们所知“水利”这

一词语的最早使用，正是见于成书于秦国、

由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吕氏春

秋·慎人》中写道：“堀地财, 取水利。”《吕

氏春秋·辨土》 还说到田土的“泽”。保证土

地的“泽”，是当时关中农人已经掌握的生

产 技 术 ，其 主 要 方 式 ，不 只 是 单 纯 依 赖 降

水，而凭借灌溉。

自商鞅变法、从雍迁都咸阳，秦的文化

重心从农耕区的边缘，转移到农耕区的中

心 ， 对 农 耕 的 重 视 达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地

步。当时秦人对水利的重视，从祭祀河川

神灵的制度中就能看出。《史记》 卷二八

《封 禅 书》：“ 霸 、 产 、 长 水 、 沣 、 涝 、

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

川祠。”这些河流都不是“大川”，却都被

列入了高等级的祭祀系统，主要原因就是

咸阳附近的水资源对于秦国主要农耕区的

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郑国渠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在关中

地区的成功，又让秦人把经验在巴蜀地区

推广，最著名的如都江堰，让成都平原沃野

千里。”王子今说。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蜀守冰

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华阳国志·蜀志》中讲到，因为都江堰，“溉

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

海’。”而李冰本人，因为在水利事业上的成

功，甚至“升职”进入了神话系统。《水经注·

江水三》引《风俗通》：“冰凿崖时，水神怒，

冰 乃 操 刀 入 水 中 与 水 神 斗 。蜀 人 慕 其 气

决, 凡壮健者, 因名‘冰儿’也。”

有学者认为，自商鞅时期，即“有计划

引水输送和分配到田间，以补充农作物所

需要的水分，并提高土壤肥力，发挥肥效，

而获得高额而稳定的收成”。王子今表示，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中所谓“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正体现了战国时期秦国水利事

业的成功，是秦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交 通 ：发 明 双 辕 车 、运 车
数量空前，栈道通于蜀汉

秦人曾经长期游徙生活，与之对应的，

关于秦先祖的传说，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

而著称。比如，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驾

车远行，可以“一日千里”，是中国古代

交通史上著名的神异故事。甚至秦人的立

国 ， 也 直 接 与 一 次 重 要 的 交 通 活 动 有 关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

送周平王”，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赐之岐以西之地”。

关于交通，有两个主要元素，一是车，

二是路。

那时候的车长什么样？王子今说，中国

早期的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需要系驾两

头或四头牲畜, 双辕车则可只系驾一头，

而最早的双辕车正是秦人发明的。陕西凤

翔战国秦墓出土的两件牛车模型，形制相

同，车辕为两根，这是中国考古资料中最

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标志

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

《大秦赋》 中，也复原了当时的秦制

双辕车。王子今说：“双辕车的出现，体

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

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而且牛是

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

料的普及程度。”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这种先进车型，

所使用的运车数量也是空前的。《左传·

昭公元年》 记载，秦景公三十六年(公元

前 541 年)， 秦 后 子 鍼 适 晋 ，“ 其 车 千

乘 ”。《史 记》 卷 七 二 《穰 侯 列 传》 说 ，

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271 年)，穰侯

免相，出关就封邑时，“千乘有余”。

车多，运力就强，而古代战争，粮草

运输保障至关重要。王子今说，秦史上一

次 大 规 模 运 粮 的 记 载 ， 是 《史 记》 卷 五

《秦 本 纪》 中 ， 秦 昭 襄 王 十 二 年 (公 元 前

295 年) “予楚粟五万石”。按照汉代运粮

车辆的载重标准每车 25 石计，运送 5 万石

粮食，需要组织多达 2000 辆运车的浩荡

车队。

在秦人军事扩张的历程中，秦军善于

“远攻”, 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

史 记 录 。 秦 穆 公 谋 取 郑 国, 即 派 遣 大 军

“径数国千里而袭人”。秦统一战争中，调

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

要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

以 秦 灭 楚 为 例 ， 秦 军 出 动 兵 力 60
万，以秦汉时期的通常情形折算，每天士

卒口粮就需要约 66667 石，以车载 25 石计

算，需要 2667 辆车转送，如果运程超过 4
天，则每日军粮都需要万辆以上的辎重车

队承运，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军马的食料。

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

秦人不但有好车，还积极地修路。秦

岭 川 陕 古 道 的 最 初 开 通 ， 就 有 秦 人 的 努

力 ； 到 了 战 国 时 期 ， 有 关 秦 国 大 势 的 论

述 ， 已 有 “ 栈 道 千 里 ， 通 于 蜀 汉 ” 的 描

述，《大秦赋》 中提到的修栈道一事，并

非虚构。

王子今说：“秦人修筑的通往巴蜀的

栈道，显著地改善了秦岭巴山道路的通行

条件。秦军循栈道据有巴蜀，取得这一地

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改变了与东方强国的

实力对比，形成了对主要敌国楚国优越的

战略态势，对于最终实现统一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孙 子 兵 法 · 作 战》 中 说 “ 师 者 远

输”，交通运输能力实际上成为当时国与

国较量的基础条件之一。“秦国最终能够

完成灭六国、大一统的伟业，有强劲的交

通 实 力 以 为 借 助 ， 也 是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王子今说。

机械：秦箭秦弩直接应用于军事

如果说水利和交通是基础保障，那对

于统一战争来说，军事机械就是最直接、

最硬核的技术。《大秦赋》 中有大量战争

场 景 ， 当 时 的 秦 箭 已 经 出 现 了 标 准 化 生

产，箭头、箭身、箭羽可以拆分合并。

秦弩则更为先进，王子今介绍，秦始

皇陵兵马俑坑仅一号坑就出土了 158 件弩

机，这是一种储蓄弹力、伺机发矢的远射

程复合武器，据推算张力至于 738 斤，射程

在 831.6 米以上。数据是否精准可以讨论，

但这秦弩堪称“大杀器”是没有疑问的。

《战国策》 中对于韩人制弩的水平有

很高评价，但涉及秦军用弩的文字，出现

密 度 最 大 。《赵 策 一 · 赵 收 天 下 且 以 伐

齐》 中 记 载 ， 苏 秦 为 齐 上 书 说 赵 王 曰 ：

“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

壤 挈 者 七 百 里 。秦 以 三 军 强 弩 坐 羊 唐 之

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其中说到秦国的

“三军强弩”，似乎可以理解为秦人制作的

“强弩”作为基本装备，可以武装全军。

秦 国 兵 器 中 还 有 更 厉 害 的 “ 连 弩 ”，

秦 始 皇 本 人 就 有 用 这 个 兵 器 射 海 中 “ 巨

鱼”的经历。

王子今说：“战国以来，因战争形势

的 推 促 ， 兵 器 制 作 技 术 实 现 了 历 史 性 跃

进，其中有秦人的突出贡献。机械发明可

能首先直接应用于军事。秦人在战争器械

方面的优势，也是实现统一的技术条件。”

当东方列国以丰厚的文化积累傲视秦

人，他们忽视了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越，最终

使得秦人在军事竞争中取得了强势地位。

《过秦论》中所谓“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

烈,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的形势的实现，自有技术条件的因素。

但历史无法重演，后人只可以史为鉴。

王子今说，秦人在技术方面的成功，也许又

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其文化储积、文化创

造和文化引进方面的若干不足，而不免最

终迅速败亡——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王子今：秦统一大业中的“硬技术”

□ 程遂营

北京是一座既是古代都城又是现代首

都的城市，也是保留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

最丰富的城市。这里有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最古老、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明清故

宫，四合院、古街和胡同随处可见；这里是

京杭大运河的源头，东、西、南、北在此融

汇；这里诞生了国粹京剧，体现着古老文明

国度的浓郁文化气息。

抚今追昔，古都北京留给我们的最大

财富是和谐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

农牧交汇

历 史 上 ，战 国 时 期 的 燕 ，以 及 金 、元 、

明、清等多个王朝都曾在北京建都，建都时

间长达 900 多年。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北

京独特的地形地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

炎武在《历代宅京记》里说，北京“右拥太

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

朔方”（《历代宅京记·幽州》引《辍耕录》）。

意思是说，北京西部是太行山，东部邻近渤

海湾，向南可以镇抚中原，有利于统治南方

广大地区，向北依托长城居庸关，奠定对北

方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北京正好处在中

原与东北交通往来的咽喉要地，交通和地

理位置很重要。

同时，北京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

后期金、元、明、清的都城，还与北京处在我

国北方草原牧业经济区和华北农耕经济区

的交汇之地有关。

周、秦、汉、隋、唐、北 宋 时 期 ，我 国 北

方、西北方游牧民族戎、狄、匈奴、鲜卑、突

厥、契丹等的力量比较强大。为了处理好与

这些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为了有效抵

御侵扰，那一时期的都城主要放在了关中

的西安，以及中原的洛阳、开封等地区。

金、元、明、清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和

北方地区的女真、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逐

渐强大，登上历史舞台。我国的政治和军事

重心也就自然而然转移到了东北与中原地

区接壤的北京地区。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和大臣们讨论定

都地点的时候，一个叫霸突鲁的大臣向忽必

烈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

控江淮，北连朔漠。⋯⋯大王果欲经营天下，

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元史·霸突鲁传》）。

北京在古代又被称为幽州，曾经做过

春 秋 战 国 时 期燕国的都城，所以称幽燕之

地。霸突鲁认为，北京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向

南可以控制江淮，向北与朔漠联系在一起，

建议忽必烈定都北京。所以，一直以来，北京都

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和以游牧为主的少数

民族相互交流的枢纽，占有极佳的地利条件。

金、元、清等游牧民族政权以北京为都

城，可以获得两方面的显著优势条件：

一方面利于对中原乃至全国的控制，

获得稳定的财富供给和人才支持。北京面

向华北大平原，依赖传统农业区的滋养而

生存，也靠对传统农业区的控制而发展；而

北部、东北部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则可以作

为北京的有效补充。

另一方面利于防守，获得稳定的军事

支撑。北京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蒙古草原

和东北大平原又可以作为强有力的军事依

托，一旦有变乱，随时可以退回这些地区，

以图东山再起。

元 末 的 统 治 就 是 一 个 例 证 ：1368 年 ，

明太祖手下大将徐达率领的军队打败了蒙

古军队，攻占北京，元朝在北京的统治终结

了。但是，元朝部分王公贵族、大臣率领的

残余力量退到蒙古草原，逃到了元的上都

（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获得了苟

延残喘的机会，并一直与明朝对抗。

1449 年，蒙古贵族也先率领的蒙古骑

兵进犯大同，明英宗率领明军进行反击。在

河北怀来县境内的土木堡，明军遭到了也

先的围攻，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土木之变”。事变爆发后，也先挟持英宗，

进攻北京，好在明朝大臣于谦早已在北京

集结重兵，严阵以待。也先看到一时无法攻

下北京，不得不与于谦讲和，放回英宗，明

朝才避免了覆灭的厄运。从这个例证中，可

以再次看出北京地理地位的重要性。

所以，北京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处于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特殊区位。这

个 区 位 促 进 了 游 牧 民 族 和 汉 民 族 逐 渐 融

合，奠定了北京从一个一般的地方重镇转

变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地位。

文化融通

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鲜

卑族建立的北魏、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

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族建立的元等，统治时

期都不算太长。不过，满族建立的清朝，却

统治了两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其中的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十分

重要，就是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了文化融通

的重要性，全面接受和采用了儒家思想文

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了皇子学

习汉文化的教育制度，加强对汉文化的理

解和认同。

史书记载，康熙皇帝 5 岁就开始读书

学习，尤其注重学习汉文经典，一生从不间

断。康熙皇帝曾回忆说，每天，老师都要指

定某段汉文经典，让他背诵很多遍，直到把

“四书”完全背下来。康熙继位之后，于紫禁

城设立上书房，延聘学问和道德俱佳的满

汉学者，专门教皇子、皇孙读书学习。在他

之后，经过雍正、乾隆等帝王的不断完善，

清朝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皇子教育体系，

在入学年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等方面都

作了严格规定：

第 一 ，入 学 年 龄 。按 照 规 定 ，皇 子 、皇

孙、皇曾孙们从 6 岁（虚岁，实际上是满五

周岁）进入紫禁城的上书房学习，一直要坚

持到将近 20 岁成人为止。

第二，学习时间。上书房规定，读书时

间是早晨 5 点至下午 3 点，10 个小时。读书

时要正襟危坐，夏天不许摇扇子；午饭的时

候，侍卫把饭送来，饭后不午休，继续学习。

一 年 365 天 ，只 有 元 旦 、端 午 、中 秋 、万 寿

（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才放假。

连除夕也不放假，至多早一点放学而已。

第三，学习内容。有三块：满蒙文字、汉

文经典、弓马火器。其中，学习儒家经典的

时间最长。

清朝的皇子们真是“压力山大”啊！但

严格的皇子教育给清朝带来了两个明显的

效果：一是全面提升了文化素质，二是为民

族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从小就

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化经典，清朝皇

帝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有利于清朝统

治者积极汲取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素养，从

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民族融合奠

定坚实基础。

自 古 以 来 ，中 国 人 就 懂 得“ 家 和 万 事

兴”的道理，国家也是如此。金元以前，汉民

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相

互攻伐的多、和谐共处的少。因此，金元即

使从地盘上占领了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

其统治也是不稳定的、短暂的。

明朝迁都北京，明成祖也没有处理好汉

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试图用一道长城把

两者永远隔离开，结果明朝在北京的统治也

总是危机四伏。清朝从皇帝、皇子、皇孙做起，

主动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才能够在北

京获得长久和相对稳定的统治局面。

和而不同

我们的人文先祖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

说，君子在人际交往中应该与他人保持一种

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

不必一定一致。作为古今的都城，北京在对

外来文化的吸纳过程中，就像一位宽厚的君

子，以它的博大、开放和包容，在欣赏本地文

化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主动接纳其他的外

来文化，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的京味文化。

举例来说，四合院是我国北方地区流

行的传统住宅形式，也是老北京典型的住

宅形式，扮演了老北京“和而不同”的角色。

北京地处华北北部地区，冬天寒风从西北

来，夏天凉风从东南来。四合院坐北朝南，

门开在南边，冬天可以避开凛冽的寒风，夏

天则可迎纳东南方向来的凉风。

四合院又是一个微缩版的故宫，是一

个独立的小社会。坐北朝南的北屋是上房，

左右两侧是东西厢房，南边是配房。一家人

怎么分配住房是有讲究的：长辈住上房，晚

辈住东西厢房，长幼有序、各得其位，不能

越轨，非常符合儒家传统礼仪规范。

在日常生活里，晚辈们每天早晚都要

到长辈的房中问安；每顿饭一大家子人都

围在一起吃，长辈不动筷子，晚辈是不能动

的；逢年过节，还要举行严肃的祭祖仪式。

这样，四合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就养

成了尊老爱幼、礼貌谦让、恭敬祖宗、和睦

相处的良好生活习惯。

大家也许会注意到，即使到了今天，在

北京人的日常行为中，还特别注重礼数。出

门在胡同口、大街上，京腔京韵的“您”常常

挂在北京人的嘴上，“您早啊！”“您吃过饭

了吗？”“您的身子骨还硬朗吧！”

在北京，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还

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胡同是北京的重要

文化遗产。而这份遗产却是蒙古人入主北

京的产物。胡同的发音来自蒙古语“忽洞”，

意思是井，因为古人在设计元大都时，胡同

多依水井而建。

老北京许多胡同的名字读起来令人奇

怪，用汉语无法解释，其实翻译成蒙古语就

好解释了。比如，屎壳郎胡同，其蒙古语的

意思是“甜水井”，说明这个胡同临近一口

甜水井；墨河胡同，意为有味儿的井，说明

井水有些怪味；蚂螂胡同，意思是专供牲畜

饮水的井，说明附近是交通要道，拉车的牲

畜常常来这里的水井饮水。

另外，北京很多公园里的湖泊都称为

海，北海、中南海、什刹海⋯⋯此处的海并

非大海的意思，而是蒙古语里“海子”的简

称，也就是湖泊、较大水面的意思。

再比如，清朝建都北京后，给北京人的

服饰文化带来了影响。北京人的服饰从原来

宽衣大袖的汉服改为满族人的马褂和旗袍。

民国时期，马褂和中山装成了中国男人的国

服，而改良后的旗袍则成了女性的国服。

另 外 ，京 剧 是 我 国 的 国 粹 ，至 今 已 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它是在吸取了昆曲、秦

腔等多种地方民间曲调基础上，通过徽班

进京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的剧种，是

典 型 的 多 种 戏 曲 融 合 而 又 和 而 不 同 的 产

物。同时，北京的园林、饮食、风俗，以至于

科技、建筑、艺术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外来

文化影响的痕迹。

所以，北京作为我国大古都中唯一一

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的都城，在“和”

这种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也成为“和”

文化的最大受益者。北京的大量人才是外

来的，大量文化遗产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土

著文化，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国

家的外来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的产物。

（作 者 系 河 南 大 学 教 授 ，《百 家 讲 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
城”主讲人）

北京：包容万方，和谐之都

北京 视觉中国供图

“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正在山东省博物馆展出。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
馆收藏的明代传世成衣实物，体系完整、色彩鲜艳、款式齐全、保存完好、纹饰精美。展览
由“垂衣天下治”“华锦庆嘉时”“香霭入长裾”三个单元构成，分别展示了明代官员服饰、
嘉礼服饰和日常起居服饰，并辅以古代书画、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等共 80 余件珍
贵文物。 视觉中国供图

服饰中的大明风华

①秦军强弩

②秦弓、秦盾

③长戈

④郑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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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④④ 图片均为《大秦赋》剧照

城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