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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 12 米、总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的空间里，我们以一种神奇的方式

“遇见”敦煌。近日在北京开幕的“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首展”上，48
台高清投影打造了一座全沉浸式光影世界，再现敦煌石窟文化的艺术魅力。

展览由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90 岁高龄的常沙娜担任艺术顾问。她自幼

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致力于将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

结合，进行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和现代装饰特点的创作设计。

常沙娜说，艺术与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艺术与科技互相成全、美

美与共，可以快速地让更多人了解丰富的文化。“光影艺术展，是一种新的实

验与实践。在追逐文化流行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文脉的根基。‘遇见敦煌’

光影艺术展是科技故事的开始，希望大家一起传承敦煌艺术与文化。”

在光影流动中，飞天翩然起舞，九色鹿跳跃而来，千佛从天而降⋯⋯1700
年的敦煌莫高窟，在我们眼前“复活”。

在光影中遇见敦煌

①身穿汉服的观众在展厅合影留念。

②“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展览现场。

③“遇见敦煌”文创展厅。 图片均由“遇见博物馆”提供
①① ③③

②②

博 览

□ 吴 鹏

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中，世界再次进

入奥运时刻，各项精彩赛事轮番上演。中国

古 代 虽 然 没 有 奥 运 会 ，但 类 似 足 球、曲 棍

球、高尔夫、跳水等奥运项目的运动，早已

进入古人的日常生活。

黄帝发明蹴鞠——足球

足球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蹴鞠，又名蹋

鞠，“蹴”“蹋”意为踢，“鞠”即球，连在一起

即踢球之意。蹴鞠相传是黄帝发明的军事

训练项目，西汉刘向《别录》有言，“蹴鞠，黄

帝作，盖因娱戏以练武士”，通过踢球锻炼

士兵的腿部力量。考古学家推测，黄帝时期

的足球极有可能是石球。黄河流域山西、陕

西、河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很多直

径 3-6 厘米、磨制光滑的石球，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黄帝军队踢石球的推测。

后来，“鞠”演变成用动物皮毛缝制、中

间填充毛发的皮球，方便人们踢动。蹴鞠运

动也开始从军营走进民间，战国时期，各国

大城市流行蹴鞠。《战国策》中苏秦有言，齐

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

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据 《西京杂记》，刘邦父亲刘太公自

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西汉建立

后父以子贵成为太上皇，搬进九重深宫，

闷 闷 不 乐 。 刘 邦 就 在 长 安 城 东 营 建 新 丰

城，让父亲当年好友在新丰陪其斗鸡、蹴

鞠，颐养天年。

但两汉时期的蹴鞠，还是具有更多军

事活动的色彩 。刘歆在《七略》中认为“蹋

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

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 ”；何晏《景福殿

赋》言“（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都将

蹴鞠视为增强士兵体力、提高士兵听从号

令意识的军事训练手段。

汉代有人写就《蹴鞠二十五篇》，学者

认为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专业

书籍，而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将

其 列 入 兵 书 之 中 。据 唐 朝 司 马 贞《史 记 索

引》，“《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专门

讲球门建筑形制。东晋虞预《会稽典录》亦

言，“三国鼎峙，年兴金戈，上以弓马为务，

家以蹴鞠为学”。

唐代“鞠”制作技术得到改良，球壳从

两片皮合成改为八片坚皮缝制，形状更圆；

球里面开始有“内胆 ”，用动物尿脬做成，

“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球，球体更轻，

可以踢得更高更远，王维有“蹴鞠屡过飞鸟

上”诗句。蹴鞠由此摆脱了军事训练色彩，

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唐代还有

女子蹴鞠，不求踢进球门，而以踢出花样为

能事，俗称“白打”。

两宋“鞠”从八片坚皮缝制发展成“十

二片香皮砌成”且“不漏线角”，重量“正重

十二两”，外形“硬凑十分圆”。工艺的改进

促进了球技的发展，出现了高俅、柳三复等

凭借高超球技获得官位的蹴鞠高手。

唐代发明步打球——曲棍球

步打球是中国古代一种将马球与蹴鞠

结合起来的球类项目，类似现代曲棍球。

马球又称击鞠、击球或打球，起源说法不

一，有人认为起源于汉代蹴鞠，是本土运

动；有人认为由波斯经西域传到中原；还

有观点认为是发源于吐蕃，随后分别向东

西方传播。

唐代马球盛行，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

中出土的《打球图》中，二十余名队员骑跨

奔马，手执球杖，争抢击球，生动描摹了马

球运动的场景。唐代皇帝经常亲自下场打

球，与民同乐。

据《封 氏 闻 见 记》，唐 中 宗 景 龙 三 年

（709），吐蕃派使臣迎娶金城公主，中宗请

使臣观看马球比赛。使臣赞咄奏言“臣部曲

有善球者，请与汉敌”，要求派吐蕃选手与

唐朝队员比赛。中宗事前没有准备，仓促之

间只得让数名禁军将士上马应战，结果被

有备而来、球技娴熟的吐蕃队员打得落花

流水，几场下来“吐蕃皆胜”。

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见状，自告

奋勇要求上场。中宗遂让李隆基与虢王李

邕、长宁公主驸马杨慎交、安乐公主驸马武

延秀四人组队与吐蕃比赛。虽是以四敌十，

但李隆基等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

无前”，大败吐蕃，一展大唐国威。

李隆基登基成为玄宗后，马球更是其

宫内日常运动的保留节目 。据《唐语林》，

“开元天宝中，上数御观打球为事，能者左

萦右拂，盘旋宛转，殊有可观”。以致宋人批

评玄宗沉迷马球荒废政事，“宫殿千门白昼

开，三郎（即玄宗）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

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

在马球盛行的同时，唐人用马球的球

杖和蹴鞠的队形，杂糅二者运动规则，发明

出步打球，即下马徒步持杖打球，亦称“步

打”。宫女们经常在寒食节为皇帝表演步打

球。《宫词》（作者为王建或花蕊夫人，说法

不一）诗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

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首先打进第一球即“得头筹”的队员，要向

皇帝跪拜报捷，然后继续比赛。

宋 人 亦 喜 好 步 打 球 。据《宋 朝 事 实 类

苑》，“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则马打，大有规

制礼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练者为上”。李之

仪亦有诗云“万腔腰鼓打梁州，舞罢还催步

打毬（即球）；更借缠头三百万，阿奴要彻第

三筹”，可见当时步打球运动之盛。

水 上 运 动 ：弄 潮 —— 游
泳，水秋千——跳水

原始社会渔猎时期，华夏先民依山傍

水而居，上山打猎，下水捕鱼，在与水的长

期接触中逐渐学会了游泳。《诗经·谷风》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

之”的诗句，意即过深河要乘舟坐船，过浅

水游泳即可。游是浮游，泳则是潜泳，当时

人们已经具有潜泳技能。

《晏子春秋》记录齐国勇士古冶子的潜

泳 技 艺 高 超 ，能“ 潜 行 逆 流 百 步 ，顺 流 九

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时期“宴乐渔

猎攻战纹图壶”上，有蛙人潜入水中战斗的

场景，潜泳者扬臂蹬足，奋力游动，极似现

代自由泳泳姿。

能 在 大 江 大 河 中 搏 击 风 浪 的 游 泳 好

手，被人们尊称为弄潮儿。唐人李益曾作闺

怨诗《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南宋钱塘江弄潮是一代盛事。据《武林

旧事》，“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在“大

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

的潮水中，数百弄潮儿“皆披发文身，手持

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

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

以此夸能”。辛弃疾夸弄潮儿“不怕蛟龙怒，

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

花舞”；潘阆更是赞叹“弄潮儿向涛头立，手

把红旗旗不湿”。

除了游泳这类常规水上运动，中国古

代还有独具特色的跳水项目。据《因话录》，

唐代江西南昌有名为曹赞的唱戏艺人，水

性极好，能从“百尺樯”即帆船悬挂风帆的

桅杆上“不解衣投身而下”，径直跳入水中，

类似今天高台跳水。

宋代还有“水秋千”运动。《东京梦

华录》 记载，“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

将秋千架在画船船头。“一人上蹴秋千”，

表演者踏上秋千后，身体借助秋千的晃悠

摆动，寻找时机。“将架 （荡） 平，筋斗

掷身入水”，在秋千摆动到几乎与顶架横

木齐平时，表演者从秋千上凌空起跳，在

空 中 完 成 翻 筋 斗 等 花 样 动 作 后 ， 直 插 入

水，“谓之水秋千”，类似今天花样跳水。

选手跳水时，“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

和”，还有会音乐伴奏。

表演“水秋千”时，皇宫大内的宫女

都会登上高楼，卷起珠帘，遥望观赏。宋

人 王 珪 有 《宫 词》 云 ，“ 内 人 稀 见 水 秋

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

右军输却水龙船”。

捶丸：极似高尔夫，还配球童

捶 丸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由 步 打 球 发 展 而

来，却消除了步打球中的对抗性，更讲究技

巧 ，而 不 追 求 身 体 对 抗 。宋 辽 金 时 期 还 有

《丸经》一书，用 32 章、近 1.2 万字的篇幅，

详细记载了捶丸运动的场地器具要求、比

赛规则技巧，可谓当时人们竞技捶丸的实

操手册。

不论是比赛规则，还是球杖规格、人员

配置，捶丸都与西方高尔夫运动极其相似。

捶丸比赛前，要在场地上挖出球穴，称

为“窝”，边上插有彩色旗帜作为标志。选手

上场后，用球杖击打硬木球，击打出一定距

离后，将球送入“窝”中为胜。计算输赢则以

杆数为准。《丸经》规定为“初棒赢二棒，二

棒赢三棒，三棒赢四棒是也”，用最少挥杆

次数将球打进“窝”中者赢得比赛。

根据《丸经》，捶丸比赛场地“地形有平

者、有凸者、有凹者、有峻者、有仰者、有阻

者、有妨者、有迎者、有里者、有外者”。选手

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不同地形使用不同的球

杖，有“正棒”“倒棒”“撺棒”“扑棒”“鹰嘴”

“单手 ”等 。不同球杖可打出不同力度、方

向，一般站立打远球用“扑棒”；蹲下打近距

离的球、且力求击球入“窝”，则用“撺棒”。

由于捶丸使用球杖较多，人们还专门

制作了盛放球杖的器具。据《丸经》，“扑棒”

“单手”放置于“草囊”，“撺棒”“杓棒”盛放

于“提篮”。大户人家还会让仆人专门跟随

自己打球，专职负责携带球杖，这也与高尔

夫球童的工作很是相似。

木射：酷似保龄球，还催人向善

尽管至今仍没能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但保龄球曾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

会上作为示范表演项目出现。在中国古代，

有一项运动木射，又称十五柱戏，是一种用

手抛球的运动，与现在的保龄球十分相似。

唐人陆秉有《木射图》，记载了木射的比赛

规 则 ，可 惜 早 已 失 传 。幸 好 宋 人 晁 公 武 的

《郡斋读书志》对《木射图》一书进行了简单

的记录，让我们能一窥当年木射玩法。

据《郡斋读书志》，木射一般在室内专

用 场 地 进 行 。场 地 一 端 放 置 15 个 筒 形 木

柱，每个木柱上各写一字。其中 10 个用红

笔写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5 个用黑笔写上慢、傲、佞、贪、滥。木柱排

列参差错落，中间间隙较小。比赛选手在场

地另一端用力抛出木球，击倒木柱。击倒红

字木柱者胜，击倒黑子木柱者败。倘若选手

都击倒红字木柱，则以击中木柱个数多者

为胜。

木柱上的 15 字与当时社会公序良俗

密不可分，“仁者胜，滥者负”的规则可见催

人向善的良苦用心。木射将礼仪与技艺、体

育与道德融为一体，寓教于乐的比赛规则

设计，无疑是古代中国运动项目的重要文

化底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足球、曲棍球、跳水⋯⋯这些奥运项目古代中国也有

□ 骆 鲲

公元前 247 年，嬴政登基，成为新一

代秦王。水工郑国从韩国来到秦国，带去

一个延续十年不为人知的惊天阴谋。

远交近攻 韩当其冲

在战国七雄所处的地理格局中，韩国

迎面正对秦国东进中原交通要道，是秦国

蚕食的主要对象。早在刚进入战国时期的

秦 惠 公 九 年 （前 391）， 秦 国 就 曾 攻 打 韩

国宜阳 （今河南省宜阳县一带），占领六

座城池。

秦 惠 文 王 更 元 八 年 （前 317）， 秦 国

在 脩 鱼 （今 河 南 省 原 阳 县 一 带） 大 败 韩

军，斩杀 8 万韩军，“诸侯振恐”。

秦 昭 襄 王 十 三 年 （前 294）， 秦 国 再

次进攻韩国，拿下武始 （今河北省武安市

南部一带）、新城 （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

一带）。韩国联合魏国，以魏将公孙喜为

元帅，率 24 万韩魏联军进据伊阙 （今河

南省洛阳市龙门一带），迎击秦军。第二

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

“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

韩 国 元 气 大 伤 。 昭 襄 王 四 十 一 年 （前

266），昭襄王拜范睢为相，大力推行远交

近攻之策，重点蚕食韩国。

昭襄王、范睢本欲通过对韩国进行武

力威胁逼其就范，作出发兵进攻荥阳、太

行，将韩国“断而为三”的态势，但韩国

经受住了恐吓没有屈服。昭襄王大怒，连

年向韩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昭 襄 王 四 十 二 年 （前 265）， 秦 军 攻

取韩国少曲 （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带）、高

平 （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第二年，白

起 “ 伐 韩 ， 拔 九 城 ， 斩 首 五 万 ”； 次 年 ，

白起率兵占领韩国太行山以南地区；昭襄

王 四 十 五 年 （前 262）， 秦 国 夺 取 韩 国 野

王 （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昭襄王五十

一 年 （前 256）， 秦 军 攻 占 韩 国 阳 城 、 负

黍 （均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一带），“斩首四

万”。两年后，“韩王入朝”求和。昭襄王

五 十 六 年 （前 251）， 昭 襄 王 薨 逝 ， 韩 王

“衰绖入吊祠”，身穿重孝到祭庙哀悼。

韩王此举已属恭顺之极，但仍无法阻

挡秦军兵锋。昭襄王之子孝文王即位三天

就去世，孝文王之子庄襄王即位当年 （前

249），就派大将蒙骜伐韩，占领成皋 （今

虎牢关一带）、荥阳 （今河南省荥阳市一

带）， 设 置 三 川 郡 。 韩 国 国 势 危 如 累 卵 ，

朝不保夕。

凿渠疲秦 万世之功

据学者共计，从公元前 403 年立国，

到公元前 249 年，韩国受到秦国较大的进

攻多达 19 次。从公元前 265 年开始，秦国

更是几乎每年都从韩国手中夺取土地。吃

饭、睡觉、打韩国，成为秦国军民日常生

活的保留节目。

公元前 247 年，庄襄王薨逝，其子嬴

政即位。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灭国压力，

韩 桓 惠 王 君 臣 “ 欲 疲 秦 人 ， 使 无 东 伐 ”，

为转移秦国东侵的注意力，策划出一个自

认绝妙的战略欺骗计划。这就是派遣水利

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君臣，建议秦国在渭

水支流泾水和北洛水之间开凿水渠，灌溉

关中平原农田。

自商鞅变法以来，兴修水利一直是秦

国耕战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中平原亦迫切

需要借助大型水利工程提升粮食生产力。

关 中 平 原 西 起 宝 鸡 ， 东 到 潼 关 ， 北 抵 北

山 ， 南 界 秦 岭 ， 土 质 肥 沃 疏 松 ， 便 于 耕

种，但年降水量只有 600 毫米左右，且南

多北少、西多东少，远远不能满足农产物

的需水量。同时，由于气候干燥，蒸发量

大，土地盐碱化严重。

缺水成为提高关中平原粮食生产能力

的关键制约因素，而引渭水、泾水、洛水

进行人工灌溉，是破除这一制约因素的主

要解决方案。此时秦国国君虽然是 13 岁

的嬴政，但执掌大权的是丞相吕不韦。吕

不韦和群臣经过商议，接受了郑国开挖水

渠的建议。

韩国企图用引导秦国兴建大型水利工

程的办法，让其劳民伤财以致精疲力竭，自

动 放 弃 灭 韩 计 划 。此 计 看 似 精 妙 ，实 则 愚

拙。若要“疲秦”，只需派建筑大师诱使秦国

君臣大建亭台楼阁、离宫别苑，大肆奢靡享

乐，让其消磨志气、腐化堕落即可。而韩国

却派工程师出技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对

其统治重心关中地区进行全方位、整体性

的升级改造，无异于亲手帮助秦国战车提

升动能，让其更强有力地碾压自己。

更关键的是，经过自秦孝公到庄襄王

六代秦王的持续努力，秦国国力早已树大

根深，根本不可能被几项超级工程拖垮。

韩国兵不血刃退却秦国虎狼之师的理想很

丰满，但被动挨打的现实却很骨感。就在

秦 国 开 工 修 渠 的 第 三 年 ， 即 秦 王 政 三 年

（前 244），秦国大将蒙骜伐韩，又夺取韩

国 12 座城池。惊得目瞪口呆的韩国君臣

近乎绝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坐

以待毙。

郑国虽然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秦国，

但 在 修 渠 时 毫 无 保 留 地 贡 献 了 自 己 的 智

慧 。 郑 国 将 东 西 全 长 约 三 百 里 的 干 渠 渠

线 ， 布 置 在 关 中 平 原 二 级 阶 梯 的 最 高 线

上，位于干渠南部的整个灌区都在其控制

之下，保证了支渠以及其他下级渠道的自

然 引 水 ， 从 而 获 得 了 尽 可 能 大 的 灌 溉 面

积 。 郑 国 所 开 水 渠 还 具 有 淤 灌 压 碱 的 功

用，即史籍所载“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

之地”。渠水中含有大量泥沙，用以灌溉

可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显著改良盐

碱化土壤，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郑国开渠工程浩大，用时十年尚未完

工 。 十 年 时 间 ， 足 以 使 秦 国 发 现 事 情 真

相。大致在公元前 237 年左右，在嬴政铲

除嫪毐、吕不韦势力的时候，秦国查出郑

国的间谍身份，这才知道郑国挖渠的真正

目的。

得知真相的嬴政君臣要把郑国杀掉，

郑国分辩道，我刚开始是作为韩国间谍来

到秦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

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开挖这

条水渠确实可以给韩国延长几年气数，但

对秦国国运是利在千秋。嬴政听后，深感

有理，遂让郑国继续修渠。

水渠修成后，灌溉关中平原 4 万余顷

（约合今天 115 万亩左右） 土地，每亩粮

食产量达一钟 （约合 232 斤左右） 之多。

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这是一个

相当高产的数字。关中平原“为沃野，无

凶 年 ”， 成 为 秦 国 重 要 的 粮 食 生 产 基 地 ，

郑国渠成为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水

力发动机。

谏止逐客 百川归海

嬴政虽然在郑国问题上将计就计，但也

对从六国来秦国寻求发展的士人产生怀疑。

加之在处置嫪毐、吕不韦事件的过程中，嬴

政发现他们手下任用了一大批六国士人。秦

国自孝公商鞅变法以来，在人才使用上一直

是重外轻内，即重用外来人才，对本国尤其

是宗室人员弃之不用，防止他们威胁王权。

秦国宗室大臣对此早就忿忿不平，遂抓住机

会向刚亲政还没未形成清晰治国思路的嬴

政进谗言，“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

耳”，六国士人为保护本国不受攻击，大肆离

间秦国君臣感情，“请一切逐之”。

秦 王 政 十 年（前 237），嬴 政 下 达 逐 客

令，清查国内六国士人，全部驱逐出境。来

自 楚 国 上 蔡（今 河 南 省 上 蔡 县 一 带）的 李

斯，亦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当初仅是县里小

吏，投奔到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

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当舍人，又经由吕

不韦推荐到嬴政身边，先后任长史和客卿。

因为逐客令，李斯被迫出走，就在途中给嬴

政上了一道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李斯引用了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虞人

百里奚、宋人蹇叔和晋人丕豹、公孙支而称

霸西戎，秦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图强，惠文

王用魏人张仪破六国合纵，昭襄王用魏人

范睢远交近攻的例子，说明秦国的事业发

展是建立在外来人才的贡献基础之上。李

斯用“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

明其德”的道理告诉嬴政，只有海纳百川，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最终实现秦国崛

起的伟大目标。

嬴政看到李斯的奏疏后幡然悔悟，赶

忙将其召回，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嬴政

及 时 进 行 政 策 调 整 ，废 除 逐 客 令 ，避 免 了

更 大 失 误 的 发 生 。在 重 新 起 用 李 斯 的 同

时 ，嬴 政 还 任 用 来 自 魏 国 的 尉 缭 谋 划 军

事，用顿弱、姚贾参与外交，他们皆非秦国

人，却 为 秦 国 出 力 ，为 嬴 政 一 统 六 国 作 出

重要贡献。

嬴政逐客之令在很大程度上因郑国间

谍身份暴露而起，秦国在改弦更张后，不但

让郑国继续实施修渠大业，更以郑国的名

字命名新修水渠为郑国渠。由此可见，秦人

对经 济 的 看 重 ，对 水 利 的 注 重 ，对 实 用 技

术 的 器 重，远 远 超 越 了 政 治 上 的 偏 见 。秦

文 化 中 的 科 学 精 神 、 开 放 意 识 和 宽 阔 胸

襟 ， 彰 显 于 郑 国 渠 的 修 建 过 程 中 和 渠 名

的命名上。

郑国渠修建期间，秦国确实没有吞并

韩 国，延 缓 了 韩 国 的 灭 亡 时 间 。郑 国 渠 完

工 后，秦 国 国 力 更 加 强 盛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对 六 国 尤 其 是 韩 国 的 战 略 优 势 。因 此 ，郑

国渠修成之日，便是韩国大限之时。

秦 王 政 十 七 年（前 230），嬴 政 命 令 大

将 内 史 腾 灭 韩，俘 虏 韩 王 安 ，韩 国 彻 底 灭

亡 。随后，秦国用十年时间，逐一攻灭赵、

魏、楚、燕、齐，横扫六合。公元前 221 年，一

统天下的秦国最终改版为秦朝，嬴政升级

为秦始皇。

灭亡六国后，始皇的宏图并没有驻足

于两周旧疆，而是向更北的北方和更南的

南方继续前进。在北方，秦始皇修长城，稳

定 了 华 夏 农 耕 文 明 与 草 原 游 牧 民 族 的 边

界；在南方，则凿一条水渠运河继续探索

未知边疆。

一个水利工程的阴谋，转动秦灭六国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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