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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名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
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

    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
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
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

    这部以记者为主要形式的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
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战国策》文字艰涩，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在研习它时有较大的障碍。
本书从中选出四百多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用通俗易懂的平实语言娓娓道来，传达出古代先人的智慧、
勇气、精神与风采，引领青少年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的财富、自豪与尊严。

    著名画家为故事配上了精美的插图，直观形象地高扬出原著的精髓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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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有人对齐王说：“大王为什么不用土地资助周最让他得以立为太子呢？
”于是，齐王就派司马悍用土地贿赂周君，建议立周最为太子。
    左尚却劝司悍说：“假如周君不听您的建议，岂不是让您陷入尴尬的境地，交且会国和周断交吗？
您不如对周君说：‘您想立谁为太子，就暗中派人告诉我，我会让齐国用土地资助他。
’”    后来，左尚果然困为此事在齐国得到了重用。
    公元前338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病危了。
为了托付后事，秦孝公将商鞅叫到病榻前，对商鞅说：“秦国可以没有寡人，但不能没有先生。
寡人死后，就由先生担任秦国的国君。
”    这商鞅本是卫国公族子孙，原在魏国做官。
因魏惠王不重用他，才来到秦国，帮助秦孝公推行新法，让秦国富强起来。
秦孝公为了答谢商鞅，将商地封给他，号为“商君”，对他深为倚重。
    秦孝公病危时，商鞅入秦已经二十五年了。
在他的治理下，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兵强马壮，诸侯无不畏惧秦国。
    秦王自知不久于世，不能不考虑后事了。
他深知要想让秦国早日统一天下，惟一的办法是让商鞅担任秦国的国君，因此，他才对商鞅说了上面
这番话。
    商鞅听说秦王让他出任国君，忙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说：“此事万万不可!主公知遇之恩，微臣没
齿不忘，但秦国的江山是太子的，微臣不能据为已有。
微臣一定会全力辅佐太子的。
”    秦孝公听了，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太子能听先生的。
”说完，便瞑目而逝了。
    秦孝公死后，太子赢驷即位，即惠文君，七年后称王，史称秦惠文王。
他的老师公子虔当年反对变法，被商鞅割下了鼻子。
公子虔见孝公已死，自己的学生成了一国之主，大喜道：“好个商鞅，你的靠山倒了，叫你尝尝我的
厉害吧!”    不久，他指使门人对秦惠文王说：“大臣之权过重就会危及国家，左右的人太亲近就会危
及人身。
现在，秦国之内连妇人孺子都在谈商鞅新法，而无人谈主公之法。
这岂不是商鞅成了国君，主公反成人臣了吗?更何况商鞅是主公的仇人哩!请主公想法除掉他。
”    惠文王说：“说得对，多亏你提醒寡人。
”    于是，他下令逮捕商鞅，将商鞅五马分尸。
富国强兵，让秦国跃居七雄首位的一代贤臣就这样含冤而死了。
    楚国与齐国绝交之后，齐国出兵进攻楚国。
陈轸对楚怀王说：“大王最好是割地与齐国议和，再去西边与秦国和解。
”楚怀王就派陈轸出使秦国。
    秦惠王对陈轸说：“您是秦国人，我和您早就有交情。
只是由于我没有才能，不能亲执国政，所以您才离开我去投奔楚王。
这次齐、楚相攻，有些人说援救有利，有些人说不救有利。
您为什么不能在忠心为您的君主谋划之余，也替我想个主意呢?”    陈轸说：“大王莫非没有听说过那
个吴国人游历楚国的故事吗?楚王十分喜欢他，有一次他生病，楚王派专人去慰问他。
楚王问使者：‘他是真有病还是思念家乡?’使臣回答：‘我不知道他思不思念家乡。
如果真的思念，他就会唱吴歌的。
’现在我权且为大王唱一次思念家乡的‘吴歌’吧!大王没有听说过管与的说法吗?有两只猛虎因为争
吃人尸相斗，卞庄子准备去刺杀它们，管与拦住了他，说：‘老虎是暴戾的野兽，人尸又是很好的诱
饵。
现在两只老虎正在为争夺人尸而斗，小老虎肯定会被咬死，而大老虎也必然要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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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等小老虎被咬死，大老虎受伤以后再去杀它，就是一举而杀了两只虎。
用不了杀一只老虎的力气，而可获取杀两只老虎的实利。
齐、楚两国这次争战，肯定会有一国失败。
到那时，大王再出兵去救，就会即取得救齐的利益，又可避免伐楚的害处呵。
”    赵武灵王在原阳打破了旧的军队编制，把它作为赵国的骑兵基地。
    牛赞前去劝谏赵王，说：“国家有一定的法度，军队也有固定的制度。
改变了法度，国家就会无所适从，抛弃了旧的兵制，军队就要受到削弱。
如今大王打破原阳原有的兵制把它改成骑兵基地，这正是改变法度和抛弃旧制的行为呀!何况熟悉自己
兵器的士卒不会惧怕敌手，用顺手了的器物，难事也会变得容易。
现在赵国的士卒都熟悉自己的军制和兵器，可大王您却要改变它，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是抛弃民众，削
弱国家。
所以不能获得上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固有的习俗；不能提高十倍的功效就不宜改良器物。
如今大王您改变原有的军事制度反而崇尚胡人的骑射，我担心您利用骑兵攻战获取的利益还抵不上损
失的费用呀！
”    赵武灵王说：“时代不同利益有异，地方不同器物有变。
阴阳变化的途径不同，四季气候都不一样。
所以贤明的人能适应时势变化而不被时势牵累，改革兵制而不为旧的兵制所约束。
你只知道国家的法令，却不知更新器物的好处；只知道使用原有的兵器、铠甲，却不明白应根据阴阳
变化的道理去改革它。
因此，兵器一旦不再适应形势变化，有什么不能改革的呢？
三的呢?教化一旦不再便于行事，又有什么不可变化的呢？
    “早先，先君襄子执政时，边境与胡人接壤，于是他在边境筑城防守，城的名字叫‘无穷之门’，
是想用‘无穷’来启示后代以开拓更大的疆界；可是现在赵国的士卒仍然身穿沉重的铠甲，手执过长
的兵刃，以至于无法越过险要的关隘；讲求仁义道德，又不可能让胡人臣服并前来朝拜。
我听说：讲究信义但不能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聪明睿智更懂得不失掉良好时机。
现在你竟然借口国家的法度来破坏我谋划的伟大事业，可见你是不会懂得这些道理的。
”    牛赞行大礼拜谢，说：“我怎么能不听从大王您的命令呢！
”    于是，赵武灵王穿上胡服，率领骑兵部队攻入胡地，从“无穷之门”出去，跨越了无数的险要关
隘，一直打到榆中，为赵国开拓了方圆上千里的疆土。
    有人替齐国着想给赵王写信，送信的使臣又对赵王说：“我拜见了大王，就可以让大王您安坐不动
而各诸侯国主动贡献名贵的宝物，可是我很奇怪大王您为什么不试着召见我一次，反而困辱于我呢?大
王的大臣们一定大都认为我是个没有能耐的人，所以您才不愿意召见我。
认为我没有能耐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想借大王您的军队来满足私欲的人。
如果不是，就是结交外国准备危害赵国的人；如果还不是，那就是智慧有限的人；如若仍不是，那一
定是想借助各诸侯国的势力威胁大王您，使您接受他自己主张的人了。
    “我让齐国敬奉遵从大王，您就可以灭亡燕国，也可以灭亡魏国、韩国，有能力进攻秦国，也有能
力使秦国孤立，我让齐国首先敬奉尊号给大王，各诸侯哪有敢不敬奉尊号给大王的呢?我让齐国率先割
地给赵国，各诸侯哪里敢不割让土地给赵国的呢?我用齐国的名义为大王向燕、韩、魏等国索取名贵宝
器，他们怎么会拒绝呢?我的这些能力，都是立即可以得到检验的!齐国首先尊重大王，所以各诸侯才
都敬重大王；没有齐国的行动，各诸侯一定都轻视大王您。
秦国虽然强大，却没有齐国支持，所以它尊重大王；燕、韩、魏当然是由于没有齐国支持，所以才尊
敬大王。
现在大王如果没有齐国的支持，又怎么能不去尊重其他诸侯呢，所以劝告大王与齐国绝交的人，如果
不是因为他智谋有限，那他一定是不忠于大王的人。
如果不是，那就是想借助大王的军队达到个人目的的人；如果还不是，那可能是想使大王受轻视，而
后借助其他诸侯的势力迫使大王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如果再不是，那一定是职位很尊贵但能力很拙劣
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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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王能对与齐绝交这件事情深思熟虑。
”    公元前290年，秦、赵两国相约共同攻打魏国。
魏王闻讯，十分忧虑。
    这时，大臣芒卯对魏王说：“大王勿忧，臣自有妙计。
”    魏王说：“你如能为寡人分忧，寡人自有重赏。
”    芒卯说：“臣这就去办。
”    芒卯找到魏人张倚，派他出使赵国。
    张倚对赵王说：“我们魏王早就想把我国北境的邺城献给大王了。
如果大王和秦国断交，和我们魏国联合，我们就把邺城献给大王。
”    赵王一听，心中大喜，对相国说：“魏王派来使者，说是要献给我们邺城，让我们和秦国断交。
”    相国说：“同秦国联合攻打魏国，所获之利也不能超过邺城。
如今不战而得邺城，大王应该答应魏国的使者才是。
”    于是，赵王对张倚说：“既然你们大王有此美意，那寡人就收下邺城了。
”    张倚对赵王说：“我国献城的官吏已经到邺城了，大王如何答谢我们魏国啊?”     赵王便下令闭关
，和秦国断交，秦、赵两国的关系恶化了。
      赵王派人接收邺城，邺城守将不肯献城。
赵王大怒，使者到大梁责问芒卯。
    芒卯回答说：“我国同你们大王友好，就是为了保住邺城，说要献邺城的是使者张倚，我并不知道
呵。
”    赵国使者还报赵王，赵王心中大恐，怕魏国趁秦国震怒时联合秦国来犯，只得急忙献出五座城池
给魏国，和魏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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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当今世上，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有着天赐的辉煌与骄傲--那悠远的民族史让他至今仍活力勃勃，昂
立天下。
中华民族是其中之一。
    先人的勇气、智慧、艰辛与奋争，缔造了我们民族的精髓骨血，五千年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积淀与
扬弃，使我们的民族愈发雄健伟岸，铁骨铮铮。
我们受益于五千年深厚的文化滋养，徜徉在广袤丰盈的原野，呼吸着亘古常新的空气，这种"采天地之
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成为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千回百转中奋力拼搏、慨然前行的
最原初的动力之一。
    景仰先贤，并非中华民族独有的心理一精神现象，而五千年的信史也确足以让我傲视天下，惟其如
此，中华民族对先贤一古代文化的景仰，也就更焕发出一种鲜明的不同凡俗的光焰，这光焰，洞透历
史，照彻未来。
这种景仰绝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无数先贤铸造的文化伟绩，在世界的时空坐标系中的位置是不言自明的。
灿烂的古代文化孕育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品格和风貌。
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中西通汇，八面来风，各种品调各种风范的文化蓬勃兴旺，四面开花，这种
大碰撞、大交融掀起的文化波涛，定会合力托起明天的太阳。
    必须正视的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他的文化。
我们有幸保有负载着浩阔逶迤达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民族之脉，我们没有理由在"乱花渐欲迷人
眼"之际，如浮萍或蓬草那般飘泊；我们有理由以先"读懂自己"作为与外界沟通的先决条件，认真反刍
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遗存，使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头极目远眺，迎接新世纪新文化的曙光。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苍茫的华夏文明史的源头，在那些龟甲兽骨的碎片、残竹断简、钟鼎铭文之外
，《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是不可逾越的，此外还有诸子百家以及《左传》、《国
语》、《战国策》⋯⋯华夏出版社组织推出的"华夏文史名著正点文库"，便是以经典史籍为蓝本，选
出其中具有较强故事性的段落，以通俗晓畅的白话故事形式娓娓道来，并配以精美插图，让艰涩的古
书，具有了温暖的亲和力，从生动有趣的故事入手，贯通五千年文明史，进而体察文化的久远幽深，
引领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的财富、自豪与尊严。
这大概可说是一种普及华夏文史的"扫盲"之举，这对今世的人们是大有裨益的。
    "华夏文史名著正点文库"第一辑推出的是《国语》、《左传》、《战国策》和《吴越春秋》(含《越
绝书》)，这是华夏文化中最早的文字遗存中的一部分。
    《国语》，记载了西周穆王征讨犬戎直至三家分晋终结春秋，长达500年左右的历史，淋漓尽致地反
映了那个时代各国之间、各国内部的冲突和斗争。
古人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更昭示着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地
位。
    《左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经》(相传为孔子所作)作的传(解说)，它既是编年体史
书的鼻祖，又是古代记事散文的典范，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它记录的许多史事已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泰斗顾颉刚先生曾言："古史书传至今日，《左传》价值第一！
"。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时
期纵横家的智言睿语，他们旁征博引，机锋敏睿，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
的走向，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在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吴越春秋》，汉人赵晔原著，极翔实而系统地展现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轨迹，将《左
传》的编年体、《国语》的国别体、《史记》的纪传体融为一炉，其体例构思的缜密性、系统的完整
性，更使它在我国史学、文学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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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聆听一百年前梁启超那掷地有声的文辞："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方；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高  苏                              
                 20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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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的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
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
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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