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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权达变 避实击虚

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秦国派大将桓齮
率兵十万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名将李牧沉
着应战，结果“秦师败绩，桓齮奔还”。秦王嬴政
知李牧是块难啃的骨头，只能静待时机。秦王
政十八年，赵国遭遇严重旱灾，加之连年战争，
饥荒遍野，民不聊生，秦王嬴政见机决定再攻赵
国，这次他任命的主帅是王翦。

王翦率领秦军首先攻下井陉关（今河北井
陉），截断了赵国的后路，随后几十万大军顺
势包围了都城邯郸。即使在国家遭遇重大灾
害、人心浮动、军心不稳的情况下，李牧依然
积极迎战，根据赵国的地理优势，制定了北守
南攻的军事战略。几番搏杀下来，王翦率领
的秦军也没能占到太大的便宜。王翦见强攻
不成，马上转换思路，决定避实击虚，悄然玩
起了间谍战。

王翦一边亲笔写信给李牧，提议休战，商谈
罢兵讲和之事；一边请示秦王，派人重金贿赂赵
王迁身边的宠臣郭开，离间李牧君臣。秦王接
到王翦的密奏，马上派王敖潜入邯郸，以万金赢
得了郭开的欢心。郭开本就嫉妒李牧的才能，
于是在赵王迁耳边吹风，说李牧在前线与王翦
勾结，有叛赵之意。

赵王迁派出使者调查，果然发现李牧与王
翦有书信往来，遂信以为真，便派赵葱取代李牧
接替主帅之职。李牧听到这个消息悲愤不已，
于是将军队的印章悬挂于帐中，换上便服走
了。赵葱接任后，下令搜捕李牧并将其杀害，赵
国的士卒听说李牧被杀，斗志全无，纷纷逃散。

王翦见此，笑着对部将说：“破赵之机，只在
目下。”随即率军直逼狼孟（今山西阳曲），赵葱
在战斗中被王翦斩杀。没有了李牧的赵军一溃
千里，秦军趁势兵临邯郸城下。

秦王嬴政听到胜利的消息亲自赶到前线，
看到邯郸城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如果硬冲
恐怕旷日持久，而且死伤众多。王翦看到秦王
凝重的脸色，笑着说：“大王不必担心，我自有计
策。”秦王侧耳倾听，王翦说：“想要不费一兵一
卒攻破邯郸，需要里应外合，这‘里’还在郭开身
上。咱们让郭开传言于赵王，晓以利害，赵王害
怕了肯定会投降，邯郸便可不攻自破。”

秦王同意了王翦的战术，派使者混入邯郸
城中，见到郭开说：“如今秦国大军兵临城下，
邯郸城破只在旦夕之间，你如果劝说赵王投
降，秦王答应授予你上卿的职位。”郭开知道大
势已去，满口答应了降秦之事。随后，他一边
连吓唬带哄骗赵王投降，一边写信给王翦，陈
说献城之策。没几天，秦军便兵不血刃拿下了
邯郸城，秦王嬴政端坐于赵王王宫，接受了赵
王迁的投降。
《孙子兵法》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

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
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战争
并不都是战场上面对面的厮杀，善于运用间谍
战分化瓦解敌人，从内部攻破坚固的堡垒，是

一种投入少、产出高的策略。毫无疑问，王翦
熟知谍战的奥秘，以智破力，虽有胜之不武之
嫌，但象征胜利者的桂冠却在他的头上闪耀。

● 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

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欲扫除统一天下最
大的绊脚石楚国，便问青年将领李信：“我想攻
打楚国，如果派你为将，需要多少人马？”李信信
心满满地回答说：“我看二十万人马足矣！”秦王
又问时已年届八旬的老将王翦，王翦屈指算了
半晌，回答说：“最少也要六十万人马。”秦王笑
着说：“王将军老喽，多么胆怯呀！李将军真是
果断勇敢，他的话是对的。”于是拜李信为大将，
蒙武为副将，率军二十万征伐楚国。王翦没有
说什么，只是摇头叹息，随后以有病为由，回到
故乡频阳养老。

第二年，李信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楚国，结果
被楚将项燕以诱敌深入之策击败，两座军营失
守，七名都尉阵亡，李信自己侥幸逃回秦国。

秦王听到消息，想起当初王翦的话，于是亲
自赶到频阳向王翦道歉说：“寡人没有采用将军
的计策，才有了李信今日之败，玷辱了秦军的声
威。我知道将军身体有病，但这个时候您忍心
丢下寡人不管吗？”王翦推辞说：“我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比以前，恐怕不能带兵了。”秦王说：
“从前的事儿已经过去，不要再说了。”王翦无
奈，只好说：“如果非要让我带兵攻打楚国，非六
十万人不可。”秦王说：“一切听您的安排。”

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将要出发，秦王嬴政
亲自到灞上送行。临别之际，王翦没有像往常
一样表达必胜的决心，反而“请美田宅园池甚
众”，要求秦王封赏自己大量的良田、宅院和园
林。秦王很诧异：“将军行矣，何忧贫乎？”将军
您尽管出发吧，难道还忧虑贫穷吗？王翦不依
不饶地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担任大王的将领，即使立了功，终究也是不会
得到封侯之赏的，所以趁着大王任用我的时
候，只好讨些田宅作为留给子孙的产业。秦王
听了哈哈大笑。

王翦率大军行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途
中，他连续五次派专使飞驰咸阳，要求的事儿只
有一件：请秦王给予足够王家五辈人享用的田
地。最后连王翦身边的随军副将蒙武都看不下
去了，忍不住劝王翦说：“将军您如此跟大王要东
要西，是不是太过分了？”王翦笑着回答说：“不
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
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
坐而疑我邪？”你太不了解秦王这个人了。咱们
大王性格猜疑善变，不会轻易信任人，现在他把
倾国之兵都交到我的手上，如果我不多多地索要

良田大宅作为封赏，反而会令大王猜疑我。
行军打仗最怕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背

后的诬陷、掣肘，甚至是最高层的怀疑。王翦显
然深谙此理，所以他不断伸手向秦王要待遇，其
实并不是他真的贪财，而是他深知秦王的品性。
六十万大军交到一个人手中，怎么能不令人疑惧
丛生。现在他只是志在田宅，虽然自污形象，但
却坚定了秦王的信任，毕竟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
将军才是容易驾驭的，也是让人放心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十分奏效的，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王翦让秦王始终信任
有加，在整个伐楚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横生枝节
的掣肘之事。应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
军事行为，正是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保证了王
翦在军事上的胜利。

● 以强示弱 观衅而动

王翦带领六十万大军出了函谷关，直逼楚
境，楚王闻报不敢怠慢，急忙集结起四十万楚
军，以名将项燕为主帅迎击秦军。王翦见楚军
来势凶猛，便在秦楚交界的天中山（今河南汝
南），利用险峻山势，连营数十里，构筑工事，坚
固营垒，驻足不前。

这让项燕有些看不懂了，按照通常的战争

规则，远道而来的大军都急于速战速决，而王翦
明明拥有六十万的虎狼之师，从数量上对楚军
形成碾压之势，却并不急于进攻，而是摆出了一
副防守的架势。史书中记载战争的过程：“王翦
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项燕派出
部队，每天登门骂战，想激怒秦军，可每次都像
石头扔进了海绵里，一点儿声响都没有，之前对
付李信的策略全然不起作用。在近乎一年的时
间里，秦楚两军相安无事。秦军如此怯战，最终
项燕总结出的原因是：“王翦老矣！”

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也不出战，整天都在做
些什么呢？“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
之；亲与士卒同食”，就是每天组织士兵睡觉、洗
澡，想办法改善伙食。王翦自己也是放下身段，
每天和士兵一起吃饭，一起拉家常，慈祥得就像
邻家的爷爷。时间长了，这些年轻的士卒天天
吃好喝好，个个精力爆棚。有一天，王翦问士兵
说：“最近军中开展什么文娱活动啊？”士兵回答
说：“正在玩投石、跳远的游戏。”王翦点点头，自
言自语地说：“可用矣！”

此时，项燕早已熬得不耐烦了，他丝毫看不
出王翦的意图，而楚军也因日久而士气低落，便
率主力向东移动。楚军这一举动让王翦看到了
机会，他立刻派出精锐部队，跟着楚军的屁股一
路追杀，楚军军容大乱，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在
蕲南（今安徽宿州东南），项燕在逃跑途中被秦
军杀死。群龙无首的楚军彻底陷入了混乱状
态，王翦乘胜扩大战果，迅速占领了楚国的大片
领土。一年后，王翦的大军攻破楚国都城寿春，
秦王嬴政大喜过望，亲自接受楚王负刍的投降。

当初，秦王嬴政因为王翦避不出战而十分
着急，屡屡催他出兵，可王翦我行我素，始终按
兵不动。过后王翦解释说：“楚国地域广阔，兵
力众多，如果我们轻率深入，可能重蹈李信的
覆辙。我们在此驻守，必能吸引楚军在我们的
正面。我们又不出战，时间一长，楚军势必松
懈，届时再乘势一击，便可一举灭之。”秦王听
了，赞叹不已。

苏东坡曾以小儿拔牙来形容王翦平楚的战
术，他说“善用兵者，破敌国，当如小儿毁齿，以
渐摇撼，而后取之，虽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
渐，一拔而得齿，则取齿适足以杀儿。王翦以六
十万人取荆，此一拔取齿之道也。”意思是说，善
于用兵的人，击破敌国，应该像小孩子坏了牙齿
一样，用渐渐摇动然后拔取的方法，这样虽然会
痛可是能够承受，如果不渐渐地拔，而是一下拔
取牙齿，那么拔取牙齿的疼痛有如杀了那个小
孩那么疼。王翦用六十万大军破楚，用的就是
一下就把牙拔掉的方法。苏东坡的比喻很有道
理，王翦打仗，很少进行正面对抗，让自己每天
都陷入打打杀杀之中，因为这种战法即使取胜，
也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总是以静制
动，在静中积蓄力量，在静中耐心寻找敌人的漏
洞，然后不动则已，一击必中。
《孙子兵法》中把为将的标准称为“五德”，

即“智、信、仁、勇、严”，其中把“智”放在五德之
首。善于用智的王翦成为“战国四大名将”中战
绩最为辉煌，又最为长寿的将军。用静水流深
形容王翦最恰当不过，他平静的外表下，其实蕴
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

陆游存世诗九千余首，词一百余首，文集
《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多部，是
历史上丰产的作家之一。他的诗歌量多质高，
成就彪炳史册，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
首。同朝宰相周必大称他“小李白”。陆游诗
风，既有李白的豪放，亦有杜甫的深沉，还不乏
白居易的质朴流畅。

陆游师承江西派诗人曾几，但早已跳出江
西诗派的教条和窠臼，不事雕琢，不求奇险，主
张和践行“工夫在诗外”，形成“丰腴”“俊逸”
“沉郁”“豪放”的独特风格。尤其他关注国家
大事，心系民族兴亡，以诗歌为武器，用生命去
呐喊，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对偏安苟且
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充满了高亢的爱国
主义激情，不仅震惊了当时，而且鼓舞了后世，
影响极为深远。

（一）
陆游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四

十五岁以前，大多在读经、学诗、科考、基层任
职；二是自四十五岁受任通判夔州军州事，入川
陕九年，后奉旨东归，任职于政府或地方至六十
五岁；三是六十五岁罢朝议大夫、礼部郎中归
里，至八十五岁，闲居故乡二十年后仙逝。

陆游1125年生于越州山阴县（今浙江绍兴）
一个士大夫家庭。正是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
水间的金国灭亡辽国后，乘势挥师南下，入侵北
宋。陆游既出生于国破之时，又出身于富有爱
国思想的官宦世家，深切感受到了离乱之苦和
亡国之痛，兼之父祖皆为主战派人士，平生志行
对陆游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陆游的心田
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陆游从小聪慧过人，十二岁即能诗善文，并
以祖上功德“荫补”登仕郎一职，从此步入仕
途。1153年，陆游到临安参加科考，在两浙转运
司锁厅试中被拔擢为第一名，翌年礼部复试亦
名列前茅。由于共同参加这次考试的有秦桧之
孙秦埙，为让秦埙状元及第，秦桧越权干预，陆
游被以“喜论恢复”为由黜落。直到八年之后，
刚刚继位、力图北伐的宋孝宗在亲自召见后，才
赐他进士出身。这一年，陆游已经三十八岁了。

中年以前，陆游习“诗”为常，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但欲工藻绘”，其诗相对浅近直白。但目
睹金人的铁蹄踏破山河，中原沦陷，老百姓处
于外族蹂躏的痛苦之中，他悲从中来，故多有
忧国忧民、盼望恢复之作。如《夜读兵书》：“孤
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
前驱……”表达的是一种要学好本领为国家民
族雪耻的志向。

又如《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白发将军亦
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

宁知一日回。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
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1161
年，金兵再度南侵，虞允文指挥宋军在长江采石
矶大败金兵，后金兵撤退，宋军一度收复西京洛
阳，陆游闻报，欣然赋诗，掩饰不住一种“驿路梨
花处处开”的单纯的欢喜。

（二）
陆游晚年曾有“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骄傲，

不过，纵观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生活经历，会发
现他的志向从来就不仅仅是做一位诗人，他写
过很多“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荐文章，
颇恨非素志”这样的诗句，表达不想寻章摘句、
切盼经世济国的理想。

陆游坎坷一生，壮志难酬，但无论在哪一年
龄阶段，北伐中原、恢复故土始终是他口中笔头
壮怀激烈的主旋律，是他最突出、最集中、最坚
定的诉求，他用大量“从戎”“拥马横戈”“慷慨欲
忘身”“手枭逆贼清旧京”“上马击狂胡，下马草
军书”之语，彰显投身战场，亲身救国、卫国、完
成九州统一大业的决心。

陆游不仅诗中彰显，更身体力行。1169年
冬，陆游入川陕，一待就是九年，漫长岁月里，陆
游无时不在盼望着王师北伐，“但忧死无闻，功
不挂青史”成了他永远解不开的心结。他等待

着朝廷挥师北进的冲锋号，渴望着杀敌沙场，以
身许国。他任职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时，中
梁山下、武侯祠前、韩信拜将坛上，都留下了他
跃马射猎、舞剑图强的身影。宋金对峙的西北
最前线仙人原、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广元道上的
飞石铺，都留下了他侦察敌情的足迹。那跃跃
欲试的激情，那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慷慨，曾在
他的诗文中留下许多清晰的印记。

只是，朝廷对金一再退让，不断通过割地、
赔款、称臣乞和，苟延残喘，屈辱地维持着半壁
江山。1176年春夏间，时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司
参议官的陆游，接到了朝廷改任他为嘉州知州
的任命，然而就在他从成都准备动身赴任之
际，又突然接到了免官的通知。原来，任命发
出后，朝中随即有人以“燕饮颓放”弹劾他，陆
游因此被罢现职，改为台州桐柏山崇道观主
管，即一个并无职事、居家领俸的“祠禄官”，将
他投闲置散了。

这无异于放逐。作为一个已经五十二岁、
半生以北伐统一为己任的士大夫，这种放逐是
对他理想信念的否定，是对他执着一生爱国热
情的否定，陆游感觉这是奇耻大辱，因而忧愤难
当，大病一场。身体刚有起色，他便挣扎起来，
伏案赋诗《病起书怀》曰：“病骨支离纱帽宽，孤
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

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
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陆游在诗中发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
犹须待阖棺”的誓言，与他最初的坚持一样，管
他人言籍籍，我自以诸葛丞相为榜样，继续用微
弱之声、绵薄之力贡献于抗金大业，百折不挠。

（三）
陆游入仕二十余年，与宋孝宗秉政当国时

间大体相当。孝宗起初也是一个有志于恢复的
主战皇帝，他接受高宗禅位不久即发动了“隆兴
北伐”，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信心尽失，一味偏
安。这种转变，也造成了陆游与孝宗在政治主
张上的君臣不协、凿枘不投，于北山所撰《陆游
年谱》中，便有多处周必大等大臣推荐陆游升职
而被孝宗否决的记载。

在士气不振的时代，皇帝的态度往往是言
官的风向。1189年，谏议大夫何澹望风承旨，以
“嘲咏风月”为名弹劾陆游，陆游被罢去一切官
职，回到故乡卜居镜湖边上的三山村。此后二
十年，陆游除曾入都修史一年外，其余时间大都
流连在故乡的湖光山色、阡陌田园间，过着无拘
无束的生活。陆游晚年，笔锋尤健，诗歌展现出
质朴、细腻、生动的特色，表面自然平和，意味却
绵长隽永。

陆游对内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外主
张抗金驱虏，恢复中原，这种主张至死不渝。他
晚年创作的数千首诗歌中，亦大量体现出鲜明
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陆游擅长在凡俗的农
村生活题材诗歌中，无斧凿痕地表达自己的爱
国思想，随手拈来，天衣无缝，体现出高超的技
巧。如《题幽居壁》中的：“莫谓躬耕便无事，百
年京洛尚丘墟。”又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
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田园诗中揉进爱国情怀，这种形式在陆游
晚年的诗歌中颇多，但在前人的诗中却鲜见。
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的评说——爱国
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
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
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勾起
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
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
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
找不到的。

1210年，陆游去世，临终赋《示儿》曰：“死去
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最后的呐喊，语
语沉痛，字字辛酸，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
情怀。尽管频受打击，蹭蹬一生，但他的爱国之
志从未稍减，荣枯无损，历久弥坚，他那风格豪
放、气魄恢宏的爱国诗篇，也不断鼓舞着后人。

“戛然而止”这个成语常常被人误写

成“嘎然而止”，根本原因在于既不知道

“戛”字的读音，也不懂得“戛”字到底是

什么意思。

“戛”的读音为jiá，从小篆字形来

看，上“首”下“戈”，显然指斩首之戈。《说

文解字》：“戛，戟也。”不过戈和戟还是有

区别的：戈是平头的，刃向下，可横击，亦

可钩杀，但是不能刺；戟则是戈和矛的合

体，在戈的头部再加装一个矛尖，用于刺

击。戟的实用性比戈强，因此逐渐取代

了戈，成为古代战争中士兵的主要武器。

东汉学者张衡《东京赋》中有“立戈

迆戛”之句。戈较短，因此可以立在战车

上，此之谓“立戈”；“迆”是斜倚之意，戛

比戈长，因此要斜倚在战车上，此之谓

“迆戛”。由此看来，斩首之戈的“戛”的

形制很像长矛或戟。

“戛”既是戈，当然可以敲打，因此

“戛”有敲击之意；而两戈相击，撼人心

魄，于是用“戛戛”来比喻诗文的生造或

创新。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形容

钱澧的五言诗“风连巫峡动，烟入洞庭

宽”和七言诗“门接山光来异县，墙分花

气与芳邻”，“皆戛戛独造”，纪晓岚在《阅

微草堂笔记》中称赞高冠瀛的文章“喜戛

戛生造，硬语盘空”，都是这个意思。

与“戛戛”的造词方式相似，两戈相

击，突然停止，即成语“戛然而止”，形容声

音被打断而突然终止。清代文学家李绿

园所著《歧路灯》第十回《谭忠弼觐君北

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描写戏正唱得热闹

时，戏台上突然出现三只小狗到处乱跑，

“原来是戏班子里养的金丝哈巴狗。那看

戏的轰然一笑，几乎屋瓦皆震。忽的锣鼓

戛然而止，戏已煞却”。锣鼓声恰似击戈

之声，戛然而止，真是形容得绝妙。

陆游
位卑未敢忘忧国

晏建怀

“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这四句话，是古代启蒙读物《千字文》里描述的

“战国四大名将”，分别是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其中王翦是秦时频阳（今陕西富平）东乡人，史

书中说他“少而好兵”“始皇师之”，是个从小就喜欢研究兵法、秦王嬴政都把他奉为老师的大军事

家。王翦为将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智不重力，在他看来，打仗绝对是个脑力活儿。

深谋远虑
以智破力

王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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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然而止”的“戛”
是一种兵器

许晖

翦王 翦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