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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妙语退秦师

公元前630年，郑国因两段旧怨得罪了
晋国，晋文公联合秦穆公发起围剿、攻郑之
势。年逾七旬的郑国“三朝老臣”烛之武临
危受命，在强弱对峙的战争边缘态势下，挺
身而出，妙语退秦师，处于弱势的郑国得以
转危为安。

彼时，烛之武抓住秦、晋发动战争的原
因是“无礼于晋，且贰于楚”，只身去游说秦
穆公：“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
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
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
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
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
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
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
唯君图之。”短短几句话，就劝退秦师，化解
了郑国的战争危险。

剖析烛之武曲折委婉、跌宕开阖的“外
交辞令”，可以发现，他主要是通过五个步
骤，表达了五层意思。
一是“投之以诚”，采取欲扬先抑、以退

为进的策略，坦言郑国“知亡”，示弱而避其
锐气，满足强敌的骄横心理，为说服秦穆公
奠定了基础。二是“说之以理”，解释“亡郑”
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无利，通过权衡利害，
达到动摇秦穆公的目的。三是“诱之以利”，
采取换位思考，替秦着想，以利相诱，从正面
说明“舍郑”对秦穆公有益无害。四是“附之
以据”，引史为例，阐述晋国不可信，以此挑
拨秦晋，拉拢秦穆公。五是“申之以患”，依
托推测，极言晋国贪得无厌，未来势将威胁
秦国安危，借此离间，瓦解敌方盟约。

烛之武不卑不亢，有胆有谋，其“外交
辞令”含蓄而畅达，文约而意丰，辞婉而理
骋，谦恭而有理，富于穿透力和震撼力，秦
穆公最终豁然开朗，与郑国结盟，并撤军
而去。烛之武精彩绝伦的“外交辞令”，不
仅收到了挽救郑国危亡、化干戈为玉帛的
成效，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口才和智慧，而
且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让后人感受到在
复杂局势中，“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
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语言魅力。

吕相词锋犀利绝秦书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既是近邻，又有婚
约，交往频繁，但是彼此关系非常微妙，因

为政治利益，有时友好热络，有时兵戎相
见。其中，吕相使秦致书，是春秋时期诸侯
之间颇为精彩的外交活动。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即位后，与秦桓
公商议在令狐会盟，双方派出大臣签订合
约。但是，秦桓公担心晋国强大了会撕毁
盟约，于是联络晋国北方的白狄部落攻打
晋国。

公元前578年三月，秦晋相互猜忌，彻
底交恶。晋厉公召集中原齐、鲁、宋、卫、
郑、曹、邾、滕等国国君，朝拜天子周简王，
述说秦国无故背盟、联合狄人偷袭晋国，请
周天子主持公道。四月，晋厉公派遣外交
大夫吕相以“主使”之名，携带精心准备的
“绝交书”出使秦国，陈述意见，提出抗议，
指责秦国的不义之举。五月，秦桓公宣布
和晋国断绝盟约后，晋厉公率军出征，指挥
诸侯军队攻打秦国，秦晋之好从此变成了
秦晋绝交。

吕相又名魏相，是晋国大将魏锜之子，
擅长外交。《吕相绝秦》上溯源流，下及当
世，以犀利无比、无懈可击的逻辑词语，从
秦晋交好说起，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
献、惠、文、襄、景五君的往事，以盟誓明确
两国关系，用婚姻加深两国感情。再到两
国关系越来越差，秦国撕毁盟约，联合白狄
部落攻打晋国，引发争端。吕相避重就轻，
谴责秦国“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把两国从
姻亲之国变成反目成仇的死敌的原因，以
及数十年来发生的龃龉和战争，都归咎于
秦国的背信弃义、不守信用，为晋国伐秦、
消除伐秦行动背后的道义隐患，找到了冠
冕堂皇的借口：“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诸侯退矣。”《吕相绝秦》全篇未说
绝交二字，但处处有绝交之意。而秦人在
听了吕相强词夺理的外交辞令后，怒不可
遏，但又不得不佩服和赞叹吕相的机智、才
华、文采与口才。
《吕相绝秦》结构严整、步步紧逼，彬彬

有礼、刚柔相济，词锋犀利、委婉谦恭，兵戎
相见之际不失温文尔雅之态。虽然言语中
真假掺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文曲笔，文
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的先河，
《吕相绝秦》也因此被视为后世的檄文之
祖。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即誉之为：
“吕相绝秦书，虽诬秦，然文字自佳。”

曹操挟天子下战书

三国时期，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下战书
给孙权：“孤近承帝命，奉辞伐罪。旄麾南
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

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
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
观望，速赐回音。”《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江表传”则记载为：“近者奉辞伐罪，旄麾
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
将军会猎于吴。”

曹操在战书中，先是表明自己拥有得
天独厚的政治优势：我是奉皇帝的命令前
往讨伐有罪之人，即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
令诸侯”，一开始就直接将对方置于政治的
对立面。接着，表明自己拥有无可匹敌的
军事优势：因为双方实力悬殊，我们的战旗
刚指向南方，刘琮就把自己捆起来投降了，
荆襄百姓也纷纷归顺，从侧面给予孙权强
大的军事威慑。随后，表明自己统兵作战
的实力：率领百万大军奔袭而至，欲与孙将
军在你老家东吴打猎玩玩。最后，进行政
治诱惑：向孙权示好，许以优厚条件，提出
了连孙伐刘、平分战果、永结同盟的外交意
见。而所谓“共伐刘备”，实质上暗指并吞
东吴的政治意图；所谓“会猎于江夏”，亦意
在吞并东吴。

寥寥几十个字，既无嚣张气焰，也无威
胁恐吓，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然而
字字惊心动魄，以致东吴君臣接到战书
后，“莫不响震失色”，让人感到狂风暴雨
似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曹操
的“外交辞令”，词锋犀利，暗藏锋芒，分析
其含义或潜台词，内涵丰富而又威慑霸道，
令人不寒而栗。

周恩来睿智巧妙答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
视角注视着新生的共和国。

有一次，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介绍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对外方针
政策后，周恩来总理开始回答各国记者提
问。一位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
有多少资金？”言下之意是中国太贫穷了，语
气中满是讥讽。面对这一充满恶意的提问，
周总理严肃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
金嘛，有18元8角8分。”听到总理的回答，全
场愕然，鸦雀无声。周总理随后从容地解释
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
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
分的十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
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做
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
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
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经久不

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
来总理的巧妙回答而深感折服。

1960年4月下旬，为解决中印边界问
题，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
印方提出了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
候成为中国领土的？”周总理回答：“西藏自
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
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
却说：“时间太短了。”周总理义正词严地驳
斥道：“中国的元代距离现在已有700来年
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
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
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700来年与100多年哪
个历史长？”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
多年”的数字比较，以雄辩的事实驳得印方
哑口无言，尴尬至极。

这两则故事充分表现了周恩来总理作
为杰出外交家的政治智慧和儒雅风度，精
妙的回答更体现了他个人的卓越才华，以
及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高度自信。

新中国严厉警告入侵者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代陈汤这
一慷慨激昂的外交辞令，体现了泱泱大国
的襟怀、风范，以及刚柔相济的精神内核，
震古烁今，传颂千年。与之不分伯仲的外
交辞令“勿谓言之不预”一语，同样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

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
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向侵入“麦
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发出严厉警告：“中
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土任意被印度
侵占，决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人员惨遭杀
害！是可忍，孰不可忍！”结尾处更是点明：
“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
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同年10月
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印自卫反击
战，我驻边部队历时一个月全歼入侵印军，
并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九十余个
据点，结束了中印边境冲突。
“勿谓言之不预”意思是说，现在把话

说在前面，以后不要说没有跟你事先讲过，
出了事情你别后悔。此语内涵丰富，警告
意味浓，震慑性强，通常在“关键时刻”表达
本方最后态度，提醒对方三思而后行，可视
为“最后通牒”。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
部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曾数次使用“勿
谓言之不预”的外交辞令，充分显示中国政
府“不挑事，也不怕事”的外交底色，以及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外交策略。

古时，人们在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猎
取野兽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愿来年五谷丰
登、家人安泰，这一活动称为“腊祭”。南北
朝时，农历十二月初八被定为“腊日”，后民
间称此日为“腊八节”。到了宋代，逐渐形
成了在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

清代时，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普及
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帝都北京，无论是皇
家，还是普通百姓，人们更加重视腊八节，
且讲究更多。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清代诗
人、后来成为一代名吏的张问陶来到北京
参加顺天府乡试，这一年的腊八节他是在
京城度过的。喝了北京城的腊八粥，张问
陶感慨颇多，于是写了《腊八日》一诗：“去
岁还家逢腊日，今年腊日远思家。兄酬弟
劝情如昨，物换星移事可嗟。旅食一瓯怜
佛粥，乡心万里入梅花。长宵归梦分明极，
社酒村灯笑语哗。”去年的腊八节，诗人从
成都返回老家遂宁，与家人一起喝腊八粥
的情景依稀在眼前，今年他却远在京城，不
能回去。喝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欣赏着
京城冬日的梅花，还是忍不住思念自己的
家乡，想念与家人团聚的欢乐场景。

当时，腊八粥不仅是腊八节的象征，更
是京城的一道美食。过腊八节，即便是老
百姓煮腊八粥也是很有讲究的，稍有条件
的家庭，做腊八粥的用料更是精到。

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
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
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
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
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
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伤
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
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
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
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可以想见，刚刚踏进腊月门，老北京
的家庭主妇们就迫不及待地忙碌起来，开
始东奔西走“买粥果”。一般的平民百姓
腊八粥仅是杂豆粥加点枣子而已，准备起
来自然简单；而条件好的人家会大量购买
粮豆和干果，粮米包括糯米、红米、大米、

小米、黄米、白米、玉米和高粱米等；豆类
则细分为绿豆、红豆、黄豆、扁豆、芸豆和
豌豆；干果有红枣、栗子、桃仁、松子、榛
子、白果以及花生、莲子、桂圆和百合干
等；还要准备撒在粥面上的青红丝、糖桂
花和甜枣泥等。

熬腊八粥的程序和操作也是不简单
的：先要把各种豆米筛拣干净，果料分门别
类准备好，清洗干净后该切丝的切丝，该切
条的切条。接下来的熬煮更是一场硬仗，
前一天夜里就得熬起来，有条件的还要用
玉泉山的泉水来煮。放入粮豆后，开始煮
粥，硬火打头，小火跟后，慢熬细煮，然后按
顺序放入各种果料，继续煮。几个小时后
腊八粥煮好了，香气扑鼻，甚至街巷胡同里
都飘着腊八粥的香味。

按京城的习俗，第一锅粥要用来敬佛、
祭祖，第二锅粥一家人食用，第三锅用来赠
送亲友。所以，那时的腊月初八早晨，老北
京的大街小巷、胡同坊道，人来人往的送粥

人把腊八粥的香气带得很远很远。
生活在郊区的人们，还会把晾凉的腊八

粥抹在院中的果树上，祈盼果树年年丰收；
把粥喂给饲养的家禽，寓意六畜兴旺；有的
地方，还流行储存腊八粥，吃到祭灶那天，甚
者吃到春节或二月二，祈愿年年有余。
由于贫富差距，那时有“富户一锅米，贫

家半年银”的说法。做不起或者懒得做腊八
粥的人们，只能到附近寺庙粥厂中去喝舍
粥，这种腊八粥往往是略有几个枣子罢了，
也算聊以自慰，勉强过了一个腊八节。

说起舍粥，在雍和宫、广化寺以及一些
老字号商铺里，会在这天举办施粥活动，为
了喝上这些地方的腊八粥，人们早早地来
排队，有的人认为抢到第一碗粥，可以博得
新年好彩头。

清代诗人李福的《腊八粥》一诗，其中
写道：“吾家住城南，饥民两寺集。男女叫
号喧，老少街衢塞。”两寺指的是开元寺和
瑞光寺，由此可见清代腊八节寺庙施粥是

非常普遍的现象。
明清时期，老北京寺庙众多，大都要举

办类似活动。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
岁纪》记载：十二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
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一些佛寺以及王
府家煮的腊八粥很有讲究，还有“摆粥”的
习俗，摆出各式各样的图形，有的用枣泥、
豆沙、山药、山楂糕等捏成老寿星、八仙、罗
汉等形状，摆放供佛并馈赠亲友，有的王府
甚至以此相互攀比争巧。

腊八这天，清廷也有赐粥舍粥的习
俗。清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将雍亲王
府改称雍和宫，每逢腊八节这里会用大锅
煮腊八粥。

雍和宫煮腊八粥可不是小事情，腊月
初一就动手，开始搭棚垒灶，最多时支起六
口大锅，锅宽两米深一米五。然后是备料，
包括米豆干果等，还要贮备大量木柴。据
《旧京风俗志》记载：皇家御用腊八粥不仅
含有各种米豆，而且要放入奶油和大量的
莲子、桂圆、五仁以及各种果脯。

腊月初七开始泡豆米，雍和宫煮腊八
粥用的都是玉泉山的泉水，每锅要依序倒
入各种米、杂豆、干果等，之后由雍和宫的
喇嘛负责烧煮，要不断加火，一直熬到腊月
初八拂晓。其间，宫廷还要“特派大臣监
视，以昭诚敬”。

雍和宫的腊八粥煮好后，第一锅也是
敬神敬佛敬祖先，第二锅进献皇帝，第三锅
赏赐王公，第四锅送给宠臣，第五锅雍和宫
内僧侣自食，第六锅舍济给贫苦百姓。其
中，送给王公大臣的腊八粥，是装入特制的
青花瓷罐内，由太监分送给各王府大臣，名
曰“赐粥”。王公大臣们先要把粥供奉于中
堂，举家依序叩头谢恩，然后才能分着喝
了。各王府这天也要煮八宝粥，经过精心
装饰后，呈送到皇宫，也会馈赠给亲戚，但
必须在当天上午送完。

在腊八节熬煮腊八粥的习俗，已经深
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无论岁月
如何变迁，它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每
到腊八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们大都会熬
上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与家人一起享
用这碗传承千年的美食。

腊 祭

“腊”本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一种祭礼。《礼记》等文献里有记

载，腊祭是年终岁末的一次“合聚万物而索飨”的报功酬神大祭。

远古神农氏部落首领腊祭时的唱词曰：“土反其宅，水归其

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到了周代时期，又出现了“腊舞”

驱傩，也叫“傩舞”。《周礼》记载，每逢腊祭周人要举行行傩的仪

式，也就是以原始巫舞的形式举行驱疫逐鬼的仪式。《吕氏春秋·

季冬》记载，“命有司大傩”，高诱对此注曰：“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

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清代乾隆皇帝在一首《驱傩行》诗中，形象地记录了古代的行

傩活动：“岁聿云暮晷渐长，郁仪驭日行北方。大傩逐疫掌方相，

蒙熊涂面朱衣裳……”南宋遗留下来的《大傩图》，画上共有12

人，他们都穿着奇异的服装，头戴各式帽子，插着花枝，手中拿着

鼓、铃、扇、帚等各种器物，形象地描绘了古时大傩情形。

自先秦以来，岁末的腊祭世代相沿。宋代戴复古的《除夜》

一诗详尽叙述了人们除尘秽、洁屋宇，备好供品、焚香烧纸、祭奠

祖宗、感谢天地恩赐的一系列活动。诗曰：“扫除茅舍涤尘嚣，一

炷清香拜九霄。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生盆火烈

轰鸣竹，守岁筵开听颂椒。野客预知农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

腊 猎

由于古代腊祭习俗以“肉祭”为主，因此，“腊猎”成为腊月的

重要活动之一。

古人一到腊月就要围猎，然后将捕获的禽兽作为“牺牲”进

行各种祭祀活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腊者，猎也，因

猎取兽以祭先祖。或曰：腊，接也，新故交接，故有腊大祭以报功

也。”由此可以看出，“腊”也有打猎的一层意思，用打来的野兽进

行祭祀，祭祖先，祭百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一诗，生动记录

了古人涉猎祭祀的传统习俗：“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

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

上山腰……”每年的腊八节，是莫徭山区人们集中捕猎的日子。

这时村子中的男人都要去山上围猎，地下有猎犬跑，天上有猎鹰

飞，狩猎的莫徭人把山道口封住，挥着大旗，敲打着锣鼓，围猎的

喊声回荡在山间，捕猎场面热闹非凡。

腊 肉

关于腊肉，早在《周易》与《周礼》等著作中就有“肉甫”和“腊

味”的记载。

当时还有一个专门的官职叫“腊人”，掌腌制干肉，《周礼》天

官之属。《周礼·天官》记载，“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膴胖

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荐脯、膴胖，凡腊物。宾客、丧纪，共其脯

腊，凡干肉之事。”而把鱼、肉、鸡、鸭等腌制后风干或熏干存放，

叫做“腌腊”。

古人用于“腌腊”的腊味很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

的，古人均可以“腊”之。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脯腊》中介绍

得非常详细：“用鹅、雁、鸡、鸭、鸧、鸨、凫、雉、兔、鸽、鹑、生鱼，皆

得作……亦名‘瘃腊’。”不只这些，还有一些凶猛的野兽也被猎取

来“腊”之。苏轼的《和子由除日见寄》一诗中就有“秦烹惟羊羹，

陇馔有熊腊”的句子，也就是腊猎制作熊肉干备馔。而对于挖洞

盗粮的鼠辈，古人也没有放过，明代的朱灏在《逃暑赋》一文中就

有记载，“知东方不可託兮，餐北方之鼠腊”。

如今，腊猎的习俗几乎已经消失，但腌制腊肉的习俗依然盛

行，尤其是南方一些地区，往往还没进腊月门，家家户户的院子

里或阳台上就已经挂满了腊肉、腊肠、腊鱼、腊鸡、腊鸭等，处处

充满浓浓的腊味和烟火气。

腊 八 粥

“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糁人。用

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清代诗人李福的《腊八粥》一诗，记

录了腊八粥的来源、做法以及用于斋供等细节。

相传腊八节源于佛教，僧侣以五谷、果实煮成腊八粥，赠送

给门徒。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

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这一习俗逐渐传到

民间，百姓都用杂粮做腊八粥，以祭祀五谷之神，保佑来年家家

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至此，腊祭不仅是肉祭，民间还有了

粥祭，后来民间就有了腊日喝腊八粥的习俗。

腊 忙

腊序之际，天寒地冻，人们理应躲在室内取暖过闲冬，而事

实却是都在忙“腊”，忙什么？原来这“腊”连接起的是一串节日、

一串民俗，所以古人也围绕“腊”字而忙——佛家忙“腊八会”，道

家忙“腊修”，皇家忙“腊赐”，富家忙“藏腊冰”，酒家忙“酿腊酒”，

茶家忙“腊茶”，医家忙“腊药”，更多的是民间人家忙“熏腊味”、

“泡腊八蒜”、“做腊豆腐”、“赶腊市”、办年货、蒸年糕……直至忙

到除夕鞭炮齐鸣过大年。

“草木向阴犹带雪，风光近腊已如春”，这承载着祭祀意义的

“腊”，就像腊月的一株株蜡梅，链接起一串串腊俗的花朵，在人

间最冷的时段，散发腊味的芳香，让人们心里充满如春的暖意，

欣然迎接万紫千红的春天。

品字
读诗
说腊俗

字子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字，人们常说一
个汉字一幅画，而说起“腊”字，它不仅如画，还连接起
了一串串节日、一串串民俗，可以算是一部传统民俗文
化史。现代汉语里的“腊”字，是古代的“臘”和“腊”的
合用简化字，它承担着两个字的双项含义，合意为干肉
和腌制的肉。古人用“腊”祭祀叫“腊祭”，腊祭是农历
十二月举行的，故称十二月为“腊月”，“腊”也因此演变
出寒冬腊月里一串热闹有趣的腊俗。外交辞令是指国与国在一些重要交往场合中，所使用的应对得体的言词、话语，是体现一国的对外政策、捍卫国家利益

的工具。外交辞令讲究委婉含蓄、彬彬有礼，言近旨远、辞浅义深，刚柔相济、恪守立场，充满机智与风度。古往今来，一些经

典的外交辞令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击节称叹。

外交辞令中的政治智慧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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