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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戲之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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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廉頗和藺相如的事跡大家想必耳熟能
詳，畢竟司馬遷《史記》裏的《廉頗藺相如列傳》作
為考試範文多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有讀過。不過，大
家在歌頌這兩人的同時，有沒有想過，當時的趙國是
處於什麼形勢之中呢？而範文最後一句「卒相與驩，
為刎頸之交」之後，兩人的下場又是怎樣呢？今天就
跟大家把這兩人的故事補充完整。
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先寫完璧歸趙，
再寫負荊請罪，根據考證，這些事約發生在公元前
279年。接下來的數年，兩人分別統兵征戰，配合同
時期的趙國名將趙奢，攻齊、伐魏、破秦，一時間趙
國國力大漲。
好景不常，幾年之後，趙惠文王卒，趙孝成王繼
位，秦國出兵趙國，與趙軍在長平對峙。這時候，趙
奢已經病死，藺相如病重不能領兵，趙王派出廉頗領
軍。在廉頗的指揮下，趙軍堅守陣地，使秦軍無從入
手。不久後，秦國在趙國散播流言，令趙王陣前換
將，而這時藺相如尚在人間，史載他曾勸過趙王，只
是趙王不聽，此後史書再無關於他的記載，推斷是在
此之後不久病死。
長平之戰最終以趙括慘敗告終，秦將白起將40萬

趙軍全部擊殺後，率軍包圍趙國首都邯鄲一年有多，
最後全靠楚、魏等諸侯聯手出兵，趙國才免於滅亡。
這邊廂秦軍剛退，那邊廂燕國就跑來落井下石，想趁
趙國元氣大傷時攻打邊境，結果被廉頗率兵擊敗，反
而要割5座城給趙國求和。
公元前245年，趙孝成王卒，由兒子趙悼襄王繼
位，任命從燕國投降的樂乘取代廉頗，惹得廉頗大
怒，率兵攻擊樂乘後逃亡到魏國首都大梁。廉頗客居
魏國期間，趙國面對秦國攻勢時愈見吃力，趙悼襄王
派出使者想請他回趙，但使者卻被他的仇人郭開所收
買，結果使者向趙王報告時，形容他︰「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意思是廉
頗食量還不錯，但吃一頓飯就拉了三次屎，不中用
了，所以趙王就放棄了重新任用他的打算。廉頗在魏
國不被信任，趙國又不起用他，剛好楚國派人來招
攬，於是就順勢到楚國統兵，最終死於壽春。
司馬遷在寫《廉頗藺相如列傳》時，其實是借這幾
位趙國重臣來記錄趙國從盛至衰的過程，廉頗、藺相
如、趙奢等人年富力強時，趙國國勢鼎盛，外交和軍
事上都不輸秦國，後來趙奢、藺相如依次離世，廉頗
被棄用，趙國國力也急速衰弱。在廉頗傳之後，司馬
遷其實還附有李牧傳，即是李華《弔古戰場文》中提
到的趙國後期名將，在廉頗出走後接掌趙國兵權，而
李牧最終也死於中了秦國反間計的趙王之手，再一次
自毀長城的趙國，最終在公元前228年為秦國所滅。

趙有名臣能抗秦 棄用宿將終滅國

注重道德教化 失效才用刑罰
鬆讀中史

隔星期五見報

輕

史今昔歷
逢星期五見報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星期五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星期二 星期三 ．百科啟智STEM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四

北疆無敵戰神 原非趙宋舊將
享歷史FUN

逢星期五見報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趣學英文 ．知史知天下

■葉德平博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現職高級講師。著作甚豐，除作品散見於各大報刊。近著有《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歷史》、《小學生．古詩遊》等。）

中國是有着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而作為治
國重要工具之一的法律制度，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出
現了。「法制」一詞，古已有之。《禮記．月令》
記載：「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
權王朝國家開始，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帝
國主義打開天朝大門以前，中華民族的歷史沒有受
到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出現斷層，因此法制的歷史也
是非常完整的。從最早的《法經》（作者李悝，成
書於戰國初年的魏國），直到最後一部法典《大清
律例》，其發展沿革和內在聯繫十分清楚，尤其富
有民族特色，自成體系，獨樹一幟，稱為「中華法
系」。而在世界法制發展史上，有五大「法系」，
分別是：中華法系、印度法系、羅馬法系（大陸
法）、阿拉伯法系、英國法系（普通法）。

清末曾推法律改革
中華法系不僅中原王朝沿襲了二千多年，對鄰近

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古代法律體系，亦有相
當的影響。只是到了1840年以後，西方帝國主義
列強用炮火轟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西方社會的
法律思想才開始輸入。1900年義和團庚子事變後，
清朝政府迫於國內外的政治形勢，推行政制改革，

派著名法制學者兼刑部官員沈家本和出身香港並考
獲英國律師資格的伍廷芳改革《大清律例》，並參
考羅馬與英國等法律體系，最後於光緒三十四年
（1908年）頒布《大清現行律例》（包括：新刑
律、民商律以及其他一些法律）。然而法律改革還
沒有來得及全面推行，清王朝已經被推翻，於是中
華法系的獨特性質也就由此而喪失。

儒家倫理道德治國
如果說外國的某些法系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如：阿拉伯法系以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為主要法
典，那麼中華法系可以說受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深
刻影響。自漢朝開始，統治者漸漸從治國過程中明
白到，道德教化可以讓百姓知道「該否」，而法律
則僅說明「可否」，即是「道德教化」能在更高層
次防範罪惡的出現。於是從漢朝開始，歷朝統治者
一脈相承地推行「德主刑輔」的政策。也就是注重
用儒家倫理道德，教化天下，使百姓安分守己不要
觸犯法律。如果收不到效果，才動用刑罰，懲治敢
於反抗朝廷秩序的人。德和刑這兩手一者防於前，
一者治於後，各有其適用的範圍，互相補充，互相
滲透。從此，「德主刑輔」這概念，便成為中華法
系的核心所在。 ■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天使的散步道」、「摩西分海」，連島沙洲擁
有不少浪漫的名字。想看連島沙洲，不一定要去外
國，西貢的橋咀洲也有一個。
「連島沙洲」是地質學的名詞，是指一種由沉積
作用形成的地形，相連着島嶼，有時會隨大海的漲
退潮而出現或淹沒，不少人沒有看清楚潮汐時間就
來到橋咀洲，結果就是看得到，但是行不到。
每日潮汐的時間都不同，根據香港地質公園的資
料，當潮水退到大約 1.4 米以
下，沙路就有機會呈現於大家眼
前，連接橋咀洲和橋頭島。潮汐
漲退與月球和太陽的引力有關，
但因為距離的關係，地球上的潮
汐主要受月球的影響較大，月球
的引力會將地球的水拉平，形成
兩處水位高漲的情況，於是就出
現了漲潮。在另外兩側的地方，
就會出現退潮。
潮汐漲退在不同日子亦有明顯
變化，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左
右，太陽、月球和地球連為一直
線，水位會升得特別高和降得特
別低，我們稱之為大潮。而當太
陽、月球和地球成一直角，它們

加起來對地球的引力會比較小，海水的升降相對亦
較小，這個情況是小潮。
地球每日自轉一圈，所以通常每日都會有兩次漲

潮和退潮，視乎地點和日子，有時漲潮和退潮間可
以相差達到2米左右。天文台潮汐表詳細列出香港
12個地點的每日最高及最低潮位。除了去連島沙洲
之外，這些資料對船務公司及水上活動愛好者也很
有用。
香港還有很多美麗的風景，連島沙洲也不止一

個，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自己去發掘一下。不
過，如果大家想去這些地方遊玩前，要先留意當日
潮汐漲退的時間，而玩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離開岸
邊太遠，及最重要是注意安全。

連島沙洲
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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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稱為「中華法系」，影響東亞一帶的古代法律體系。圖為河南內鄉縣衙。 資料圖片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
《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
請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連島沙洲」會隨大海的漲退潮而出現或淹沒。 視頻截圖

說到宋代「家將」，相信除了「岳家
將」以外，最多人談論的，一定是「楊家
將」。「楊家將」是北宋初年戍守北疆、
抗禦遼人的著名軍事家族。它的故事自北
宋中葉始，已經廣泛流傳，時至今日，仍
是電影、電視的重要題材。而「楊家將」
的始領，就是眾所周知的楊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宋太祖

開寶元年）繼業本名重貴，姓楊氏」，後
獲北漢世祖賜以姓名，故楊業別名為劉繼
業。楊業自幼已有為將立功之志。有一
次，少年楊業外出狩獵，收穫頗豐，於是
意氣風發地對隨從說：「我將來做了將帥
之後，用兵打仗，就好像現在打獵時，用
獵鷹獵犬追逐野雞兔子一樣，手到拿
來。」這一句「童言」，相信是沒有人在
意，殊不知在往後數年，竟一語成讖。
《宋史．列傳第三十一．楊業傳》記：

「（楊業）弱冠事劉崇，為保衛指揮
使」。「弱冠」，即二十歲左右，以今日
的說法是剛剛成年了。青年楊業擔任如此
要位，不單沒有「怯場」，反而格外興
奮。據《宋史》載，楊業以驍勇善戰聞名
於世。後來，更因為屢立戰功，累積遷升
至建雄軍節度使。所謂英雄出少年，楊業
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以北
漢國人都稱呼他為「無敵」。
「無敵」之說，驟耳聽聞，似乎有點誇

張，但的確是《宋史》真實紀錄，而後來
的清朝姜廷銘修之《保德州志》亦有此說
法——「宋楊業善戰，號楊無敵。」
原為後周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發動陳橋

兵變，篡奪後周政權，建立了宋朝。趙匡
胤死後，其弟趙光義繼位。太平興國三年
（979年）正月，趙光義派大將潘美作為
先鋒率軍北上，圍攻北漢都城太原。二
月，趙光義御駕親征，誓要一舉「滅
漢」。
其時，北漢國主劉繼元向「母國」契丹

求救，然而旋即給宋將郭進大破於石嶙關
（今山西陽曲縣東北）。遼將耶律敵烈戰

死，契丹損兵一萬多。此時此刻，北漢外
無援兵、內無鬥志，只好向趙光義投降。
對於趙光義來說，「北漢」只是囊中之

物，指日可得；反而，他心裏卻心心念念
着楊業。據《宋史》記載，「太宗征太
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趙光義素聞
楊業盛名，以往也曾試過收買他，可是不
得要領。因此，北漢投降後，趙光義最急
趕的事，就是派人勸降楊業。
忠烈的楊業，初時還是堅拒不降。奈何

北漢業已覆亡，趙光義也誠意拳拳，所以
楊業「北面再拜」，完了對北漢之禮節
後，「釋甲」面見趙光義。
趙光義收得楊業，自然喜不自勝，不單

對他撫慰有加，更准他恢復原姓（早年，
劉崇賜楊業「劉氏國姓」），並授「右領
軍衛大將軍」（按：《續資治通鑑長編》
記趙光義授楊業「左領軍衛大將軍」）。
還師汴京後，又授楊業「鄭州刺史」。自
此，北疆邊境就由令遼人聞風喪膽的「楊
無敵」鎮守。
關於楊業的歷史還有不少，我們有機會

再談談吧！ ●楊家將的故事一直是各種劇集的題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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