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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期文章都與晉文公有關，先是他四處流浪，幾
經辛苦後回國繼位，然後擊敗楚國，稱霸中原，帶着
大軍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然後又說過秦穆公打的如
意算盤，連女兒都嫁過去了，還是阻不了秦晉決裂，
即便晉文公死了，秦穆公還是沒能擊敗晉國東進。說
過了一堆國家大事之後，今期就來補充一個與晉文公
有關的節日——寒食節。
傳說在晉文公流浪期間，不是每餐都豐衣足食，除
了沒錢，還遇過賊人，結果就在衛國餓得要死，大發
公子哥兒脾氣。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臣子介之推端了
碗肉湯過來，晉文公二話不說，接過肉湯喝光，這才
想起在深山野嶺之中，介之推是怎樣變一碗湯出來
呢？
介之推回答說，我見你快餓死的樣子，所以就把大
腿上的肉割下來，煮了一碗湯給你，讓你有力氣走到
目的地。晉文公一聽，原來是碗人肉湯，心裏非常感
動。不過感動歸感動，回國後大賞功臣之時，卻偏偏
把介之推忘了。
介之推見老闆忘了自己，就對別人說，晉獻公九個
兒子，除了晉文公之外都死得乾乾淨淨了，可見晉文
公繼位是上天的旨意，那些大臣以為是自己的功勞，
一個個跑去要獎賞，我才不要跟他們相處。說完，介
之推就躲進山裏隱居。
雖然介之推自稱不介意，但還是有不少親朋好友為
他抱不平，這班支持者就在晉國宮門前寫字。晉文公

一看自家牆壁上的文章，才想起封賞少了一個人，連
忙派人去追，卻已經不知去向，後來聽說介之推跑到
綿山，就把整座綿山封賞給介之推，還把山的名字改
為介山。
後來晉文公不甘心，又想出一條計策，放火燒綿
山，想迫介之推出來，但左等右等，只見到飛禽走獸
一大堆，就是不見人，等火滅了之後，搜索隊在火場
範圍見到介之推被燒死在樹下。晉文公悲傷不已，從
此把介之推的死忌稱為寒食節，晉國上下不准在當天
生火煮食。
故事說完了，但有多少真實成分在內呢？根據歷史
學家的考證，介之推是真有其人，在《左傳》和《史
記》兩部正史中都可以找到關於他的記載，內容也大
致相同。不過，晉文公喝人肉湯的記載就沒有了，而
且故事在封賞綿山這一節結束，沒有之後的山林大
火。
其實用點常識都知到，要在綿綿大山中找一個人，
而人家還有心躲你，難度何其高。若是放火燒山，火
勢小了逼不出來，火勢大了跑不出來，如果晉文公真
是用火攻，那他大概是存心想殺了介之推，多於想跟
他相見，所以這些沒有記載在史書中的，大家還是不
要當真。
既然沒有山火，那寒食節又是從哪裏來呢？歷史學
家相信，這與古人的生活習慣有關。在古時，不同季
節要用不同種類的樹木去生火，寒食節剛好就是一年
第一次換木材的時間，所以特別受重視，新木沒到就
不准生火煮食。不過，後人不斷把節日與古人聯想在
一起，所以寒食節就變成紀念介之推了，就像端午節
與屈原拉上關係一樣。

晉君燒山尋功臣 常識就知不可能

商朝祖先做買賣 此後商人多經商
鬆讀中史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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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從事貨品買賣交易活動的人被稱
為商人，相應的此行業亦被稱為商業。關於商人和
商業，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有商人才有商
業，還是有商業也才有商人，二者之間是不能獨立
存在的。關於商人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但比較通
行的說法是商人、商業的「商」，原是一個部落的
名字。這個名為「商」的部落，位於今天河南省商
丘市的南部地區，部落的始祖叫契，契因為跟隨大
禹治水有功，而獲封於「商」。契的後人一直以
「商」為主要的活動範圍，因而被稱為「商人」，
當時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左右。
直到契的第十代後人名叫王亥，他原先是以放牧

為生的，然而王亥又擅長買賣。據說，王亥有一套
馴牛用於耕田、拉車的本領，《史記》等古籍記載
王亥經常趕着牛車到黃河一帶做買賣，於是「商
人」便與買賣聯上了關係。後來發展至「商人」以
買賣牲畜以及其他物品而廣為人知，而這種買賣活
動更成為「商人」的「專業」。到公元前十六世紀
時，王亥的第四代孫名叫湯，起兵滅夏，建立「商
朝」政權，定都於亳，即現在山東省的曹縣南部。
及後商朝先後多次遷都，最後遷至殷（今河南省安
陽市小屯）便再無遷都，因而「商」又稱「殷」。
商朝統治者所居的城，稱「邑」，裏面有

「市」、「肆」，為往來做買賣的「商人」聚集之
處。商朝政權延續約六百年之久，至公元前1046
年，周武王伐紂，商朝滅亡，周統治者強制商朝遺
民必須遠離政治，但同時鼓勵他們繼續從事買賣活
動（即經商）。於是，商朝後人做買賣的就更加
多，商人和買賣活動交織在一起，給人們的這個印
象就更深了。久而久之，在周朝統治者心目中，從
事買賣活動的人就是商人。
隨着時間的推移，非商朝遺民而進行買賣活動的

也逐漸多了起來。雖然從事買賣活動的人，未必都
是商朝遺民，但人們卻不分背景出身，硬把「商
人」作為從事買賣活動的人的通稱。起先人們只把
販運貿易的人稱為「商」，坐於「市」、「肆」做
買賣物品的叫做「賈」，即所謂的「行商坐賈」，
後來逐漸把他們統稱為商人。
現在我們習慣稱用於出售的物品為「商品」，稱

專門從事交換的行業為「商業」，就是從「商人」
一詞沿用而來的。可以說現今人們通常掛於口邊的
「商人」、「商業」、「商品」、「商旅」等名
稱，和我國古代商朝有直接的歷史淵源。若當年大
禹給契的封地不是「商」，而是另外的「某」一處
地方，則今天從事買賣活動的便會被稱為「某人」
和「某業」，而絕對不是商人、商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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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0年代的後期，天文台已經意識到，需要用
地震儀探測地震。在1921年，第一台地震儀運送到
天文台，而為了減低環境噪音的影響，從而提高探
測能力，天文台就在總部地下6米興建雙層地窖，
放置地震儀。透過探測得來的地震波，一有
地震就知道。
其實天文台不單有這個地下密室，因為探
測站越多，所探測到的地震就越準確。天文
台在2010年開始，就在西半山寶珊道的隧
道內放置一台寬頻地震儀，這個站亦是全球
地震台網的地震站之一，現在的儀器無論遠
近的地震都可以監測得到，可以說是無遠弗
屆。
香港位於歐亞板塊內，而非處於板塊邊
緣，所以香港很少會發生地震，但在附近發
生的地震，香港有時也會感受得到震動，平
均一年一兩次，絕大部分震感都很輕微。至
於最厲害的一次地震是在1918年，在汕頭

發生的強烈地震，當時香港都有建築物外牆損毀。
香港的有感地震，震中多數在境外，例如台灣、

南海北部等。天文台儀器收集得來的數據會傳送回
天文台，再收集世界各地地震站的數據，就可以知
道地震發生的地點、時間和震級。
這些數據一點都不秘密，因為現在全球6級或以

上的地震，在地震發生後約八九分鐘，就可以在
Twitter和微博看到由天文台電腦自動發出的地震速
報，大家關注了嗎？

地下密室測地震數據
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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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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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起、王翦並列戰國四大名將。二人同
為秦國將領，卻有着不一樣的結局。白起
為秦國斬敵首級百萬，一場長平之戰打得
趙國從此退出爭霸舞台，最後卻給秦昭王
迫死。那麼王翦的結果又是如何？難道兔
死果真狗烹？鳥盡定然弓藏？
根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王翦生
卒年不詳，只知他從小就愛好兵事，為秦
王嬴政麾下將領。秦始皇十一年（前236
年），剛掌軍不久的王翦聯同桓齮等人，
率軍攻佔趙國閼與（今山西省內）等九座
城池，奏起趙國滅亡的序曲。
從始皇十一年至十七年，秦國不斷派兵
攻打趙國，一步一步地削弱它的力量。終
於在始皇十八年，秦王派出王翦，領兵從
上郡出發，攻下井陘，準備聯同楊端和一
舉殲滅趙國。可是，趙國畢竟是百足之
蟲，廉頗以後，還有李牧。在李牧的頑強
抵抗下，秦趙兩軍相持一年多。

王翦深明李牧乃不世良將，只能智取，
不可力敵，所以重施反間之計，讓趙王斬
殺李牧。趙國最後一根大樑倒下後，國勢
搖搖欲墜。李牧死後，王翦幾乎不費吹灰
之力，就把趙都邯鄲攻陷，俘虜了趙王
遷。趙國滅亡。
翌年，燕國太子丹派出荊軻刺殺秦王，

不但失敗，更惹來王翦兵甲。數月間，王
翦擊敗燕太子丹，乘勢奪取燕國薊都，並
迫使燕王喜遁逃遼東。燕國名存實亡。
戰國時期流行一句諺語「橫則秦帝，縱

則楚王」，楚國是秦國統一天下的最大一
塊絆腳石。始皇二十一年，秦王嬴政決定
要把楚打下來。他徵問大將李信意見，李
信以為「不過用二十萬人」。王翦聽後，
綜合各方形勢，反駁道：「非六十萬人不
可！」大家要知道，「六十萬人」並非小
數，並非隨便就能調動得來，而且把「六
十萬人」交予一個將領，這似乎是有點危
險。於是，嬴政隨即採納李信「二十萬
人」之議，並譏諷王翦已老，不如李信
「壯勇」。王翦知大勢已往，只好稱病
「歸老於頻陽」。
果不其然，李信過於輕敵，被楚軍大

敗，兩營兵力、七個都尉都給楚軍斬殺。
這一仗，「順利地」成為了秦滅六國期間
少有的敗仗之一。
嬴政一收到前線傳來的敗訊，隨即果斷

地奔赴頻陽，向王翦道歉，並許以「六十
萬人」請他帶兵滅楚。作為秦將，王翦不
得推辭，馬上答應出陣。

秦王送行 王翦求賞
嬴政為壯其聲威，親自送行至灞上。此

時，素來清廉的王翦竟然五次要求嬴政賜
予「田宅園池」。嬴政知道隨即大笑，並
無不答允。王翦的「貪婪」令他的部下都
忍不住勸喻道：「將軍你也真的要得太過
分了。」王翦聽後，語重心長地回答說：
「你不明白了。秦王素來多疑，今日把全
國的兵士都交予我。我只好故作貪婪，讓
他知道我並無奪國之意。」
始皇二十三年，王翦親自領兵伐楚。一

年之間，他故意堅壁清野，拒不出戰。楚
軍本來打算固守，以逸待勞，但見秦軍不
為所動，而自己兵力只有四十萬，遠少於
秦，不敢強攻，只好陪着秦軍耗下去。然
而，經濟實力本不如秦的楚，實在不能任

由四十萬人耗下去，終於按捺不住，往東
調動。就此時，王翦迅即以雷霆萬鈞之
勢，率大軍擊楚，並斬殺楚國大將項燕於
蘄。又一年，俘虜楚王負芻，楚國滅亡。
隨後，王翦南征百越，因功晉封武成

侯。而其兒子王賁也是不世虎侯，替嬴政
攻滅燕、齊二國。王氏一族可謂功著天

下，絕對為秦王所忌。然而，奇怪的是，
雖然史書沒有詳細記錄王翦下場，但也無
「鳥盡弓藏」之說。而且，王翦還有孫兒
王離活至楚漢相爭之世。如此看來，當日
王翦的「故作貪婪」之計成功了，而他終
於突破歷來功勳將領的命運模式，功成身
退。

●最初的商人與商朝關係密切。圖為在商朝舊都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銅器。 資料圖片

《香港漁村百年》

作者︰陳家義
簡介︰1944年生於廣東潮安縣，從藝超過50
年，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香港美協創會理
事，香港畫家聯會會長，香港水彩研究會常
務副會長，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作品很
受歡迎，部分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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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地底有個地下密室，用來量度地震。 影片截圖

●就算秦國軍力強大，六十萬兵力也是傾巢而出了。圖為以秦軍作樣板製成的兵馬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