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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的《六國論》，對於即將要考DSE的同學來
說，相信都不會陌生，畢竟眾多範文來來去去，《六
國論》始終名列「正選」陣容，誰也不能動搖這一篇
文章的地位。在文章中，蘇洵除了批評五國因為割地
求和，用自己的土地幫助強秦崛起之外，還特別點名
痛罵齊國，指出正是因為齊國冷眼旁觀，一副事不關
己的態度，最終害了自己。問題來了，齊國當時正在
做什麼呢？
如果各位了解戰國歷史，大概就會明白，這時的齊
國有苦自己知，外表是強國，實際上國勢早已江河日
下，這一切得從公元前318年說起。就在這一年，燕
國國君玩起了禪讓的把戲，王位不給兒子而讓給國
相，結果兩派人馬打起上來，燕國陷入內亂。旁邊的
齊國一看，這機會千載難逢，立即派兵趁火打劫，打
得燕國元氣大傷，幸好諸侯聯手干涉，不然燕國搞不
好就滅亡了。
新任燕國國君上任，是為燕昭王，也是一位歷史上
以才幹聞名的君主。為了報仇，燕昭王努力重建國
家，選賢任能，再跟其他諸侯打好關係。公元前284
年，重振旗鼓的燕昭王以名將樂毅為上將軍，也就是
諸葛亮常自比「管樂」之中的「樂」，聯合了其餘五
國諸侯殺進齊國，只剩下莒和即墨兩座城池沒失陷。
就在齊國差點就亡國的時候，齊國名將田單橫空出
世，在即墨發起反攻，以火牛陣襲擊燕軍，一口氣收
回齊國失陷的七十餘座城，把燕軍趕出國境。齊國雖

然能逃過亡國的命運，但即便如此，國力還是一落千
丈。
大家留意一下年份，即墨之戰發生在公元前279
年，而秦始皇開始攻滅六國，以趙國作第一個目標
時，是公元前236年，兩者其實只差了幾十年時
間。
在這幾十年中，齊襄王的王后輔政，大概是經歷過
差點亡國的關係，所以一直對秦國以至諸侯之間的外
交事務非常謹慎，也正因如此，不止秦國，其他諸侯
也沒興兵攻打過齊國，齊國也不出兵去攻打別人，就
這樣享了三十幾年的和平。
別小看這三十幾年的和平，在戰國時代那個亂世，
能有如此之長的和平時間，實在是非常難得。當然，
這是不是好事，也得看你怎樣想。像是蘇洵的《六國
論》，就認為齊國這是在用五國當替死鬼，用別人血
流成河來換取自己的和平安定；也有人認為齊國之前
元氣大傷，這數十年和平得來不易，應該給予肯定。
不過，無論是哪個觀點，面對秦國一統天下的大
勢，齊國也不能置身事外。當五國被攻擊時，齊國沒
有援助他們，這是事實，但我們也不能假定齊國出兵
就能救下誰，畢竟齊國的國力也大不如前了。最終，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秦國消滅五國之後，沒有對齊國
手下留情，齊王建於公元前221年被秦國俘虜後，死
於流放之地。
滅國後，齊國的百姓開始「馬後炮」，怨齊王為何
不出兵與五國共同抗秦，一切都是齊王與大臣們的
錯。不過，當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齊國過了幾十年
的太平日子，如果齊王建想出兵幫助五國抗秦，安樂
慣了的齊國百姓會願意嗎？

六國聯手險滅齊 難怪齊君不抗秦

引入耐旱占城稻 人口隨糧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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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論語》中曾提到「食夫稻，衣夫錦，於
女（汝）安乎？」他把糧食中的稻米和穿衣服的錦
同樣看待，由於錦在衣料中是非常貴重的奢侈品，
孔子把稻米與錦相比，說明古代稻米價格很貴而且
相對地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中國古代稻米生
產並不普遍，亦非人們的主要食糧，惟自宋代開始
這情況出現明顯的變化。
宋真宗（998年 - 1022年在位）時，新品種稻

米——占城稻由越南中部傳至中國，因為這種稻米
耐旱，故稱旱稻，加上生長周期較短，故又稱早
稻。這新的外國品種稻米傳入中國後，最初在福
建、兩廣栽種，後來擴展至長江下游江淮地區。
由於占城稻耐旱，不用太多水就可生長，使得生

長地區改變，比較高的地方、山地、水少之地區皆
可生產，因此稻米生產面積擴大，生產量跟着增
加。更因這種占城稻的生長時間短（由八十日至六
十日不等，較傳統品種需一百日為短），一年可有
兩造，而在較溫暖和潮濕的福建及兩廣，更可一年
三造，由於這個原故，中國稻米供應大增。所以，
占城稻輸入中國後，徹底改變了國人的飲食習慣，
稻米終於成為全國上下的主要食糧，並養活了更多
的人口。
學界一般認為，隨着占城稻在全國大規模栽種，

到十二世紀宋徽宗時，全國人口已經超過一億。及
後宋元之際，中原、四川陷於戰亂，元朝初年，蒙
古統治者在北方實行大規模殺戮、圈耕地為牧場，
掠奪人口為奴婢等破壞農業生產的政策，令人口損

失非常巨大。到元朝滅南宋時，蒙古人已經減少殺
戮和破壞，加上江南戰爭時間不長，因此南方只有
少數地區受戰爭影響，經濟有所恢復。據《明實錄
．成祖實錄》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全國約
九百九十餘萬戶，人口約五千二百餘萬。遠較北宋
末年約一億人口為少。
關於明清兩代人口的發展，據已故美籍華裔歷史

學家何炳棣研究所得，在明初的1400年，約有六
千五百萬至八千萬人。而兩個世紀之後的明末年
代，全國人口數字已上升至約一億五千萬左右。發
展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國人口數竟激增
至三億一千萬左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更達
四億三千萬之巨。
為什麼踏入十八世紀後， 中國人口能大幅上
升？這又與新品種農作物的出現有莫大關係。明末
萬曆年間（1573年 - 1620年），來自美洲大陸的
新糧食品種，如玉米、番薯（甘薯）、土豆（馬鈴
薯）、花生、南瓜等，經西班牙人控制作為對中國
貿易據點的菲律賓，由福建人傳入中國。
玉米、番薯、土豆可在較乾旱與貧瘠的土地種
植，而且產量高於稻、麥，可承擔更大人口的壓
力。至清朝初年，這些新糧食品逐漸推廣至全國，
農民開山闢田，可耕地面積迅速擴大，據著名中國
經濟史學者全漢昇教授研究，單在乾隆統治的頭三
十年間（即1735年 - 1765年），全國耕地面積增
加近八百萬頃左右，並且大多數是以耕種美洲新糧
食為主，足以養活更多的人口，這是導致清中葉以
後，中國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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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彗星，有人稱它做掃帚星，以冰和塵埃等物質構
成，是太陽系其中一種天體，當彗星在它的軌跡上
運行時，被太陽熱力揮發，會形成一個好像掃帚的
尾巴，所以彗星又被稱為掃帚星。
流星則是地球大氣層的一種現象，來自於流星

體。流星體是太陽系中的一些細小固體物質，有可
能是彗星或小行星留下的塵埃。這類「太空垃圾」
以很高速度進入地球的大氣層，溫度上升並發光，
所以當有大量「太空垃圾」進入地球的時候，就會
成為流星雨。
不過，想跟流星許願也不要合上眼，因為當流星
進入地球的時候，如果沒被完全氣化，就會墜落地
面，成為隕石。至於會造成多大破壞，就要視乎隕
石的大小和墜落地點了。

流星與彗星 傻傻分不清
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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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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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開埠百多年以來，香港一直過着相對承平的日
子，雖或偶而發生一些戰亂，但規模不大，持續時
間也不長。1898年英軍進佔新界時，曾遭遇到新界
以鄧氏為首的鄉民自發性武裝抵抗，雙方各有傷
亡，但只持續了六天，而且是局限於大埔、林村和
上村一帶，屬於地區性的武裝衝突。百多年來，香
港發生的真正戰爭是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軍
侵港的18天香港保衛戰。

影響小乏人研究
今年正是香港保衛戰八十周年。不過，香港保衛
戰一直不為二戰史研究者重視，它既不是史詩，也
沒戲劇性，更毫不悲壯。香港保衛戰對二戰中的太
平洋戰區的力量均衡影響極少，對推動大國權力板
塊移動而言微不足道。
香港保衛戰雖是日本同時向英美發動攻擊的戰
役，但世人研究二戰多關注偷襲珍珠港甚或新加坡
戰役，而鮮有提及香港保衛戰。因為這戰在軍事上
毫無價值，它不是特殊戰例，它只是強勝弱敗的必
然：

．是日本「知可以戰」與英國不知「不可以戰」；
．是日本臨場「識眾寡之用」與英軍布陣練兵一錯
再錯；

．是日軍「上下同欲」與英軍華洋分割；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是日將能與英將剛愎；
《孫子》五個知勝之道，日本盡得，英軍盡失。
簡言之，在日本決定「南進」，英國立下「不棄
不援」之時起，香港保衛戰便沒法躲避，而結局也
早早寫在圍牆上。
那麼，我們為何還要關心這場戰爭呢？
因為，這是在香港土地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

傷亡最多的戰役。同時，香港保衛戰也是英國史
上首次背起保家衛港的責任，是香港作為其東亞
據點軍事價值的考驗，更是它軍事防衛能力的檢
閱。
最終，英軍在18天後戰敗，香港自始走入三年零

八個月的煉獄，但禍兮福所倚，香港保衛戰暴露了
香港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弱點，英國往後也放棄了重
兵駐防香港，只保留象徵性軍隊，不設防的香港成
功避開了冷戰期間的諸場熱戰的烽火，使香港能厚
積薄發，創造了東方之珠的發展奇跡。這或許，就
是香港保衛戰對香港的最大貢獻，也是最值得書寫
和分析的地方。

《空山無人 水流花開》

作者︰馮霖章
簡介︰1943年生，中國河北省唐山市人。國
家高級美術師、唐山書畫院院長。早年師從
侯鞠潭，後得到李浴星和王雪濤等名家悉心
指導，藝術造詣得以昇華。主要從事中國畫
的創作，旁及水彩和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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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保衛戰中戰死的盟軍士兵，被安葬在赤柱軍人墳場。 資料圖片

●●中國人口增長中國人口增長，，與占城稻的引入有關與占城稻的引入有關。。圖為農民在旱稻田中工作圖為農民在旱稻田中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當有大量當有大量「「太空垃圾太空垃圾」」
進入地球的時候進入地球的時候，，就會成為就會成為
流星雨流星雨。。 影片截圖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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