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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最後頂樑柱 難敵武安君詛咒

熙寧朝堂多名臣 堅守舊法反革新

鬆讀中史輕
隔星期五見報

史今昔歷
逢星期五見報

享歷史FUN
逢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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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散見於各大報刊。近著有《金庸小說裡的中國歷史》、《小學生．古詩遊》等。）

不經不覺，「戰國四大名將」的「起、
翦、頗」都談過，今日就讓筆者談談餘下
的李牧。李牧是廉頗以後，趙國僅餘的
「頂樑柱」，坊間素有「李牧死，趙國
亡」的說法。李牧的一生，可以大致劃分
為兩個階段，一是「抗匈奴」時期，一是
「抗強秦」時期。
雖然李牧的戰力非凡，可以說是戰國末
期有數的名將，但他在《史記》之中卻沒
有獨自立傳。關於李牧的記載，主要在
〈廉頗藺相如列傳〉之末。
據載，「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長
期駐守代地雁門郡，防備匈奴。位居於西
北方的趙國，長年飽受匈奴滋擾，苦不堪
言。因為遊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飄忽不
定，所以中原民族一般很難對付他們。可
以做的只有兩種方法，要麼就是被動地防
守，要麼就是徹底殲滅他們。
李牧在代地駐紮時，獲得趙王很大程度

的放權。當時，他可以根據需要設置地方
官吏，連駐紮地的稅收也直接撥到他的幕
府中作為軍費。照理，得到如此權力的李
牧，必須效死命以報趙王；不過，他卻一
直沒有任何軍事行動，只是不斷練兵、派
出間諜等，甚至更下令如果匈奴來襲，將
士們必須退入營壘固守，如有膽敢去捕捉
敵人者，立即斬首。
《史記》還記載了李牧在這段時間「日

擊數牛饗士」，花費甚大。可是，每次匈
奴入侵，他都是退守營壘。雖然每次都沒
有什麼損失，但久而久之，不單匈奴看不
起他，連他的老闆趙王都懷疑他的能力，
並派人取代了他的將位。
然而，那繼任人（《史記》甚至連他的

名字都沒記下，可想而知不重要）雖然次
次出城迎戰，但卻每戰必敗，於是趙王又
把李牧請回來。李牧在答應復位之前，要
求趙王必須答應「王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令。」趙王無可奈何，唯有依照他的
要求。

堅守數載 突出奇兵

李牧復位，又像以前幾年的操作，固守
營壘。就在匈奴帶着嘲笑的態度再三攻打
趙地之際，李牧忽然精銳盡出：戰車1,300
乘、戰馬13,000匹，勇士50,000人，弓兵
100,000人。李牧的突然發力，斬殺了十餘
萬匈奴。此役以後，匈奴十餘年不敢犯
邊，李牧也威名遠播。
趙孝成王死後，悼襄王繼位。由於廉頗

被迫出走魏國，李牧成為了趙國最後一根
「頂樑柱」。李牧掌權後，很快就攻下鄰
國燕國之武遂、方城等數地，聲勢一時無
兩。
秦國一向視趙國為東進之阻，所以派遣

名將桓齮率兵攻打。李牧知道此消息，深
明秦趙國力之差距，加上長平之戰後，趙
國精銳盡喪，一時未能恢復，所以只好復
用廉頗堅壁清野之計，築壘固守。桓齮可
等，但秦王不可等，於是秦軍佯攻肥下，
目的是引出趙軍來援，然後再殺一個措手
不及。然而，李牧本就擅長奇襲，看穿了
桓齮的意圖，於是將計就計，不派援兵，
反倒來突襲秦軍大本營。由於李牧多日堅
守，秦軍以為趙軍不敢輕出國門，所以大

本營並沒有太多兵馬駐守。就這樣，強悍
的秦軍在李牧的智計下，大敗於肥。
肥之戰後，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

後又大敗秦國於番吾之戰，並且南拒韓
魏，戰國名將之譽不脛而走。可是，歷史
是永遠不斷重複的，趙悼襄王繼承了父親
的「多疑猜忌」，再次聽信了郭開的讒

言，無端誅殺了李牧。三個月後，趙國也
滅亡了。
「武安君」本意為「武功治世、威信安
邦」，是對武將的無上嘉譽，但奇怪的
是，戰國三位被封為「武安君」的將領：
白起、李牧、蘇秦竟都不得善終。難道真
是武安不祥？

《瑞雪》

作者︰秦天柱
簡介︰1952年生於四川成都，為國家一級美

術師，2017年作品入選全球水墨畫大
展，為全球500位傑出畫家之一。
秦天柱擅長寫意花鳥畫，於中國當

代藝壇獨樹一幟，主張借物傳情、有
感而發，通過平實的事物宣洩情感。
其作品重意境、結構。奔放而不粗
獷、精細而不拘謹。畫面清新淡雅、
疏朗空靈，在傳統基礎上凝練新意，
有詩一般的意蘊。

墨大展
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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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建都多考慮 方便又易守

我國古代各王朝都城所在地的選擇，是至為重要
的大事。而選擇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內裏是有一定
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可能涉及到許多方面。總結中
國古代歷朝選擇建都地方的主要因素如下：
1. 探求國土的中心點。遠古時期統治者，為了能

夠更好地統治或控制天下，認為都城所在地以居全
國疆土的中央為宜，所謂「天下之中」也就是這個
意思了。這種觀念不僅見於王朝的實際行動中，亦
見古書之中，《尚書．禹貢》就具體地列出了所謂
五服的制度，就是由都城分別向四方劃成了五服，
每服五百里，五服合共二千五百里，即以都城為中
心，距各方的邊陲都是二千五百里的意思。
2. 憑恃險要的地勢。歷代王朝都期望以其都城為

基礎，統治整片國土，更期望其都城不為外力所攻
陷或摧毀，使其國運能夠長治久安。正因為如此，
歷來統治者選擇都城之時，對於其附近的山川丘陵
形勢是否有利鞏固統治這一點是特別注意的。如：
西漢初年的婁敬建議高祖劉邦捨洛陽而都長安，便
是基於這一因素考慮。他說︰「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
3. 地理因素與對外策略。有些王朝在選擇都城

時，往往與其對外策略相聯繫，選擇都城是為了實
現某些策略。以明代的北京為例，明成祖朱棣初為
燕王，久居北京，對於當前和以後來自北方的威
脅，深有體會。他奪嫡成功後，便決定遷都北京。
若仍以南京為國都，對於邊防的變化也許相對地不
會太敏感，難保不至於貽誤戎機。都城既已北遷，
則面對鄰近的敵對勢力，不能再掉以輕心，反而必
須講求防禦的策略。成祖亦不是沒有顧慮的，為了

使後代堅守這個信念，他把皇陵建在北京之北，燕
山之下，借以昭告子孫，在任何情形之下，祖宗墳
墓都不可以失去。為了守住祖宗的陵墓，就應盡力
利用燕山的險要形勢，作為北陲的防禦設施。
4. 接近王朝建立者的根據地。以古都長安為例，

其作為國都始自西漢。劉邦以長安為國都，其着眼
點自是由於當地有四塞之固，也就是說，形勢險
要，有利於據守。南北朝末期的西魏和北周割據一
隅，以長安為國都，而下啟隋唐兩代。近人治隋唐
史者，每以關隴集團相稱。可以說在隋及唐初建國
之時，長安以一個前代古都，地勢險要，物產富
庶，固已具有建立都城的一定條件，不過關隴集團
作為隋唐王朝的政治與軍事支柱，對當時選擇都城
亦有其重要影響。
5. 經濟因素。談到經濟因素，實不次於政治和軍
事。早在周人滅殷前後，選擇都城就考慮到經濟方
面。周人最早活動於岐山之下的周原，後來又由周
原輾轉遷至灃河兩側的豐、鎬。周原雖稱富庶，較
之豐、鎬卻不免稍遜一籌。河流附近得水方便，必
然勝過周原上。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富庶的地區，農
業得到發展，周人才有力量消滅殷商勢力。而東漢
以洛陽為都，更能顯示出遷就經濟地區的企圖。洛
陽與關東產糧的地區接近，又在砥柱之東（即三門
峽），若以之建為都城，就不會再遇到西漢後期漕
運之苦。至於以開封為都城的後晉、後漢、後周和
北宋幾個王朝或政權，其着眼點顯然都為了漕運的
便利。開封在洛陽之東，運道當更為捷近，況且開
封自隋唐以來都是汴河流經的重要城市，而汴河為
當時漕運的主要運道。後來又疏浚了惠民河和廣濟
河，開封的漕運更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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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看到有人寫了宋朝的王安石，不由得手癢，
也來跟大家聊一下熙寧年間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玩
遊戲時會不會有一個習慣，把所有最強的名臣宿將
都收在旗下，看着粒粒皆星的下屬，心裏就會覺得
滿足。作為「倉鼠型」玩家，「收藏」名臣是個樂
趣，但在宋朝皇帝的角度，看到廟堂上一個個德高
望重的大臣，恐怕就不是什麼好事，而這就是宋神
宗面對的情況。
教科書講解「熙寧變法」時，通常都簡單地概

括︰因北宋政策有問題，王安石為糾正時弊，所以
在宋神宗年間推行改革，可惜新政內容有點問題，
再加上守舊派大臣反對，最終變法失敗。以上這個
總結，只是方便老師考核學生，實際的情況遠比這
一句說話來得複雜。

熙寧多名臣 大半反改革
我們先來看看「王安石變法」時，宋朝的「人才
庫」中有什麼人物。第一個自然是王安石，除此之
外，還有司馬光、歐陽修、程顥、程頤、蘇軾、蘇
轍、范純仁、王庭堅、文彥博等，差不多大家認識
的北宋名臣都在裏面了，但令宋神宗頭痛的是，這
一大串文臣名單中，除了王安石，沒人支持變法，
甚至可以說是大力反對。
當王安石開始變法後，反對聲音沒停過，范純

仁、文彥博等都直接向神宗皇帝表態，而當時已六
十開外的歐陽修，更是倚老賣老，拒不實施新法，
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也拿這個老頭子沒辦法，只能裝
作看不見。至於司馬光呢？先是寫信跟王安石「論
政」了一番，鬥不過王安石後，在熙寧四年自請調
到洛陽，然後閉門寫書不問世事，這就是為什麼司

馬光能有十幾年空閒時間寫出《資治通鑑》的原
因。
其他守舊派也不是省油的燈，激烈地對抗以王安

石為首的新黨，結果紛紛被踢出京師，最出名的就
是蘇軾。熙寧四年，蘇軾招架不住新黨的攻擊，向
神宗皇帝請求調任地方官，最終被任命為杭州通
判，此後幾年在各地任職，直至元豐二年（1079
年）被新黨告發他不滿新法，被抓進大牢，一度以
為自己死期將至，史稱「烏台詩案」。還好蘇軾的
文才為大眾公認，連王安石也出面為他求情，才終
於免卻一死，被貶到黃州，這才有了之後遊覽黃州
赤壁，寫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
名句。
變法內容就不在這篇文章說了，我們直接跳到

「熙寧變法」完結。早在宋神宗還在人世時，王安
石的地位已經不穩，除了舊黨每天的嘴炮攻擊以
外，新黨也鬧內部矛盾，特別是呂惠卿，根本就不
想見到王安石執政，不巧王安石這時還「白頭人送
黑頭人」，兒子王雱離世，令他更為心灰意冷。
到了宋神宗於1085年離世後，宋哲宗繼位，由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這位太皇太后就是宋英宗的皇
后高氏。太皇太后臨朝，立即召回司馬光執政，而
司馬光有一個歷史老師較少提及的性格︰小氣，這
影響非常大。執掌大權的司馬光不浪費一分一秒，
向新黨大肆報復，呂惠卿、章惇等新黨骨幹全部被
貶出京師，最慘的蔡確更被貶到嶺南。至於新法
呢？當然也是一條不留，全部廢除，史稱「元祐更
化」。
見到司馬光瘋狂報復，舊黨中人也大吃一驚，沒

想到司馬光做得那麼狠。其實不論是新黨舊黨，都
知道新法有利有弊，跟「祖宗家法」一樣，所以當
司馬光廢除全部新法時，范純仁和蘇軾等舊黨名臣
也一起反對，但始終敵不過司馬光，最終「熙寧新
法」就在司馬光一意孤行之下，全部被推翻。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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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集《館長我想問》，繼續來到文物修復辦事
處，邀請一級助理館長黃銘軒（Jimmy）為我們
示範如何修復銀器。
Jimmy表示，平時正式處理藏品之前，為了盡
量減低風險，都會先用其他非藏品銀器來預先練
習和觀察修復效果，之後才會正式修復藏品。
處理銀器有很多方法，通常會先採取最溫和的
方式，利用抹銀布嘗試把表面的氧化物（硫化
物）去除，如果效果不理想，下一步就會用到自
家製洗銀水。把銀器浸泡在洗銀水中，達到預期
的效果後，就要立即用清水洗淨，去除化學品，
避免殘留表面，否則就會對銀器造成長遠損害。
即使是小小的器物，修復起來都要花很多工夫。

長我想問
隔星期五見報

館
修復循序漸進 避免損壞藏品

◆◆ 康文署（本欄以康文署的網上節目《館長我想問》向讀者簡介有趣的
博物館知識。詳請可瀏覽優遊香港博物館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PublicMuseums/。）

◆ Jimmy示範如何清理銀器。 影片截圖

◆位於內蒙古包頭市境內的趙長城，是趙國為防禦匈奴而建。 資料圖片

◆北宋定都開封，就是出於漕運的考慮。圖為描繪北宋首都繁華景象的《清明上河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