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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六章，介绍了改革家商鞅的一生。他是中国历*铁腕的改革家，是大秦帝国的设
计师，是中国走向大一统的奠基人。他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却没有留意前方的地雷阵
和万丈深渊，最终受到旧贵族的诬害而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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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商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喜好刑名之学，在魏国当差，怀才不遇，离魏人秦，做宠臣景
监的门人，得到秦孝公的多次召见。商鞅察言观色，多方试探，以三寸不烂之舌，极力
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获得秦孝公的首肯，被秦孝公任用为左庶长，开始着手实施
变法。
  商鞅变法，特点是轻罪重判，刑罚严酷。他首开连坐的法律先河，五家为伍，十户为
什，相互监视，彼此检举，对作奸犯科者处以腰斩，藏匿者给以和投降叛变分子相同的
严厉处罚。凡打架斗殴的，均按情节轻重一律科刑。不从事农耕而专事工商业者和因懒
惰而贪者，一律拘捕，妻子没为官奴。
  商鞅任秦国相，大力推行变法，积怨甚深。有识之士赵良曾谴责商鞅用严刑酷法残害
民众，积怨结恨、埋下隐患，不得人心。赵良直言不讳警告商鞅：有朝一日，秦王会收
拾你，你的死期指日可待。肺腑之言，却被商鞅当作了耳边风。
  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欲报仇雪恨，罗织罪名，告发商鞅谋反。国君下
令逮捕商鞅。商鞅逃遁，亡命边关。     商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喜好刑名之学，在
魏国当差，怀才不遇，离魏人秦，做宠臣景监的门人，得到秦孝公的多次召见。商鞅察
言观色，多方试探，以三寸不烂之舌，极力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获得秦孝公的首
肯，被秦孝公任用为左庶长，开始着手实施变法。     商鞅变法，特点是轻罪重判，
刑罚严酷。他首开连坐的法律先河，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互监视，彼此检举，对作
奸犯科者处以腰斩，藏匿者给以和投降叛变分子相同的严厉处罚。凡打架斗殴的，均按
情节轻重一律科刑。不从事农耕而专事工商业者和因懒惰而贪者，一律拘捕，妻子没为
官奴。     商鞅任秦国相，大力推行变法，积怨甚深。有识之士赵良曾谴责商鞅用严
刑酷法残害民众，积怨结恨、埋下隐患，不得人心。赵良直言不讳警告商鞅：有朝一日
，秦王会收拾你，你的死期指日可待。肺腑之言，却被商鞅当作了耳边风。     秦孝
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欲报仇雪恨，罗织罪名，告发商鞅谋反。国君下令逮捕
商鞅。商鞅逃遁，亡命边关。     他打算在客栈住下，但身无有效证件，店家不知他
是商鞅，说：商鞅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要治罪。商鞅不禁喟然叹日：“嗟呼，
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他何曾想到，其苦心孤诣推行的法律如今被用来对付自己了。无
栖身之所，商鞅只好逃往魏国，但魏国认为他是秦国的窃贼，拒绝收留他。走投无路，
商鞅再次入秦，回到封地商邑，纠集党羽攻打郑地，被秦惠王发兵打败，车裂示众，灭
了家族，应验了赵良的话。临死前，眼见无人为自己求情，他不住叹息：“真是作茧自
缚啊！”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变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秦国更加富强，为以后统一六
国奠定了基础。李斯曾评价商鞅的变法，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
，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王安石《商鞅》一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诚信
，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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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招贤 商鞅革新政治的主张，公叔痤是知道的，而且很赞赏。现在公叔痤死了，商鞅
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呢？ 他想找一个有权有势的靠山，支持他革新政治。
  他想到公子昂。公子昂是魏国贵族，和商鞅有相当的友谊。商鞅想把自己的主张告诉
他。
  公子昂热情地欢迎商鞅，并叫仆人拿出酒和果点来招待他。
  喝了几杯酒以后，公子昂兴致勃勃地谈开来了：
“公孙鞅先生，现在天下这样纷乱，你看怎样才能安定啊？”
“将来总会统一的。”商鞅也精神振奋起来。
  “谁来统一呢？” “如果魏国能够革新政治，就可以由魏国来统一，我对这一点是有
信心的。”商鞅说的革新政治，就是要改革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法令。
  “哈哈哈哈⋯⋯”公子昂大笑起来：“公孙鞅先生，你在宰相家里住得久了，开口就
讲政治。我却只懂得打仗！照我看，谁的兵强马壮，谁就能统一天下！” 公子昂又喝了
一杯酒，拿出一卷兵法对商鞅扬了一扬，得意地说：“公孙鞅先生，听说你喜欢读兵法
，很好啊！将来带兵打仗，为国家立功啊！” “谢谢公子的夸奖。”商鞅喝了一口酒，
慢慢地说：“公子重视兵法，研究指挥军队的学问，这方面我很佩服。
  可是我们打仗不但要靠兵马多，刀枪锋利，将领善于指挥，还要看人心向不向着你。
公子是否记得，《孙子兵法》讲战争胜利的五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使人民和主上同心
’，这就是政治呀。曹刿论战，也讲到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指挥战争的人不
能不管政治啊！” 商鞅想做到“人民和主上同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上”剥削
劳动人民，人民怎能和他同心呢？可是商鞅看到战争不是孤立的，他注意到战争的政治
因素，这是他比公子昂高明的地方。
  可是公子昂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不等商鞅说完，就哈哈大笑说：“公孙鞅先生，我可
管不着这些啊。”他把杯里的酒喝光，推开杯子说：“我们不扯远了吧，很久不下棋了
，来一局好吗？” 仆人把木制的围棋盘摆上来了。商鞅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却不能不陪
公子昂下棋。两个人对坐着，静悄悄地，只听见一颗一颗棋子放上棋盘的声音。
  公子昂的一大片棋子被包围了。他拿了一颗棋子，苦苦思索着，不知道怎么放下去。
正在这时，仆人进来说：一位宾客从秦国回来了。公子昂叫他进来，在棋局的一旁坐着
，汇报这次出去的情况。
  这种“宾客”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客人，而是贵族家里养着的门客、士。公子昂家
里养着几十个这样的门客。他这不可算多，后来的孟尝君、信陵君、吕不韦等人都养了
三千门客。门客不是奴隶，而是有人身自由的文人、游侠，是替主人出谋划策、写文章
、交接朋友、探听消息的一些人，其中也有贩运货物的。没事时他们就读书、谈天、喝
酒、游乐。这位宾客到秦国去，就是贩运货物和探听消息的。他讲完货物的事，又紧张
地说。     秦国招贤 商鞅革新政治的主张，公叔痤是知道的，而且很赞赏。现在公
叔痤死了，商鞅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呢？
他想找一个有权有势的靠山，支持他革新政治。    他想到公子昂。公子昂是魏国贵族
，和商鞅有相当的友谊。商鞅想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他。   
公子昂热情地欢迎商鞅，并叫仆人拿出酒和果点来招待他。   
喝了几杯酒以后，公子昂兴致勃勃地谈开来了：
“公孙鞅先生，现在天下这样纷乱，你看怎样才能安定啊？”
“将来总会统一的。”商鞅也精神振奋起来。     “谁来统一呢？” “如果魏国能
够革新政治，就可以由魏国来统一，我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商鞅说的革新政治，就



是要改革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法令。     “哈哈哈哈⋯⋯”公子昂大笑起来：“公孙鞅
先生，你在宰相家里住得久了，开口就讲政治。我却只懂得打仗！照我看，谁的兵强马
壮，谁就能统一天下！” 公子昂又喝了一杯酒，拿出一卷兵法对商鞅扬了一扬，得意地
说：“公孙鞅先生，听说你喜欢读兵法，很好啊！将来带兵打仗，为国家立功啊！” “
谢谢公子的夸奖。”商鞅喝了一口酒，慢慢地说：“公子重视兵法，研究指挥军队的学
问，这方面我很佩服。    可是我们打仗不但要靠兵马多，刀枪锋利，将领善于指挥，
还要看人心向不向着你。公子是否记得，《孙子兵法》讲战争胜利的五个条件，第一条
就是‘使人民和主上同心’，这就是政治呀。曹刿论战，也讲到战前的政治准备——取
信于民。指挥战争的人不能不管政治啊！” 商鞅想做到“人民和主上同心”，这是不可
能的。因为“主上”剥削劳动人民，人民怎能和他同心呢？可是商鞅看到战争不是孤立
的，他注意到战争的政治因素，这是他比公子昂高明的地方。     可是公子昂对政治
不感兴趣，他不等商鞅说完，就哈哈大笑说：“公孙鞅先生，我可管不着这些啊。”他
把杯里的酒喝光，推开杯子说：“我们不扯远了吧，很久不下棋了，来一局好吗？” 仆
人把木制的围棋盘摆上来了。商鞅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却不能不陪公子昂下棋。两个人
对坐着，静悄悄地，只听见一颗一颗棋子放上棋盘的声音。     公子昂的一大片棋子
被包围了。他拿了一颗棋子，苦苦思索着，不知道怎么放下去。正在这时，仆人进来说
：一位宾客从秦国回来了。公子昂叫他进来，在棋局的一旁坐着，汇报这次出去的情况
。     这种“宾客”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客人，而是贵族家里养着的门客、士。公
子昂家里养着几十个这样的门客。他这不可算多，后来的孟尝君、信陵君、吕不韦等人
都养了三千门客。门客不是奴隶，而是有人身自由的文人、游侠，是替主人出谋划策、
写文章、交接朋友、探听消息的一些人，其中也有贩运货物的。没事时他们就读书、谈
天、喝酒、游乐。这位宾客到秦国去，就是贩运货物和探听消息的。他讲完货物的事，
又紧张地说。     “秦国又想夺取魏国的河西地方了。” “谁说的？”
“秦国国君下了—道命令，用木牌写好，挂在城门、关卡等地方。” 当时国家的最高统
治者叫做国君。各国国君有的称王，有的称公，有的称侯。例如魏国是称王的。秦国的
国君称公，发这道命令的是秦孝公。孝公虽然不称王，实际上他是秦国的国王。   
公子昂听到秦国国王下了夺取河西的命令，忙问：“你把这命令抄下来没有？” “抄下
来了。”这位宾客说，他把一卷竹简展开，摊在自己胸前，给公子昂看。商鞅也抬头来
看这道命令。     命令大意说： “我秦国两百多年前，穆公提倡道德，整顿武装，
东边国界达到黄河岸边，邻近的部族都来归附，于是在西部地方称霸。穆公给后世创立
基业，是很光荣的。可是后来内乱不息，国力削弱，以致被魏国夺去了河西，东方各国
都看不起我国，这是莫大的耻辱。我的父亲献公在位的时候，很想恢复穆公旧有的土地
，实施穆公的政令。我接位以来，常常想着献公的遗志没有实现，感到痛心。凡是外来
宾客或各级官吏，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的，我愿给他尊贵的官职，还封给他土地。⋯
⋯” 公子昂看了一大半，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好了，我知道了。秦国叫喊收回河
西，叫了几十年了。不理它。他们也只会空喊一顿，光打雷不下雨。”他招呼商鞅：“
来，我们下棋！” 公子昂聚精会神地下棋。可是，这时候的商鞅忽然心绪烦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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