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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芈月传"中不应出现#四方馆$!

秦惠王时，儒、道等学派在秦国是被
禁止的，《芈月传》 中出现四方馆，儒、
道、墨等法先王的诸家，能够在四方馆中
公开讲学，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解。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法先王的儒、
道、墨诸家，即已彻底禁绝。这是因为，
法先王的儒、道等诸家十分强调道德教
育；而法后王的法家则提倡“杀人如麻”
与“兵不厌诈”，和儒、道、墨倡导的诚
信、仁慈、反战等道德规范，正相反对，
所以双方水火不能相容。商鞅在魏国时，
原来与公子卬是好友，入秦带兵与魏国打
仗，公子卬是魏军的统帅，商鞅乃借口会
盟罢兵以欺骗其老友公子卬，公子卬不虞
有诈，如约赴盟，被商鞅伏兵所获，商鞅
由此大获全胜、升官进爵。这是对好友的
欺诈。商鞅在变法中提出了斩首记功、升
官的极暴虐的赏功制度!从秦孝公到秦始
皇，一直贯彻始终，从此有了“首级”一
词。
《商君书》中明确说：“《诗》、《书》、

礼、乐、善 （性善）、修 （身）、仁、廉、
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
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又说：
“国有礼、有乐、有 《诗》、有 《书》、有
善、有修、有孝、有弟 （悌）、有廉、有
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
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书中可
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对儒、道、
墨等法先王诸家的否定、禁止。这说明，
法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把将军欺诈、兵士暴
虐发挥到极端，则必需彻底否定儒、道、
墨等家的一切道德范畴，使全国官吏、民
众都处于狂热的、反道德的应战状态。

商鞅之法乃是后期法家观点，与前期
法家不同。前、后期法家均为春秋战国争
城夺地的战时体制的理论总结（因为前期
法家是贯彻于齐国、亦即贯彻于春秋战国
始终的，冯友兰先生可能是为了用词的准
确性，故称前期法家为“齐法家”）。两者
的最大区别就是，前期法家提倡百家争
鸣，并且以国家权力支持之。实际上，由
于备战的需要，战国时期所有各国，都已
在方针上趋向于前期法家；但是前述后期
法家 （其代表人物为商鞅、韩非），则是
主张禁绝百家的。后期法家把国家办成了
一个彻底的大军营，虽然有利于中国的统
一，但是却留下了禁止言论的极专制的恶
劣传统。前期法家在把国家办成大军营的
做法上，不够彻底，因此陆续为秦国所
灭；但是，在留下百家争鸣传统和保存各
家学说体系、素材上，却功劳巨大。对
此，均应作辩证分析。

秦惠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
之法则一点没有变更，倒是全部继承下来
了。禁止不禁止言论，这是秦国与六国的
根本区别；也是前期法家与后期法家的根
本区别。注意，《商君书》要禁止的还有
一“辩”字，其义既指儒、道等辩士（例
如孟子就善于辩论），亦指辩论。老实说，
后期法家的暴虐、欺诈内涵，违反人类良
知，是根本经不起公开辩论的，所以不得
不用行政手段禁止了。由此，秦国商鞅变
法后的所有时间中，出现公开辩论以及四
方馆这样的辩论场所，都是严重违反历史
事实的；包括秦惠王与芈月谈话时，所说
的诸家都对治国有用的看法，也是严重违
反历史的。剧中还说，秦惠王要芈月读
《商君书》，这倒是合于秦国历史实际的，
不过，这就更加和芈月参加所谓的四方馆
辩论，自相矛盾了。

剧中黄歇约芈月潜逃的情节中，芈月
也一度考虑过潜逃，也是不符合历史背景
与人物性格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
了严格的户口管理与关隘验查符节的制
度，这也和旧中国期间其他国家不同。黄
歇是后来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应为大政治

家，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政治常识，两人潜
逃，这不是存心害芈月、也害自己吗？芈
月生活于秦宫，《芈月传》中，她还读了
《商君书》，亦不当不知此。

为制造情节的紧张，而不顾历史背景
与人物性格，是肥皂剧的特点之一；《芈
月传》号称历史剧又是电视连续剧中可能
是仅见的大制作，编、导、演都是名家，
照目前我们看到的路数，如果走历史剧、
文学剧的路子，情节照样紧张可看，肯定
能够成功。可惜了。

!芈月传"高潮中的构思得失

《芈月传》公子稷成为秦昭王的高潮
中，对历史实际做了较大的改变、虚构。
目的当是在于：一、情节的紧张，争取观
众；二、将芈月进一步美化。

不过，大幅度改变历史情节，就需要
十分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否则就很可能
用现代人的看法、习俗描写历史，形成历
史人物和古代情节的过度现代化；又或者
则是，兴之所至，想当然地乱编一通。

公子稷能够在秦武王死后立为秦昭
王，《史记·穰侯列传》中写得很明确，就
是芈月的异父弟魏冉（公子稷的舅舅，后

来以军功封穰侯）的力量所致。魏冉在秦
惠王、秦武王时即已重用，“武王卒，诸
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
位，以魏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公
子壮）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
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又据 《史记·秦本
纪》秦昭王 （即公子稷）二年，“庶长壮
（即公子壮） 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
皆诛，及惠文后（即剧中虚构的秦惠王后
芈姝）皆不得良死。”照这些史实，电视
剧中强调义渠君在公子稷上台时的作用，
并非史实，而是为了给芈月（宣太后）的
姘居义渠君，找一个正当的理由，以防姘
居之史事，给芈月抹黑。但是，剧中却又
加上了一个情节，秦宫的保卫工作，全由
义渠君的西戎兵士担当了，这就过分了。
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春秋战国期
间，由于周礼的普及，产生了一个附带的
效果，就是，中原与夷戎之分野。三晋、
齐、郑、卫等最早普及周礼的中原国家，
恃其文化，视秦、楚等国为夷戎；而秦、
楚强大后，逐步浸染周礼，则又自居为中
原国家，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为夷戎（就像
宋代以正统自居，视辽国为夷戎；而辽国
对西北诸少数民族，则同样视为夷戎，而
同样以中原正统自居一样）。芈月如用义
渠君兵力，协助魏冉攻打公子壮，是可以
的；利用夷戎兵力保卫秦宫，则是不当
的，因为这绝对不合于历史风貌，朝廷的
大臣们，也不可能支持，而又给反对派以
重大口实了，把自己彻底地孤立了（如写
成芈月欲以义渠君兵士守秦宫，经大臣反
对而改正，则较合理）。另外，芈月与义
渠君的爱情，也不免过于“纯洁”，相当
现代化了。

照历史事实，公子稷为秦王时，应为
十八岁，完全可以正常处理政事。但是因
为保他上台的乃是舅舅魏冉，而魏冉却又
正是芈月的弟弟，上台原因由于母、舅，
所以，芈月与魏冉一度把持了国家权力，
实际上乃是在政局交替的特殊情况下，后
宫与外戚把持权力的典型政治形态。事实
上，秦昭王对于母亲与穰侯（魏冉）把持
权力的情况是一贯不满的，史籍中多有此
类记载。现在把公子稷处理成一个十岁左
右的小孩子，听任宣太后把持一切。这是
为了使芈月的把持朝政合法化。这本来也
是艺术作品常有的虚构；但不合情理的
是，虚构继续下去，却增加了六国乘秦国
内乱时合力攻秦，大臣们全无主张，宣太
后镇定不乱，个人决策大量割地与六国，
使六国退兵，从而腾出手来，处理内乱。
这是为了突出宣太后而虚构情节到了完全
不顾一切的程度了。首先，秦武王当政时
期的秦国是相当强大的（剧中将秦武王写
成脓包，完全不符合历史），秦昭王上台
时，由于秦武王武功的影响，六国实无力
攻秦，历史上亦并无六国攻秦之事；其
次，六国既未攻秦，当然也无宣太后割地
之事了。所谓割地，历史事实是，秦昭王
三年，秦昭王与楚王会于黄棘时“与楚上
庸”；上庸原为楚地，秦人以武力取得，
秦昭王因为母亲是楚人，实行了对楚友好
的政策，也是贯彻分而胜之的连横方针，
才有此做法。另一次割地，在秦昭王十一
年，更与宣太后无关了。况且，秦国此前
一向雄视关外诸国，宣太后这样胡闹，大
臣们六神无主，哪里像发生在秦国之事
呢？

总之，改变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环
境，是有极大的风险的，这段公子稷（秦
昭王）上台的戏，为了热闹，为了突出宣
太后，弄得完全不符合于当时秦国的历史
与环境的实际风貌了。失多于得。

其实，不写六国攻秦，不写宣太后割
地，不写义渠君甲士保卫秦宫，而是集中
写史实上有根有据的内乱，于情节的紧张
并无大碍。

这是编导们在戏的最后阶段，抢拍、
赶时间，匆忙动手制造高潮，未作仔细推
敲之故。行百里者半九十，诚然！

! ! ! !李煜，世称南唐后主。初名从嘉，字重光，
号钟隐、莲峰居士。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建隆
二年嗣位南唐后主，然废政事，只理佛事。至开
宝八年，为宋所灭，在位仅十五年。后被拘押汴
京（今河南开封），不久被人毒死。
后主生前好作词。存世三十余首。多写亡国

之痛、故国之思。与中主李璟留《南唐二主词》
刻本于世。

唐词，乃唐诗之余，多写怜女离愁别恨，但把
离愁推向极致的，莫过于后主了。他的词真把“愁”
字写绝了。这不仅和他的才情相关，更和他的人生
经历密切相关。其词得于心抒，成于天然。通过各
家词句的比较，便可晓知。
诗仙李太白的愁：“暝色入

高楼。有人楼上愁。”（《菩萨蛮》
词句）他的愁，也就这样了。只
述未有归期，登楼怅望之情。与
其诗《玉阶怨》：“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
珑望秋月。”极似。
戴叔伦的愁：“胡笳一声愁

绝。”（《调笑令》）愈见凄绝哀
怨之情，以胡笳（与今之二胡
类似）凄切之声喻之，似更胜
一筹。
同样，刘禹锡的愁：“水流

无限似侬愁”（《竹枝词》）。把读
者也拖进了愁中，让“侬”（吴语
“你”）的愁情与词句意境共鸣。

白居易的愁：“吴山点点
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
归时方始休。”（《长相思》）把相
思之愁，升华成了怨恨之愁。重
新定义了愁的外延。
唐代各词家都在“愁”字上

放下狠话。“怜女愁”，“愁肠断”
俨然已成标配。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
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
明。”温庭筠的《更漏子》更把一枝一叶，天南地北
都拖入怨恨离愁中了。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韦

庄又把江南美景与离愁扯上了关系。把美景通过
“断肠”来震撼读者之心。

这样一来，唐代词家纷纷开始互相攀比，一个
更比一个“愁”，看谁“愁”得更惨，“愁”得更狠。
“愁”俨然变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境界。

薛昭蕴的愁：“不语含颦深浦里，几回愁煞棹
船郎。”（《浣溪纱》）
牛希济的愁：“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记

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
冯延巳的愁：“泪眼倚楼频独语。”（《鹊踏枝》）
这些词句都把男女生离死别、缠绵悱恻之情

赋予了“愁”意。
此时的唐词大多是妾怨妻愁、男恨女哀的情

愁别绪。直至后蜀遗臣鹿虔扆留下了：“暗伤亡国，
清露泣香红”（《临江仙》）的亡国之恨，才开始把
国家大事愁到词句中了。

李煜之父，南唐中主李璟，亦是填词高手，他
当然也谙悟“愁”境：“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
雨中愁。”（《浣溪纱》）其愁之久、之深，托青鸟、
丁香写积累之愁，妙极了。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

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
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添字浣溪沙》）
传中主将此得意之作，手书持赠金陵一名妓。明李
廷机评价“字字佳，含秋思极妙。”近代国学大师王
国维也赞誉“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词虽美，然还是闺房佳人幽怨的套路。
时值后主出世，真正的“离愁大师”才来了。李

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
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
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辞藻之美自不必说。比谁“愁”？谁能愁过
“亡国恨”？！谁能愁过“一江春水”？！

李煜之愁，最绝莫过于《相见欢》，词牌虽曰欢，
内容却是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
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
在心头。”这是“愁”之绝。全词仅一字愁，却字字愁，
句句愁。情真意切，溢于言表，简约之美，胜似华藻。
爱国之愁，绝高于闺房之愁。帝王仕子之愁，绝高
于男女离别之愁。古曰：“仕气为上”，即为此意。
李煜之词，亡国之恨，故园之离，成为升华“离

愁”意境的特质。而这种“离愁”便成为后主词句的
“标签”。夫意境为上，词藻次之。意境之高已独步
于词坛，而千古不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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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天

" 石牛粪金五丁开道雕塑中的秦惠王

" 高陵君丞铜鼎!秦昭王十五年"

" 秦虎符

" 秦武安君白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