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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开展一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的 学 习 运

动,大家都在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看书学习9力求从理论同实践

的结合上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在这样的革命新形势下,联系

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批林批孔9读一读 《触聋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对
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9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加深对培养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入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有好处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要我们读一渎 《触聋说赵太后》,并且指出: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毽制代替奴隶制的斓期9地主阶级内部9财产和权力的再分戤。

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
“君子之泽,五世雨斩

’,就是这个慧思。数们不是代

表剥削阶级,雨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悝女n果 我们不注蕙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

他们也会变质9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 9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毛主席的这些亲切教寻,是我们阅读

和研究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

(-— )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弼没落的奴隶主阶级

之问,法家同儒家之间,展开了极其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你死

我活的激烈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以及它的代言人法家学派,坚决主张发展封建制9清
除掉旧世界的污泥9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的封建国家,而
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以及它的代言人儒家学派9则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这帮家伙嗜

痂成癖,逐臭成风,妄图维护分裂割据的局面,颠覆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复辟腐朽的

奴隶制。

世卿世禄的制度是保证贵族特权世袭罔替的办法9是一种有利于维护腐朽的奴隶制

的旧事物。因此9它也就必然成为战国时代儒法斗争的焦点之一。我们知道:历史上任

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

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还在战

国初年,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担任了魏相9主持变法9就是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

大规模改变所有制的一次革命斗争。他提出了
“
食有劳而禄有功

”
(《说苑·政理》) 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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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他认为:治 国的方法是9把俸禄给予那些对封廷围家有功劳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

治理国家多实行有功必赏 ,有过必罚 9并 剥夺那些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占去的俸禄和特权。

稍后于李悝的吴起,也是一位法家的著名代表入物。他在楚国担任了令尹的官职,领导

了一次反复辟的变法革命运动,恢复丁楚国曾经实行过的 “使封君之子孙三 世 而 收 爵

禄
”

(《韩爿卜子·和氏》)的办法,并把一些新的奴隶主贵族赶到边远地区去开荒。所谓 “
令

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 吕氏杳秋·贵卒》),就是指的吴起所采取的革命行动。

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运动9是我国古代史上影响深远

的一次破旧立新的改革。他帮助秦孝公普遍地推行郡县制,废除奴隶主的分封制,取消

世卿世禄的老办法,规定 “宗宦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

(《史记·商君列传》),这就是

说,即使是宗室贵族,如果没有立过军功9便不得将名字写在宗室的名册上。战国末期

赵人荀况针对儒家代表人物孟轲力图恢复世卿世禄的奴隶主世袭制的反动谬论,大声疾

呼必须维护 “无功不赏”的封建制度。他说: “王公士大夫之子孙”,如果不能符合封

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的要求9则应当下降为
“庶人

”;而 “庶入之子孙”,如果能 “
积

文学,正身行”,符合封建的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就可以提拔为
“卿相士大夫

” (《苟子

·王芾刂》)o由 此可见,在这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

不断地进行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奴隶主手中夺取政权 ,就必然要采取法家路线,在本

阶级内部实行有功授爵,元功收爵的封建制度,造成了《孟子 ·离娄下》中所说的 “石∷子

之泽9五世而斩”的局面。就是说 “卩子
”

的润泽,包括财产和权力在内的全部遗产 ,

最多不过继承五代便断绝了。

《触罾说赵太后》这个历史故芋,发生在战国末期,上距商鞅变法将近百年,下距

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不过四十四年。

(二二)

《触誊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可以划分为三大段。

第∷段 (即 第一 自然段)是开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肯景,点明了时间、地点、人

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摆出了问题的关键与矛盾的焦点。
′ 战国时期,,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有韩、赵、魏、齐、楚、燕、秦等七个主要的诸

侯国,各国都力图以自己为中心统一中国,形成了争霸的局面。七国中,秦国虽然建国

较晚,但 由于商鞅变法进行得比较彻底,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了强有力的专政,所以后来

居上,成为一个
“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 (《 战国策·秦策一》) 的封建制强国。公元前二

六五年,秦国乘赵国惠文工死,子孝成王立,由太后摄政,政权交替的机会,出兵攻赵 ,

一举攻占三城。文章叙述了赵、秦双方的矛盾:-方是 “新用事
”;另 一 方 则 “急 攻

之”
。前者既反映了政局的背景,也点明了时间;后者既表现了秦国抓住时机,迅速出

兵的决策,也写出了赵国遭到强敌压境,形势紧张的情景。秦强赵弱,于是赵国不得不
“求救于齐

”
。这中间信使往来,谈判磋商,经过必然是曲折复杂的。赵国 与 齐 国 过

去关系并不一直都很好,赵惠文王去世前五年,即 赵惠文王二十八年,两国之间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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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战争。后来由于秦国势力扩大,才促使了赵、齐之间的接近。赵国要求齐国出兵援助

它,齐国不能不从白己的利益出发9考虑问题,提出条件。文章略去了这些过程不写 ,

而仅用 “必以长安君为质
”一语说明了齐国的条件和态度。齐国的态度很坚决,但这个

条件却是赵太后感到无法接受的。她也许认为,齐兵即使不来救援,未必就会立刻发生

不测的后果。一则除齐之外,似乎还可以向其它的诸侯国求救。再则当时赵国的文臣中

还有蔺相如这样的栋梁,武将中还有廉颇、赵奢这样的干城,而担任相国的平原君赵胜

— 一̄~虽 然 《史记》的作著司马迁对他评价并不高,但他毕竟拥有大量的像毛遂一类的智

囊人物,还可以出主意想办法:何况赵惠文王二十九年,赵奢不是曾经打败过秦国的入

侵,立 了大功,赐号为 “马服君”的吗?而今天倘若把最心爱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去当人

质9作抵押,归赵之日,殆未可知·一旦赵、齐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那才是后果莫测

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 “强谏
”,不知费了多少唇舌9大约他们的分析说理,止于为

赵国的安危着想,而没有考虑到
“老妇

”
受子之心胜过其它。 “太后明谓左右: ‘

有复

言令长安君为质者9老妇必唾其面!9” 文章用这样一 句话反映了矛盾已陷入僵局,作

为状语的 “明”字,生动而形象地刻划出太后怒气冲冲的神情。

开头这一段不到六十字,由 秦、赵的矛盾写到赵、齐的矛盾,再 由赵、齐的矛盾进

而写到君臣的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令长安君为质联齐抗秦 ,这是关系赵国存亡安危的大问

题,矛盾的焦点是必须说服太后,取得她的同意。文笔简练,脉络鲜明,具有吸引力。

第二段 (包括第工、第三两个自然段)是本篇的主体,写 触誓针对赵太后的思想状

况,因势利导,终于说服了太后。

在 “大臣强谏
”9太后盛怒,使矛盾陷入僵局的J淆况下,左师 (级别较高,用 以安

置老臣的一种冗散的官职)触聋表示愿见太后。他会不会遭到
“唾面”的侮辱乃至更为

严重的处分呢?这是读者很关心的问题。这-段的开始,文章用 “盛气而胥之”描写了

太后的形象,反映了会见时的紧张气氛。接着面对面的斗争的序幕揭开,触聋从行动举

止,以 及态度言谈上表现了对太后的恭敬与关心,完全避开了太后的忌讳。虽然,太后

的几句回答,语言是冷冰冰的,但毕竟逐渐地使太后的 “盛气”转变为 “色少解
”

。气

氛的比较缓和,为进一步说服太后准各了条件。这是第二段的第一层。

然而, “
太后之色”仅仅是 “少解

”,如果直接提出 “
令长安君为质

”的问题,还

是不行的。在这一段的第二层里,触聋从托子谈起,动之以情,破其所忌。他看清楚了

太后溺爱幼子,缺乏远见,在大臣强谏之后,精神上处于孤立状态豆遂利用托少子的问

题而谈到爱少子的闸题,使太后感觉触餮是一个
“知己”。这时整个气氛也就由 “

太后

色少解
”进展到 “

太后笑
”的状况。君臣之间谈话一投机9太后在思想上就完全解除了

武装,只待最后的说服了。

于是触聋以太后爱燕后与太后爱长安君作比较 9指 出 “父母之爱子 9则为之计深远”

的原则,肯定太后对女儿的态度,使她觉得触誊的话有道理,表示赞同。这时似乎已经

时机成熟,可以立即转入 “
令长安君为质

”的问题了。但触誊还不急于摆出 自 己 的 主

张,还要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一举折服对手作多方面的铺垫。

战国末期,七国先后都建立了封建制,废除了奴隶社会所实行的世卿世禄的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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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代之以 “
食有劳而禄有功

”的办法。所以触譬说:三代以前,赵国刚 建 立 的 时

候9赵工的子孙是封了侯的9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继承侯位的了1不仅 赵 国,其 它 各

国的诸侯也是如此。现在摆在赵太后面前的闸题是: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把幼子

长安君培荞成为新兴地主阶级草命事业的接班人,令其 “有功干国
”9 “质于齐

”正是

立功的实际行动多而不应当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9让长安君堕落成为腐朽的奴隶主阶级

复辟势力的接班人, “位尊而无功,奋厚而元劳
殄

。如果听信儒家的说教,采取后者那

样的办法9将是十分危险的。太后纵能包庇于身礻t,决不能保护于死后。历史的经验值

得注意: “近者祸及身9远者及其子孙。
”太后不能不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就这样触譬

将计长计短互较9尽管没有明言太后的不是,终于说服了太后。使她不以目前长安君之

离去为忧,坚定了出质之念。君臣之问的矛盾解决了9赵 、齐之泅l的矛盾也解决了,随

后,秦兵也退去了 (《资治通埯》)。

i艮观整个说服过程,好 比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开初还以为触誊闲闲置子,似觉无

用。等到成局之后,——细校,才知道白首至尾,悉无虚着。触罾开始说 “老臣病足”
,

后来又说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
”,这些都是为了表述自己的老态,以 开 启 下 文 “填沟

壑”之语。至于说 “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以及关心太后 “日食饮得无衰乎
”,这些都

是为了指出太后的老态,以开启下文 “山陵崩”之语9可见不是一般的寒暄,不是为恭

敬而恭敬9为关心而关心。在谈到他的小儿子舒祺的时候,称之为 “不肖
”,这就暗示

其纨袷娇痴,是紧紧扣准了 “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
”

来说的9而请 “补黑衣之数 ,

以卫王宫
”,也就暗示了立功自托的意思。这-大段文字,从布阵的严整和针线的紧密

来看,颇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第三段 (即最后一个自然段)引子义的话作结束9点明了文章的主题。新兴的地主

阶级必须重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不能依仗没有功勋的尊高地位9没有劳绩的优厚俸

禄,来保住他们的财产权力。

这篇文章在写作特点上,为了表现 “说服”的过程9主要使用了写对话的手法。有

的地方明白标出 “左师公曰”
、 “

太后曰”字样,而有的地方则只有 “对曰”和 “曰”

字样,在 “老妇不闻也”之后甚至 “曰”字也不用)凡此种种,不仅是形式的变化,也

反映了对话进行的速度快慢,反映了唇枪舌剑,一来一往,节奏由弱到强,逐渐达到高

潮的过程。最后在 “诺,恣君之所使之”的前面又使用 “太后曰”字样,表现了对话的

速度复归于缓慢,说明太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完全觉悟了过来,矛盾遂由高潮转为结

局。此外,在写对话的同时,也适当描写了人物的动作与神态,使 得 场 面 生动,形象

逼真。

(三三)

∷ 《触餮说赵太后》这篇文章,见于 《战国策》,也见于 《史记 ·赵世家》。但二者

文字略有出入。比较关键的差异是: 《战国策》中 “触酱愿见太舌”这-旬话,在 《史

记》里却作 “触聋 l丫 愿见太后”。有人根据 《苟子》、 《说苑》、 《汉书》等六种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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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出现过 “触龙
”这样的人名推断:由 于古人都是直行书写,所谓触誊大约是 “触龙

言”之误。近年我们在长沙发掘了马王堆二、三号汉墓9出土的帛书中也有这样一段文

章,可以肯定这-部分帛书是刘向校定的 《战国策》所根据的 《战国策书》的 某 种 本

子,即 《战国策》所根椐的前身 (参看 《考古》⒛75年笫 1期 )。 这个珍贵 的 帛 书 本

关于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
句,跟 《史记 ·赵世家》相同9这就证实了上述推断。因

此9文章的标题应改作
“触龙说赵太后”

才是。

《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有关战国的史料整理校订的一部战国时代的史料汇

编。这部书有些内容在害观上艮映了当时急割的社会变革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但全书夸

大谋臣策士的作用,宣扬了刊肖刂阶级的唯心史观。 《触罾说赵太后》这篇文 章 也 不 例

夕卜。

今天,读一读 《触譬说赵太后》这篇文章9对于我们是有筲鉴意义的。

第-9我们应当从
“不能恃元功之哞,元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这句话引出教

训。党和入民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与 “俸禄”,我们如果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

吗?久 了人民能要我们吗?特别是有极少数人,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为他带来了 “尊

位” “厚奉
”之后,他扰觉得可以安啻扎寨,经言自己的安乐窝了,把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全面专政,忘得一干二净,全然丧失了在元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意志。这种

人想在半路上停下来”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9在封建社全代
∴
替奴隶社会的革命斗争中,要同传统的世卿世禄的制度实行决

裂。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彻底的 f韦大革命斗争,因此 “
毫不奇

怪,它在白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今天我们一定要做限

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要勇敢地同旧社会的传统心理和习惯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σ

第三,在教肓子女的问题上,我们也要将计长计短作比较,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对子女,不是把他们当作私有财产,而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

富9人民的后代。所谓计长”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辜业的需要来考虑,而不是谋求私利。

这是有原则区别的。计长就必须用 “荞儿防修
”

的观点去代替 “荞儿防老”的观点,狠
批刘少奇、林彪一伙宣扬的 “渎书做官

”
、 “下乡镀金

”
、 “变相劳改”

等反动谬论 ,

积极支持子女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群 众 运 动 中

去9经风雨,见世面,认真改造世界观,把他们培养成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守

住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绝大多数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所谓计

短 ,就是看不见资产阶级正在拚命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对他们腐蚀侵袭,“用日常的、'

琐碎的、看不觅摸不鲞的腐化活动制遘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

恶果”,忽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严重危害性,对子女要求不严,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

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少数同志的子女,不是也还有
一

个 “位尊而无功9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

的问题吗?他们的 “重器”
是什么呢?

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照像机、电视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

别。个别同志对自已的子女看坏书、唱旧戏、听黄色歌曲也不闻不问不管,甚至袒护犯

了错误的子女。这些同志认为自已是在爱子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这些作 父母 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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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知要把白己的子女引向何方?不知要把白已的子女培荞成什么样的接班人?少数

出身革命家庭、长在红旗下的青年走上犯罪道路的沉癀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吸

取吗?

第四,青年同志要从 “有功于国
”

得到借鉴。当然”我们不能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

去立功,我们必需为元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服务9我们也不是为 “子孙桕纰力王”的目的

去考虑闸题,我们只能是为巩田元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目标雨奋斗。为此,必须自觉地抵

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要保扦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

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 努力用无产阶级的世界 观 武 装 自

已,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9庸俗的捧圩,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

了头脑 9以 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教唆犯的当。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青年∵代寄于极大的希望,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9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

们的9你们莆午入,朝气篷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厣上八九点钟的太阳9希望寄托嵌

你们身上。”我们青少年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衤,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把 自己培荞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9使 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

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永远也不会得逞 !

(上接第92页 )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这种思想内容上的有机联系9不是一般文 字技 巧 闸

题,而是恩格斯的科学思想和党性在文章中的表现。文章的论证严密还在于结构谨严和

过渡巧妙。文章分三个大的部分:开始简要介绍逝世时问和情况,指明马克思逝世的巨

大损失,第二大部分以主要篇幅9写马克思是 “
科学匣匠”和 “革命家

”,第三大部分

说明马克思的巨大贡献的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文章首尾照应,浑然一体,井然有序 ,

层次分明。段落的衔接,开头都用了承递性的语句,象 “这个人的逝世”就衔接第一、

第二自然段, “不仅如此”就联系第三、第四自然段;第六白然段就从 “
科学臣匠”

转

到
“
革命家

”,用 马克思对科学的态度作为纽带,联系了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

贡献,小结上段,铺垫下段, “正因为这粹”,既收接上文又对其巨大影响展开论述。

由于作了这样的安排,文章论证十分严密9逻辑性很强。这篇讲话在严密论证马克思的

伟大贡献及其深刻影响的同时,强烈地抒发了对马克思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 的 革 命感

情。这种感情贯注全篇 ,溢 于言表。开头谈到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时9用
“
繁茂

芜杂
”

形象而尖锐地批判了历史唯'b主义的谬说。接着讲剩佘价值的发现时又用 “豁然

开朗
”

与 “黑g啬 中摸索”对照,有力地突出了这一发现的革命意义。写马克思对敌斗争
“得心应手”, “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戚效,是很少燹的

”,这些话也热情赞

扬了马克思的卓越功绩和革命精神。
“
得心痖手

”写马克思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多 “热

烈
”写马克思在斗争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9 “顽强”写马克思在斗争中不 屈 不 挠 9

“卓有成效”写马克思在斗争中战果辉煌。这些对马克思的赞扬都是严格地本着历史的

萁实,而±t没有夸大山浮词。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写作特点,文章真正起到了既对革命

导师表达丁革命人民的崇i、 诅意又对革命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教向和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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