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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千金悬赏，奖金却始终发不出去

《吕氏春秋》果真一个字都无法改动吗
吕不韦千金悬赏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
一天清晨，秦国国都咸阳突然显得
比平时热闹起来。不少人跑到城东
的市区，既不是来买卖东西，也不
是来散步，而是来看稀罕。原来，在
咸阳的市门之上，公布了一部书，
还有一个告示。大家七嘴八舌地议
论，纷纷赶到市区来看的，就是这
部书和这份告示。

那时作为秦国国都的咸阳
城，是十分整齐的。陆续建造起来
的宫殿，构成咸阳的主体。贵族、富
人的房舍占据了宫殿以外的主要
大道旁。一般平民百姓只是在僻
街、陋巷搭间草棚、茅屋栖身。而买
卖物品的商贾，则必须到划定的
市区内进行交易活动。所以，“市”
区内是商号、铺面和小摊集中的地
方。咸阳的市是用围墙圈起来的，
进出市区必须从市门经过。这样，
朝廷或地方官要发布什么告示，就
常常在市门附近揭示，以便使更多
的人都了解。当时，纸还没有被
发明出来，书写的材料主要是木牍
和竹简，有时也用绢、帛等纺织品。
如果写部书，字数很多，用绢、帛太
贵，大概一般都写在简、牍之上。
简，是将竹子劈开、刮平，截成长二
十三厘米、宽一厘米的竹片，在上
面写字。每支简大约可写三四十
字。有时根据需要，竹简可以截得
长一些。那就能多容纳一些字。但
无论简有多长，一支竹简能写上去
的字数也是有限的，所以古代人要
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要用许多支
简。写好后把这些简用麻绳或皮
条连缀起来，就成为类似现代的
书，当时叫作“编”。写在木质材料
上的文书，应当叫木牍，用法大体
和竹简一样。只是木牍可以宽一
点，成为方形的。此外，简、牍还有
各种形式和不同用法。公元前239年
出现在咸阳市门上的告示和书，当
然是写在简、牍上面的，那么多的
竹片和木板要挂在市门之上，也必
定是十分醒目的一大片，这是从前
没有过的事。因此，咸阳城都轰动
起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兴冲
冲地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闹闹嚷嚷、万头攒动的市
门前，当人们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之后，更是大为惊讶。

原来那写在数千支简上的，
就是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
秋》。而《吕氏春秋》旁的那个告
示内容是：

现将《吕氏春秋》全文公布，
欢迎指正，有能增、损一字者，给
以千金的赏赐。

在这个告示之上，果真有明
晃晃的一大堆钱放在那里，据说这
就是“千金”，谁若能改动《吕氏春
秋》中一个字的，立即按告示中宣
布的兑现，将“千金”拿走。

这的确是件惊人的事，难怪
今天咸阳城像一锅开水一样都
沸腾起来了，众人奔走相告，议
论纷纷。“千金”，毕竟是个巨大
的数目，只要能改动一个字，就
可以得到这么多钱，怎能不使人
激动呢？于是，围在市门前的人
越来越多，有的一字一句地阅读

《吕氏春秋》的全文，有的反复琢
磨着告示的内容。就是不认字的
也垂涎欲滴地瞪着两只眼睛，望
着那一大堆诱人的钱不愿离去。
每个人脑子里都不免浮想联翩，激

发出发财的美梦。市门上的《吕氏
春秋》以及其旁的告示和“千金”，
成了咸阳城人人谈论的热门话
题，成了人们注意的焦点。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好
奇的观众越来越少，站在市门前
阅读《吕氏春秋》的人也逐渐散
去，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提
出改动这部书的一个字，那令人
动心的“千金”原封不动地仍旧
放在那里，没有谁能把它拿走。

《吕氏春秋》果真没错吗

《吕氏春秋》果真写得那么
好，连一个字都无法改动吗？当
然不是！是咸阳城的人水平都不
高，挑不出这部书的毛病吗？也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更
动《吕氏春秋》的一字呢？这个问
题在当时的资料中找不到答案，
成为吕不韦历史中的又一个谜。

不过，这个谜不难解答。之
所以没有人指摘《吕氏春秋》瑕
疵，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人
们知道这是相国吕不韦主编的。
大家都明白，尽管告示写明“有
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实际这
是一种自我吹嘘的手段，不过标
榜此书完美无缺、无可指摘而
已。若真有信以为真的书呆子，
当场挑出毛病，谁知道后果会如
何？说不定拿不到“千金”之赏，
反而会惹来杀身之祸呢！

这就是《吕氏春秋》公布后
没人更改一字的真实原因。

这个原因虽然是推测出来
的，但却是合情合理的。首先明
确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在《吕氏
春秋》首次公布二三百年以后，
生活在东汉时代的王充（公元27
年—约公元97年）。这时的吕不韦
早已不在世，他的党羽也早都死
光。好学深思的学者王充，在研
究了历史和《吕氏春秋》之后指
出，吕不韦当时的权势如中天之
日，以他的名义写的这本《吕氏
春秋》悬在市门之上，在场的观
众、读者害怕吕的权势，尽管能
看出书中的毛病，谁敢公开指出
呢？

又过了一百余年，到东汉末

有一个大学者高诱，首次对《吕
氏春秋》作系统、详尽的注。在高
诱的注中，就挑出十一处错误

（见《吕氏春秋》高诱注）。这些错
误中，有的是字、句、称谓的错，
有的则是跟事实有出入，比如下
面两个例子。

《吕氏春秋》中有一篇名为
《必己》的文章，其中记载春秋时
代宋国有个“桓司马”的大官，此
人有一颗宝珠，很多人都十分羡
慕，连当时的宋国最高统治者宋
国的国君也想要把这颗宝珠弄
到手。恰巧，后来这个“桓司马”
犯了罪离家出逃。国君就派人询
问那颗宝珠的去向，有人说那颗
宝珠被扔到鱼池中去了，于是宋
国君就下令淘干鱼池找宝珠。结
果，鱼池淘干宝珠没有找到，鱼
也死光了。这里，《吕氏春秋》记
载的宋国国君称为“王”。但是高
诱考证：上述那件事发生在公元
前418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宋国的

“桓司马”名叫桓，而当时的宋国
国君是宋景公，并没有称王，这
在《春秋》中有明确记载。所以，
高诱指出：《吕氏春秋》此处称宋

“王”是不对的。
《吕氏春秋》中《上德》篇在

记载重耳出逃到楚国这一段故
事时，也有一处错误，那就是重
耳到楚国后，“荆成王慢焉”，就
是说楚成王对重耳慢待，很不尊
敬。其实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
的。东汉学者高诱在注《吕氏春
秋》时，就举出证明驳斥了《吕氏
春秋》的记载失实。他举出的证
据是《春秋左传》的下述记载：

公子重耳来到楚国，楚国国
君设宴招待。

“公子若有朝一日返回晋
国，你将怎样报答我呢？”楚国国
君在宴席上向重耳问道。

“漂亮的女人，贵重的玉帛，
您有的是；奇禽、异兽、好玩的东
西也是贵国的特产。至于晋国有
的物品，都是贵国弃之不要的。
我能有什么报答您的呢？”重耳
这样回答，不知是谦虚，还是不
愿向楚君承诺什么。

“尽管如此，你到底用什么报
答我呢？”楚君仍不放松，继续逼问。

“那我就告诉您吧!”重耳无奈，
只好直率地说：“若托陛下之福，我
得以返回晋国掌权，当晋、楚发生
军事冲突时，我一定先令晋军退避

‘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共
九十里），给楚军让路。若仍得不到
贵军谅解，那我就左手执鞭、右手
持弓箭和您拼个死活!”

公子重耳的直言不讳，惹恼
了楚国大臣子玉，他要楚君立即
杀掉重耳。但楚君十分冷静地
说：“晋公子重耳廉洁而俭朴，文
质彬彬而有礼节，随从他的人都
有修养而宽厚，对重耳都十分忠
心且有能力，我看重耳必能成大
事。这是天意，谁也不能违背。”

结果，楚君便把重耳送往秦
国。根据上述记载，高诱推断出
楚君对重耳还算可以，“不得为
慢之也”，指出《吕氏春秋》的记
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高诱就是根据自己的考证，
指出《吕氏春秋》并非无瑕可摘；
咸阳市门的“千金”，也并非无人
能取：“咸阳市门之金，固得载而
归也。”当时无人对悬之市门的

《吕氏春秋》增损一字的原因，乃
是惧怕相国吕不韦的权势，“盖
惮相国畏其势耳”。

王充和高诱的分析是对的。
《吕氏春秋》的确有不少错误和
不足之处。不过，综观这部大著，
结构整齐、内容丰富，在当时也
属于极有价值的作品，对以后的
影响更深，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
的文化遗产。所以，“千金悬赏”
尽管有自我吹嘘的意思，可是这
本书毕竟非同寻常。此书的出
现，不仅在秦国，就是在那个时
代，也算得上一件大事。

千金悬赏目的何在

不过，吕不韦在秦王政八年
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市门，并千
金悬赏，难道仅仅为了自我吹嘘
吗？非也，选在这个时间公布《吕
氏春秋》，吕不韦经过了深思熟
虑，反复思考，有计划、有目的安
排，是有其特殊用意的。

自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上
台后，吕不韦便以相国的身份执

掌秦国大权。公元前246年，十三
岁的秦王政继位，吕不韦更以

“仲父”的地位进一步控制朝政。
这期间，秦国的实权完全操

控在吕不韦手中，尚未成年的秦
王政只不过是个傀儡。可是，随
着岁月流逝，吕不韦一天天老下
去，秦王政则逐渐长大成人，到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嬴政
已经是二十一岁的青年，按秦国
的规定，青年国君到二十二岁时
就要举行加冕礼，戴上一顶表示
进入成年的帽子，从此就要亲自
处理政务，而“辅政”的吕不韦也应
当还政于秦王政。如果即将亲政的
秦王是个有为的君主，或不愿受人
摆布的国王，那么吕不韦不仅会丧
失以前的一切权势，而且会遭到清
算。惯于独揽政权的吕不韦自然
不愿落到这个地步，但他大约已
经察觉秦王政并不是一个可以
任意摆布的软弱国君，甚至可能
是自己最大的政敌，而自己又不
敢公开篡位取而代之。怎么办？
只有加紧对秦王政的控制。《吕
氏春秋》抢在秦王政二十一岁时
公布，其目的之一就是向秦王政
示威。他用千金悬赏的办法向秦
王政发出讯号，令他知道，自己
作为一个相国，对秦国百姓的威
慑力究竟有多大！《吕氏春秋》公
布后无人敢更动一字，这就表明
没有人敢公然反对他。用这种办
法要这位年轻的国君了解吕相
国的势力，从而不敢稍有反抗。

公布《吕氏春秋》的另一目的，
还在于暗示秦王亲政以后，要像古
代传说中的颛顼对待黄帝那样，接
受吕不韦的教导。《吕氏春秋》一书
的序言《序意》中写道：“良人请问
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黄帝之所
以诲颛顼矣……”示意吕不韦像黄
帝教导颛顼那样，要将自己的主张
强加在秦王政身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乃
是，《吕氏春秋》作为吕不韦个人对
人生、宇宙、政治等重大问题的基本
看法，既是他本人思想的代表，也是
吕不韦执掌秦国十余年大政的施
政纲领和指导思想。在秦王政即将
亲政之前，公布《吕氏春秋》，实际上
是将吕不韦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纲
领系统、全面地向秦王政坦露，希图
秦王政按照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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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剑鸣（1935—1997），著名

秦汉史专家。曾任中国秦汉史研
究会会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著有《秦史稿》《秦汉
史》《简牍概述》《秦国发展史》

《秦汉社会文明》《汉武帝》《法与
中国社会》等。

吕不韦是中华历史中传奇的“商人相国”。他以一介商贾之身，凭借着过人的眼光和游说能
力，帮助质子异人返回秦国并登上王位，从而封侯拜相、权倾天下。他还主持编纂了《吕氏春
秋》，并给后世留下“一字千金”的典故。吕不韦曾经千金悬赏，可奖金始终发不出去，其中有何
奥秘？《吕氏春秋》果真一个字都无法改动吗？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林剑鸣在他的《商人相国：吕不
韦传》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近日，河南文艺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修订再版，并授权本报
选刊相关章节以飨读者。（标题和文中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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