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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些饭局可是能影
响历史的走向的，让我们来看看这
些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饭局。

渑池会

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

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西河
外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地方作
友好会见。赵王畏惧秦国，想要辞
谢不去。廉颇、蔺相如两人商量之
后对赵王说：“大王不去赴会，显
得我们赵国软弱、胆怯。”于是赵
王决定去和秦王相会，带蔺相如同
行。廉颇送到国境上，与赵王诀别
时约定：“大王出发之后，估计来
回路程及会见的礼节完毕，前后不
过三十天。要是过了三十天还没有
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
以断绝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
头。”赵王答应了。

赵王到了渑池与秦王相会。席
上，秦王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对
赵王说：“我听说您喜欢弹瑟，请
弹一曲给我听听。”赵王就在筵席
上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走上前
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
与赵王会饮，命令赵王弹瑟。”蔺
相如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
王擅长秦国的音乐，现在我奉献盆
缶，请秦王敲敲以相娱乐。”秦王
怒，不肯答应。蔺相如捧着盆缶上
前，跪着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
敲。蔺相如说：“我跟大王的距离
不满五步，大王要是不答应我的请
求，我可要把颈上的血溅到大王身
上了！”秦王的侍卫们要杀蔺相
如，蔺相如瞪起眼睛，大声呵斥他
们，吓得那些人直向后退。秦王很
不高兴，只得勉强在缶上敲了一
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写
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
击缶。”秦国的群臣说：“请赵王

送十五座城给秦王作为献礼。”蔺
相如也说：“请秦王把国都咸阳送
给赵王作为献礼。”直到酒筵完
毕，秦始终不能占赵的上风。赵国
调集了大军提防秦国进犯，秦国也
不敢有什么举动。

奇货可居

战国后期，阳翟大商人吕不韦
凭着自己杰出的商业头脑积累下万
贯家财。有一天，一个穿戴平常却
有着贵族气质的年轻人引起了吕不
韦的注意。吕不韦打听得知此人乃
是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名叫异
人，是秦昭襄王之子安国君的儿
子。当时秦国不断攻打赵国，赵王
便迁怒于他，把他拘留在丛台之
上，并由大夫公孙乾昼夜监守。

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不由得
心中欢喜：“他可是奇货，应先囤
积起来，然后做一笔大生意。”吕
不韦先以重金结交监守异人的公孙
乾，后又结识异人。有一次，他与
公孙乾、异人一起喝酒。酒至半
酣，趁公孙乾如厕的机会，吕不韦
问异人：“秦王都老了，太子安国
君现在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她没
有儿子。你何不趁这个时候回到秦
国，认华阳夫人做母亲。这样你才
有立储的希望呀！”异人含泪回
道：“我何尝不希望如此？怎奈身
在他国，无法脱身呀！”吕不韦
说：“这好办 ,我来设法救你回
国！”异人大喜：“能救我回国，
日后倘能得到荣华富贵，你我共
享！”

经吕不韦多方周旋，异人回到
咸阳并得到华阳夫人、安国君乃至
秦昭襄王的宠爱。不久，昭襄王逝
世，安国君为王；等安国君去世，
异人便为王。异人一当上秦王，便
让吕不韦做了丞相，并封为文信

侯。异人逝世之后，嬴政做了秦
王。羽翼尚未丰满的嬴政尊吕不韦
为相国，还尊称他为仲父。有了当
年那场饭局上“奇货可居”的关键
性投资，吕不韦得到了执掌秦国多
年朝政的大利。

鸿门宴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与项羽各
自率部攻打秦朝。刘邦兵力不及项
羽，却先破咸阳。项羽大怒，派英
布进攻函谷关。后来，刘邦的左司
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
算在关中称王，项羽更加愤怒，下
令次日早晨让兵士饱餐战饭，准备
击败刘邦的军队。此时，刘邦从项
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了此事，惊
讶无比，赶紧和项伯拉拢关系，对
项伯以兄长待之，并恭恭敬敬地给
项伯捧上一杯酒，祝他身体健康，
还约为儿女亲家。项伯答应为他在
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
向项羽道歉。

第二天在鸿门的宴会，美酒佳
肴之中暗藏着杀机。项羽的亚父范
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
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项羽却犹
豫不决。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
兴，想趁机杀掉刘邦，这便是“项
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由来。项伯
为了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在危急
关头，刘邦的部下樊哙闯入军门，
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
凡，便问来者何人，当得知是刘邦
的参乘（驾车之人）时，当即赐酒
赐肉。刘邦趁机一走了之。刘邦部
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
胜酒力，无法前来道别，并向大王
献上白璧一双，向范增献上玉斗一
双。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
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并大骂
项羽：“这个小子不值得与他办大

事，将来与项王争夺天下的必是刘
邦，我们都会成为刘邦的俘虏！”
数年之后，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
刎；刘邦则一统天下，建立大汉。

新亭会

西晋末年，中原又一次大乱，
先有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祸，北
方大片土地落入少数民族之手。北
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史称
“衣冠渡江”。南渡后的北方士
人，安定下来仍经常心怀故国。有
了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
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
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
的一干人等听闻此言，不禁感叹中
原落入异族之手，恢复家国也是一
时无望，不由得纷纷落泪。此时，
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
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了
王导的慷慨言论，十分惭愧，立即
振作起来。

这里的江河之异，乃是指长江
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之边，
名士高门们定期举办酒会，清谈阔
论，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
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悲从中
来，故此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
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
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
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用到的
“风景殊异 ” “ 新 亭 会 ” “ 江
河”，也是来自此次宴会。这次新
亭酒会对东晋的半壁江山有着非同
寻常的意义。北方士人是组成东晋
司马睿政权的重要力量，此次酒会
上王导打消了众人的萎靡颓废之
态，众士人得以团结起来，使东晋
政权很快地建立起来。名相王导也
被时人称为“江左自有管夷吾（管
仲）”。

杯酒释兵权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
黄袍加身登上帝王宝座的，他位居
九五之后一直担心那一班手握重兵
的手下会效仿他当年的作为。一
天，赵匡胤对宰相赵普说出了这个
心事。赵普说：“国家混乱，政权
不稳定，原因在于过去藩镇权力太
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
就太平无事了。”接着赵普指出禁
军将领石守信等所握兵权太大，又
没有统帅才能。赵匡胤听了，心中
便有了主意。这一天，赵匡胤趁晚
朝的时候，请石守信等几个老将喝
酒。酒酣耳热之时，赵匡胤开口
道：“要不是你们大力相助，我绝
不会有今天。但我做了天子，总觉得
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从来就没
睡过一天的安稳觉！”石守信等听了
不解，忙问皇上何出此言。赵匡胤
说：“人谁不想富贵？一旦有人把黄
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能推辞得掉
吗？”石守信等人听了诚惶诚恐，说：

“我们太愚笨了，连这个都不曾想
到，还望陛下给我们指条路。”赵匡
胤说：“人生在世，好像白驹过隙，
你们不如多积聚些金银，多购置些
田产房屋留给子孙，快活地度过晚
年。我们君臣无所猜嫌，不是很好
吗？”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其中
利害，只得跪谢皇恩：“陛下替我
们想得太周到了！”第二天，石守
信等都托言有病，乞求解除兵权，
宋太祖一一恩准，让他们以散官回
家养老，并优厚赏赐。

赵匡胤的这招，既保住了自己
的皇位，又让别人无法效仿和威胁
他。从此，五代十国那种皇上像走
马灯般的纷乱割据的局面结束了，
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得以奠定。

（来源：《文史天地》）

历史上著名的饭局

中国古代要求女兵与男兵分开
管理，禁止男、女兵相接触，所谓
“慎使三军无相过”，男兵女兵混
杂一起，会影响战斗力，这无疑与
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密切相
关。

中国历史上的女将，
数不胜数

中国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
是商高宗武丁的王后妇好，她带兵
东征西讨，鼎助夫君将商朝版图扩
大了数倍。妇好不仅善战，还掌管
着祭祀与占卜的权力，连武丁都怕
她三分。

此后，中国军中女将层出不
穷。西汉末年，先后出现了两个农
民起义女领袖吕母、迟昭平；北
朝，有众所周知的花木兰；隋朝初
年，有排除障碍带领所辖八州归附
隋朝的冼夫人。

至唐代，唐高祖的三女儿平阳
公主曾组建一支部队，为创建大唐
江山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支部
队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得到了广
泛拥护。今山西平定县的“娘子
关”，就是因平阳公主的驻军而命
名的。

宋朝，有着名抗金女英雄梁红
玉。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军从
杭州饱掠财物北归，梁红玉指挥宋
军，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了黄天
荡，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轻易越
过长江南侵。她的名气，毫不逊于
她的丈夫韩世忠。

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川忠州女

子秦良玉，是列入国家编制的“正
牌”女将军。她自幼随父习文练
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丈
夫死后，继任其职，曾派出族人救
援沈阳抗击后金，也曾亲率三千
“白杆兵”北上镇守山海关。

清兵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
战功卓着，累功至太子太保、中军
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
兵官、忠贞侯。据说，崇祯皇帝还
写诗夸赞她：“学就四川作阵图，
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
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
后四处掳掠，十九岁的谢庄女子冯
婉贞与父亲冯三保一起，带领民团
打败英法军队，保护了谢庄百姓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成为传诵一时的
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位蒙古女
王公—西旗的奇仲芳和东旗的巴云
英，都曾率领数百蒙古亲兵，开展
抗日游击战，并受到了宋美龄的称
赞。

蓬蓬乱世，名垂青史的中国女
将，数不胜数。同样是巾帼女豪的
秋瑾在诗中写道：“休言女子非英
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非常时期，
女兵必出现在战场

史料记载，古代中国既有女
兵，也有女兵部队。战国初期，
《墨子》载：“守法，五十步，丈
夫十人 ， 丁 女 二十人 ， 老 小十
人。”“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

什六弩、四兵。”可见，烽烟四起
的战国，女兵的比例可不小。

顾颉刚在《女子当兵和服徭
役》中说：“一部《左传》中记事
不 少 ， 而绝未 有壮女 当 兵之痕
迹。”但他认为：“殆战国时屡发
大规模之战争，丁男不足则以丁女
继之……必至全国动员而后已。”
非常时期 ， 女 兵 必 出现在 战 场
上。

汉朝初期，也有女兵，《史
记·项羽本纪》记载：“于是汉王
夜出女子荥阳城东门，被甲二千
人，楚兵四面击之。”

古 代 匈 奴 的 妇 女 都是女 战
士。《资治通鉴》中记载，公元
前36年汉朝军队讨伐西域的郅支单
于，把匈奴军困于郅支城内，匈
奴军誓死抗击：“单于乃被甲在
楼上，诸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
外人。”战情危机之时，匈奴女
人也上战场。

太平军中的女兵部队有10万之
众。湘军情报汇编《贼情汇纂》
中称“贼素有女军”，并详细罗
列了太平军女军的编制。定都天
京后，太平军女兵编为40个军，一
个军约有2500人。仅在天王府里服
役的女兵，就有三千，不仅在危
急时刻保护过天王的性命，最后
也陪太平天国同归于尽。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将领左宝
贵战死，《点石斋画报》报道，其
夫人发誓为夫君报仇，把金银首饰
都捐献出来，招募士兵，组成一支
三千人的部队，据说都是巾帼女

性，“别称一军”，从甘肃开到北
京，请求赴抗日前线。

当时媒体发出感叹：“若左夫
人者，亦女中之奇杰欤。”但也有
文字爆料，说左夫人招募的士兵都
是陕西、甘肃两省之人，他们“多
系耳戴铜环，衣服捆边，与女装差
近”，说左夫人所带的其实绝大多
数是男兵，但她的部队中也有相当
数量的女兵。

古代的女兵部队通常做些什么

那么，中国古代的女兵在军中
通常做些什么？军中怎么管理女
兵？

《墨子》载：“诸作穴者五十
人，男、女相半。”“壮男之军，
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
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
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
发梁撤屋。”战国时期的女兵，
主要干的是挖战壕洞穴、守卫城
池、挖土拆房等等辅助工作。

太平军的女兵部队所从事的
通 常是军需 生 产 ， 以 及 修 理 工
事、搬运粮草、舂米、搓麻绳、
埋死尸等工作。清朝人谢介鹤在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记载，1853

年-1854年间，太平军进攻清军江
南大营时，让女军派人挑着装满
糠 的 大 箩 筐 远 远 跟着。 一 旦 得
手，太平军乘胜追击，女军就用
糠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而后用
箩筐把战利品挑回去。定都天京
后，时而也有广西籍太平军女军
官出战，曾国藩对于这些“大脚

蛮婆”深为忌惮。
“战争已加速了中国妇女的

抬头与解放。”抗战期间，除了
部队中的女军人之外，中国普通
妇女的表现也极其出色。

1938年5月国民政府在牯岭召
开全国妇女会议，设立妇女指导
委员会，领导全国妇女的战时工
作，组织妇女参加战地慰问团、
担架队、游击队等组织，帮助破
坏敌后的公路，切断交通，一起
消灭侵略者。

战时长达240英里的川甘公路
的修建，其中就有几千甘肃妇女
的贡献，甘新公路的修建，也有
当地妇女的贡献，当时所使用的
工具都是极 其 简 陋 的 铲 锄 和 刀
斧。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设立
了九个办事组为抗战服务，其制
度之完备，不啻于一个规模庞大
的“女兵阵营”。

中国古代要求女兵与男兵分
开管理，禁止男、女兵相接触，所
谓“慎使三军无相过”，男兵女兵
混杂一起，会影响战斗力，这无疑
与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密切相
关。

概而言之，我国传统思维强调
“男主外女主内”，只有非常时
期，女性才会出现在战场，战场上
的中国女性博得了一个亮丽名字叫
“巾帼英雄”。毛泽东说：“中华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女兵部队越来越受到政治家、军事
家们的重视。

（来源：《羊城晚报》）

揭秘古代女兵部队如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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