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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事功精神
杨曙明

秦人的事功精神，实际上也就是
进取和务实精神！

事功，即事业和功绩，古代指为
国努力工作的功勋。事功是秦文化中
常见的语汇和范畴，《周礼》载 ：“事
功曰劳。”《商君书》载 ：“民信其赏则
事功成。”《左传》最早提出将事功作
为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观点。秦人的事
功精神包含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尚贤
尚功，二是赏罚分明。前者是事功的
精神激励机制，后者是事功的物质激
励机制。前者重在打破传统社会的等
级制度，促使秦国政权开放化和平民
化 ；后者重在建立严格的规范制度，
促进秦国政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历史上，作为一个曾经比较落后
的民族，秦人能够实现后来居上，迅
速崛起，其成功虽有多种因素，但事
功精神是秦人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人的事功精神建立在文化功
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实用主
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
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
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放弃儒学。据统
计，《史记·商君列传》中“功”字的使
用达到 11 次，《商君书》达到 50 次，

《韩非子》高达 284 次。
事 功，与 功 利 概 念 相 近 而 又 有

差异，前者侧重在功效利益，后者侧

重在建功立业之追求，故不能把功
利简单地归结为事功。在确立军功
爵制以后，秦人并没有出现肆意妄
为、以 武 犯 禁 的 现 象 ；反 而 取 得 了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
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
于 私 斗，乡 邑 大 治（《 史 记·商 君 列
传》）”的良好效果。

“ 秦 民 大 悦，道 不 拾 遗，山 无 盗
贼，家给人足”，反映了秦人不是假借
武力、四处掠夺、明抢暗偷，依靠歪门
邪道发家致富 ；而是遵纪守法、勤劳
致富，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道
不拾遗”的淳朴民风。秦人的事功精
神非但没有引发功利主义的失德危
害，反而达到了儒家所宣扬的理想社
会境界。正是秦人的事功精神，养成
了雍秦文化重公轻私、重群体轻个体
的价值观念，以及以国家、民族利益
为重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文化
最宝贵的优秀品质。

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体现在历
代秦国君主对霸业之事功目标的坚
定追求。

从夏商时期的显赫功业，到西周
时废国废姓的沉重打击，秦人不屈不
挠，始终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放弃对
美好前途的追求，没有放弃完成统一
大业的宏伟目标。自从非子立足于西

陲以后，秦人就一直把向东发展，回
到自己祖居的东方作为追求的目标。
襄公立国，初显僭端 ；穆公创霸，志
在东伐 ；孝公变法，谋求强秦 ；昭王
开创帝业，奠基一统 ；始皇统一六国，
追求传业万世之功。这些无不体现秦
人对事功精神的执着追求。

从 民 间 来 看，秦 人 的 事 功 精 神
表现为强烈的入世入仕情结。因为有
事功精神的存在，秦人能够积极参与
政 治、改 善 政 治，忠 于 国 家、勤 于 公
共事务。秦国的臣民在普通岗位上也
可以建功立业，可以通过种好田为国
出力、当好官为国尽忠、打好仗为国
争光，这为秦人普遍参与国事建立了
很好的制度通道。具有浓厚兵家色彩
的法家思想，正是迎合了秦文化这种
事功精神的制度要求，商鞅变法才能
最终废除世卿世禄制，确立了军功爵
制，鼓励耕战，崇尚首功，提出从治、
富、强、王到“兼天下”的最高事功目
标，使君主之利、国家之利和臣民之
利得到了统一，从而把全国朝野的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起到了尊主强国
致霸的效果。

事功精神还表现为秦人“事于战
功”的尚武之风和“贵奋死”的牺牲精
神，从而锻炼和铸就了秦国军队强大
的战斗力。

特别是在商鞅变法后，秦人的事
功精神进一步得到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引导和强化。秦人以“任法耕战”为
本，军功爵制为用，以事论功，立功随
赏，把事功精神落到了实处。对事功
目标的执着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
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
也正是因此，秦人才摆脱了被动挨打
局面，“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
侯雄”（《盐铁论·论功》），最终完成
了统一大业。

从 制 度 层 面 来 讲，秦 人 事 功 精
神集中体现在军功爵制上。军功爵
制规定以杀死敌人的多少，作为赏
赐爵禄的标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则 是 争 取 更 高 社 会 地 位 的 主 要 途
径。在事功精神的影响下，只要军功
卓著，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获得相
应的奖赏。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
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
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 ；如果他
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如
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
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
可以受益。

在那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
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军功授爵这样
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公
开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似
乎只有秦人能这么做、敢这么做。 

在利益驱使下，士兵们在战场上
不顾一切争抢敌人首级就完全能够
理解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
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
的等价货币。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
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
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
位的唯一出路。

古今中外的将士在战场上都要
戴上防御用的盔甲。但考古人员在秦
始皇的兵马俑坑中发现，无论是士兵
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而且
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单，甲片减少到
了最低程度。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是护
住前胸和后背，而站在最前边的弩兵
部队身上一个甲片也没有，这也就是
史书上记载的“科头免胄”。

《战国策·韩策》记载，“山东之
卒，被甲冒冑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
以 趋 敌，左 挈 人 头，右 挟 生 虏。夫 秦
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
也 ；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
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
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
之上，必无幸矣。”这段记述竭尽所能
地为我们刻画了一幅秦军作战图。

根 据 记 述，我 们 仿 佛 看 到 战 斗

到正酣时，一群脱掉铠甲、光着脚丫
的秦军奋不顾身地向敌军扑去，他们
左手提着砍下来的敌军首级，右手还
不忘生擒的俘虏……“秦带甲百余
万，车 千 乘，骑 万 匹，虎 贲 之 士 跿 跔
科头，至不可胜计。”（《史记·张仪列
传》）由此可见，不戴头盔也许真是秦
人作战时的习惯。秦人有先进和强大
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似乎只
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
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
了他们杀敌晋爵。秦国士兵的简装，
也是秦人英勇善战的真实写照，在战
斗中，他们往往能够轻装上阵，不顾
个人生死，冲杀在前，赢得战争的主
动，这也许正是秦人军队战无不胜
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荀子高度评
价秦军 ：“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
之武卒 ；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
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
焉。”（《荀子·议兵》）

在 凤 翔 雍 城 陵 园 中，就 发 现 过
一 些 来 自 北 方 的 少 数 民 族 奴 隶 墓
葬，他们采用不同于秦人贵族直肢
葬的屈肢葬，墓中还有一些代表身
份和地位的陪葬品，说明这些奴隶
因战功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和地位，
所以死后能有一个像样的墓葬。当
时，一个奴隶可以通过获得军功摆
脱卑贱身份而取得地位和财富，不
难想象军功爵制对普通老百姓和士
兵的激励作用有多大。

在战国中期前，秦人在经济、文
化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其实并不比山
东（古指崤山以东）六国强，但事功精
神却将秦人全社会的能量高度聚焦，
迸发出极大的历史潜能，这无疑是秦
人终操胜券的一大精神优势。

随着事功精神的不断深化和普
及，最终成为秦人社会的灵魂和杠
杆，升华为秦人的民族精神支柱。至
今，秦腔折子戏所歌颂的主角，大多
是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 ；凤翔被称
为“雍秦”之地，这里流传的民间故
事，也大多为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
传奇。

在 秦 腔 悲 怆 苍 凉 的 吼 叫 声 中，
在乡人简约夸张的讲述声中，隐约传
递出兵家征伐的激烈气象，以及对建
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向往。虽然
时越千年，但今人仍然能够清晰地感
受，甚至触摸到雍秦文化始终崇尚的
事功精神。

 
（作者为凤翔人，系陕西省社科

院特聘研究员、《陕西社会科学》副

主编。）

那条河在我的心里流淌了很久，
从古丝绸之路驿站——关山松林沟出
发，像一条蜿蜒逶迤的长龙，为着一个
醇香而绵长的梦想，又从我们的脚下
展开，缓缓东流，千里奔波。

家乡在关山脚下的山坳坳里，连
绵起伏的关山近在咫尺，葱葱郁郁之
间，云雾缭绕之下，美丽的村子掩映其
间。村子叫铁塬村，村里的老人称呼她
蒲峪川，而那条河自然就叫蒲峪河了，
古名“扑鱼河”，名字起得恰如其分，
妥妥当当，让人舒畅。

“美不美家乡水。”一条河就是一
个村庄的历史见证者，是家乡的代名
词。陇县的蒲峪河河水清澈见底，恰
似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着村子里的过
去、今天和明天。蒲峪河更像毫无索
取、只知奉献的母亲，用甘甜的乳汁哺
育着我们，让旱涝无常的蒲峪川成了
宝地。

穿越历史的硝烟，公元前 771 年，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造成内乱，犬戎破
西周都城镐京，西周亡。秦襄公带领这
里的秦族人，汲取蒲峪河河水的丰富
养料，领兵护周平王迁都洛邑，创建东
周而战功卓著，受封诸侯。此后，秦襄
公就是秦国的第一位国君，陇州，更有
了“秦都汉关”之美誉。

再次回溯，公元前 885 年，秦的
祖先秦非子曾在关山脚下为周王牧
马。万马奔腾，聚集关陇腹地，蒲峪河
里的汩汩清流，将这些战马喂养得膘
肥体壮。从而，这条河为秦非子“开创
了中国历史上养马群牧之先河”，功
不可没。

岁月更迭，时光过去了几千年，

如今的蒲峪河却仍然为蒲峪川的人
们稳稳当当地造福。她盛放了游子
漂泊的忧愁，一直流淌在我的心中，
频繁地闪回我们的梦中。沐浴着精准
脱贫的时代春风，村里的面貌焕然一
新，河堤修筑得更加牢固整齐，河两
岸鲜花盛开，风景如画。回想过去，我
曾在这条河里洗衣服、捉鱼，和村里
的人们一样直接或间接地喝着河里
的水，一条河涤荡着我的心灵，留下
了美好的记忆。

与 蒲 峪 河 遥 遥 相 望，聆 听 着 河
水一路欢歌笑语，深情凝视那条河
妩媚妖娆的身姿，感受静水深流、时
光清浅，刹那间，心就平和许多。似
乎生活中的纠结和忧愁、城市的喧
嚣和浮华也会顺着河水流向远方，
消失在尽头，纵有再大的波澜，也会
付诸东流。

与蒲峪河静静相望，缓缓淌过的
河水，漾起朵朵浪花，她是牵起青春一
段记忆的最好方式。彼年，村里一位叫
小芳的姑娘因三次高考失利，屡次遭
遇打击，一度跌入了精神世界中的万
丈深渊。那些日子，她每天蹲坐在河
边的大石头上，发呆，沉默不语。身旁
的树木像撑开的一把把大伞，阳光透
过树枝倾泻下来，斑驳的树影在轻风
中摇曳，河水一路匆匆而过，谁也不会
懂得她内心的落寞和忧伤。家人朋友
都很担忧，祖母拄着拐杖，陪她坐在河
边，慢慢地说道 ：“这世上啊，没有过
不去的火焰山。”

多年后，她说，是那条河拯救了
曾经迷茫、无助而懵懂的自己，冲刷了
淤积在心底的阴霾，让她在人生的路

上走得更顺畅、坦然。
蒲峪河，我至亲至爱的母亲河。

当我困了累了的时候，总想回到那
个魂牵梦萦的地方，静想蒲峪河的
往昔和现状，她曾经孕育了由此崛

起 的 秦 族，秦 人 的 坚 强、秦 人 的 闯
劲，也由此渗入我这个生长在蒲峪
河畔的后辈人血脉中。而我同样珍
惜的是，来到这里，听听流水声、闻
闻 花 香、嗅 嗅 泥 土 的 清 新，寻 找 家

乡最美的味道，让我心情也蓬勃起
来……

（作者系陇县县委组织部干

部、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省作家协

会会员。）

陈仓荟萃

蒲峪河孕育出的坚强
文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