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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秦人的主要精神特质
霍彦儒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是继周

人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民族。秦人在

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从一个避居西陲小族发

展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强大封建

帝国，创造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和

精神。

一是进取精神。秦人原是一

个东夷小族，因始祖伯益（翳）给舜

调驯鸟兽而被舜帝赏识赐姓——

嬴，后又佐禹治水有功而被禹看

重，欲让位于他，但因拘押启而被

启所杀。其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

中原发展，一支在西部发展。在中

原发展的，后因造父精于驾车而被

周王赐以赵城，建立了赵国；在西

部发展的畎夷，因为商扫除夏残

余势力而进入邠岐之间，即渭河中

上游，替商守护西土边陲（今关中

一带）。后中潏归周，迁陇山以西，

为周防守西北边陲（今天水礼县

一带）。从伯益失国到非子取得“秦

嬴”封号，经过了一千二百多年，因

给周王养马而取其信任，居汧渭之

间。其后裔庄公因讨伐西戎有功而

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并将嬴成

一支的领地犬丘亦赏赐给庄公。

这时的秦人在西陲之地有了稳固

的地盘。秦襄公即位后，以送周平

王东徙而受封岐、丰之地，且封其

为诸侯，开始与东方各国平起平

坐，一视同仁。秦文公即位，几乎穷

尽一生征战西戎，收复了岐、丰之

地，其地域扩展至关中中部地区。

后经宪公、武公的不断征讨西戎

和经营岐、丰，将关陇连成一片。德

公即位，迁都于雍。在此先后立国

近 300 年。秦穆公励精图治，其在

位的 39年中，多次争夺中原，虽则

收获甚少（仅得河西八城），但秦人

的顽强、进取、开拓精神可见一斑。

随后仅用一年时间，“益国十二，开

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

纪》）。以后到秦孝公的十五位国

君，秦国总的来说是积弱积贫，但

其间也有秦哀公救楚、秦厉公开拓

疆土、秦惠公夺取南郑等作为。秦

献公即位，力主改革，重振秦国。首

先迁都栎阳，采取战略进攻之势。

秦孝公即位，重用商鞅，推行变法，

经过多次征战，收复河西之地，打

开了东进之门户。自此秦拥有了整

个关中和陕北大部。其后，经过秦

惠文王到秦王政百年的征战，终于

统一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

专制政权。从以上简述的秦人历史

可以看出，秦人在其两千多年，尤

其是后期五百多年的发展中，可以

说始终处在征战、讨伐中。在其不

断的征战、讨伐中，表现出秦人不

屈不挠的拼搏、进取、开拓精神。正

是这种拼搏、进取、开拓精神，才使

秦人一步一步走向强大，最后夺

取天下。秦人的这种进取精神，自

古以来就得到肯定。孔子赞秦穆

公“其志大”，贾谊说秦人“并心于

进取”，司马迁写秦孝公有“席卷天

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志，并吞

八荒之心”。

二是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

民族的生存之本，是一个民族发

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有民

族的创新，才有民族的发展和壮

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之

所以后来居上，一统天下，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很强的

创新精神。秦人的创新精神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体

制方面。武公在他当政的十年，

“伐邽、冀戎，初县之”，第二年，

又在杜（今长安）、郑（今户县）等

地设立县治（《史记·秦本纪》）。

秦人一改周人的分封制，而开始

实行县制。这与东方诸国相比是

比较早的。可以说这是秦人国家

制度改革的开始，为以后秦始皇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始皇又建立起一套完整

的国家集权专制制度。这种制度

保证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

政权的统一和土地的完整，避免

了国家因分封而导致割据势力

之间的相互攻伐和吞并。这种国

家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

2000 余年。如谭嗣同所说 ：“中

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这是秦

人在国家体制方面的重要创新。

二是在国家官制方面。秦文公时

初设左右史官，以记言记事 ；秦

穆公时设置卜、祝，以管理宗教、

祭祀 ；还设有卿、大夫、庶长等。

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

三是在精神文化方面。秦人在吸

收、整合姜炎文化、姬黄文化、

周文化、戎狄文化等多种文化以

及在继承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创

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这

种独有的文化主要表现在石鼓

文、《诗经》中。四是在物质文化

方面，秦人在战国时期有着先进

的手工业，其中的冶炼技术特别

发达，有其独到之处，如对兵器

的铬化处理，即使埋在地下两千

多年也是不蚀不锈，光耀夺目，

锋利如新。这种技术在德国和美

国，分别于 1937 年和 1950 年才

正式被列为专利。在铁器、青铜

器、陶器等制造业上，虽不是最

发达，但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之

一。可见，正是秦人这种创新精

神，才是秦人迅速赶上或在某些

方面超过了其他诸侯国，跻身于

齐、晋、楚等强国之列。

三是尚贤精神。秦人的崛起、

强大以至于一统天下，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得力于尚贤、重贤和用贤，

即善于招揽人才、重用人才。在这

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秦穆

公、秦孝公等统治时期的尚贤之

事。秦穆公执政期间，先后招揽和

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秦孝公

招揽和重用商鞅，秦惠文王招揽和

重用张仪，秦始皇招揽和重用李

斯、尉缭等。从这几个国君执政的

时间看，可以说均为秦人历史上的

重要时期，社会各方面都有较快的

发展，国富民强，其原因是与善于

招揽和重用人才分不开的。考察秦

人的尚贤之策，归纳起来大概有这

么几个特点：一是不论其身份贵

贱。如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是一个

被楚人俘虏的“亡国之臣”，以“五

羖羊皮赎之”（《史记·秦本记第

五》）。二是不论其地位高低。如蹇

叔，其地位低下，经百里奚推荐，秦

穆公封其为上大夫。三是不论其族

属。如被秦穆公委以重用的由余，

他原为戎人。四是不论其国别。上

面提到的人他们都不是秦人，有的

来自魏国，有的来自楚国，有的来

自宋国。五是不论其年龄大小。如

秦穆公招揽和重用的蹇叔、百里

奚，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六是

用而不疑。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国

家，有着不同身份、地位和背景，但

到了秦国都能被委以重任。这种用

人思想也影响到秦始皇。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

分析的。总之，秦人的尊贤尚能和

各种用人政策在秦崛起与统一六

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尚

贤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着积极的

借鉴意义。

四是变革精神。春秋战国时

期，各国之间战争不断，且战争规

模大、持续时间长、双方参战的兵

力多。在这激烈的兼并、称霸、统一

战争中，要求得生存，取得战争的

胜利，就必须进行积极的改革。相

对于其他东方诸国，秦国的改革可

以说是比较晚的，但变革的成效却

比其他国家显著。战国初期，秦人

逐渐加快了变革的步伐。秦简公

在位时，实行“令吏初带剑”“令百

姓初带剑”“初租禾”等措施。秦献

公在位时，“止从死”“城栎阳”“为

户籍相伍”“初行为市”和推广县制

等，其变革的幅度更大。到了秦孝

公即位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

相拼”。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局面，

秦人不能再处在“诸侯卑秦，丑莫

大焉”的地位生存，在富国、强兵、

霸王的心理驱使下，其变革思想更

为强烈。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宾

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

官，与之分土。”于是，商鞅的思想

与孝公思想相吻合，便得到了秦孝

公的重用。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变

法思想：首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以改变社会风俗。其目的就是建立

高度统一的社会成员价值观，形成

与富国强兵相适应的心理情感和

行为模式，以此强化君主权威，促

进君主专制统治。其次，在军事制

度建设上，推行军国主义思想。其

推行的主要制度：一是什伍、县制，

建立军事化的行政组织；二是实

行分户令，以分割宗族组织，增加

兵员和赋税收入；三是鼓励农耕，

为军事活动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推行尚功思想。实行斩首为

功，以功授爵，使“功”变成可以精

确计算的东西。

这种变革一直从孝公延续到

秦始皇时期。正是秦人的这种变革

精神，使其一步步走向强大，最后

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帝国。

（作者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
化研究员、宝鸡市社科院研究员）

陈仓荟萃

最近，电影《花木兰》正在热映，为我们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敏锐聪慧和顽强不

屈。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与花木兰一样的巾帼英雄，在华夏五千年的史册上留下了独属女性的辉煌

和灿烂。

青铜器金文中，有许多女性身影存在，如妇好驰骋疆场、主持祭祀，王姜随王出征、代行王命，还

有其他的女性贵族，或受祭，或作器，或婚媵，或赏赐，或主讼，都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上古社会赋予她

们的角色和使命。就让我们以金文为介，走近商周的女性，去了解她们的婚姻、社会及政治生活。

金文中的女性
王伊宁

第三位：伯姜

伯公父壶盖：1976
年 1 月扶风县黄堆公社云

塘村 1 号窖藏出土，现藏

宝鸡周原博物院。

这是伯公父为其妻

子所作的礼器。将家中排

行次序和姓氏联缀，是最

常见的周代女性称谓方式

之一，叔姬即是其例。姬应

为叔姬的父姓，这种称谓

方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父

权社会形态下，女性对于

男权的依附关系。伯公父

器在周原多有出土，说明

伯公父是西周晚期居于周

原的王臣，家族地位不容

小觑，而其家族的壮大离

不开与姬姓贵族的联姻。

第一位：叔姬 第二位：毛仲姬
善夫旅伯鼎：1975年 2月岐

山县董家村1号青铜器窖藏出土，

现藏岐山县博物馆。

这是善夫旅伯为妻子毛仲

姬所作的礼器。毛为国氏名，其

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毛叔郑。毛叔郑曾与太公望、卫

康叔、召公奭并列出席典礼，地

位之尊崇可见一斑。毛叔郑的嫡

长子孙世称毛公，始终是西周王

朝的股肱之臣，西周重器毛公鼎

的作器者即其中之一。此铭文

中的毛仲姬，应为毛公或毛仲

之女。善夫旅伯是裘卫之孙，其

族氏发起于微末之间，与毛氏联

姻，表明其家族已颇具实力。联

姻之事，对其家族的迅速崛起也

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职工）

王伯姜鼎：1978 年 8 月岐

山县杨村大队吴家庄出土，现藏

岐山县博物馆。

王伯姜即周懿王的王后，名

伯姜，伯为其家族排行，姜为姓。

这件青铜器是王伯姜为季姬做

的嫁妆。季姬母或为伯姜之女，

季为家族排行，姬为姓，母为字。

西周王后的权力虽附属于王权，

但仍在西周权力结构中占有重

要地位，不仅负责掌管周王的王

宫内事，也可参与国家政事如王

室祭典、职官任命和赏赐臣子等

事务，其权力内容包含政治、军

事及生活礼仪等西周国家事务

的各个重大方面，不容低估。

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婚姻、

等级、社会意义上的男女性别差

异日益凸显。商周时期，父权社

会迅速成长，男性逐步取代女性

权力中心的地位，走向社会历史

前台，女性则逐步退让到从属地

位，隐藏于男性权力之后，但仍

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时至今日，女性承担着巨

大的婚姻和家庭压力，但她们

坚韧而有担当，不放弃，也不妥

协，虽未必能把生活过成诗一

样，却也同样拥有自己的精彩，

绽放出人生的华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