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疆域版图变化与政权更迭

电视剧《芈月传》有这样一个情节：秦惠文王教芈月写不同国家

的“马”字，并谈及自西周之后，诸侯分裂割据，攻城略地，自建障

碍，造成了交通、文字、货币、度量衡的不同，感慨这是为难了别人，

也为难了自己。芈月亦向秦王谈及那年王后芈姝嫁入秦国半路病倒，

她为芈姝抓药时因度量衡不同秦国药店不肯卖药被耽误之事，并向秦

王进言：“只要统一了疆土，再想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就容易了，

人们习俗一致了，人心自然就会顺服。”更坚定了秦王统一疆土、统

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抱负。后来的秦国也确实在统一六国后，又逐

渐统一了货币、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那么，历史上，究竟是什么

原因让一个边陲小国秦在春秋战国的政权更迭中能立于不败之地且

不断开疆辟土并最终统一六国呢？

秦地处西陲，原为关中地区一个小国，靠近西戎，春秋时期远较

中原地区各诸侯国落后，春秋各国称霸中原会盟争雄时，秦常被摈斥

于外。但自秦孝公起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之后又经过六世

奋战登上了七雄之首的宝座。秦孝公时，命商鞅伐魏，夺取了魏河西

地区，随后再夺占楚国之武关，将整个关中之地据为己有。秦惠文王

时，以张仪为相，不动刀兵，游说诸侯割地事秦，同时命司马错北灭

义渠，南守汉中巴蜀，使秦国的疆域大增。昭王时期，白起统兵先后

破诸国联军于伊阙、华阳，攻占楚首都郢。长平大战前后，又占领魏、

赵大片领土。至秦始皇即位之初，秦的疆域东达三川郡，南至黔中郡，

北至上郡，中原地区之大部和南中国的西、中部地区已完全为秦所有。

这时各诸侯国与秦相比已显得十分弱小，有的尚不及秦国的一郡之

地。秦占有的这种地理上优越的战略形势，成为其并灭六国最雄厚的

物质基础。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开始亲政，周密布署统一六国的战争。李

斯、尉缭等协助秦王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秦灭六国的战略有

两个内容，一是乘六国混战之际，秦国“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

统”。秦王政采纳了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毋爱财物，赂其豪臣，

以乱其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

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李斯建议秦王政先攻韩赵，

“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

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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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

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公元前 236 年，秦王政乘赵攻燕、

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秦国经

过数年连续攻赵，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一时无力消灭赵国。于

是秦国转攻韩国，公元前 231 年，攻下韩国南阳，次年，秦内史滕率

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

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公元前 229 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

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

赵都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

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撤换李牧，由于临阵易将，赵军

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 228 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

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残部败逃，赵国灭亡。秦国在攻

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

挽回败局。公元前 227 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

王政，结果阴谋暴露，被秦国处死。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

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罕。次年 10 月，

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

辽宁辽阳市），苟延残喘，燕国名存实亡。秦国灭掉韩赵、重创燕国

以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只有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

公元前 225 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

（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

国灭亡。早在秦军攻取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

226 年，秦王政问诸将攻楚需要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国地广兵

强，必须有 60万军队才能伐楚，而李信则说只用 20万军队就能攻下

楚国。秦王以为王翦因年老怯战，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派李信和蒙恬

率军 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 225 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

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

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

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 224 年，秦王政亲自

向王翦赔一礼，命他率 60 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

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

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

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

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五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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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 222 年，秦将王贲率

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

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

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 221 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

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

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统一六国后，秦朝的疆域：北到长城一带，东到东海，南到南海，

西到陇西，成为中国历史上幅员空前辽阔的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统

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各族人民 2000 多万

人。它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战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

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

广阔的国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

命并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自秦统一后，我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有时出现了割据状态，但统一已成为历史

的主流。

我们再看宋代。1127 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

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商丘）仓皇继位，

后迁都临安，史称南宋。南宋自建立以来，一直处于金国的威胁之下，

由于军事力量较弱，通过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后来金国

几度南下都不曾灭掉南宋，而南宋在宋孝宗时期以及后期也有过数次

北伐，也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与金朝东沿淮水（今

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西边与西夏和大理为界。南宋中后期奸相

频出，朝政糜烂不堪，而此时金的背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

公元 1214 年 7月，南宋根据真德秀的奏议，决定从此不再向金贡纳"

岁币"，而此时，金已遭受蒙古的打击。为了扩大疆土以弥补被蒙古

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纳“岁币”为名，出兵南侵，南宋王朝则与

蒙古联手抗击金军。公元 1234 年，蒙宋联军灭金。灭金之后，南宋

想趁蒙古退兵之际，收复被蒙古占去的土地，但南宋一直以主和为主，

并无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虽出兵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南宋的这一举

动反而成为蒙古南侵的借口。公元 1235 年，蒙军首次南侵，南宋军

民拼死抵抗击退蒙军，但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

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并拥有优势水

军，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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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赵葵、杜杲、曹友闻、张钰、向士璧、曹世

雄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公元

1259 年，宋蒙交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汗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

其弟忽必烈此时正在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撤军以便夺

取大汗之位，但南宋佞臣贾似道不但不遣军南追，反而使人向蒙古求

和，以保太平，使蒙军得以顺利退回北方。此后，忽必烈继承了大汗

之位，继续南征。1276 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占，此时的南宋全境已

纳入元朝版图，但是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继续率余部抵抗，

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

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

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

没，1279 年，厓山海战爆发，宋军惨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 8

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后宫及群臣大多随之殉国，南宋灭亡。

南宋在行政制度、经济运行和火药火器技术的研究等方面都超过

汉唐，那么，它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在于统治者上

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朝政上吏治腐败，使得民不聊生。像贾似道在

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作为前线指挥，他一面封锁军情，一面向敌人

称臣请降，这种两面三刀之举无法长久且误国误民的。君臣上下，不

思进取，既没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没有积极防御的打算，只是一味

搜括民脂民膏，贪恋奢华的生活，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

作汴州”就是形象逼真的写照。南宋后期的政治可用皇权旁落、大臣

擅权、皇后干政、朝政混乱和民怨沸腾来概括。如此以来，国家岂有

不亡之理！所以，当南宋统治者选择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时，实际

上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注定灭亡的道路！当分析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

事装备时，我们会发现，南宋并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积贫积弱的王朝。

南宋政权自建国起，就一直处于诸多勃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党项、

女真和蒙古族的夹击和围攻之中。由于强大的综合实力，当外敌来犯

时，攻击力虽不甚锐利，但抵御来犯之敌的能力尚且有余，在面对蒙

古族大军的时候尤其如此。从 1206 年开始，蒙古族大军几乎是以排

山倒海之势相继灭金、灭西夏、灭花剌子模、灭俄罗斯诸公国、败波

兰等东欧国家，独独在吞并南宋的战争中，无论是出动的兵力，还是

相持的时间（从 1235 年举兵伐宋，到 1279 年彻底摧毁宋王室，历时

近半个世纪之久），损失之惨痛，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从另一个

角度讲，南宋灭亡，使元朝真正统一了中国，其意义在于：首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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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

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其

次，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

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

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

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

从秦统一六国和元蒙灭宋的政权更迭看疆域版图的变化，可以得

知疆域版图变化不仅与富国强兵有关，更离不开统治者的治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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