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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爭雄
長平之戰（公元前 262-前 260年

），是緊接春秋的戰國時期（公元前

453-前 221年）秦、趙兩國之間的戰

略決戰，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大規模

圍殲戰。比起春秋時期，戰國的爭戰

特性有了較大的改變，不僅武器、戰

術進一步發展，戰爭時間由數天持續

至數月乃至數年，參戰者則從數萬人

增為數十萬之眾。從爭雄的國度來說

，參與競爭者業已為數不多。原來春

秋霸主之晉國，經過公元前 453年的

三家分晉，已成韓、趙、魏三國。如

加本來的?國，形成了齊、楚、燕、

秦、韓、趙、魏「戰國七雄」競爭之

態勢。

戰國之初，魏國一度?大，但在

桂陵之戰（公元前 354-前 353年）、

馬陵之戰（公元前 341年）先後為齊

所敗，遂一蹶不振。僻處西戎的秦國

自經商鞅變法變得日漸富?，又通過

合縱連橫之爭，削弱了齊、楚諸國，

極力想向東逐鹿中原。到了戰國後期

，秦國東進的最大勁敵只剩下趙國。

當時該國經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

，又有趙奢、廉頗及藺相如等將相護

國，實力不可小覷。於是，秦、趙之

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趙括空談
卻說趙國有一名將趙奢，因屢立

戰功，打敗過秦軍，被封為馬服君。

他有個兒子叫趙括，自幼在將門之家

熟讀兵書，論起用兵打仗，頭頭是道

，連乃父都說不過他。可趙奢卻不看

好其子，趙母忙問其故，趙奢擔憂道

：打仗生死攸關，兒子雖熟讀兵法卻

只會空談（後人稱為紙上談兵），將

來若是率軍打仗，恐怕趙軍會遭到慘

敗。後來不幸言中。

原來秦國隨?國力增長，除以連

橫對付合縱來分化其他六國，又採用

遠交近攻策略，?重率先攻擊韓魏趙

等國。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 262

年），秦昭襄王派兵攻打韓國，圍困

其上黨郡。該郡郡守向趙國獻地求援

。趙孝成王一面遣使去上黨，一面派

廉頗率軍駐守長平（今山西省晉城高

平市），秦趙雙方戰端旋起。周赧王

五十五年（公元前 260年）初，秦將

王齕率軍佔領了上黨，四月又大舉攻

打長平的趙軍。趙國老將廉頗在軍事

不利的情況下，憑藉險要地勢，採取

嚴守不出、堅壁清野的戰術，令秦軍

久攻不下。

於是秦國立即轉而施展了反間之

計，派人攜帶千金到趙國離間其君臣

，並散布傳言說：廉頗老了，很容易

對付，秦國最害怕的是已故馬服君之

子趙括。趙王本就不滿廉頗退守，決

定臨陣換將。他找來趙括，問其能不

能打退秦軍。趙括頗有自信地回答：

要是秦國派來白起，我還得考慮一下

；如今的王齕只能對付廉頗，換上我

，打敗他不在話下。這時不但名臣藺

相如不贊成撤換廉頗，趙括的母親也

反對其子統兵，對趙王說：「父子異

志，願王勿遣。」可是，趙王決心已

定，堅持起用趙括，並許諾

如有差池不會連累趙母一家

。

長平決戰
秦趙長平之戰的戰事雖

起於公元前 262年，陸陸續

續打了一年多，但真正大規

模的決戰卻發生在公元前

260年趙括接替廉頗為趙軍

主將之後。卻說趙括掛帥後

躊躇滿志，統率二十萬援軍

來到長平，一上任就更換部

隊將領，改變軍中制度，又

一反廉頗的作戰方針，決定主動出擊

秦軍。彼時趙軍在長平約有四十五萬

人。而在秦國一方，得知趙王上當、

以只會論兵卻不懂領兵的趙括取代老

將廉頗後，立即暗中調名將武安君白

起出任上將軍，改以王齕擔任副將，

並嚴令軍中不得泄露換帥秘密，違者

斬。秦軍集結兵力也達四十多萬，雙

方可謂旗鼓相當。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 260年

）七月，趙軍主將趙括命令軍隊進攻

秦軍。秦軍主將白起卻下令士兵佯裝

戰敗潰退，趙括不知道秦國已經換帥

，指揮軍隊乘勝追擊，直抵秦軍營壘

，但無法攻破。白起眼看趙軍中計，

遂派遣一支25,000人部隊挺進至趙軍

前鋒之後，截斷其歸途；又命一支5,

000人的騎兵直插入趙軍與本軍營壘

之間，直把趙軍主力分割成兩支孤軍

。同時，秦軍出兵切斷趙軍的糧道，

又派出輕裝精兵屢屢攻擊趙軍。趙軍

數戰不利，進退失據，趙括這才發現

已經中計被圍，只好命全軍停止進攻

，就地建造營壘，轉為防禦以尋機突

圍。

當秦昭襄王得知趙軍主力被圍及

糧道被截斷，立即親自前往募兵，凡

參軍者加封爵位一級，徵調大批十五

歲以上青壯年奔向戰場，攔截趙國援

軍和運糧隊伍。及至是年九月，趙兵

已絕糧四十六天，幾至私相殺食的田

地。趙括不得不下令突圍，連番攻擊

四五次均未奏效。最後由主將趙括率

精銳部隊親自搏戰，結果自身亦被亂

箭射殺。主將既陣亡，趙軍乃悉數投

降敵軍。據史書記載，秦軍為恐趙降

卒反覆，盡阬殺其 45萬之眾，僅留

其十五歲以下者240人歸趙。

強秦無敵

長平之戰趙軍雖被殺 45萬，唯

秦軍也傷亡過半，約達 20萬人。是

役之慘烈，在中外戰史上實可謂驚天

地泣鬼神，故《通典》等書稱「長平

之戰，血流漂鹵」（鹵：通「櫓」，

即大盾，血流漂鹵指所流的血能浮起

大盾，形容殺人極多），「長平之下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自不為過

。

秦國在此戰雖付出沉重代價，但

畢竟一戰而勝勁敵趙國。趙國經此之

戰元氣大傷，再也無力與秦國分庭抗

禮，強秦東進之路得以打通，大大加

速其統一中國的進程。經此一役，秦

國滅亡六國只是時間問題。只過了四

年，即公元前 256年，秦國就出兵滅

了東周王朝（公元前 770-前 256年）

。公元前 230-前 221年，秦國用了約

十年時間，先後出兵滅了韓、趙、魏

、楚、燕、齊六國，統一了全中國。

戰國規模最大的秦趙長平之戰

秦趙長平之戰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傷亡最多的戰役，也

有歷史學者稱之為「中國古代最大戰役」。秦趙同為戰國七雄

，兩國在地理位置上接壤，摩擦不斷，戰事頻繁。兩國的軍事

實力大體相當，論綜合國力則趙國弱於秦國。秦國要成就王霸

之業，必然要東進擴張，趙國就成為它的障礙。

公元前262年，秦軍伐韓，切斷了上黨郡（山西長子）與韓

國本土的聯繫。郡守馮亭不願降秦，轉而投降趙國。上黨是控

制中原、燕冀之地的戰略要地，也是趙國首都邯鄲西方的天然

屏障，所以秦國也不願輕易放手。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260年），秦將王齕攻佔上黨城，趙國於四月派老將廉頗率數十

萬大軍駐守上黨地區的重鎮長平（山西高平），對抗秦軍。趙

軍初戰即屢屢失利，廉頗於是以丹水為天然屏障，又修築百里

石長城防線，堅壁固守，成功地擋住了秦軍的進攻。但「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戰事拉鋸，物資軍備損耗極大。秦國雖然

農業實力雄厚，但也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消耗。秦相范雎於是派

間諜攜千金前往趙國首都邯鄲散播謠言，聲稱廉頗很容易對付

，他很快就要投降了，秦國怕的只是趙括。趙國的國力本來就

不如秦國，國庫空虛，更承擔不起持久戰的代價。趙孝成王正

自惱怒廉頗領軍傷亡多，屢次戰敗卻堅守營壘不敢出戰，心煩

意亂之下，聽到秦國的策反謠言，不啻火上澆油，於是決定臨

陣換將，以年輕將領趙括代替廉頗為長平前線最高統帥。

趙括是趙國名將趙奢的兒子，善於「紙上談兵」，立過一

些戰功，但經驗尚淺，還很自負。他八月抵達長平前線後，悉

數改變軍令約束和防守戰略部署，撤換大批

中下級軍官，集中兵力，企圖一戰殲滅秦軍

，收復上黨。他很快就集結四十五萬大軍，

主動出擊，強渡丹水。而在此時，秦軍主帥

已悄悄更換為絕世名將白起。白起令全軍佯

敗撤軍，引誘趙軍深入追擊，另發奇兵迂迴

包抄，截斷趙軍糧道，阻截援軍。另一支秦

軍則突破趙軍防線，穿插切割趙軍為二。趙

軍主力被秦軍壓縮在秦軍防禦壁壘所在的將

軍嶺與韓王山所夾挾的一片低凹山谷，達四

十六天，糧盡援絕。趙軍多次突圍不成，趙

括最後親自赤膊上陣，率精兵強行突圍，身

中數十箭，直接被射成刺蝟。趙軍全部投降

，終遭白起下令坑殺。

長平之戰的失敗，令趙國一蹶不振，喪

失了逐鹿中原的資格，秦國從此確立了對趙

國的戰略優勢，加速了統一中國的進程。趙

國之所以失敗，應該有許多因素，包括國力

、軍力、地理形勢的下風。而臨陣易將，重

用趙括這樣的重大戰略決策失誤，顯然也是

重要原因。宋元之際的歷史學家胡三省就認?

：「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

」趙國高層為甚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國情現實、戰略盲點、 情報缺失等，都應該是考量的因素，而秦國在關鍵時刻利用謠

言誤導趙國朝野，可以稱得上是心理戰的典範案例。

兵不厭詐—秦戰長平造謠決勝

白起（前332年？—前257年11月），楚

國公族後裔，羋姓，白氏，亦稱公孫起，郿

縣（今陝西寶雞眉縣）人。晚唐詩人白居易

視其為山西白氏始祖，認為他是楚平王之孫

白公勝的後代，而《新唐書》則記載他為百

里奚之孫白乙丙的後代。

白起是東周戰國時期的傑出將領和兵法

家，與穰侯魏冉交好，為秦昭襄王攻城略地

。他善於用兵謀略，功勳卓著。在伊闕、鄢

郢、華陽、長平等戰役中，他率秦軍殲滅韓

、魏、楚、趙四國軍隊逾百萬，奪取多處要

地，為秦國統一奠定基礎。因功被封為武安

君。與王翦、廉頗和李牧並稱戰國四大名將

。司馬遷稱其「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

天下」；毛澤東則稱「論打殲滅戰，千載之

下，無人出其右」。

長平之戰後，白起主張乘勝追擊趙國，

應侯范雎嫉其功大，接受韓、趙割地求和，

令秦軍退兵。邯鄲之戰時，秦軍在魏、楚聯

軍夾擊之下失利，白起認為已失去戰機遂稱

病拒絕領軍，觸怒秦王，褫奪其官爵並貶為

士卒，最終賜死，白起自刎於杜郵。

一生未嘗敗績，與韓信並稱「韓白」。

唐代，白起被列為武廟十哲，與太公姜子牙

同祭。宋代，宋太祖因其「坑降」將其移出

武廟，後宋徽宗仍將其列入歷代七十二名將

，供奉於武廟殿外東廡之首。

因殲敵人數龐大，白起被稱為「殺神」

、「人屠」。 志怪小說常將其描繪為反面人

物。道教奉其為鬼王，統領陰兵。至元明時

期，跨入神將行列。

軍事思想
白起重視戰前和戰中對敵方虛實的判斷

與分析。例如在伊闕之戰，他洞察韓魏兩軍

互相推諉、無法協同的弱點，從而大獲全勝

；邯鄲之戰時，因察覺已失去滅趙的最

佳時機，拒絕出戰。

與強敵交鋒時，白起避免正面會戰

，採用「先弱後強」的戰術逐步削弱敵

軍實力。例如在鄢郢之戰中，他率數萬

兵在楚國廣闊領地長途奔襲；長平之戰

中，他引誘趙軍進入包圍圈，逐步蠶食

。

白起擅於把握戰機，敵軍落敗時追

擊擴大戰果，如在伊闕、華陽和長平之

戰中連續擴大戰果。

白起戰術靈活，能夠根據地形制定

策略。例如，在鄢城之戰中運用水攻，

在華陽之戰中實施長途奔襲。他還擅長

「攻心為上」，如在鄢郢之戰焚毀楚先

王陵墓，長平之戰坑殺趙降卒，重創敵

方士氣。

據《宋史· 藝文志》記載，白起著

有兵書《陣圖》《神妙行軍法》，今已

佚。

正面評價
白起是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他一

生攻城七十餘座，殲滅近百萬敵軍，無

一敗績，使諸侯聞風喪膽。白起卓越的軍事

才能被歷朝歷代所稱頌，例如：

．蔡澤：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

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南並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

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

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

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

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

白起之勢也。

．蘇代：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

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

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

．蘇厲：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

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

天命也。

．寒泉子：「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

。」

．秦昭襄王：「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

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

．趙勝：「武安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

下，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下

者，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

。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

爭鋒。」

．張唐：「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

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

功不如也。」

．司馬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

震天下」，「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

鄲，武安為率」。

．孫楚有《白起贊》稱讚白起：烈烈桓

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

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

侯無良，蘇子入關，噭噭讒口，火燎於原，

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沒矣，古今所嘆

。

．趙蕤稱讚白起：膽力絕眾，材略過人

，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

《敕修武安君白公廟記》中對白起有如下評

價：竊以武安君威靈振古，術略超時，播千

載之英風，當六雄之敵。

．杜甫稱讚白起：門闌蘇生在，勇銳白

起強。

．司馬貞：「白起、王翦，俱善用兵。

遞為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阬

。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

無名。 」

此外，白起為秦國居功至偉卻落得自殺

收場的慘澹結局，許多人都對這位軍事天才

的死感到惋惜。

．陳餘：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

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谷永：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

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

．鄧艾：「忠臣一至此乎！白起之酷，

復見於今日矣。」

．唐太宗：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

殺…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

．唐甄：「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

於用兵，所向無敵。」

負面評價
白起在戰爭中大肆屠殺戰俘，尤其以長

平之戰後活埋 40萬趙軍將卒最為殘忍。主要

對白起的負面評價在於藐視生命、濫殺降俘

的行為招致普遍的非議。

．揚雄：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

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

矣。

．班固：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

，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

獵六國，以並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

卒隸之徒，還為敵仇，猋起雲合，果共軋之

。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

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

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急城

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

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

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何晏：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

萬，豈徒酷暴之謂乎？

．趙匡胤：「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

何受享於此？」

．黃道周：「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

城如山，殺人如水，至於長平，殘猶莫比，

四十萬人，一夕坑盡，應候受知，武安失意

，及敗請之，堅臥不起，士卒先遷，杜郵受

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白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