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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春秋时期郑国（今新
郑）人，才能卓著，尤善言
辞。但因不愿结交权贵，长
期不能得到重用。初为地方
圉正（管养马的小吏），公元
前630年，郑文公升烛之武
为郑国亚卿。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巴明星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
年），当时的两个大国——秦国、
晋国以“郑国对晋国无礼,而且从
属楚国怀有二心”为名联合攻打
郑国。因力量对比悬殊，强大的
秦军、晋军很快便长驱直入至郑
国纵深地带。不久，晋军扎营函
陵(今新郑市城北)，秦军驻扎汜南
(今中牟县西南)，对郑国都城形成
包围之势。一旦开始攻城，郑国
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见国家已危在旦夕，郑国国
君郑文公急忙召集众大臣商议
对策。正卿叔詹说：“秦晋联军
攻打郑国，来势凶猛，不能硬战，
否则必将失败。需派一名能讲
善辩的人往秦营说服秦穆公。
秦兵如果退去，仅剩下晋兵，便
不可怕了。”

于是，了解烛之武的郑国大
夫佚之狐就对郑文公说：“国家
危机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
君，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必然能劝
退秦军。”郑文公便急忙派人去
请烛之武。

郑文公召烛之武入宫，当时
烛之武已年过古稀，只见他眉须
皆白，佝偻其身，步履蹒跚的来
到宫内。满朝文武看到他那个
样子都含笑不语。在朝上，烛之
武推辞说：“我年轻力壮的时候
还不能为国家立功；如今我已经
老了，更加无能为力了。”郑文公
说：“我不能及早重用您，如今有
了急事才求您出马，是寡人的过
错。但是，如果国家灭亡了，对
您会有什么好处呢？”郑文公当
即任命烛之武为亚卿，烛之武这
才答应试一试。

见过郑文公的当天晚上，烛之武便趁着夜
色用绳子缚着身体从城上缒下，冒险前往秦军
大营。因秦营把守甚严，便心生一计，伏在秦营
门外大哭起来，故意惊动守营门吏。门吏便把
他抓起来审问，随后押到秦穆公帐内。

秦穆公问其为何而哭。烛之武答道：
“老臣是郑国亚卿烛之武，我今日一为郑国
将要灭亡而哭，更为秦国而哭。郑国灭亡也
不足惜，却可惜了秦国。”秦穆公听后大怒，
此时烛之武面无惧色，不慌不忙地说：“如今
晋秦两个大国共伐一个小小的郑国，郑国是
亡定了。如果郑国灭亡对秦国有好处我也
就不哭了。但是郑国灭亡了不但对秦国没
好处，反而有很大坏处。”秦穆公不解。烛之
武遂即说：“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
的西边，两国相距千里。秦国怎能越过晋国
得到郑地呢？君主您是明白人，越过别国的
领土设立自己的边邑，治理的时候难处可想
而知。如今晋、秦两国国力相当，郑国灭亡
后，若晋国得到土地，地盘将比秦国大，君主
您的势力就相对减弱了。况且，晋国国君的
地位是您赐给的，晋国也答应为君主割让焦

（今三门峡西郊）、瑕（今山西芮城）等八城，
然而晋军早晨渡过黄河回国，便背信弃义，

修筑城池来防备秦国。主公对晋国有大恩，
可晋国有分毫报答吗？今后晋国强大必危
及秦国。”

听了烛之武一席话，秦穆公点头说：“大
夫言之有理。”秦大夫百里奚对秦穆公说：“烛
之武是郑国游说家，他要离间秦、晋关系，不
能听他的。”烛之武进一步说：“主公如果能够
退兵，与郑国签订盟约，郑国将弃楚从秦。
以后东方有事，郑国将成为秦国的东道主。”

烛之武的话，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最
后秦穆公听从了烛之武的建议，不但从郑国
撤军，而且还宣布与郑国结盟。为了保护盟
国的安全，秦穆公特意留下秦军将领杞子、
逢孙、扬孙等人帮助郑国守卫都城。

得知秦国单方面撤兵并与郑国结盟的消
息后，晋军只得从郑国退兵。于是，一度处于
累卵之势的郑国便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据新郑市原党史办主任郑中智介绍，烛
之武不辱使命，凭着一张利口说服秦穆公撤
军，并导致晋国退兵，可谓力挽狂澜，为郑国立
下了大功。因功勋卓著，郑文公便封烛之武
为郑国的大夫，并在郑国都城的东郊划出一
块封邑——“烛邑”（又名“烛城”，现在
的新郑市和庄镇任庄村）赐给烛之武。

秦晋攻郑 临危受命

舌战秦君 成功退兵

烛文武说服了秦王，秦师撤兵

烛文武（右）说秦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