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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客卿述论 

胡孝林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苏州  215009） 

[摘  要]客卿是秦国从弱到强的一支重要力量。从百里奚到李斯，大

批三晋和楚国士人西入秦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以及秦

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也有士人阶层自身的原因。这些客卿主要信奉

诸子百家中的纵横家、法家两派，他们在服务秦国政治的过程中，既改变了秦国

的选官制度，也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同时在客观上还加剧了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关键词]秦国；客卿；客卿群体；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秦为六国中后起之秀。前 770 年秦襄王因护送

平王东迁有功始得封侯开国；秦穆公时，已经“并国二十，遂霸西

戎”；
[1]
孝公改革后，秦“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窥周室”。
[2]
秦王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3]
考其

原因，宋人洪迈曾言：“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其

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

李斯楚人，……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4]
诚然，治国安

邦，贵在知人善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秦并天下的关键。 

今人探讨秦之崛起时，多倾向关注军功制、君主强力等重要因

素，而对秦国客卿的关注还不够。本文拟从东方士人竞相客秦的原

因、秦国客卿群体分析、客卿对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秦国的客卿加

以述论。 

一、东方士人竞相客秦的原因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5]
王图霸业的需要使各

国诸侯竞相招纳贤才。对于山东六国而言，历来文化昌盛，不乏人

才。但是秦地处蛮戎之区，虽“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6]
分析

历史，当时士人竞相客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春秋战国时期独

特的社会背景，也有士人阶层自身的原因，还有秦国独特的社会历

史环境。 

第一，尊重人才自由流动与崇尚功名利禄的社会风尚。顾炎武

《日知录·周末风俗》中写道：“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

若脱履然”，以至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虽然很多士人“朝秦

暮楚”，但是并不为社会所谴责，这在于当时崇尚功名利禄的社会风

尚。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一方面他们鄙薄世卿世禄的富贵，

批判“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显”，
[7]
另一方

面，社会崇尚依靠个人的能力博取功名利禄，孔子曾希望“待价而

沽”，孟子也曾言：“士之于仕，犹农夫之耕也”，
[8]
都希望把读书做

官当成士人的理想选择。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卿时说：“处卑贱之位而

计不为者，此禽兽之视肉，……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过于穷困”，
[9]
此夫子自道，颇可玩味，对于李斯而言，正是由于提倡功名利禄、

诟病卑贱穷困的社会风尚，使他“弃学从仕”的选择变得振振有辞。

又如苏秦虽然被司马迁直言批判为“苏秦不信于天下”，
[10]

但在当时

却能身佩六国相印，反而他由于游学不仕，回家之时却被家人视同

路人。从苏秦的遭遇足见春秋韩国时期社会崇尚功名利禄的的风尚

是何其浓烈。 

第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普遍贫困化与秦国优厚待遇的引诱。

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大批出身下

~~~~~~~~~~~~~~~~~~~~~~~~~~~~~~~~~~~~~~~~~~~~~~~~~~~~~~~~~~~~~~~~~~~~~~~~~~~~~~~~~~~~~~~~~~~~~~~~~~~~~~~~~~~~~~~~~~~~~~~ 

们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要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和社会。 

四、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要保障 

能否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我

国社会就更加和谐、稳定；什么时候忽视统一战线的作用，我国社

会就会缺乏活力，矛盾加剧，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妥善协调和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党派、

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社会面貌和社会风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空前团结、和谐。1957

年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动乱，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拨乱反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政通人和、

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

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

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人要努力争取同其他进步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作。列宁认为，要战胜强大敌人，需要尽最大的力量，取得广泛的

同盟军。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

三个法宝。”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无论是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

史经验证明，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力量源泉，在

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能丢掉这一法宝、失去这一优势。 

在新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

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

爱国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

基础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两个范围的联盟

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体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性。1982 年，党中

央指出统战工作的对象大致是十个方面：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

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

商业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爱国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留

在大陆的亲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

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如：随着非公有制经

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随着知识分子

队伍出现分流，一些离开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知识分子成为非公有制

经济实体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成为独立的自由职业者；随

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与我们交往

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日益增多，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

我国统一战线成员人数众多，而且统一战线成员有爱国之心和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出力的强烈愿望，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缺少

的依靠力量。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和各社会团

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他们参加，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

下，还存在着具体利益的矛盾，需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

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

方针绝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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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士人应运而生。一方面，士人们多心怀大志，希望能“得君行

道”。故有孔子所期待的“待价而沽”，李斯所言的“游者主事”。
[11]

但是，兴起于下层的士人多生活贫困，如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张

仪被人认为是“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也”，
[12]

卜子夏，穷得“衣

若悬鹑”，庄子住在“蓬户不完，桑以为柩”的房子，孔子在游学途

中险些饿死，颜回死时连棺材也置办不起，如此窘迫，若要从社会

边缘进入中心，故出任客卿，实乃首选之路。在当时各国而言，虽

然对士人的待遇虽然都十分丰厚，但是相比之下秦国更加诱人。如

秦孝公的求贤令中云：“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管，与

之分土”，
[13]

商鞅因此赴秦后，孝公授予他当时最高的爵位——“大

良造”，张仪三次拜相，一次为将；蔡泽历任昭王、孝文王、庄襄王、

秦始皇四世丞相；据统计，从惠文公十年（前 328 年）到始皇三十

七年（前 210 年）的 100 多年间，历任的 22 位秦相一职，至少有

15 任授予了客卿，
[14]

能从白衣而位及人臣，秦国如此优厚的待遇对

于穷困的士人也是不小的诱惑。 

第三，秦国宗法制淡薄的历史传统。平王东迁洛邑后，对护驾

有功的秦襄公说：“戎无道，侵我岐、丰之地，秦能逐戎，既有其地”。
[15]

秦不仅开国晚，正处于宗法制的衰落期，而且地处戎、蛮，文化

落后，缺乏宗法制的传统。《公羊传》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

匿嫡之名也”，其意为秦国没有嫡庶之分，宗法制的淡薄为外来人才

的引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大批的士人纷纷客秦，立足生根。相比

之下，山东六国处文化浸润之区，士人众多，但是他们周道中所推

崇的“亲亲”原则往往成为人才引进的障碍。如晋国“昭旧族，爱

亲戚”，
[16]

楚“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17]

以至于范雎、蔡泽等

早年游说诸侯，均不遇，其后赴秦一展雄才。故洪迈说：“然六国所

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

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以至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他若楼

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

楚人，……，皆委国而听不疑”。
[18]

 

春秋战国时期，乃“大争之世”。虽有孔子及其弟子再三批判“谋

食者”的不仁不义，但是有崇尚功名利禄的社会风尚导向，使得士

人竞相栖身于诸侯变得理所当然。同时，士人自身的贫困也限制了

个体才能的发挥，历代秦君所提供的优厚待遇也为他们一展雄才打

开了上帝之门。再者，秦国缺乏宗法制的宽松环境也为他们在秦国

能游刃有余地进行改革变法创造了空间。从这三点来看，众多士人

选择为秦国贡献才华，是必然之举。 

二、客秦士人群体分析 
据《史记·秦本纪》载，最早出任秦国客卿的是穆公时期的由

余，此后又有张仪、通、寿烛、错、胡伤、烛、范雎等人。从整个

客卿群体的知识背景来看，主要来自于纵横家和法家学派。从客卿

群体的地理来源来看，主要来自于楚、晋二地，从客卿群体的性格

来看，多具备江湖之气。 

第一，客卿群体的知识背景分析。秦国客卿从学派上看，以纵

横家、法家为主。“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19]

苏秦，“其术长于权变”；
[20]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
[21]

李斯“乃

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22]

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
[23]

蔡泽，“游学于诸侯小大甚众”；范雎，“游说诸侯”，
[24]

二人既是

秦昭王时期的丞相，也是著名的纵横家。相反，儒家学者在秦国并

不受欢迎，韩愈在《大鼓歌》中说：“孔子西行不到秦”。可见，客

秦之人，多来自讲求“权术”、“谋略”的法家、纵横家二学派。 

第二，客卿群体地域分布分析。从客卿群体的地源来看，多为

三晋之人和楚人。“法家之发源地似以晋为中心，以卫郑为附庸”。
[25]

翻检《史记·列传》，出任过秦国客卿的三晋人士有九人，楚有四

人，齐、燕各一人。据黄留珠先生的《秦汉仕进制度》中统计，自

惠文王十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担任过秦国国相的 22 位客卿中，其中

楚国有甘茂、屈盖、向寿、魏冉、芈、戎、昌平君、李斯等 7 人，

三晋之地有张仪、楼缓、范雎、吕不韦、冯去疾等 5 人。司马迁说：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
[26] 

第三，客卿群体性格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六国士人与秦

国客卿在性格志趣上面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倾向。山东六国士人多信

仰孔孟之道，“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
[27]

其性格、为人，迂

腐守道，少谋诈、刻薄。而秦国客卿则大不同于东方士人。商君，

“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
[28]

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

说”，“倾危之士也”（指狡诈）；
[29]

秦始皇时期的客卿甘罗“非笃行

之君子”；
[30]

李斯，“阿顺苟合，威严酷刑”。
[31]

此类语言，在《史记·列

传》中对秦国客卿的记载甚多，管中窥豹，可以看出秦国客卿群体

在性格上多带江湖之气，少孔孟之仁。 

三、客卿对秦国的政治影响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诸侯来者，其位

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大量的客卿为秦国效力，既改变了秦国的

选官制度，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同时也加剧了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首先，客卿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秦国的选官制度。客卿入秦国之

前，秦与其他国家一样，皆采用世官制，“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

与共开国及其子孙也。……大夫以前皆世族，不在选举也”。
[32]

从最

早的百里奚，到由余、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人，他们的到来既打

破了世官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还保留了世官制的遗存，如百里

奚之子孟明氏，蹇叔之子、孙皆为世官。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官僚

多出自军功。《商君书·赏刑》云：“圣人以功授官予爵”，选官方式

转变是“军功制。由于“计首授爵”带来的杀戮之灾引起六国仇怨，

秦被视为“虎狼之国”，“天下之仇雠”。
[33]

为此，在吕不韦任相后，

一方面提倡“义兵”，反对滥杀，另一方面，规定凡是俘虏敌人、掠

夺物资，都可以授爵任官，从重视“军功”转向重视“事功”。秦朝

建立后，在客卿李斯的建议下，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

国手段，秦开始从“刀笔吏”中选拔官员，云梦出土的秦简律文中

就有《置吏律》、《除吏律》，规定了详细的“择吏”和“除吏”的规

定。从世官、军功任官、事功任官、重刀笔之吏，这一系列的变化，

都与客卿密切相关。 

其次，促进了秦国的强大。李斯在《答逐谏客书》中说：“昔缪

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

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

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

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

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候，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

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

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

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李斯的陈述，虽然有夸大之词，但是也佐证了

“客卿是秦国由弱变强的关键性因素”的结论。
[34]

 

最后，客卿的到来也加剧了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商君相秦十

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鞅最终也因太子的告发而死。在秦始皇

时期，“秦宗室大臣皆言亲王：‘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

于秦耳，请一切逐客’”。
[35]

从此可以看出客卿入秦国，在加强了秦

国实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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