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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传海的散文：《方城陈胜王》

[ 作者 ] 翟传海 

[ 单位 ] 中国农业银行南阳市分行 

[ 摘要 ] 年少时头脑中总是没有多少地理方位，读过课文《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及其”苟富贵,毋相忘。“似乎成了自己创造的名言。然而，文后关于”陈胜者,阳城人也“的”阳城”之解释几乎没有一点印

象。成人之后曾多次看到诸多名家高手关于陈胜王少时“躬耕地”考辨的文章，譬如：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的《陈胜乡里阳城考》

等。 

[ 关键词 ] 翟传海;散文;方城陈胜王

       方城网讯 年少时头脑中总是没有多少地理方位，读过课文《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及其”苟富贵,毋相忘。“似乎成了自己创造的名言。然而，文后关于”陈胜者,阳城人也“的”阳城”之解释几乎没有

一点印象。成人之后曾多次看到诸多名家高手关于陈胜王少时“躬耕地”考辨的文章，譬如：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的《陈胜乡里阳城

考》等。读罢相关资料之后，方才“猛然大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并直接导致大秦帝国灭亡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确系南

阳方城人。陈胜王故里确定在南阳，作为南阳人的我还真有些坐不住的感觉：战国末年，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被统

一的秦王朝所取代。然而，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在社稷尚且十分脆弱的境况下，依然大兴土木修筑万里长城、建造宏大的阿房宫和豪华

的骊山陵墓等；对民严刑酷法，动辄触犯刑律，罪人、刑徒多至数十万、上百万。而原东方六国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造成“男

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的局面。公元前210年，秦朝始皇帝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沙丘，大臣赵高就伪造了“诏书”立皇子

胡亥做了皇帝。秦二世即位更加昏庸无道，较始皇帝可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对人民的盘剥和压迫更加惨重，以至于“刑者相半于道，而

死人日成积于市”。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场著名的大雨造就了一次最著名的起义，以及一句千古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中，亡秦的第一批号手陈胜、吴广，甩甩身上的泥泞，举起手中的竹竿，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令人“兴高采

烈”的不单单是因为这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我的同乡，也不仅仅是因了他动摇和威慑了几千年“上天承允”的封建王朝，而关键在于这

个人的勇气和“伎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礼法毒害之深谁人不知何人不晓？而况他们向来是侥幸

心理与生俱来且挥之难去的，很多时候，他们宁可被动地呆在原地等着微乎其微的好运降临，也不愿“放弃礼法”而“背信弃义”的。陈

涉少时佣耕垄上那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恐怕是写书之人惯用的伎俩（说某人好从头到尾都好，说某人赖自小赖事不断）。若

不是“適戍（原犯了事的刑徒被发配边疆戍边）”，若不是“失期,法当斩”，若不是“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一个泥腿子

出身的“鸿鹄之志”的实现恐怕要等到地老天荒了，即使实现应该也不会是在“反叛作乱”上的――这叫物极必反，逼上梁上。然而，在

封建礼教极致束缚下，这一反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起事前，陈胜和吴广首先在鱼肚子里塞上写有“陈胜王”的丹书，然后让军士买去烹

食。到了晚上，吴广又跑到草丛中作狐鸣之音，喊“陈胜王”。军士们看到怪事连连，悚然惊惧，纷纷对陈胜道路以目。在那个自然科学

懵懵懂懂的年代，这两个人精明就精明在抛开鬼神论对他们自身的束缚，又巧妙地利用他人担负的这种束缚完成了自我封神。为了让随从

跟定自己，吴广故意激怒将尉，上演了一场苦肉计，然后与陈胜一起适时地击杀了将尉。之后，陈吴两人利用出众的演讲天赋和一贯的好

人缘，成功地将动乱煽成了反秦的誓师大会，并水到渠成地担当了造反派的领袖。由此可见，陈胜和他兄弟吴广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为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打出的旗号是“百姓多闻其贤”且含冤而死的秦太子扶苏，和”数有功，爱士卒，楚人

怜之“的楚国名将项燕。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是何等的旗帜？确立的国号是”张楚“，楚什么？在六国统一之战中，楚国在军事上的抵抗

最为强硬，它在最后卫国战中何等顽强和惨烈，它曾得到时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从千古爱国诗人屈原身上可以看到楚国人民爱国之心是

多么的强烈，这岂不是身为楚人陈胜的最佳选择？反的是谁？是犹如虎狼的暴秦。因此之故，就顺理成章地有了”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

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的良好效果！陈胜王振臂而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封建君权神授提出尖锐的、极具震撼的质疑。这一



质疑，剥去了君权神授的外衣，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所谓“上天承允”的敬畏。遗憾的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这个初具民主意识的

口号，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否则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不会是慢长的两千多年。虽然陈胜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仅仅历时半

年，虽然以成败论陈胜吴广算不得英雄，但他因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并从此激起了反暴秦、反封建的层层巨浪，而被司马

太史记入原本专载封建王侯的史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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