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不仅将弱小的秦国改造成了一个庞大而又恐怖的战争机器，并
且极大的推动了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进程，为秦国统一六
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div> <div class=article-content> <p>公元
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王嬴政仅仅花费十年时间，先后灭韩，赵，魏
，楚，燕，齐六国，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战国混乱时代。实现了中华
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格局，也是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p> <p>然
而秦灭六国，并非嬴政一代人之功，西汉著名史学家贾谊曾评价此举为
&ldquo;奋六世之余烈&rdquo;。这六世的第一世之功，便是家喻户晓
的&ldquo;商鞅变法&rdquo;。</p> <p></p> <p> </p> <center><im
g src=/static-img/Xwr7TSac3rs2fB0tnKf9GkOZLEA5mYTvke6bI2s
aY7YzaKtJGoOK9rab6b5NiyTM.jpg /></center> <p align=center>
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mdash;公元前338年)，嬴姓</p> <p>
公元前362年，年仅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继位，此时的秦国早已没有了
春秋穆公时的霸主地位，反而经历了几代君位动荡之后，国力相比其余
六国相差甚远，甚至最肥沃的河西之地也被旁边的魏国夺去。</p> <p>
年轻的嬴渠梁接下的秦国是一个妥妥的烂摊子，外有当时的第一强国魏
国虎视眈眈，内有各大老氏族饱含私心，各怀鬼胎。秦孝公不愿秦国毁
在自己手里，决心效仿其余六国的变法之举，改变秦国落后挨打的情形
。一纸发往天下的求贤令就此而出，正是这纸求贤令，招来了强秦之法
的缔造者商鞅。</p> <p>商鞅，原是卫国子民，卫姓公孙氏，所以名叫
卫鞅，也称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封至商地，所以后世皆称商鞅。</
p> <p>众所周知，商鞅变法使秦国有了与其余六国争霸的实力，更为秦
国吞并其余六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是一个变法到底如何改造了这个
烂摊子的弱国呢?</p> <p></p> <p> </p> <center><img src=/static-
img/24-cyeaISPPS_id3ztdmLUOZLEA5mYTvke6bI2saY7Z19QQhh
D1mfV77_U3hQpiPp-xZVX1xK80Kl2PG9CGXxLpWQQHOcEmXxPi
eoxlC7ypCIKe_J9lBgzdyrnGBuBAxp0pJkA1Hxxx5tzoUoh3RrMPT



y1i6bt10h6E6wJR3-os.jpg /></center> <p align=center>商鞅(约公
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家</p> <p><strong>1. 废除贵族
权利，取消继承特权，设立军功制。</strong></p> <p>周天子以分封
制管理天下，爵位土地皆为继承的方式传递，在各个诸侯国内也是如此
，诸侯们将天子封的土地再分封给身边的功臣，亲友。可谓是一人立功
，不仅全家享福，乃至子子辈辈都享受先祖所带来的福禄。这等制度在
刚刚建立的时候还能激励将臣奋勇建功，为家族后辈打下一片土地，然
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官位权利均被这种氏族所把持占有，新人无功
可立，甚至立功也没法得到奖赏，贵族们坐享其成，新人平民们一直贫
困。</p> <p>商鞅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便废除贵族的权利，爵位土地不
可继承给下一代，贵族子孙们若想富贵，便只能拿起刀枪，拿起自己的
学识建功立业，自给自足。</p> <p>这一做法虽然激起了老氏族的不满
，但是有效的推动了人才的产生，让贵族子孙知道想要权利财富就要自
己努力，让新人和奴隶也有了翻身建功的机会，让他国人才有了一展抱
负的平台。秦国也因此有了自己的人才体制，也正是这一制度，后世司
马错，樗里疾，张仪等名臣名将不断涌出，使秦国愈加强大。</p> <p>
</p> <p> </p> <center><img src=/static-img/79s8yloNT4JbQSe4
4u5Ik0OZLEA5mYTvke6bI2saY7Z19QQhhD1mfV77_U3hQpiPp-xZ
VX1xK80Kl2PG9CGXxLpWQQHOcEmXxPieoxlC7ypCIKe_J9lBgzdy
rnGBuBAxp0pJkA1Hxxx5tzoUoh3RrMPTy1i6bt10h6E6wJR3-os.j
pg width=267 height=267 /></center> <p align=center>井田制 示
意图</p> <p><strong>2. 废除奴隶制和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化。</s
trong></p> <p>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土地管理的一种方式
，始于商朝，盛于周朝。国家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各氏族，
地主。地主驱使奴隶耕种，每年交一定的粮食给予诸侯，国家。</p> <
p>分封土地的地主不得买卖转让，因此地主们想要收获更多的粮食只能
压迫手下的奴隶，而奴隶为地主打工，自然是不会全心全意，导致大面
积土地荒芜，随意播种。国库存粮也是糟粕;奴隶饱受地主压迫，不得
翻身;土地荒芜，人烟因此稀少。</p> <p>商鞅之法废除了奴隶制井田



制，承认土地私有化。使地主们可以卖出不需要的土地，换取金钱，饰
物等，奴隶们也可用积蓄买得自己的土地，为自己劳作肯定更加尽心尽
力，劳作好的，还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赋税。这一制度使得大面积荒地得
以开垦。激发了农民的耕作意识，秦国国库粮食变得更加丰裕，农民对
国家也更有归属感。</p> <p></p> <p> </p> <center><img src=/sta
tic-img/Q8-uTJaxAuOTqgrKcgQPC0OZLEA5mYTvke6bI2saY7Z19
QQhhD1mfV77_U3hQpiPp-xZVX1xK80Kl2PG9CGXxLpWQQHOcE
mXxPieoxlC7ypCIKe_J9lBgzdyrnGBuBAxp0pJkA1Hxxx5tzoUoh3
RrMPTy1i6bt10h6E6wJR3-os.jpg /></center> <p align=center>战
国商鞅方升，作为量器，它200毫升的容积是商鞅统一度量衡所规定的
标准&ldquo;1升&rdquo; (商鞅变法的历史印证)</p> <p><strong>3. 
实行重农抑商政策。</strong></p> <p>战国时期，以农业为本。人民
生存需要粮食，出兵伐敌也需要粮，臣子奖赏也是粮食，商鞅之法激励
农民耕作。并且对那些弃农经商之人会给予惩罚，严重的甚至会让一家
全贬为奴隶。</p> <p>重农抑商与土地私有化使秦国粮仓丰富，给了秦
军打持久战的底气和资本。在后世著名的长平之战前期，秦将王龁与赵
国名将廉颇对峙三年之久，廉颇坚守不出，秦军又是远道而来，之所以
能撑住三年，一定程度都仰仗于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嬴驷拿下巴蜀作为粮仓)。</p> <p>同时商人的流
动性也比农民的流动性要大很多，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战国时代，如果
没有足够的农民务农，会使国家动荡不利于管理，也会使国家朝着堕落
的深渊越来越危险。</p> <p></p> <p> </p> <center><img src=/sta
tic-img/wUmz1vphVFyr2hEKuhzEQUOZLEA5mYTvke6bI2saY7Z1
9QQhhD1mfV77_U3hQpiPp-xZVX1xK80Kl2PG9CGXxLpWQQHOcE
mXxPieoxlC7ypCIKe_J9lBgzdyrnGBuBAxp0pJkA1Hxxx5tzoUoh3
RrMPTy1i6bt10h6E6wJR3-os.jpg /></center> <p align=center>记
录商鞅变法后耕作景象的石刻</p> <p><strong>4. 加强中央集权，普
遍推行郡县制。</strong></p> <p>前面说过，周朝分封制，导致一个
个诸侯氏族地主管辖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里，土地领主就是神一



般的存在，随意杀戮，随意管束，随意制定法律官员。导致君主对偏远
地带管束几乎为零。</p> <p>郡县制的颁发，推翻了这些领主的&ldqu
o;神权&rdquo;，将秦国全国分为31个县，县令郡守均由中央直接任免
，能者居上。同时为了更好的管理郡守县令，还颁发了&ldquo;连坐法
&rdquo;，划分伍，什，里，乡等，要求互相告发，一旦发觉包庇者，
连同犯罪者一同处罚轮刑。</p> <p>这一法度的颁发，使秦国进入了君
主高度集权的状态。使君主想做之事不会被老氏族所牵制，可以放开手
脚，任免官员，治理国家。</p> <p></p> <p> </p> <center><img sr
c=/static-img/FmLwNjKLWaaBsIbqe-mFa0OZLEA5mYTvke6bI2s
aY7Z19QQhhD1mfV77_U3hQpiPp-xZVX1xK80Kl2PG9CGXxLpWQ
QHOcEmXxPieoxlC7ypCIKe_J9lBgzdyrnGBuBAxp0pJkA1Hxxx5tz
oUoh3RrMPTy1i6bt10h6E6wJR3-os.jpg /></center> <p align=cen
ter>秦始皇统一货币</p> <p><strong>5. 统一度量衡。</strong></p
> <p>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均不一致，简单来说，可能你
在一个地方买回一斤粮食到另一个地方，这一斤只能算8两，如此国家
经济，交易等系统是极其紊乱的。国家各地经济不统一，难免会引发冲
突，争吵，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就此商鞅之法统一度量衡，
避免这些冲突争吵的发生。</p> <p>此制度在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后
，全天下也开始执行统一度量衡的制度，可以说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带
来了不可磨灭的功劳。</p> <p> </p> <p>然而任何的变革都会触动部
分人的原有利益，使得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也惨遭车裂。并且后世秦朝
的灭亡，与商鞅之法也有一丝丝隐晦的关联。<br> <br> <br>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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