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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死后谁能继位立即成为秦国宫廷中的一
件大事，当时秦宫中有条件继承王位的人、无条件继
承王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争斗。

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能继承秦王之位的只有秦
武王的弟弟们，因此，后宫嫔妃中生儿子者都有条件
争夺王位。后宫中没有儿子的嫔妃和朝中大臣们虽
然没有条件继承王位，但是，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
拥立新王之功，于是也卷入了这场争斗。

然而此时，秦国有资格、有能力决定这一问题的
只有三个人。

一是秦惠文王的王后，此时她已经是王太后；二
是秦武王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虽然不是王室成员，
但很有实力。

他是谁呢？他叫魏冉。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代，
魏冉已经在朝廷任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人物。从表
面上看，三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叫三票制。

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从来没有干预
过政事，力量不足，因此，这两票只是个样子。而魏冉
则不同，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的两朝元老，在朝中
非常有势力。他这一票是三票中最为关键的一票。

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在立谁为继承
人的问题上和魏冉的意见不一致，但是，魏冉有权，
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一票搞定此事，强行立秦武王的
异母弟嬴稷为秦昭襄王。此时，嬴稷正在燕国做人
质。在宣布嬴稷被立为新秦王的继位人之后，赵武灵
王为了与嬴稷建立友好关系，派代相赵固前往燕国
迎接嬴稷，燕国也愿落个人情，便全力配合。于是嬴
稷得以顺利回到秦国并被立为秦王。

嬴稷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的继位完全是魏
冉敲定的。远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完全没有左右自己
命运的能力，但是他的继位为他的重孙嬴政带来了
历史性的机遇！

魏冉的决定引起秦武王其他弟弟与支持这些公
子的大臣的不满。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二年，嬴稷的弟
弟庶长嬴壮和一些大臣、诸侯及秦武王的其他弟弟
密谋暴乱，被发现后，全部被杀。秦惠文王的王后支
持嬴壮，嬴壮被杀之后，她心情不好，郁郁寡欢而死。
秦武王的王后本来是魏国人，在拥立新王的斗争中
也遭到失败，被迫回到了魏国。然而，她支持的到底
是不是嬴壮，史书没有记载。

嬴稷是在燕国做人质时被魏冉拥立的，此时，国
内那么多秦武王的弟弟都没有被立为秦王，魏冉为
什么非要立嬴稷呢？

这事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她就是秦惠文王的
嫔妃“芈（mǐ）八子”。“八子”是秦国后宫嫔妃的一种
官职。“芈八子”是楚国人，史称宣太后。魏冉是宣太
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而秦昭襄王嬴稷是宣太后的儿
子，这便是魏冉鼎力支持嬴稷继位的根本原因。

按常理说秦惠文王的王后最有决定权：她是秦
武王所有弟弟的嫡母。但是，在秦武王死后确立继承
人时，这位嫡母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得到握有实权
的魏冉的支持。

由于昭襄王尚未成年，国家大事由宣太后负责。
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她是

中国历史上一位生活、工作两不误的著名太后。她与
义渠戎王私通长达三十年之久，还生了两个儿子，但
是，她最后又诱杀了义渠戎王，并趁义渠戎人没有任
何戒备的情况下，迅速派兵彻底打败戎人，一下子让
秦国扩建了三个郡。从此，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如果
秦国硬碰硬地对义渠用兵，代价一定非常大；而凭借
宣太后诱杀情夫，秦国轻松地灭了义渠。

嬴稷继位时因未成年，不能亲政，国政由魏冉亲
自执掌。三年后，嬴稷举行了加冠礼，正式亲政。由于
魏冉是秦昭襄王继承王位最坚定的拥立者，又是他的
舅舅，所以，昭襄王亲政之后，魏冉仍然是秦国国政的
执掌者。他在昭襄王一朝五次担任丞相，位高权重。

魏冉协助秦昭襄王打击六国，立下不少功劳，被
封为穰侯。宣太后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被封为华阳
君。昭襄王也有两个弟弟，坚决支持他，于是一个被
封高陵君，一个被封泾阳君。所以，昭襄王在位的前
三十多年，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握有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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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连 载

——纪念巴金110周年诞辰

巴金（1904 年11月25至2005 年10月
17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
重要人物，立志做社会活动家的他，却成为
小说家、散文家。新时期之后历任多届作
协主席，可谓德高望重。其作品感情丰沛，
三部曲式大部头之作甚多，后期作品用笔
趋于沉实。

巴金 1920 年进入成都外语专门学
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
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年初赴法国留学，
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
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年底回到上海，从
事创作和翻译。从 1929 年到 1937 年，创
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
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
丁》《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

《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
和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
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
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
作家之列的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
文化活动，编辑《呐喊》。创作了《家》的续
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
名《火》）。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
创作转向对黑暗现实的批判，长篇小说《寒
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新中国成立后，巴
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
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
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首
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此后，他出版了
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
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
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等。

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
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
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
的代表作。他善于在娓娓道来的叙述和真
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细腻独到，
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巴金本名李尧棠，号芾甘。据统计，巴
金一生使用过不下20个笔名，“巴金”是最
常用的，看来老人家对此名确实是情有独
钟。那么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
研究者众说纷纭，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
自于巴恩波和克鲁泡特金。巴金在 1957
年 9 月 27 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
信中这样解释：“1928 年 8 月我写好《灭
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
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
理学》，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
来。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
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
段不长的时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
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
他，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
此‘巴金’就成了我的笔名。”

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
曾说过：“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
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
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
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
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
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
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
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

‘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
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
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早在巴金百年诞辰时，著名文学评论
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曾表示：“现在的
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社
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

（据《长春晚报》）

20多个笔名
独爱“巴金”

写作背景：1923年，巴金从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
求学。之后的1927年1月，巴金登上了远赴巴黎的航船，那一
年，他 23 岁。那时的巴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感情无法宣
泄，无处倾吐。他开始用笔宣泄他的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
苦与同情、希望和挣扎。于是，便有了《灭亡》。

内容简介：1925年的上海，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杜大心对
整个世界充满憎恶，他是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革命青年，他
遇到“爱的天使”李静淑，一个信仰博爱主义的女孩，并渐渐爱
上了她。但他很快在强烈的自责心理下投入工会繁忙的工作
中，想以工作来压抑情感。信服他主张的纱厂工人张为群因
为运送传单等物被捕遇害，杜大心无法摆脱良心上的谴责，决
心牺牲生命进行暗杀。杜大心的暗杀并未成功，对方只受了
点轻伤，而杜大心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灭亡》

写作背景：1928年的冬天，巴金回到上海。在那里，他完
成了他的《爱情的三部曲》。尽管巴金也承认这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恋爱”小说，但他仍然“勉强把恋爱作为小说的主题”，因
为他想用恋爱来表现人的性格。

《雾》
内容简介：周如水在旅馆巧遇从前仰慕过的、美丽温柔的

女子张若兰，周如水在家乡有个没有爱情的丑妻，因此他没有
勇气表白。他的朋友来看他，一个是叛离了温暖富裕家庭的
陈真，另一个是有着幸福家庭生活的吴仁民。陈真告诉张若
兰真相，鼓励她主动向周表白。但周如水此时接到父亲来信，
说母病想见他，并要求他回去当官，软弱的周如水拒绝了张若
兰的爱情，但也没有勇气回家。一年后，周如水又回到这个旅
馆，此时才接到家信得知妻子早于两年前病逝，但此时张若兰
也早已离去。

《雨》
内容简介：两年后的上海，吴仁民的妻子已经病死，陈真

被汽车撞死。张若兰已经嫁给一个大学教授，周如水又爱上
了李佩珠。吴仁民对周冷嘲热讽，但自己很快也坠入情网，恋
上他从前帮助过的女学生熊智君。但吴仁民很快发现熊智君
的好友就是自己从前的恋人玉雯，玉雯因为爱慕荣华而抛弃
过他，现在又因为孤独想与他重续旧好，吴仁民痛苦地拒绝了
玉雯。李佩珠决心做一个革命女性，拒绝爱情，周如水在绝望
中投水自杀。吴仁民也得到玉雯自杀的消息，熊智君为了保
护他抱病嫁给了玉雯的丈夫——一个军阀，并留信鼓励他追
求事业。吴仁民在悲愤中振作了起来。

《电》
内容简介：三年后的福建，李佩珠和她的朋友们在这里组

成一个革命团体。吴仁民来到这里，此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成
熟的革命者，与李佩珠产生了爱情。但很快，革命事业遭到沉
重打击，不断有成员被捕被杀，他们中的一员无法忍受失去同
志的悲愤，走上了暗杀的道路，但暗杀没有成功，自己却遇
难。佩珠父亲在上海突然失踪，她委托吴仁民回上海寻找，自
己留下来继续着朋友未完成的事业……

《爱情的三部曲》

写作背景：巴金1951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
道：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的确，正是这种不息的源泉，鼓舞着巴金也鼓舞着
《家》《春》《秋》里面所有的青年人。叛逆、出走、不屈、抗
争等要素始终和这些主人公们不分离。

《家》
内容简介：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

高老太爷是大家庭的统治者，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
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与梅表
妹相爱，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
幸福，有了孩子。梅出嫁后不久成了寡妇，回到成都，
不久在忧郁中病逝。觉新的弟弟觉民与表妹琴相爱，
但爷爷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慧是三
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着好
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做妾，鸣凤在
绝望中投湖自尽。高老太爷在多重打击下一病身亡。
家中大办丧事，临产的珏被赶到郊外，珏难产而死。觉
新支持觉慧离家。

《春》
内容简介：觉新的爱子不幸病逝，他对生活更加没有

信心。觉民与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鼓励弟妹走出家
庭。高家三房的淑英被父亲克明许给冯家，她想效仿鸣
凤去死，觉民与琴决心帮助她脱离家庭，觉新的表妹蕙是
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父亲许配给荒淫的陈家。去上海
找觉慧。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死去。
蕙的死刺激了觉新，他开始支持觉民等人的计划。最终，
淑英被护送到了上海。

《秋》
内容简介：蕙的灵柩停在庙中，她的丈夫忙着续弦。

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到立身之地。她糊涂
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入火坑。枚才 17 岁，就有了肺病
的迹象，父亲不愿承认儿子有病，忙着给他娶了冯家小
姐为妻。两人感情不错，但枚婚后不久就去世。淑英
的丫头翠环敬佩觉新为人，三太太决定把她许配给觉
新。高公馆卖掉了，高家四分五裂，觉新在给觉慧与淑
英的信中，他写到各房的情况：四房五房继续过着荒诞
的生活，几个堂弟依然顽劣成性；他自己娶了翠环并将
她当妻子看待；而觉民与琴，也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新
式婚礼并即将出外工作。 （据新华网）

《激流三部曲》

11月25日是文学巨匠巴金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里，曾被巴金影响过的人们会以各自的方式怀念着这位伟大的作家。在种种纪
念形式中，重温巴金经典作品，也许是亲近他最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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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因“激流”而奋争

重温经典亲近大师

俗 话 说 ：“ 冬 吃 萝 卜 夏 吃 姜 。”冬 天 外
界气候虽冷，但人们穿得厚，住得暖，活动
减少，食物也以辛辣、温阳类为主，含热量
较高可造成体内积热不能适当散发，很容
易 产 生 肺 胃 火 盛 。此 时 若 外 感 风 寒 ，病 毒
侵 入 体 内 反 而 会 转 化 为 热 证 ，因 此 ，按 照
中医“以凉胜热”的原则，冬天感冒其实应
该 选 择 诸 如 板 蓝 根 颗 粒 之 类 的“ 凉 性 ”感
冒药。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与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钟 南 山 共 建 国 家 级 呼 吸
疾 病 实 验 室 ，由 钟 南 山 院 士 亲 自 担 纲 ，聚
集 全 球 医 药 精 英 共 同 破 译 白 云 山 板 蓝 根
颗 粒 抗 病 毒 机 制 。现 代 研 究 发 现 ，板 蓝 根
含 有 多 种 活 性 成 分 ，不 但 可 以 杀 灭 病 毒 ，

而且还可以多环节的免疫调节。广州白云
山 更 在 这 个 抗 病 毒 的“ 王 牌 ”身 上 注 入 了
一道又一道科技的力量，如首家采用中药
GAP 基地药材生产，首家采用指纹图谱技
术控制产品质量，首家采用“一步制粒”技
术生产，起效更迅速，质量更稳定，从而使
广 州 白 云 山 板 蓝 根 不 但 成 为 一 个 防 病 毒
的“ 盾 牌 ”，更 成 为 一 个 抗 病 毒 的 经 典 。目
前 ，白 云 山 板 蓝 根 销 量 过 亿 ，占 有 半 数 以
上的市场份额，成为众多消费者的第一选
择 。在 服 务 上 ，白 云 山 和 黄 中 药 斥 资 8000
万 元 ，计 划 两 年 内 在 全 国 推 出 6600 家“ 永
不 过 期 ”的 药 店 ，广 大 消 费 者 均 可 放 心 购
买 ，过 期 药 物 免 费 换 新 ，这 意 味 着 白 云 山
和黄中药将“永不过期”。 （山岭）

冬天感冒宜食“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