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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汇三十六计⑥

【原文】
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

其不自主而取之。
【译文】
当敌方因军心动摇而处于混乱不堪

的势态，并出现始料不到的困境之时，这
便是《萃》卦所显示的“坤下兑上”的溃败
征兆。必须利用敌人这一无法自主的时
机，迅速将其消灭。

【计名由来】
声东击西计，见自杜佑(735——812)

所著《通典》第一百五十三卷《兵六》一
章：“声言击东，其实击西。”其实，《孙子
兵法》中早有“攻其不备”的思想。《淮南
子·兵略训》更是把“将欲西而示之以东”
作为重要的用兵之道，《韩非子·说林上》
也说：“今荆人起兵将攻齐，臣恐其攻齐
为声，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戍东
边，荆人辍行。”本计的特点为：以假象造
成敌人的错觉，采用灵活机动的军事行
动，声东而击西，声此而击彼，似可为而
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伪装攻击方向，
出其不意，乘敌人不知其所备时夺取胜
利。

【古今战例】
蜀汉建兴七年(229)四月，诸葛亮兵

出祁山，分作三寨，专等魏军到来……闻
知蜀军进犯，魏军统帅司马懿以张合为
先锋，戴陵为副将，率军10万前往祁山
迎敌。大军到达祁山后，下寨于渭水之
南，当即有前锋部将郭淮、孙礼入寨参
见。

司马懿问道：“前线情况如何？你们
是否已与蜀军交锋？”郭、孙二人回答：

“蜀军刚到数日，还未出战。”司马懿说：
“蜀军千里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今不急
于出战，其中必有阴谋。”说罢，又问陇西
各郡有什么消息。郭淮回答说：“据派出

的将士探听，陇西各郡守军都十分用心，
日夜提防，并无意外情况，只有武都、阴
平二处，尚未得到消息。”

司马懿听到郭、孙二将禀报的军情
后，仔细思索，想出了一条计策，他对郭
淮、孙礼说：“明日我亲自领兵出阵与诸
葛亮交战，你二人迅速从小路赶往增援
武都、阴平，并从背后偷袭蜀军，这样可
使蜀军阵势自乱，我军再乘乱出击，必可
大获全胜。”

郭、孙二人受计后，立即率5000人
马沿陇西小路，直奔武都、阴平，准备依
计行事，从蜀军背后发起突袭。却未料二
人领兵正行进间，忽听哨马来报，说是武
都、阴平已先后被蜀将王平、姜维攻破，
此时魏军(指郭、孙二将率领的魏兵)前锋
已离蜀军不远。

孙礼听到这一消息，心中顿时感到
疑惑而又慌乱，对着郭淮说：“蜀军既已
攻破二城，为何尚陈兵城外？其中必定有
诈，莫如赶快退兵！”郭淮赞同孙礼的意
见，正要下令退兵，忽听一声炮响，山背
后闪出一支军马来，大旗上写着“汉丞相
诸葛亮”，旗门开处，诸葛亮端坐在一辆
车上，左有关兴，右有张苞。

郭、孙二人见此情景，不禁大惊失
色，只听诸葛亮坐在车上大声笑道：“郭
淮、孙礼休想逃走，司马懿搞声东击西之
计，怎能瞒得过我？他每日派人在正面阵
前与我军交战，暗地里却教你们袭击我
军背后，妄图乱我大营。我只还他个将计
就计，现在武都、阴平已被我军攻取，你
二人还不早早投降？”郭淮、孙礼听到这
话，更是十分慌张，这时又听到背后喊杀
连天，原来是王平、姜维又领一支蜀军杀
到，与前面的关兴、张苞形成前后夹攻之
势。一时间，魏兵大乱，被击得溃不成军，
郭淮、孙礼也弃马爬山而逃……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
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
说很多，这里仅介绍以下四种：

源于纪念屈原
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

臣。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
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
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
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
《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传
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
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
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
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
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
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
见后纷纷仿效。后来为怕饭团为蛟
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
缠彩丝，发展成棕子。以后，在每年
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
子、喝雄黄酒的风俗。

源于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

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的
伍子胥。伍子胥，楚国人，父兄均为
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
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
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
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
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
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
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
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
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

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
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
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
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
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
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
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
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源于纪念孝女曹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

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
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
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
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
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
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县
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
淳作诔辞颂扬。

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
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

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
的文化遗存。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
拜龙的图腾的部族——百越族。出
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示明，
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于水
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
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
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
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
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
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
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
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
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
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
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声东击西 端午节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