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晁错 《守边备塞疏》注译

中文系《晁错传 》注译小组

匚作者简介)

晁错 (公元前⒛0年——前154年 冫,颍川 (今河南省禹县 )人。学过 “
申商刑名”法家

学说,与贾谊同是汉初杰出的法家。汉文帝刘恒时,任过博士、太子家令,建议皇上用法家“
术数”教皇太子 (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冫,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 “

匈奴强,数寇边”
,

晁错上书言兵事,后又上疏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公元前一六四年,文帝举
贤良文学,晁错在回答文帝所问关于治国大计时,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勋,总结秦王朝
灭亡的历史教训9对汉初统治者坚持法家的正确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汉景帝刘启时,初
任内史,后任御史大夫 (副宰相),很得景帝信任。他继承贾谊的思想, “

言宜削诸侯事〃 ,

特别是要打击力量最强、野心最大、蓄谋叛乱的吴王刘濞 (bi冫 ,被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
为首的诸侯王,十分恐慌,起兵叛乱,打着 “清君侧”的旗号请杀晁错,实际上是要篡夺帝
位。原吴王刘濞丞相、后打入中央政权的内奸袁盎,在权臣窦婴的支持下,阴谋陷害晁错 ,

致使景帝平叛决心一度动摇,晁错被腰斩于东市。不久,景帝醒悟 ,Ⅱ

∶
又下决'b平叛 ,′ 仅三个

月就平定了。晁错死后,他的政策和主张,继续得到推行,使中央集权制度 得 到 进一步加
强。

匚说明〕

本文选自《汉书 ·晁错传》,题 目根据原书所加。

匈奴原是我国北方的-个落后的游牧民族。秦末汉初,它才开始向奴隶制社会转化,建
立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向南方扩张,侵夺中原地区的土地,严重地破坏生产,给入民带来
很大痛苦。西汉王朝建立后,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复辟势力如g高帝时的韩王信、代王陈

稀、燕王卢绾,文帝时的济北王、淮南王,景帝时的赵王、吴王等,有的卖国投敌,有的与

匈奴合谋反叛;高帝时刘敬,吕 后时季布,文帝时中行说,武帝时狄山、韩安国、董仲舒、
公孙弘等,这些畏敌如虎的孔孟之徒和其他倒退势力勾结在一起 ,鼓吹 “抗战必败” “和亲甚

使”,儒生狄山更是 “
降单于,单于爱幸之,日 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 汉书 ··匈奴传》)。

这些复辟势力,与匈奴里应外合,直接危及汉初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因此,当 时 匈 奴 和
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广大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和先进的封建制之间的矛

盾。

' 晁错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为保护西汉先进的封建制度,他发展了战国以来法家奖励

耕战的思想,主张坚决抗击匈奴,断绝和亲。在疏中,他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建议
“徙民实边″,在要害的地方建立新邑,召募老百姓到边境去安家落户,做好安置工作,备

,

好耕作工具,使他们能长期居住,参加生产,加强边防力量,并使国家 “屯戍之事益省,输
将之费益寡”Q他认为要使那些新建城邑真正起到 “守边备塞”作用,还须按照军队编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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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娃组织起来, “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做到兵农合一,这样就可以持久

地、有效地抗击敌人。晁错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得到采用,对于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增强西汉国家实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汉武帝进一步击败

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原文〕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事
曰: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①,筑塞河上,南攻扬

粤②,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③也,贪戾④而欲广大也,故功

未立而天下大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⑤,战则为人禽⑥,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

之处也⑦,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⑧,鸟兽毳毛⑨,其性能寒⑩;扬
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①,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

于边,输者偾于道⑩,秦民见行,如往弃市⑦。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⑩,先发吏有谪及赘婿

贾人⑩,后 以尝有市籍者⑦,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⑩,后入闾取其左⑩。发之不

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⑩,以计为之也④。故②战胜守固,

则有拜爵之赏⑧,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⑧,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蹈火⑩ ,

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⑩,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⑧,天
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⑩,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

E注释〕

① 胡 貉 :胡 ·泛 指 北 方 少 数 民族 ;

貉 (mδ ),泛指东北少数民族。胡、貉, 都是侮

辱性的称谓。    ∷

②扬粤:泛指东南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③救民死:救民命 (解除人民极大的苦难 )。

④戾:逆 ,凶狠。

⑥势:这里指地势(地理条件 )而言。

③禽:通擒。

⑦积阴:很阴冷。

⑧密理:肌理紧密。

⑨毳 (cui)毛:细毛。

⑩鲜寨:耐寒 (能读耐 )。

⑧疏理:∴ 肌理疏松。         ∶

⑨希:酰
`少

)。

⑩偾 (fδ n):仆 ,倒。

⑩弃市:杀头。

⑩谪:贬谪。因罪而被派往守边叫
“
谪戍

”
∷

⑩赘婿:男子往婚于女 家 叫资 (zhu:)。

贾人:商人。

⑩尝:曾经。市籍:注册经商。

⑩大父母:祖父母。

⑩闾 (l‘ ):古代二十五家为 里 , 皇 门叫

闾。秦朝规定,贫民住在闾左,豪族住在闾右。

⑩降北:投降。北同背,战败叫败北。

⑧计:盘算 (计较利害得失 )。

②故:这里当因为讲。

⑧拜爵:授 (给 )以爵位。

②财卤:物资和土地。卤,盐碱地,泛指 匈奴

地。《汉书 ·匈奴传》: “且得匈奴地,泽 卤非可

居也
”
。               「

⑧蒙:冒。石:擂石,用器械 放射 , 打 击敌

人。汤:沸水。

⑧铢两:古代衡的最小单位,二 十 四 铢 为∵

两。

⑧算:丁钱 (入 口税 ),百二 十 钱 为 一算。

复:复除(豁免 )。

⑧陈胜字涉,秦二世元年(公元 前⒛9年 )被

谪戍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 ),率领九百人行至 大

泽乡 (今安徽宿县西南 ),因大雨误期, 当斩,因
而倡导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 起义。

E泽文)

晁错再上书言宁边劝农是肖代最息的二事-~说 : “臣听说:秦攻打牝方:胡 貉族,沿 黄汀



岸修筑长城,攻打南方扬粤族,专 设戍卒宁边。这都不是为了保土安民,而是贪得暴戾,扩

大颔土,所 以功业未巩固,天下就大乱了,而且用兵不知地势,攻战则被人俘虏,屯宁则大

批死亡。胡貉族地最阴寒,树皮三寸,人吃牛羊肉,喝牛羊奶,肌理紧密,乌 兽毛厚,性时

寒,扬卑族地很热,人的肌理疏松,鸟 菩毛少,性耐丹。秦兵远戍,不适应当地水土,宁 边

的元在边池,输送的死在途中,人 民把宁边看成象上刑场一般。秦先派遣因罪谪降 的 人 前

往,叫做谪戍;后 派罪人、贲埒、商人,又 后,派逵曾经当过商人的和祖父母、父母当过商

人的,最后征调住在里门左边的贫民前去。由于派过不当,所 以人皆怨恨,产 生 叛 心。须

知:凡是士卒所以劳于打仗,死不降敌,都是从自己的利害得失盘拜的。打脏仗可以受拜,

攻下城邑可以茯得物赏和土地增加家产,所 以才肯亲冒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秦对戍

卒有万害而无一利,战死后,连一个人的丁口税都不给予豁兔,天下的人认为被派宁边就是

大祸临头。所以陈胜倡导起义,天下农民就纷纷响应如水就下,这就是秦用戚力胁迫农民戍

边的恶果 !

匚原文〕                                 '
“
胡入衣食之业,不著于地①,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食肉饮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放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
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②。今使胡人数处转 牧 行 猎于塞

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③,以候各塞之卒④,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

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

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

E注释〕

⊙著:黏附,扎根。

②南亩:泛指农田,

③燕:约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地。

代:郡名,约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东北部和

河北省蔚县附近地。        ∶

上郡:约相当于现在陕西省北部地。

北地郡:现在甘肃省宁县。

陇西郡:现在甘肃省兰州。

④侯:侦探、窥伺。

匚译文〕
“
匈奴的生计不固定在某一土地上,其势容易扰乱我们边地。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吃

牛羊肉,喝牛羊奶,穿 兽皮,没有定居的城乡,象 飞乌走兽放于旷野,遇到水草丰盛处就暂

时住下来,水涸草尽了又迁到别处:由此看来,他们这种来回往返,时来叶去的生活方式,

恰走造成中国农民离开农田的原因。他们在长城外到处游牧打猎,有的对着长城内的燕.代
地方,有的对着长城内的上郡、北地、陇西地方,专 门窥探我们戍边的兵力情 况:戍 卒 少

了,它 就马上入侵。不救吧,边地百姓就会绝望而产生降敌之心,救吧,兵 少了,又不够,

多派点兵吧,远地的兵才调来,它 又跑了,把 已经调来的兵不撤退吧,费用叉太大,祀兵撤

退了,他们又会再次入侵。象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中国国家穷因而人民不安。

∈原文〕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备寨,甚太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各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①,具蔺石 ②, 布渠

答 ⒍复为工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 ④, 调 立 城 邑⑤, 母 下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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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⑥,为中月虎落⑦。先为室屋,具田器,召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⑧,不足,募以丁

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⑨,不足,召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⑩,予冬夏衣

、廪食,能 自给而止①,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 自增至卿@。 其亡夫若妻者, 县 官买予

之⑩。人情非有匹敌⑦,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

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⑩,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⑩。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⑦。非以德上也⑩,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

万也⑩。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 无系 虏 之

患⑩。利施④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E注释〕

①以便:利用好的地形。 (贾谊《过秦论》: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
。 )

深堑 (q1δ n):挖深沟(护城河 )。

②蔺("n)石:擂石。

③渠答:铁蒺藜,有四个尖刺,三个在地上,

-个向上,用来对付敌人的骑兵。

④通川之道:交通要道。这里
“
川
”

即 “地平

川
”
的川,不是指河川。

⑥调:调诰,规划。

⑧毋下:不少于⋯⋯。

⑦为中周虎落:虎落,锊笆,用 以护城。在内

城小城之间,以虎落周围环绕,叫做
“
中周

虎落
”
。

⑧免徒复作:罪人虽然遇赦,但仍须服徒刑劳

作一定期限的。

⑨丁奴婢:成年的奴婢。赎罪: 抵罪。输奴

婢:向国家输送奴婢。

⑩复其家:豁免他的家庭应出的算赋。每 人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每人百二十 钱为

一算。

④廪食:粮食。廪,本义是谷仓。

②卿:汉爵分为二十级,卿是左庶长 (十级 )

以上的莳。 ⋯  ∶    ∷∷∶

⑩亡夫若妻者:妻无夫或夫无妻的人。 若:及
(和 )。 县官:国家口政府。

⑧匹敌:配偶。匹、敌是同义词。∷

⑩驱:同殴,抢掠。止:挡回来。

⑩县官为赎其民:政府备钱买 回 被俘 虏 去的

人。

⑩赴胡:上阵冲杀匈奴。

⑩以德上:用这来向上表示德义。

⑩相万:超过万倍。

⑧系虏:被俘虏。

②施 (y∵ ):延及⋯⋯。

E译文〕
“
陛下担心边事,派遣将吏士卒守塞,是对边地人民很大的思忠。但是,命令远方派来

的士卒,宁塞一年一换,他们不了解匈奴的习俗和战术,不如洛人长期驻宁。家室和农田耕
具,部为他们备好。选择良好地形,建立城邑,深沟高垒,作好擂石、蒺藜等城防工具。隔

城百工十步再筑一道城墙。要害地方,平川大逋,统一规划,设立城邑,住户不少于千家:;

在内城小城之间以窝笆周围环绕。先各好住房和农兵,然 后 召球 罪人 和罪人遇赦但仍须劳
作满一定期限的,都 免除其罚,使往居住,不足,再 号召用成年奴婢抵罪和输 送 奴 婢买爵
的;还不足,再号召自愿前去者,都赐给高爵,免 除他们家庭应出的箅赋, 发 给他 们衣、
个,到 能自给自尺而止。郡县的老百

ˉ
姓,也可买爵前往,直可买到第十级以上的爵位。无夫

元安者,由政府买给配偶,人的常情,无 配偶是很难安心长居边地的。禄利不厚,也不可使

仁们久居危难之地。可规定:凡是能夺回匈奴所抢去的物资的,就用夺回的一半给他,人被

虏去,就 由玫痔买回。这样他们长期同住,有事互相救助,上阵拚死杀敬。他们并不是网此

未向皇上衣示自己行为合于德义,而是为了能骨肉重聚和茨得丰厚的战利品的缘故。同原未

终率远的东方派去的戊卒不熟悉地势害怕句奴的情况抑0u餐ρ其功效真是肚过万倍。陛下可



及时徙民实边,使 内地人民再无随时被遣往戍边之事,而 塞下人民,骨 肉团聚,父子相保,

协力抗敌,也无打败仗被俘的忧患。这样利延后世,功 显当代,与 秦的强派怨民,真不可同

日而语啊!” 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立刻徙 民实边。

匚原文〕

错复言: “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①,输将之费益寡 ②, 甚 大惠

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③,而勿侵刻,使
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 相 其 阴阳之

和④,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

道,正阡陌之界⑤,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⑥,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⑦。为置医巫⑧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⑨ ,

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⑩,室房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E注释〕

0益:逐渐。

②输将:运输。将‘助词,无义。

③和辑:和睦。辑,安。

④相:观察。阴阳:指居地的阴阳向背和气候

寒暖。

⑧阡陌:田 间小道 (南北叫阡,东西叫陌 ),

这里泛指田界。       ∵ l

⑥一堂二内:堂,堂屋。二内,堂后的东房和

西室。

⑦轻:容易。之:往。

⑧巫医:医管治病,巫管祭祀。 巫也管治病。

古代巫医不分,即用符咒、驱神、祈祷等迷

信方法结合药物、手术等为人治 病,随着时

代的发展,巫渐被淘汰。

⑨昏:同婚。

⑩种∷树:庄稼:耆长卜茂盛。∶   -

〔译文〕

晁错又说: “陛下实行徙民实边,使 屯戍的事情日减,运输费用日少, 对 人民恩惠 很

大。如果下吏真能照着您的德意去儆,执行严明的法令,关心和安抚迁到边塞的老弱,很好

地对待壮士,安定他们的思想,不侵害刻薄他们,使先到的人不怀念故乡,那 么,内 地的贫

民就一定会陆续互相劝往了。臣听说:移 民实边,首 先要弄清气候,找到水源,寮实土质,

然后修建城邑,规划住区,整理生产通道,确 定田土界限,还要先修住房,每家有一间堂屋

两间内室,门 户谨严,便子放置器物。老百姓未了有房子可住,有 田可耕,有工具可使用 ,

这就是百姓所以轻离家乡乐往新邑的缘故。还要派去医巫,治 疗疾病,管好祭祀。男女婚姻

追时,生瓦互相关顾,坟葬互相接近,生产 良好,室屋竖固安仝。这些都是使老百姓能够心

情舒畅,长居边池的良好掊施。

(原文〕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①,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宥假士,四里-

连,连有假伍百②,十连一邑,邑有假候③。皆择其邑之贤才有护④、习地形、知民心者 ,

居则习泯于射法,出 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⑤。服习以成⑥,勿令迁

徙矽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 以 相 识。欢爱之

心,足以相死⑦。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⑧。所徙之民,非壮有材

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无功也。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⑨,臣

Jo



窃意其冬来南也⑩,壹大治,则终身创矣①。欲立威者,始于折胶@。 来而不能困,使得气

去,后来易服也:愚臣无识,唯陛下裁察。”

匚注释〕

①制:编制。边县:边地的民户。晁错主张边

地户籍编制要军事化。

②假伍百:假,这是仿照军队编制,不同于内

地的正规编户,所 以在所设乡官衔上都加上
“
假
”

字。伍百:小部队的头目。

③侯:军侯。本是侦探、哨子之类,这里指军

官。

④有护:有治安保卫能力。

⑧正:通政。

⑧服习:习惯。以:通已。

⑦欢爱:感情好。相死:生死与共。

⑧前死:向前拼死力。

还踵:后退。

⑨绝:绝交。和亲:汉朝把公主 (一 般是诸侯

王和宗室 的 女 儿 )嫁 给匈 奴国王叫
“
和

亲
”
。

⑩意:通臆 (测知 )。

①壹大治:狠狠地惩罚 (匈奴 )。

壹,加重语气的助词。

创:伤。

⑨折胶:胶到了秋天,就劲而可 折 (取 ),用

以造弓,比喻良好的机会。

匚译文〕
“臣又听说:古代编制边地居民户籍以防备敬人的办法是:五家一伍9设伍长J十伍一

里,设假士。四黑=迕 ,设假伍百,十连一邑,设假候。都选本邑的贤才和有治安保卫经验

的人来充当,平 日教百姓箭法,出 战教百姓应敌,训 练成功于内,军 令就会贯彻于外。这种

已经训练好,熟 悉本地情况的人就不要轻易调往别地。他们长住一地 ,小 时共游,长大同事 ,

夜战辩声相助,昼战见面相识,深厚的情谊,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如此,然 后用厚赏鼓

励馋们,用 重罚树立戚倌,他们就兮拚命杀敌,死不后退了。 (另 外,还要注意 )所 迁往的

人,不是年壮有力的,.就兮徒耗衣粮,不可俾用,虽 可使用,没有好的将吏领导,还是没有

功效的。陛下与匈奴断绝 “和亲”,我料想它今冬∵定会大举南侵,就在那时大大惩治官,

使它终身受创,不敢再来。要想立戚,必须抓住这一良好机会。否则又让它得意而去,以 后

就很难制服宫了。愚臣见识浅陋,请陛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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