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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历史长河， 浪花淘尽的是几多风流人物。

宏阔的盛世宏图，锦绣的丰功伟业，一世枭雄，永远
的春申君黄歇用他意气方遒的一生谱就的金石之
功，彪炳千古，永载青史。 他的足迹，他的梦想，耐人
寻味；他的贡献，他的影响，何人能及，在历史的回
音壁上，筝音四射。 个人结局虽然悲惨，但他的高洁
不俗、横溢才华、显赫优雅、忠国爱民，却和着历史
的旋律渗进我们民族的血脉里，成为永不褪色的记
忆和不容忽视的厚重存在，穿越时空，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春申君黄歇，生于公元前
314

年，卒于公元前
238

年，祖籍黄国（今河南省潢川县）。 黄歇博闻善
辩，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 春申
君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
佐治国而闻名于世。 他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
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并称为“战国
四君子”。

黄歇少年时即四处游学，眼界开阔，阅历丰富，

善于言辩。 公元前
273

年（楚顷襄王
26

年），楚王看
中了黄歇的口才，就派他出使秦国，谋求改善双边
关系。 黄歇尽展雄辩之才和外交手段，拟出一封漂
亮的外交文书，上书秦昭襄王，这篇有名的上书在
《史记·春申君列传》中，竟被惜墨如金的史学家司
马迁全文照录了

1300

多字，占了《春申君列传》全
部文字的

2/5

。

是此，秦国联合韩魏攻楚的一次重大跨国军事
行动，楚国面临的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被黄
歇的一纸上书化解了。 秦昭襄王全面采纳了黄歇的
谏言。 黄歇过人的智慧和勇略，使楚国获得了近半
个世纪的喘息振作，这一非凡的外交作为，是黄歇
在战国历史舞台上第一个华彩亮相。

回到楚国之后，黄歇受到了楚顷襄王的赞赏和
信任。 不久，为强化与楚国的盟约关系，秦国要求楚
国派出太子到秦国为人质。 公元前

263

年（楚顷襄
王

36

年），楚王病重，与太子一起同为人质的黄歇在无
法请示，无人商量的情况下，独自筹划，设计送回了太
子，自己也安全回到楚国，这不能不说是黄歇早年
又一次精彩之作，被司马迁誉为“何其智之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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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楚顷襄王去世，太子完继位。 任黄歇
为楚国令尹，相当于相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并赐封他为春申君。 这辅政持权的

25

年中，春
申君多次率楚军联合多国军队合纵抗秦，救过平原
君和信陵君。 他不仅是审时度势、善于辞令的政治
家、外交家，而且是带兵打仗本事也不错的军事家。

阵阵金戈，声声铁马，春申君黄歇写下了人生之中
又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
241

年，春申君建议楚考烈王，把楚国
都城由淮阳迁到了今安徽寿春。 并主动把原来封地
的淮北

12

县奉还给国家， 请楚考烈王将位于南方
的江东（原吴国封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上海、无

锡、江阴、太仓、湖州等地，改为他的封地。 就这么一
改，历史顷刻变得灵动多彩起来。

那时的东吴之地实际上是无人关注的一片蛮
荒，苏州城内昔日吴越繁盛的宫殿早已一派衰草枯
杨、陋室空堂的颓废景象了。 到封地后，春申君开始
下功夫苦心经营。 把黄氏家族迁离黄国故都，在自
己的封地上进行开发建设。 建都邑，修城郭，筑宫
室，开吴市。治水筑路，开浚河道，泽国变良田。仅仅
10

年，江南的财富就像打开的魔盒，喷涌而出。

春申君筑城湖州，为湖州的开城鼻祖；在江阳
凿申浦河，黄田港；在无锡开矿，修建陵道，开渠道
通太湖；在太仓储粮，建稳固后方；开江上海，开浚
了上海的母亲河———黄歇浦（今称黄浦江）；在江苏
筑宫，废墟上重建苏州。 春申君勤勉的显赫政绩，使
江东封地的经济领先一直持续至今， 时至今日，这
些城市仍是长三角洲地区发达繁华的翘楚之地。

在上海及周边的江南城市，留下的与春申君黄
歇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比比皆是，人们纷纷以他的
名字命名道路、河流、港口等，如上海简称“申”，黄
浦江、申江、春申江、黄浦区、春申路、春申村等地各
遗迹，皆为纪念这位开“申”之祖而命名。 可以这么
说，当今上海海派文化之根，缘于春申君开启江东
封地之时的萌芽。

在春申君黄歇的出生地今潢川县，有着众多与
他相关的名称，黄国广场、春申路、黄国路、春申办
事处、黄都宾馆等，最有分量的是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黄国故城遗址。 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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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信阳市，

有楚王城遗址，信阳市区也另称“申”城，有申城大
道、申碑路、申城饭店等，皆缘于此。 这些无不映射
出春申君黄歇受到千秋万代的人们无比拥戴的真
情表达。

黄歇为相的第
25

年，也就是公元前
238

年，楚
考烈王去世，他受制于小人李园，血溅棘门，死于一
个拙劣的阴谋，司马迁在《史记》的字里行间无不流
露着万分的叹惋和遗憾。

2007

年，随着上海进入世博会建设期，申城开
始大力宣传世博会，“春申君”的名字频繁进入国人
视野。

2002

年
9

月，在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
上，演员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抚古
思今，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申君，给上海这座国际
化现代大都市，铭刻了无处不在的历史业绩和永不
磨灭的烙印。

永远的春申君，你用忠贞不渝、独立强盛的家
国情怀，书写了一段流芳千古的传奇佳话；你用情
系苍生、福祉百姓的民本胸襟，谱写了一首励精图
治的壮丽诗篇！

春申君黄歇， 不啻是作为中华第七大姓的黄姓华
人血脉相连的同根纽带与拓展天下的精神高地， 更是五
千年华夏文明瑰丽夺目的丰厚财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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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中华儿女
在伟大的复兴之路，追求强国之梦的楷模典范。

永远的春申君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之春申君黄歇篇

春申君黄歇：

战国四君子安邦楚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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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词】忠国惠民的真挚，胆识智谋的超卓，八方拓展的豪迈，犹留浩气参
天地，一片丹心映古今。 你是明智忠信、宽厚爱人、礼贤下士、永垂史册的“战国君
子”，你是黄姓后裔千山万水隔不断的情缘，你是信阳人民秋去春来永传的赞歌。

春申君黄歇———千古的佳话，不朽的英名！

《故城遗址》 黄世忠摄

《黄国故城历史文化陈列馆》 黄世忠摄

《春申君雕塑》 刁拥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