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胯 下 之 辱

韩信出身平民，早年家庭贫困，曾寄人
篱下，受胯下之辱成为他人生这一阶段的一
个“印记”。

“胯下之辱”这个成语说的是少年韩信
曾受屠夫挑衅，被迫从其胯下爬过。司马迁
的《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屠中少年
有侮信者……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
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
蒲伏。”

当时，市井之人都笑韩信怯懦。然而，
这一屈辱却成为韩信隐忍自强的起点。后
来，韩信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官至大将军。

如今，淮安的韩信故里景区还原了这一
场景，游客可在此感受“大勇若怯”的智慧。

明 修 栈 道 暗 度 陈 仓，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源自陈
仓之战，是韩信生平所指挥的第一个战役。
他初出茅庐，却一鸣惊人。

楚汉相争时，刘邦一面大张旗鼓地修去
汉中的栈道迷惑项羽，一面派精锐绕道陈仓
突袭，成功夺取了关中。这一计谋是大将军
韩信贡献的，利用的是敌人疏于防范的漏
洞。

韩信出其不意奇袭陈仓，尔后分兵略
地，连续作战，迅速占领关中大部地区。他
指挥若定，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也流传开去。

背 水 一 战

背水一战也是韩信人生中的重要一战。
这一战，汉军将领韩信对战赵军统帅陈

余。《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汉将韩信率
兵攻赵，出井陉口，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
军。”

背水一战，又称井陉之战，发生于汉高
祖三年（前204年）。汉军和赵军在井陉交
战，汉军大将韩信利用赵军主帅陈馀轻敌之
心，摆下兵家大忌的背水阵，鼓吹本军将士
奋勇作战以求死里逃生，同时另调两千轻骑
趁隙夺取赵军军营并在军营内插满汉旗。
赵军见状，以为汉军已经全部俘获赵国的国
王和将领们，大势已去，于是军队大乱，纷纷
落荒而逃。

韩信擅于心理战术的运用，出奇制胜，
速战速决，最终谱写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战
例，也让“背水一战”这个成语广为人知。

独 当 一 面

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刘邦率领的军队
被项羽打得节节败退时，被迫驻守在下邑。
吃了败仗的刘邦内心非常恼火，询问周围的
人说：“我想要舍弃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来作
为封赏，谁可以为我建立功勋？”

张良说了三个人，九江王英布、大将彭
越和韩信。谈到韩信时，他说刘邦的将领
中，只有韩信可以嘱托大事，独当一面，立此
大功，担任这个职责。《史记·留侯世家》中

“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说
的就是这个事。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

谋”。“独当一面”这个成语也由此而来。
刘邦按照张良的话去做，派遣使者劝说

九江王英布反叛项羽，又与彭越结盟，派遣
韩信向北进攻魏国，扩大势力范围。最后刘
邦果然依靠这三个人的力量打败了项羽，夺
得了天下。

多 多 益 善

韩信虽然战功赫赫，但并未获得刘邦的
充分信任。项羽自刎之后，刘邦便收夺了韩
信的兵权。刘邦完成一统大业不久，就有人
上书告发楚王韩信意图谋反。汉六年（前
201年），刘邦开始剪除异姓王，韩信被贬为
淮阴侯。《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刘邦曾和
韩信讨论带兵的兵力问题。

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能够统率多少
兵马？”韩信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回答道：
“臣多多而益善耳。”

“多多益善”这个成语是这么来的。
刘邦不解地问：“既然如此，为何还会被

我抓住呢？”
韩信答道：“陛下虽不善于统率士卒，但

却善于领导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抓住的原
因。何况陛下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所能
对抗的。”

成 也 萧 何 败 也 萧 何，

这个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西
汉的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他曾
向刘邦推荐了善于用兵打仗的韩信做大将
军，萧何月下追韩信是著名的典故。

可最终，韩信还是落得“敌国破，谋臣
亡”的结局。有人向刘邦的妻子吕后告发韩
信谋反。吕后想把韩信召进宫来，又怕他不
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萧何设计以庆贺平
叛胜利为理由，骗韩信进宫，被吕后以谋反
罪名杀于长乐宫。民间因此有“成也萧何
（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
（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谋）”的说法。

不过，韩信的英风雄气仍为后人敬仰，
他的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正因为
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所以
他也成了成语制造者：临晋设疑、夏阳偷
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
定、沉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
伏……

一 饭 千 金

逛完了韩信故里景区，我们再去漂母
祠。这里也有一个与韩信有关的成语。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在落魄
时，得漂母赠饭数十日，立誓重报。功成后，
他以千金答谢漂母，“信至国，如所从食漂
母，赐千金。”

“一饭千金”这个成语既彰显感恩之德，
也暗含识人之明。淮安漂母祠至今香火不
绝，成为诚信与善行的象征。

如今的淮安也深谙成语的文化价值，正
通过多种方式激活历史资源，将清江闸、河
下古镇等古迹与成语故事相结合设计互动
体验，如漂母赠饭情景剧、韩信军事谋略展，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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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里的江苏·读城

江苏最强成语“发明家”，来自淮安
众所周知，淮安是“运

河之都”，但你可能不知
道，淮安也是成语的重要产
地。

从楚汉争霸的烽烟到
文人墨客的传奇，许多耳熟
能详的成语都与这片土地
息息相关。更有意思的是，
江苏“发明”成语最多的人
也来自淮安，他是谁呢？

近日，江苏文脉推出
“文脉里的江苏·读城”系
列，走过南京、镇江、徐州
之后，本期来到淮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子璇 王凡

图片来源：淮轩

到了淮安，不能不游韩信故里
景区。

秦汉之际，是淮安历史上风云
激荡的时代。淮阴侯韩信生于斯，
长于斯，为汉王朝的开基立下了汗
马功劳。

我们先来看韩信的履历。
韩信（前 230—前 196），淮阴

（原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
区）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战
略家，楚汉战争时期“国士无双”的
风云人物。韩信少时孤苦，却能勤
奋读书，熟演兵法，胸怀大志。陈
胜、吴广起义后，韩信仗剑从军，初
投项梁，参加东阿之战、定陶之战。
项梁败亡后，他成为项羽的部下，经
历巨鹿之战，但始终未被重用，于是
便改投刘邦，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
将军。韩信进《汉中策》帮助刘邦确
立了与项羽“争权天下”的统一方
略。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叱咤风云、
纵横捭阖，先后指挥了一系列重要
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成就了古
代军事史上的奇观。

大军事家韩信非一日炼成。在
淮安，你可以通过一个个成语解锁
韩信的成长史。

从韩信的隐忍到祖逖的豪迈，从
漂母的善举到楚汉的烽烟，淮安的成
语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流淌千年的
精神血脉。

今天的淮安，将历史基因转化为
文旅动能，邀请世界聆听这座古城的
故事。正如运河之水绵延不息，淮安
的文化魅力亦在成语的传诵中历久
弥新。

聊完韩信，再来说说另一位军事家祖
逖。

与祖逖有关的最有名的成语是“闻鸡起
舞”。晋朝时，河北范阳的少年祖逖志向远
大。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后，祖逖与刘琨
一同担任司州主簿时，因感情深厚，常常同
床而卧、同被而眠。有时，两人夜深还不能
入睡，便拥被起坐、纵论世事，还曾相互勉励
道：“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二人应
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一次，祖逖半夜听到
鸡叫，认为这是上天在激励他上进，便叫醒
刘琨道：“此非恶声也。”于是二人一起到屋
外舞剑练武，留下了“闻鸡起舞”的典故。

“闻鸡起舞”典故的后续故事则发生在
淮安。祖逖为避战乱至淮阴（今淮安），在此
铸剑练兵，筹备北伐。据《晋书·祖逖传》记
载，祖逖渡江时，曾在江心拍打船桨起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
是成语“中流击楫”的来历，这个词也成为矢
志不渝的代名词。

如今，淮安文化部门根据史书描述，在
当地相应地点立“祖逖铸剑台遗址”碑，让游
人感悟祖逖的为国壮志与为民情怀。

到淮安破解
战神崛起的成语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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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库·研究
编《江苏地方文化史·
淮安卷》介绍韩信

江苏文库·书目
编《江苏艺文志·淮安
卷》介绍了韩信的战
绩独当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