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寸舌  sān cùn shé

　　三寸舌，就是舌头。据说，人们口中之舌，长三寸。“三寸舌”作为典故，指能说会道

的嘴，也就是口才，或曰“辩才”。

　　《史记》中关于“三寸舌”（或“三寸之舌”）有三处记载。

　　第一处《留侯世家》，写张良（见490页“黄石公”）。张良本是韩国人，其祖父在韩

国三朝为相，父亲是两朝宰相。秦国灭掉韩国那年，张良二十岁。为了报灭韩大仇，张良

带领一个大力士用120斤重的铁锤，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砸碎了副车。始皇震怒，张良

只得逃亡到下邳。并由于机缘巧合，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过了十年，陈胜造反，

刘邦起事，张良投奔了刘邦。从此，出谋划策，屡立功勋。不久，刘邦便攻入咸阳，占领

了秦宫。这个无赖出身的汉王哪里见过如此辉煌的宫殿？便很想住下来。大将樊哙劝他搬

出秦宫，刘邦不听。张良说：“秦国无道，您才能进入秦宫。您刚一进宫，就想住在这儿享

福，这不是助桀为虐吗？‘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您该听樊哙的话。”这样，

刘邦避免了过早的腐化。

　　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秦都咸阳，火急火燎地杀来，兵驻鸿门。于是便演出了惊心

动魄的鸿门宴。鸿门宴上，又是张良帮助刘邦成功脱险。

　　刘邦统一天下，张良厥功甚伟。但张良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劝刘邦立萧何为相，自己

甘居萧何之下。张良说：“（臣）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

良足矣。 ”

　　第二处《平原君虞卿列传》，写毛遂（见131页“毛遂自荐”）。毛遂自告奋勇同十九

个门客随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去楚国求援。关键时刻，毛遂以其大智大勇，辩服楚王。

楚王终于答应派兵救赵。返国的路上，平原君感慨地称赞毛遂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

于百万之师。”

　　第三处《淮阴侯列传》，写郦食其（yìｊī）的事情。话说韩信率兵去攻打齐国，半路

上听说汉王已派郦食其说服齐王田广投降，韩信便不打算再去攻齐。韩营中的辩士蒯通劝

说韩信：“将军奉汉王命攻齐，而汉王派郦生使齐，但汉王没有下达停止攻齐的命令啊？为

什么不进军了呢？况且郦生凭着三寸之舌，得到齐国七十座城邑，而将军率领数万人马，

打了一年，才得到赵国五十座城池。您做了几年大将，论功劳还不如那个臭儒生吗？”于

是，韩信便率兵直扑齐国，很快攻占了齐都临淄。

　　至于“三寸不烂之舌”中的“不烂”，是后人补加的。

　　（王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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