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國有一位叫卞和的慧眼玉工，在菁山下發現一塊稀世璞玉（被礦石包著的寶石），異常驚

喜，立即向楚厲王獻寶。厲王令玉工鑑別真偽。玉工說：『不是寶物，是石頭。』厲王氣怒，

判卞和欺君，行重刑，割去他的左足。楚武王即位，卞和不畏死，決然重去獻寶。武王令玉

工再作鑑別，依然斷定是石頭。武王激怒，再判酷刑，割去他的右足。楚文王即位，卞和懷

抱玉璞在荊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淚哭乾了繼續哭出了鮮血。成了轟動全楚國朝野的冤情大

案。文王聽說後，派專人用車把卞和和玉璞一同接進朝裡，在令高級玉工琢磨璞玉作進一步

鑑定，結論是：天下難得的至寶。於是命名為『和氏璧』。 

戰國時代，這塊和氏璧輾轉落入趙惠文王的手中；秦昭襄王想用十五座城池來換取，這實在

是件大事。趙王連忙召集文武大臣共商對策，大家一致認為秦國一向不講信用，以十五城換

取和氏璧，其中必然有詐；但不理會秦國，剛好給予秦國侵略趙國的藉口。因此大家決議，

要求秦王先把十五座城池割讓給趙國 

，趙國再將和氏璧送過去。可是派誰到秦國去交涉呢？大臣繆賢提議，他有一位門客名叫藺

相如，是個勇敢又有見識的人，如果派他去，必能順利達成使命，於是趙王便任用藺相如為

大夫，派他出使秦國。為什麼繆賢會極力推薦藺相如呢？原來繆賢曾有一次得罪了趙惠文王，

想逃亡到燕國；藺相如卻勸他說：「趙國強大而燕國小，燕王自然希望你在趙王的面前為他

美言幾句，所以特意籠絡你，並不是真心和你交朋友，如果這時候去投靠他，他為了怕得罪

趙王，反會對你不利的。我想，目前最妥當的辦法，還是你親自向趙王請罪。」繆賢依照藺

相如的建議，果然得到寬恕，趙王不但沒有治他的罪，反而更加信任他。因為這件事，使得

繆賢對蘭相如的才識有了深刻的印象，特別將他推薦給趙王。藺相如到了秦國，立即拜見秦

昭襄王，並呈上和氏璧。秦王一見和氏璧瑩潤無瑕，非常高興，便讓群臣傳觀，又叫人送到

後宮去給妃嬪們觀看。藺相如等了老半天，不見和氏璧送出來，秦王也不再提十五城的事。

事實果真和他們預料的一樣，秦國是不會遵守承諾的。藺相如便對秦昭襄王說：「和氏璧雖

然是稀世珍品，但還是有瑕疵的，我可以指給大王看。」秦王聽到這話，趕緊叫人把和氏璧

拿出來。藺相如接過了和氏璧，立刻跑到王宮中的大柱旁邊，舉起和氏璧對秦王說：「大王

先前派遣使者說要以十五城換和氏璧，趙國君臣就曾懷疑秦國會毀信 ；我想以大王的聰明

才智，應該不會為這一點小事破壞兩國的友誼。沒有想到您果然將這寶物送入後宮，絕口不

提十五城的事，現在大王如果要強搶這塊玉璧， 我的腦袋只好和它一塊撞碎在這根大柱

上。」秦昭襄王連忙說：「有話好商量，何必這麼激動呢？」於是叫人拿出十五座 城池的

地圖，給藺相如看。藺相如知道這只不過是緩兵之計而已，立刻嚴肅地說 ：「和氏璧是天

下至寶，趙王曾慎重其事齋戒沐浴了五天，才把它交給我。現在 也希望大王虔誠地齋戒五

天，舉行莊嚴隆重的接收儀式，我才能將和氏璧交給您 。」秦昭襄王到了這時候只有照辦，

並且約訂五天為期。藺相如離開王宮，回到 賓館，立刻派人悄悄地把和氏璧送回趙國。五

日的期限已到，秦王以最隆重的典禮準備接受和氏璧。藺相如很從容地走 到秦王面前，說

道：「我奉趙王的命令帶著和氏璧入秦，承擔著極大的責任，為了不辜負趙王的託付，我已

經派人將和氏璧送回趙國了；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