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徙木立信

秦孝公已经任命了卫鞅，卫鞅想要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对

自己产生非议。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卫鞅）恐怕百姓不信

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

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

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卫鞅）就又宣布命令说：

“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

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变法的）法令。

出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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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本族公子，名鞅，复姓公孙。商鞅喜欢刑名之

学，曾在魏相公叔座府中任中庶子。公叔座去世不久，商鞅听说秦孝

公下令招募贤人，准备振兴秦穆公霸业，便从魏国投奔秦国。孝公任

用商鞅为左庶长，具体制定了变法之令。法令制定好了，还未公布，

商鞅恐怕百姓不信新法，便设计了一个“徒木立信”的小谋略：他将

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的南门外，招募百姓说：“将此木移到

南门的给十金。”百姓对这种举手之劳即可获得重赏的事，感到很奇

怪。大家都在围观，并无人搬移此木。商鞅又下令:“有能将此木移

到北门的给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出来将此木移至北门，商鞅果

真给了他五十金。商鞅用徒木立信的办法，取得了百姓信任，然后下

达了变法指令。

徙木立信之后，新法很快颁布。新法颁布后，很快在秦国产生了重大

影响，各项改革取得成功。使秦国国强民富、雄冠列国，秦孝公成为

一世霸主。

徒木立信的计谋，曾使一位忧国忧民的著名人物叹道:“吾读三叹。”

并在十八岁时作《商鞅立木信论》，文中叹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

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

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三叹，可以说是有感而

发，发人深醒。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其变法的目的，便是为了

富民强国。商鞅变法颁布的法令，是中国历史上最优良的法典之一。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强之路，为秦国最后消灭其他六国、

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商鞅在变法令颁布前“徙木立信”的计谋，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赋诗《商鞅》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

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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