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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時期，南北兩方長時間對立，在百餘年間南北兩方

內部戰爭不斷。南朝皇族多出身於寒門或庶族，因為內鬥加上戰

力不及北朝，統治的疆域一直在收縮。直至南朝陳的陳文帝統一

南朝，國力已經大不如前，只能依靠長江天險抵禦北朝。而北朝

承繼五胡十六國，為胡漢融合的新興朝代，由宇文泰開創的關隴

集團，積極推廣漢化並勵精圖治，統一了整個北朝。

	 但此時北周宰相楊堅，趁着北周武帝逝世後的交接期，剷除

了朝中反對他的勢力，逼使繼位的北周靜帝禪讓帝位予他，並改

國號為隋。不過楊堅並不滿足於只是統治北朝，他更希望統治整

個中國。他知道南朝陳的君主陳叔寶是個無能之輩，自以為憑藉

着長江天險就可以抵擋來自北方的攻擊，每天花天酒地，軍隊也

荒廢操練。楊堅覺得這是絕好的時機進攻，於是就決定起兵攻伐

南朝陳。

	 在隋國的軍隊出發之前，楊堅為了鼓舞大家的士氣，就對全

軍發表演說：「我作為百姓的父母，怎麼可以因為一條就像衣帶

這麼寬的水隔着，就不去拯救南朝那些受苦的百姓？」於是軍隊

分三路出擊，短短三個月間就擊破南朝陳的首都，抓住了君

主陳叔寶。不久各地的陳朝軍隊都投降，楊堅

結束了長達二百七十三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統

一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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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布是秦末漢初人，為人愛打抱不平。項

羽曾多次派他攻打劉邦，數次將劉邦逼入險境。等

到項羽滅亡後，劉邦懸賞千金捉拿季布，並下令誰

敢窩藏季布都會被誅滅三族。季布唯有躲藏在濮陽

周氏家中，周氏說：「現在到處都是想捉拿你的人，

情況十分緊急。要是將軍能聽從我的話，還可以拖延一

段時間。」季布見情況緊急，就答應了他。周家把季布裝

扮成奴僕，帶到相熟的朱家。朱家的人知道這就是季布，於是就

把他安頓好，又再外出尋求救兵。

	 朱家派人前往洛陽，拜見汝陰侯滕公。使者對滕公進言：「做

臣子自當要各為主子面效命，季布受項羽差遣，這也是分內事。

皇上剛奪得天下，就因為個人的怨恨去追捕一個人，這是心胸狹

隘的表現。要是季布因此投靠匈奴或者越地，將來只會成為大患。

滕公大可向皇上表明當中的利弊啊。」滕公知道季布是個人才，

就向皇帝求情。於是劉邦就召見季布，季布承認了自己之前的罪

過。劉邦赦免了季布，並讓他擔任郎中。

	 及後季布的仕途可謂一路亨通，從小小的一個郎中，晉升至

河東郡守，一直以來都在民間有着很好的名聲。而季布有個同鄉

叫曹丘生，喜歡結交權貴。季布聽說竇長君與曹丘生交往甚密，

就奉勸竇長君不要與攀附權貴的小人交往。曹丘生得知後就寫信

予季布，說道：「楚地有句俗話說：『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言』。為何會有這句話？是因為我們是同鄉，我到處宣揚你的

名聲啊！卻想不到你在背後是這樣說我的。」季布聽後覺得確實

有所不妥，於是就好好設宴款待曹丘生以示歉意。後來「一諾千

金」一語就用來形容人十分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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