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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很好看，新见与妙语迭出，读者一翻便知，无须作序者多嘴。
作者留给我插嘴的空间是：介绍贯穿本书的一条重要逻辑——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
我的介绍重复了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内容，还有些枯燥，读者若感觉不耐烦，不妨跳过，直接阅读
正文。
　　讨论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血酬”。
　　血酬是流血拼命换来的钱。
土匪军阀依靠血酬过活，正如劳动者靠工资过活，地主靠地租过活。
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
同样是卖命抢劫，抢百万富翁当然比抢贫下中农合算。
在这个意义上，梁山好汉吃大户打土豪的行为，其实是在追求血酬最大化，与道德标榜并无直接关系
。
　　拿性命换钱是否合算呢？
这要做具体分析。
我听到过一句口号，灾民吃大户，抢粮食，他们在旗帜上写道：“王法虽重饥难忍”。
土匪抢劫，按律当斩。
饥民冒死抢劫，是因为走这条路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显然，他们觉得拼命合算。
一般地说，上述计算的实质是：为了活命，可以冒多大的死亡风险？
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把资源的需求者伤害到什么程度？
这是极其古老的权衡计算，别说哺乳动物了，连爬行动物都懂。
　　从血酬的角度看问题，土匪和军阀都是血本家。
梁山好汉的头领们也是血本家。
他们的老本是武器弹药和士兵喽哕的性命，他们掠夺搜刮之所得，扣除成本之后，就是血本带来的血
利。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爵往往可以作为利益的衡量标准，作为血利的一种存在形式，于是我们看到了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血本经营策略。
　　秦国曾经建立了严密的军功制度，敌人一颗首级，换取一级爵位。
最低的一级是“公士”，赏赐田一顷，宅五亩。
第十九级就封侯了。
“关内侯”。
二十级为最高级，“彻侯”。
这套贵族制度，其实是血本经营中的激励机制。
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暴力团伙进如锋矢，战如雷霆，在首领的指挥下破六国，打天下。
历代王朝打天下都离不开这套制度。
　　暴力最强者打下江山，坐了江山，然后立法定规。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皇帝是暴力集团的头子，贵族们则是协助他打天下共同创业的股东。
　　最强大的暴力是如何获得的？
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
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最大化的预期
，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
配。
这个道理，我们其实早就懂得，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
试想，假如及时雨宋江和黑旋风李逵分别招兵买马，我们愿意跟谁走？
我肯定跟宋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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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宋江更善于抓住外部的机会，更能掌握内部的公正，这是领导暴力集团发展壮大的关键本
领。
　　以上就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及其相关制度。
　　我们很熟悉物物交换的逻辑，大家兜里的货币就是一般等价物：我们也熟悉以劳动换取生存资源
的逻辑，多数人循此养家糊口。
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与这两种逻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但又有所不同。
　　劳动本身就是生命的活动，劳动挣钱即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不矛盾的道
理之一。
在以物易物的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一项条件，即白拿或抢劫是有风险的，闹不好还有生命危险，交
易反倒比白拿合算，这是不矛盾的道理之二。
不过，一旦破产失业，到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抢劫拼命的生存机会比较大，原来不合算
的选择反而合算了。
这种逻辑，即以命相搏，以暴力获取生存资源的逻辑，是前两条逻辑所不能包容的。
应该说，直接由这种逻辑支配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
前边已经说过，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行使暴力并不能创造财富，这是破坏，不是建设
。
这是破坏力，不是生产力。
　　最后再说说这本书。
　　我参加过“文革”中的批《水浒》运动，写过许多评论文章，有一年我们的高中语文考试就是批
《水浒》，这种经历很令人反胃。
读批《水浒》的文章，在生理上就不舒服。
不过，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感到眼睛一亮。
我觉得砍柴选了一个贴切的解读角度，说不定还是迄今为止最贴切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解读《水浒》之类的作品，丝毫没有令人反胃的方枘圆凿之感。
　　但是，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
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
更宽泛地说。
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
如何分配官爵？
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
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
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理解中国历史方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千炖豆腐万炖鱼。
砍柴，别上斧子，快上山吧。
我们要健康。
还要美味。
　　吴思　　200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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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将做强盗说成“落草”，
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
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
　　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
是法，而不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
出手”的原则，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人们鄙视男盗女娼这两种职业的同时，暗含着承认他们也是一种买卖，无非是特殊的买卖，一则
是刀口辞血的买卖，一则是皮肉生意。
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都在出卖人类最基本也是最后的资源——生命和身体！
也就是说用生命和肉体博钱。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公道是那样苍白，不是所有的梁山人都像李逵那样，惟一的语言就是暴力，
他们曾经想到合理的程序、公正的结局，可是大宁没有满足他们最起码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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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在湖南新邵的乡下长大，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法制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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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看，宋江在初期，无论在郓城县，还是在江州，一路收罗的都是层次不高的人，比如矮脚虎王
英以及燕顺那样的人。
戴宗、花荣在早期他笼络的人中，就算综合素质相当高了。
而当他上了梁山，有要取代晁盖的趋势后，特别是从三打祝家庄后，一直留心网罗朝廷的武官，比如
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双枪董平、金枪手徐宁，等等。
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
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
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
好汉，都难以摆平。
而且后期归附梁山的朝廷军官，在体制内级别越高，那么上梁山就越受宋江重视，排名也更靠前。
那些早期上梁山的，比如第一拨和王伦一起的杜迁、宋万等人，第二拨跟晁盖的刘唐、阮氏兄弟等人
，就几乎失去了话语权。
真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
　　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这时候如
果还不被招安，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宗、李逵
、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
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
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的李忠更为亲近，且原梁山的林冲也有可能偏向二
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有真正的兄弟情谊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
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敌和内逆削弱梁山的力量
，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
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绝非闲笔。
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
少华山、桃花山的人马。
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余的关胜、呼延灼、
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
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
李俊等人在太湖小结义，等于另立山头，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东南亚，去了泰国占山为王。
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要么病死要么圆寂，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
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
而燕青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
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
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上吊身亡，与其说他俩是在大树倒
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
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
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
恐怕吴用根本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可以说，宋江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他可以重用自己亲信。
算计别的山头的人。
——尽管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兄弟亲如一家。
可自招安后，他到底算计不过朝廷。
　　一部《水浒传》，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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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作者如此精细的挑剔中，不仅原本隐蔽的人物逻辑线索开始清晰，而且诸如“江湖控制术
”，“规避黑暗伤害”等诸多同样困扰现代人的生存谜题，也一一经由一本老掉牙的古典名著得以展
开和讨论。
直至很多与厚黑学沾亲带故，与阴谋论擦肩而过、与反讽修辞沆瀣一气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
都既令人心惊，也令人莞尔。
　　——黄集伟　　《闲看水浒》打破了此前谈论水浒囿于玩味词藻的文章学的旧有框框，结合当今
的社会现实，用法律、经济诸方面的眼光来审视，从出色的文字后面看出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和血酬定
律，这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重组、文明变革、民主自由的普世思想影响十年砍柴的必然结
果。
　　——冉云飞　　何以江湖也不是清凉世界，风波如此险恶？
因为江湖社会也是一个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
宋江们搞的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实力最强者做老大。
在人治的江湖社会里，现实社会中的暗算，背弃、腐败等现象将如影随形，不可断绝。
　　——何兵　　梁山法则成为梁山好汉一笔丰厚的遗产流传至今，十年砍柴用锋利的板斧在现代书
简上刻了一条粗细不一的沟痕，它连接到了水泊梁山，诸多的弱肉强食景况暴露或隐藏于现实间，它
需要历史学家重新梳理，亦需现实文人如十年砍柴者执斧细细剖析，梁山好汉告别世界已经近千年了
，其梁山法则为何仍遗留于世呢？
诸多的思绪，便由着《闲看水浒》清晰地浮托而出。
　　——古清生　　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
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
生存真相到底是什么？
以暴易暴，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或者说是钱、权以及拳头
和斧头。
《闲看水浒》一书，讲了许许多多的生存智慧和实用技巧，正是这许多的“无规则”和“潜规则”一
直深深地操纵着我们的实际生活，破解这些规则，对于认识社会，十分重要。
　　——于仲达　　砍柴是记者出身，又有深厚的史学与文学功底，其文字酣畅淋漓、行文如行云流
水，在讲述自己观点时旁征博引，又用上很多现代语言，《水浒》中的人物与故事在他笔下变得生动
活泼，常常让人在会心微笑时就读了几十页。
读上几篇就感觉被带入一种情境之中，文中深意绵绵而至，似乎进入初次踏足的景区，简直想不出向
前一步还会看到什么，每一转弯都充满期待。
　　——张蕾　　《闲看水浒》用现代的眼光揭示出了“英雄”背后的性格真相。
在《水浒传》中，大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王朝。
没有人是干净的，没有人是安全的。
皇帝与官僚在装模作样地统治，小民与小吏在装模作样地被统治。
同时每个人都有既主亦奴的双重性格。
　　——陈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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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融进作者6年来的思考心得，更成熟、更犀利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撰序推荐　
　钓鱼执法与做局从《水浒》到《盲井》，古老智慧的轮回　　忠义山头不忠义梁山上的派系之争与
兄弟情感　　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　　“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　　民营企业家的生存
怪圈　　二奶之死引发的血雨腥风，阎婆惜、白秀英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宋江的成功秘诀从县级
小公务员到梁山一把手　　老大是斗出来的　　地方恶霸忽成义士　　好汉还是坏汉，徇私的政府公
务员宋江　　枉法的狱警戴宗李逵，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　　《水浒》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他
们曾经只想过着殷实安逸的日子，可在社会的惊涛中，他们没办法把握自己。
这种深深的无助感、这种小草样的生存状态，历史上人多数中国人都能体验到，最后风云际会，他们
都上了梁山。
这是小人物在生存的困境下的一种“互助组织”。
如果从真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来评价，从普通人生活水平、福利保障水平等指数来衡量，当下确实好中
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纵对比说它是盛世亦不可。
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人觉得不公平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怪事发生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水浒里的秘密⋯⋯生存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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