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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古第一淫妇潘金莲的真实原型是谁，她究竟被谁诛杀，当年这一惊动并决定了整个帝国未来的谜案
为何延绵16年才尘埃落定？
鲁智深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在菜园里倒拔垂杨柳，而曾经的大相国寺旁，又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直
接焚烧和注定了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作为柴氏皇族的后嗣，柴进有着怎样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让他走上了上山为寇的不归路，而最后，
他又看到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让他悔不当初、痛彻心肺？
《水浒》中的第一反面武生童贯，是怎样走向帝国的权力巅峰，而他心中又有着怎样的极终梦想？
宋江最终反上梁山，有着怎样的迫不得已，他真的是为了推翻赵氏王朝吗？
到底什么才是压倒这个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诸如此类历史谜团，本书都以一种别开生面的视角给予了有趣解读和考证，一方面品读水浒人物，一
方面通过水浒人物沿伸品读宋江起义的真实历史动因及北宋帝国灭亡的真正渊源，让人在正儿八经的
国史之外，一睹民间读史彰显出的野性力量、“歪打正着”和横生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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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登州版&ldquo;潘金莲&rdquo;杀夫案　　引　子　　王婆的头已祭在武大郎的灵案前，
眼睁得大大的，盯得屋里的每个人都心寒。
　　武松说辛苦各位邻里，剩下的是武二的家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话音刚落，屋里众人如洪水般泄退，只剩下武二与金莲。
　　无声，只有烛火放肆地在寂静的屋里乱舞。
　　武松眼睛盯着嫂子，眼睛里有痛苦、愤怒、无奈。
　　为什么？
他的眼睛问。
　　从王婆人头落地那刻起，潘金莲反而坦然了，她不再迷茫、不再愧疚、不再挣扎。
很快，故事就会有一个俗套的结局。
人们会记住一个为兄报仇的英雄，一个伤风败俗恶毒万分的荡妇，而他们之间有或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将成为虚幻的往事。
　　潘金莲看着面前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她眼里有时是英雄，有时是小孩，有时是情人，有时又是魔
鬼，是他点燃了自己体内那不可遏制的情欲，然后又跑得无踪无影，剩下自己在欲海中苦苦挣扎，而
最后他却又回来了，来收拾一个女人的残局。
　　潘金莲笑了，说来吧，武二，做一个英雄应该做的事。
　　她扯掉了发夹，褪去了上衣，故事的开始一如去年那个醉酒后的冬至。
　　武松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眼前绝美的身体，手中的刀几乎就要脱手。
　　潘金莲扑到了武二的怀中，让刀刺穿了她的胸脯。
　　不要再推开我，武二，你的怀抱很温暖，　　武松的泪落在了潘金莲桃花般的脸颊上。
　　能死在你的手中，是我最大的幸福，县衙的牢太黑，我怕。
　　死前，潘金莲对小叔子武松如是说。
　　而嫂子的体温，是行者武松很多年后在六合寺的禅堂上圆寂前对女性唯一的记忆。
　　一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夏，登州的夏夜酷热难当，村民韦大郎在坑头上翻去覆来难以入
睡。
　　一是因为夏夜的热，二是因为心头的欲火，未婚妻小云俏美的面容一次次映入脑海，让韦大郎全
身热血沸腾。
　　很快，韦大郎的炕头上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会有另一个热腾腾软绵绵娇滴滴的身子在这个被窝里
，想到这里，韦大郎嘴都笑歪了。
　　最后，韦大郎自我满足了一番后，开始沉沉入睡。
　　夜深人静，一个黑影轻轻地窜入了韦大郎的家，来到了韦大郎的床前，偷偷地看着床上的丑汉很
久很久。
　　最后黑影拔出了刀，向床上的韦大郎刺去。
　　杀猪般的嚎叫惊醒了登州的夏夜。
　　接到村民报案后，当地县衙捕快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却发现韦大郎没有死。
杀手并不太专业，尽管韦大郎身中十多刀，但都是轻伤，没中什么要害，最重的伤势只是被砍掉了一
个手指（杀手的力道显然比较弱），经过并不太专业的抢救后他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接下来该追查谁是该起刑事案的凶手了。
　　案子的技术难度并不大，韦大郎虽然家贫人丑，但还是淳善之辈，在村子里和人没什么过节，通
过各种证据分析，办案人员将重点锁定在韦大郎的未婚妻小云身上。
　　县尉传讯少女小云，在县衙公堂上没有动用大刑，小云就主动招了。
父母双亡的少女小云被叔叔卖给了相貌丑陋的韦大郎当老婆，小云不甘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时糊
涂，起了杀人之心，于是捎上家里的菜刀，潜入韦大郎家中，意在灭口。
　　从事发到破案，当地警方的办事效率很高，仅用了几个小时。
　　案情简单，证据确凿，县级司法部门的判决也有法可依&mdash;&mdash;根据《宋刑统》，少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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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杀夫，属于十大不赦恶罪，按律应判死刑。
　　北宋的死刑制度堪称严密复杂，一个地方政府是不能擅自决定一个罪犯的生死的。
县一级的司法机关审结案件完结（县令、知县、县尉）认为罪犯应判死刑后，要将卷宗送至州一级的
司法机关（知州）复核，州级机构又送至路级司法主管部门（提点刑狱），最后送到中央，在那里还
有三个程序，先由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这关过了之后，由大理寺移呈审刑院，审刑院审核完毕报送至
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mdash;&mdash;中书省，等宰相大人们在审批表上落笔签字，犯人的脑袋才算正
式宣告落地。
　　当然，刑部如果认为案件有重大疑问或影响，也可以提交到刑部审理。
　　如此严密的审核程序说明一件事，草菅人命不适用于北宋帝国的刑法制度，赵匡胤在立国之初，
就为他帝国的官员们确立了二字真言&mdash;&mdash;慎刑。
　　登州小云杀夫案的卷宗首先是报到了当时的登州知州许遵那里。
　　许遵字仲途，是泗州人，除了进士出身的身份外，许知州还通过了帝国级别最高的法律专业考试
（中明法），曾经任过大理寺详断官，又任过几任地方官，无论是在中央司法机关任职还是在地方为
父母官，许遵的口碑都很好，办案经验丰富，是一个对百姓负责的准青天级好官。
　　许遵审阅案宗后，并不同意下级司法部门的判决，他认为少女小云被监护人（其叔叔）许配（卖
）给韦大郎的时候，小云正处于服母丧期间，而母丧未除就将其许配（卖），这样的婚姻本质上有违
《宋刑统》的精神&mdash;&mdash;孝悌原则，韦云二人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受宋律保护，既然二人
不存在婚姻关系，那么少女小云也谈不上杀夫十恶不赦之罪，只是一般的谋杀未遂；而少女小云很主
动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的范畴，情节可以从轻。
　　于是许遵对此案重新作出判决，对小云从轻发落，免死。
　　卷宗上报大理寺审刑院后，回来的却是和初审一样的判决，当然，大理寺和审刑院也考虑到小云
与韦大郎是在小云母丧期间订立的婚姻关系，但是大理寺和审刑院却将板子打到了小云的屁股上，罪
名成了&ldquo;违律为婚，谋杀亲夫&rdquo;，也就是说，违律不违律，那是小云和她叔叔的事，而韦
大郎出了银子签了契约买了老婆，那他中国大男人合法的夫权是必须要受到保护的。
　　上级主管部门都这样发话了，换一般的庸官俗吏，也就顺水推舟，反正许遵为拯救小云的性命也
作过努力了，无愧于良心了。
　　但许遵却较上真了，他要拯救少女小云。
　　许遵再次上奏，认为少女小云的案件适用于神宗元年皇帝亲自颁发的一诏令，&ldquo;谋杀已伤，
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rdquo;，小云的命是该留的。
　　许遵的动作终于惊动了刑部，案子移交到刑部。
　　刑部审判后得出的结果与大理寺审刑院一致，依然是死刑。
　　也是天不亡少女小云。
这时候皇帝赵顼很配合地下达了一项人事任命，许遵从知登州升任判大理事，一下子成了大理寺的新
当家。
　　新官上任三把火，许遵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少女小云的命，对刑部的判决，许遵认为不公，一
是弃敕不用，二是不符合疑案惟轻的司法原则，奏请刑部再议。
　　许遵愣头青的做法很不给原来帝国中央司法机构精英们面子，也惹毛了御史台的谏官们，他们上
奏弹劾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理寺新当家许遵。
　　许遵不服，反奏请皇帝将此案提请两制议（注：唐宋时期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
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
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
如此一来，小小的一起刑事案件，终于惊动了整个帝国的高层，一直在关注这起事件的神宗皇帝终于
发话了&mdash;&mdash;那两制就来议议这起登州版潘金莲杀夫案吧。
　　司马光，王安石，你们都出来，给个话！
　　好戏、才刚刚开始。
　　二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北宋帝国史上第一冤家，一生永远的敌人，在王安石还没成
为&ldquo;拗相公&rdquo;之前，司马光还没有成为顽固的保守派头目以前，他们还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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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他们还是同一类人。
　　物以类聚，比较一下王介甫和司马君实的前期个人档案，不难看出二人能在嘉祐时期成为密友是
不无道理的。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据说为西晋司马皇族后嗣，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司马池曾任过兵部
郎中，天章阁待制等官，官声清廉。
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司马光少年时就被人们视为天才儿童，八岁即能给家人讲述《春秋左传》，后
来更是演绎了司马光砸缸的千古传奇，被时人绘成漫画故事，成为北宋第一儿童漫画畅销书，堪称北
宋版一休哥。
　　成年后的司马光并没有成为流星，他先后两次放弃了荫职的机会，真刀真枪地参加科考。
就在西夏李元昊称皇帝的那年，司马光参加科举，中甲科进士第七名，从此开始了仕途之旅。
　　司马光性格沉稳低调，不喜张扬，当年科考进士，在闻喜宴上，士子皆戴花，唯司马光一人不戴
。
同年士子说这是皇帝的恩赐，怎么能不识好歹呢？
司马君实才勉强戴上小花一枝，略表意思。
　　但司马君实看似沉稳的性格又有着非常拗固的一面，和他的对手王介甫有一拼。
王介甫不好女色，曾经退却了夫人买来的小妾，司马君比起王介甫来更胜一筹。
司马光和原配张氏多年未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北宋，这是司马家的头等大事。
　　司马君实不急张氏也急了，忙着给他纳妾，司马光予以回绝，说老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辈子就
只娶你一个。
　　张氏感动归感动，但为老司马家传后的光荣任务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她以为丈夫老学究抹不下这
面子，于是和王夫人一样买了一个小妾送到司马光卧室。
　　那日司马光下夜班回家来到卧室，见床上躺着一个美娇娘，已明白了几分，但他却转身离去，只
身来到书房。
　　美娇娘轻披薄衣起床，随着司马大人来到书房，在司马光面前摇来晃去秀身材，并开始言语挑逗
司马君实，娇柔嗔声地说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怎么相公你还在看《中丞》这等无味的书，陪人家聊聊
天嘛。
　　司马光不解风情一脸正色说，错，大错特错，中丞是官名不是书名，和美女讨论起了学问。
　　美娇娘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给司马先生留下了木头呆瓜的定论。
　　外来妹钓不动司马光这头大鱼，张氏心想莫非老公喜欢家里人，便让身边的侍女出马，再次上演
美人计。
　　结果一样，司马光还是做柳下惠坐怀不乱。
　　张氏失望了，知道司马家传后无望，自己将来到了阴府无颜见公婆。
　　终其一生，司马光冒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恪守着自己不纳妾的承诺，最终和自己的老板
赵祯一样，没有子嗣，最后只能在族中寻一子侄（司马康）延续香火。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司马相公的&ldquo;拗&rdquo;。
　　抛开政治理想（在嘉祐时期两人都未走到北宋帝国政治舞台中央时这个因素可以忽略），同样的
品行、才华、个人兴趣，司马君实和王介甫这样的两个人想不成为朋友都难。
　　从嘉祐时期的宋人赐给他们的共同雅号&mdash;&mdash;&ldquo;嘉祐四友&rdquo;（另外两位是韩
维、吕公著）上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
　　后来大量的杂谈野史证明了，嘉祐年间，东京的朝堂外，王、司马、吕、韩等人常常聚会于东京
的各种高档会所，构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群体。
　　在仁宗朝，特别是嘉祐年间，王安石进京后，四人&ldquo;同在从班，特相友善。
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rdquo;。
　　尽管日后王介甫司马君实对于当初两人曾经的亲密关系欲盖弥彰，王安石说我和君实的交情还是
比较深的，只是两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方法经常不同，难免有争执。
　　在洛阳闭门修书的司马光话语却有些酸，说王介甫素来对我淡漠，和他不过是普通同事关系，仅
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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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裂后的冷漠并不能掩盖当年的热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词，司马大人热情应和（如《明妃曲》），游吟唱和间，司马光微醉时也
挥笔写下《和王介甫烘虱》这样风趣的戏谑之作：&ldquo;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逋播。
&rdquo;意思说哥们你那个人卫生也该清理清理了，别老带上虱子和我们做朋友。
　　这样调皮轻快的作品在司马光的一生中很少见，里面包含着&ldquo;嘉祐四友&rdquo;当初怎样的
快乐时光啊！
　　当年轻的赵顼成为北宋帝国的新东家后，寻找合适的大掌柜成了他的当务之需，这时，有人开始
不停地在他的耳边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那句总结性评语更是彻底打
动了他。
　　司马光说：&ldquo;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
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rdquo;　　司马光余生不知有多少次为当初他作出的评价而后悔，但是，当初的赞美却出自肺腑。
　　王安石对司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马光的堂兄司马沂逝世，墓表司马光没请别人，
就是王安石，架子向来大的王安石没有推辞，写了篇情真意切的墓表，面子是给谁的大家都知道；嘉
祐六年王安石任制诰，其间王介甫拟写过四篇给司马光升官的诏书，里面全是对司马君实的赞美
：&ldquo;操行修洁，博知经术，庶乎能以所学施于训辞；文学行治，有称于时，政事艺文操行之美有
闻于世。
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
&rdquo;　　给司马光的赞美，王安石从没有觉得肉麻，那亦是来自王介甫的一片真心。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在以后的历史舞台中，他们将会水火不容，&ldquo;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
之不可同时&rdquo;。
　　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呢？
垂暮之年的二人回忆起往事，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登州小云案。
　　三　　在这场辩论赛中，王安石站到了许遵同志的一边，他抛出的观点和许大人差不
多&mdash;&mdash;&ldquo;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rdquo;，这是皇帝之前发过
的敕令。
　　而司马光则是戴着老花镜翻出《宋刑统》法条&mdash;&mdash;&ldquo;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
例&rdquo;。
　　很明显，司马光已经避开了小云杀&ldquo;夫&rdquo;这一重大争议，他显然意识到小云是服孝期
间被强配的案情，如再强调小云杀夫这一事实，必然会让对手抓住把柄。
　　祖宗之法大于天，《宋刑统》上黑纸白字写着，是抹不掉的。
　　对案情的讨论很快变成了另一个法理争执&mdash;&mdash;国家的法律大还是皇帝的敕令大，发生
矛盾冲突时谁具有优先效率。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看待，我们大可断言司马光是好样的，维护法的尊严，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
案，王安石则是皇帝的打手走狗，是为皇帝君主专制摇旗呐喊。
　　但换个角度看这出戏，你会发现，真正决定这出热剧的是那位叫赵顼的特殊观众&mdash;&mdash;
年轻的新皇帝刚刚上台，太想有所作为，来改变这个帝国的运行轨道，他的前面有太多的障碍，最大
的一座山叫&ldquo;祖宗之法&rdquo;，而小云案就像上天赐给他的一把刀子。
　　当然，他也找到了为自己卖命的最好刀客&mdash;&mdash;王介甫。
　　几乎所有的帝国重臣都加入了这场神宗元年的辩论，王安石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
，&ldquo;嘉祐四友&rdquo;中的另两位，韩维、吕公著很明显地都支持老王。
　　第一次辩论赛的结果是王安石胜出，赵顼作出判决，王许方胜出，少女小云的薄命得保。
　　结果出台，司马光当然不服，刑部、大理寺的官员们更不服，皇帝的结论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判决
是错判，要背负司法过错责任不说，最主要的是脸面挂不住。
　　于是，大理寺的官员们集体上书，要求再议。
　　赵顼无奈，只好再开廷议，让帝国的司法精英们与王介甫过招。
这次司马光的阵容里多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仁宗时期的第一&ldquo;吵架王&rdquo;&mdash;&mdash;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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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参知政事的唐介。
　　唐介虽凶悍，但廉颇老矣，已不是&ldquo;拗相公&rdquo;的对手。
辩论赛的结果是唐介丢掉了参知政事这个位置（很快王安石会坐上去的），于次年在家背疽而死（原
来帝国也不仅仅是武将会患这种病）。
　　小云案在帝国争议了一年多，最后赵顼发话说，都闭嘴吧，以后这类案件，一律由我来裁决。
　　结果是双方都不干，大家玩命争了一年多，输赢得说清楚，这算怎么一回事？
知制诰拒绝草拟诏书，已经当上了参知政事的王安石也说，虽然皇帝的敕令具有法律效力，但也不能
如此草率，依&ldquo;法&rdquo;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能草草了事。
　　赵顼吃了个闭门羹，于是只得重新拟了一个诏书，重新下了一道新敕令。
　　登州少女小云最终被判编管流放，之后不久遇到天下大赦，重获自由。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命运，已成了帝国潘多拉魔盒的盖子，盖子揭开之后，遂改变了一个帝国的
轨迹。
　　十六年后，垂垂欲老的司马光终于坐上了北宋帝国的相位，他没有了敌人&mdash;&mdash;当年的
朋友、后来的敌人王安石已赴黄泉。
　　他在相位一年的所作所为很简单&mdash;&mdash;推倒王安石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
　　一切新法废止后，司马光仍觉不足，好像还有一件事没做。
　　想了很久，他才想起来，是登州少女小云的命。
　　十六年前的往事重提，中年妇女小云的命又没了。
　　人头落地的小云不知婚否，有无子女，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和赵顼所进行的变法虽然最终没
能挽救帝国的命运，但是却给了一个卑微女子十六年的平凡生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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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水浒其实非宋史，梁山末必皆好汉　　本书言说历史，不以年代为序，而是以水浒人物为纲
，以全新视角重新解读被不断演义和戏说的梁山故事，还原一百零八好汉掩埋已久的真实原型和命运
，揭开处于大变局中的北宋帝国走向灭亡的真正历史密码和悲剧真相。
　　2、历史视野和文学叙事的完美融合　　《一个帝国的生与死：〈水浒〉里不为人知的历史密码
》把悲怆动人的文学叙事和气势如虹的历史梳理结合在一起，既有历史的深广与野趣，也有文学的凄
美和苍凉，是不可多得的通俗文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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