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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告诉读者　　雪岗　　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林汉达先生所著《中国历史故事集》的五种美绘本，
《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和《三国故事》。
其中前三种问世已有四十多年，后两种也有三十年了。
2002年，曾经出版了新的合卷本。
这次以美绘本出版，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这部传世名著。
除了内容上未作任何修改以外，林先生在语言上的一些独特用法和处理，也都保持原貌，为的是让大
家原原本本地领略其特有的风格。
不同的是，原来的刘继卣先生等画的黑白插图这回换成了彩色插图，版式上也做了新的设计，作为一
次尝试。
　　时光匆匆，逝者如水。
当年，我编辑这套书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当回首一顾的时候，竟不觉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只能靠
回忆来与今天的读者交谈了。
　　林先生写的这部历史故事书，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获得了几代人的
好评。
我在1978年担任本书责编以后，陆续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的读者都表示对这部
书的喜爱。
近年来，虽然市场上新的历史读物层出不穷，但是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仍然留在人们视线和记忆中。
有些读者认为，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历史故事书，当年自己看这部书长
大，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继续看这部书。
　　我想，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
中国历史悠久又深厚，那么多人物、事件，写起来是个难事。
林汉达先生用丝线串珠的办法，把人事历程连接起来，既重点突出又不使中断，上勾下连，大故事套
着小故事，浑然成一体。
还有那带“北京味”的语言，讲起来如道家常，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引人入胜，便是这套书的必然结果。
读者们大都以为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实际上林先生是满嘴浙江话的南方人。
他高超的组织艺术和语言技巧，完全是出于他对读者需求的深刻理解，对祖国语言的精确把握。
可以说，没有真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没有踏实心态，像现在有些作者那样浮躁和粗糙，也是
绝对不会精耕细作的。
　　这套书所以长销四十多年不衰，在于它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对于向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作用。
　　很可惜，林汉达先生在“文革”中的1972年去世，他为少年朋友“一个朝代写一本”的夙愿没有
实现。
我在1978年接手编辑后，修订再版《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新编了已写完而未
出版的《东汉故事》，又根据林先生50万字遗稿《三国故事新编》缩写改编成《三国故事》。
至此算是把林先生已写到的内容编完出版了。
在这项工作中，林夫人谢立林老人，林先生的儿子林文虎和夫人谢文漪，曾任林先生秘书的贾援先生
，都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应该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很多读者对这套书未能完成感到惋惜，在来信中希望续写续编下去，“毛遂自荐”者也有数位。
当年我本想物色合适人选与我共同完成这件事，却因工作变动而中止。
好在历史是常存的，历史读物是长青的。
在退出编辑日常事务之后，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我想今后的机会会有，希望也不至于落空。
让我们在希望中共勉。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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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林汉达先生所著《中国历史故事集》的五种美绘本，《春秋故事》、《战国
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和《三国故事》。
其中前三种问世已有四十多年，后两种也有三十年了。
2002年，曾经出版了新的合卷本。
这次以美绘本出版，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这部传世名著。
除了内容上未作任何修改以外，林先生在语言上的一些独特用法和处理，也都保持原貌，显的是让大
家原原本本地领略其特有的风格。
不同的是，原来的刘继卣先生等画的黑白插图这回换成了彩色插图，版式上也做了新的设计，作为一
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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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家分晋　　越王勾践（越国原先在浙江省杭县以南，东到海边的地方）“卧薪尝胆”，发愤图
强，不但灭了吴国（在江苏省南部），而且大军渡过淮河，当上了中原诸侯的领袖，做了霸主。
一向称为霸主的晋国（在山西省），到了这时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诸侯国了。
有势力的大夫各人割据地盘，把晋国分成了好几个小国。
他们之间互相攻打，互相兼并。
在这种情况底下，晋国怎么能跟强大的越国对敌呐？
　　晋国的大夫当中势力最大的原来有六家，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晋国的大权可就归了四家，就是
：智家、赵家、魏家、韩家。
那时候，列国的大夫占有着大量的土地。
他们直接统治农民，比国君富裕得多。
农民的生活在大夫的手下，也比在国君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有不少农奴受不了国君的压迫和虐待，还情愿逃到大夫的封地里去做佃农。
各国的大夫的势力因而越来越大，象晋国那样，土地和人民实际上都落在这四家大夫手里了。
　　这四家——智伯瑶、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之中，智伯瑶的势力最大。
他对赵、魏、韩三家说：“咱们晋国一向当着中原的霸主。
没想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先后起来，夺去了霸主的地位，这是咱们晋国的耻辱。
如今只要把越国打败，晋国仍然能够当上霸主。
我主张每家大夫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公家的收入增加了，壮丁增加了，实力才会增强，才能够重新当上霸主。
”这三家大夫早就知道智伯瑶想独吞晋国。
他所说的“公家”，其实就是“智家”。
可是他们三家心不齐，没法跟智伯瑶闹翻。
智伯瑶派人去向韩康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韩康子如数交割了。
智伯瑶派人去向魏桓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魏桓子也如数交割了。
智伯瑶就这么增加了二百里的土地和户口。
跟着他又派人去找赵襄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赵襄子可不答应。
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怎么也不能送给别人。
韩家、魏家他们愿意送，不干我的事，我可没法依！
”来人回去把赵襄子的话向智伯瑶报告，智伯瑶气得鼻子呼呼地响。
他派韩、魏两家一同发兵去打赵家，还答应他们灭了赵家之后，把赵家所有的土地和户口三家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
赵家。
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的兵马退到晋阳（在山西省太原市）城里，打算在那儿死守。
这个晋阳城是赵家最坚固的一座城。
当初由赵家的家臣董安于一手经营，里面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部全用苇箔、竹子、木板做
成，外面再用砖和石头砌上。
宫殿里的大小柱子全是上等的铜铸成的。
所有的建筑又结实又好看。
董安于之后，赵家又派家臣尹铎治理晋阳城。
尹铎减轻刑罚，减少官差，因此很得人心。
赵襄子一见晋阳城很严实，粮草又充足，老百姓也乐意跟他在一起，他就放心多了。
　　没有多少日子，三家的兵马把城围上。
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准交战。
每逢三家攻打的时候，城上的箭就好象雨点似地落下来，智伯瑶没法打进去。
晋阳城就这么仗着弓箭守了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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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箭都使完了，怎么办呐？
襄子为了这，闷闷不乐。
他手下的谋士张孟谈对他说：“听说当初董安于在宫殿里准备了无数的箭，咱们找找去。
”这一下可把赵襄子提醒了。
他立刻叫人把围墙拆去一段，果然里面全是做箭杆的现成材料。
又拆了几根大铜柱子，铸成无数的箭头。
有了这么多的箭，再使几年也使不完。
赵襄子叹息着说：“要是没有董安于，如今上哪儿找这么些兵器去？
要是没有尹铎，老百姓哪儿能这么不怕死地守住这座城呐？
”　　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城围困了两年多，没打下来。
到了第三年，有一天，智伯瑶正在察看地形的时候，一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就有了主意了：
晋水是由龙山那边过来，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一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
他就吩咐士兵们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城，又在上游那边造了一个很大的蓄水坑。
在晋水上筑起坝来，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一连下了几天大雨，蓄水坑里的水都满了。
智伯瑶叫士兵们开了个豁口，大水就直冲晋阳城，灌到城里去了。
不到两天工夫，城里的房子多半给淹了。
老百姓跑到房顶上和高地上避难。
竹排、木头板子都当了筏子。
烧火、做饭都在城头上。
可是全城的老百姓宁可淹死，不肯投降。
　　　　赵襄子叹息着对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要是水势再高涨起来，咱们不就全完了吗？
”张孟谈说：“我总觉得韩家和魏家决不会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的土地让给智家。
他们也是出于无奈。
依我说，主公多准备小船、竹排、木筏子，再跟智伯瑶在水上拚个死活。
我先想办法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去。
”赵襄子当天晚上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去跟两家相商，约他们反过来一同去打智伯瑶。
要是韩康子和魏桓子能够同意的话，赵襄子就有救了。
　　第二天，智伯瑶命令下来，叫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察看水势。
他指着晋阳城挺得意地对他们说：“我用不着交战，我能够叫这条晋水替我消灭赵家。
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
早先我以为晋国的大河象城墙一样可以拦住敌人。
照晋阳的情形看来，水能灭国，大河反倒是个祸患了。
你们看：晋水能够淹晋阳，汾水就能淹安邑（魏家的大城，在山西省解县东北），绛水也就能淹平阳
（韩家的大城，在山西省临汾县南）。
是不是？
哈哈哈！
”韩康子和魏桓子连连答应着说：“是，是，是！
”智伯瑶见他们答话有点慌里慌张，好象挺害怕的样子，自己才觉得说漏了嘴。
他赔着不是说：“我这个人哪，是个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你们可别多心！
”他们两个人又点头哈腰地说：“是，是！
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们能够跟着您，蒙您抬举，真是非常荣幸了。
”他们嘴里尽管这么说，心里可决定要跟着赵襄子干了。
　　第三天晚上，约摸四更天，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了一片喊杀的声音。
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衣裳和被子已经湿了，兵营里全是水。
他还以为大概堤坝开了口子，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士兵们去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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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会儿工夫，水势越来越大。
智伯瑶的家臣豫让带着水兵，扶着智伯瑶上了小船。
智伯瑶在月光下回头一瞧，就见士兵们在水里一起一沉地挣扎着，这才明白敌人把水放过来了。
正在惊慌不定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战鼓。
韩家、赵家、魏家三家的士兵都驾着小船、竹排、木筏子，一齐冲杀过来，见了智家的士兵就连打带
砍，一点不放松。
当中还夹杂着喊叫的声音：“别放走了智瑶！
拿住智瑶的有赏！
”智伯瑶对豫让说：“原来那两家也反了！
”豫让说：“别管他们反不反，主公赶紧杀出去，上秦国去借兵！
我留在这儿破出死命对付他们。
”说着，他跳上木筏子，杀散敌人，叫大将智国保护着智伯瑶逃跑。
　　智国保护着智伯瑶，坐着小船一直向龙山那边划去。
这一带没有追兵。
智伯瑶才喘了口气。
他们好容易把船划到了龙山跟前，急急忙忙爬上了岸。
幸亏东方已经发白了，他们顺着山道走去，跑了一阵子，略略宽了宽心。
不料刚一拐弯，迎头碰见了赵襄子！
赵襄子早就料到智伯瑶准从这条路上跑，预先带领一队兵马在那边埋伏着。
他当时就逮住智伯瑶，砍下他的脑袋。
智国自己抹脖子自杀了。
　　三家的兵马合到一块儿，把沿着河边的堤坝拆了。
大水仍旧流到晋水里去，晋阳城又露出旱地来了。
　　　赵襄子安抚了居民之后，就给韩康子和魏桓子道谢。
他们宣布智伯瑶的罪恶，就照古时候的习惯把智家的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剩。
韩家和魏家的一百里土地和户口，当然由各人收回去。
智家的土地和户口，他们就三股平分了。
　　　　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灭了智伯瑶，都想趁着这个时候把晋国分了，可是这么大的事
情也不能说干就干，总得找个恰当的时机才好。
到了公元前438年，晋国的国君晋哀公死了，儿子即位，就是晋幽公。
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他们见新君软弱无能，大伙儿就商定了平分晋国的办法。
他们把晋国的绛州和曲沃两座城给晋幽公留着，别的地界三家瓜分了。
这一来，韩、赵、魏三家就称为“三晋”，各自独立。
晋幽公只好在三晋的势力之下活着。
他不但不能把三晋当作晋国的臣下看待，反倒一家一家地去朝见他们，地位就这么颠倒过来了。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得了重病死了。
就在这一年里，韩康子和魏桓子也都病死了。
这三家的继承人叫韩虔、赵籍和魏斯。
他们合在一起，打算自己正式做诸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去见周威烈王，要求他把
他们三家加在诸侯的名册上，还说：“韩虔、赵籍、魏斯都因为尊敬天王，才来禀告。
只要天王正式封他们为诸侯，他们就能辅助天王。
”周威烈王一想，不认可也是没用，他就封魏斯为魏侯，赵籍为赵侯，韩虔为韩侯。
　　这新起来的三个诸侯宣布了天王的命令，各自立了宗庙，向列国通告。
各国诸侯都来给他们贺喜。
只有秦国（在陕西省南部）不跟中原诸侯来往，中原诸侯还是把它当作西方的戎族（山戎的部族）看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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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当然没派人来。
　　晋幽公之后，到了他孙子的时候，三晋干脆把这个挂名的国君也废了，让他做个老百姓。
从此，晋国的统治系统就断了，以后只有韩、赵、魏，连晋国这个名称也不用了。
　　用人不疑　　三晋里头最强盛的要算魏国了。
魏文侯斯一个劲儿地搜罗人才，兴修水利，改进耕种的方法，还实行粮食平粜（tiào）：逢到熟年，
公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逢到荒年，公家把粮食照平价卖出。
这么一来，不管年成好不好，粮价总是平稳的，农民生活比以前安定，生产发展就比较快。
　　魏国渐渐强盛起来，魏文侯就决心要去收服中山国（在河北省定县）。
中山国在魏国的东北边，原来是晋国的属国。
自从三家分晋之后，中山国向谁也没进贡。
魏文侯怕赵国或是韩国把中山国夺过去，就打算先下手。
再说中山国君荒淫无道（淫yín），对待老百姓非常凶暴，魏文侯更觉得有理由发兵去征伐。
有人推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叫乐羊（乐yuè），说请他当大将，一定能够把中山收过来。
可是另外有些人反对说：“不行！
乐羊的儿子乐舒，如今正在中山做大官。
咱们不能叫他去打中山。
”魏文侯就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乐羊很有见识。
他儿子乐舒曾经奉了中山国君的命令去请他。
乐羊不但不去，还叫他儿子离开中山，说中山的国君荒淫无道，跟他在一块儿必然自取灭亡。
魏文侯就派人把乐羊请了来。
　　魏文侯对乐羊说：“我打算派你去征伐中山，可是听说你的儿子在那边，怎么办呐？
”乐羊说：“大丈夫为国立功，决不能为了父子的私情不顾公事。
我要是不能把中山收服过来，情愿受处分！
”魏文侯挺高兴地说：“你这么有把握，好极了。
我就用你，相信你。
”乐羊很感激国君这么信任他，要求马上发兵。
　　公元前408 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西门豹（姓西门，名豹）为副将，率领五万人马去进攻中
山国。
中山国君姬窟（jīkū）派大将鼓须带领一大队兵马迎上来，不让魏兵过去。
两边打了一个多月，也没见胜败。
后来乐羊和西门豹拿火攻的法子把鼓须打败，一直追到中山城下。
　　中山国大夫孙焦对姬窟说：“乐羊是乐舒的父亲，主公不如叫乐舒去要求乐羊退兵。
”姬窟就叫乐舒去说。
乐舒推辞说：“早先我奉了主公的命令去请他。
他坚决地不肯来。
如今我们父子两个各有主人，他决不能答应我。
”姬窟逼着他去说，还吓唬他说：“你不去，我先要你的狗命！
”乐舒只好上了城门楼子，请他父亲跟他见面。
乐羊一见乐舒，就骂他：“你就知道贪图富贵，不知道进退，真是没出息的奴才！
赶快去告诉昏君早点投降，他还有活命，你还能见我。
要不然，我先把你杀了。
”乐舒央告说：“投降不投降在乎国君，我不能作主。
我只求父亲暂时别再攻打，让我们商量商量。
”乐羊说：“这么着吧，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们君臣早点打定主意。
”乐羊下令把中山围住，不许攻打。
　　姬窟认为乐羊心疼自己的儿子，决不会急着攻城。
他仗着中山城结实，城里粮草又充足，不打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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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儿，一个月过去了。
乐羊就准备再攻城。
姬窟又叫乐舒去求情，再宽限一个月。
他还想到外边去请救兵。
可是乐羊把中山城围了好几层，城里的人没法出去。
就这么打也不打，降也不降，只叫乐舒一再请求乐羊放宽期限。
　　几个月又过去了，魏国朝廷里就有不少人议论纷纷，都说乐羊为了儿子不加紧攻打，中山就别想
收服了。
魏文侯不说话，他接连不断地打发人去慰劳乐羊，还告诉他国君正在替他盖房子，预备等他得胜回朝
的时候，送给他住。
乐羊非常感激，可就是按兵不动。
西门豹也着急起来了，对乐羊说：“将军还打算不打算攻打中山？
”乐羊说：“没有的话。
我两次三番地答应中山国君放宽期限，让他两次三番地失信，为的是让老百姓知道谁是谁非。
我可不是为了乐舒一个人，为的是要收服中山的民心。
”西门豹听了，这才放心。
　　又过了一个月，中山国君还不投降。
乐羊可就开始攻城了。
姬窟眼瞧着中山守不住，就叫公孙焦把乐舒绑在城门楼子上，准备杀他。
乐舒嚷着说：“父亲救命！
”中山的大夫公孙焦对乐羊说：“赶快退兵，你儿子还有活命；你要是再攻城，我们可就要把他开刀
了！
”乐羊骂乐舒说：“你当了大官，不能劝告国君改邪归正，又没法守城，投降又不投降，抵御又不抵
御，还象个吃奶的孩子叫唤什么？
”他拿起弓箭来，准备射上去。
公孙焦叫人把乐舒拉下来。
他对姬窟说：“乐舒的父亲向咱们进攻，乐舒也不能说没有罪呀。
”姬窟就把乐舒杀了。
公孙焦看着乐舒的尸首，想出了一个主意来。
他对姬窟说：“咱们把乐舒的尸首煮成肉羹（gēng）去给乐羊送去。
他见了儿子的肉羹，必定难受，也许悲伤得神魂颠倒，就没有心思再打仗了。
”姬窟依了公孙焦的话，打发人把乐舒的肉羹给乐羊送去，还对他说：“小将军不能退兵，我们把他
杀了。
做了一罐肉羹送给你！
”乐羊气得头顶冒火儿，指着瓦罐骂着说：“你伺奉无道昏君，早就该死！
”他把瓦罐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嚷着说：“你们会做肉羹，我们的兵营里也有大锅，正候着你们的昏
君呐！
”乐羊恨不得一口把中山吞下肚去。
他命令将士加紧攻城，等到撞开城门，他带头冲了进去。
姬窟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自杀了。
公孙焦出来投降，乐羊数说他的罪恶，把他杀了。
接着，乐羊安抚中山的百姓，废除了姬窟定下的一些暴虐的法令，叫西门豹带着五千人留在中山，自
己率领着大队人马回去了。
　　乐羊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城外，就瞧见魏文侯在那儿等着他。
魏文侯慰问他说：“将军为了国家，舍了自己的儿子。
我真过意不去。
”乐羊献上中山的地图和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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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都称赞乐羊。
魏文侯请他到宫里去喝酒。
乐羊因为立了大功，谁都向他表示钦佩，他不由得显出有些骄傲的神气来了。
宴会完了，魏文侯赏他一只箱子，箱子上下封得挺严。
乐羊一看，心里想不是黄金，就是白玉。
他想，大概魏文侯怕别人见了引起嫉妒，才这么封着。
他越想越得意，当时就叫手下的人很小心地把箱子搬到家里去。
　　乐羊赶紧回到家里，打开箱子一瞧，楞了。
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宝贝，全是朝廷里大臣们的奏章！
他随便拿起一个奏章来瞧瞧，上面写道：“乐羊连打胜仗，中山眼看就能攻下来了。
但是为了乐舒的一句话，就不再攻。
父子私情，于此可见。
”他又拿起一个奏章，上面写着：“主公如不召回乐羊，恐怕后患难防。
”其余的奏章大都写着：“再让乐羊留在中山，怕是连五万大军也要断送了。
”“当初拜乐羊为大将，已经错了主意。
”“人情莫过于父子，乐羊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骨肉？
”乐羊一边看一边掉着眼泪。
他说：“想不到朝廷中有这么些人在背后毁谤我！
要是主公不能坚决地信任我，我哪儿能成功呐？
”　　第二天，乐羊上朝谢恩。
魏文侯要封他，乐羊再三推辞说：“中山能够打下来，全是主公的力量。
我有什么功劳可说。
”魏文侯说：“倒也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这么信任你；可是除了你，也没有人能够这么收服中山
。
你已经辛苦了。
我封你为灵寿君。
”乐羊谢了国君，就动身到封地灵寿（原属中山，在河北省正定县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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