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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韩非子传奇》这部书稿，吴爷爷一个月前就已经发送到我的电子邮箱里。
我用一个通宵浏览了第一遍，忍不住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
掩卷而思，生出不少感慨。
真正意义上接触先秦诸子，是在三年前步入济南外国语学校之后。
学校开设了经典诵读的课程，每天我们抱着又大又厚的《四书》摇头晃脑地诵读。
为了应付考试，囫囵吞枣。
前几天再次拿起那本书，书中的内容早已忘记。
不由得感叹：古典太久远了，我们对古典知道得太少了，几乎到了没人给我们翻译，我们看古典就跟
看外文差不多的地步。
而且，似乎也昭示了我们教育的失败。
《春秋》以及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就连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文章，只要
是文言文，我们一概似懂非懂。
放在过去，四书五经是每个孩子的启蒙教育，如今却落到《三字经》也要请著名教授到“百家讲坛”
上去讲了。
现在的学生整天沉迷在当今最流行的青春校园小说中，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少年作家成了大家追
崇的偶像。
校园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爱情，让一大片追求浪漫的女孩子为之沉醉，纷纷效仿。
也许是市场效应让校园小说走上了畅销书的前列，而经典的名家名作却无人问津。
这种巨大的落差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学生每遇到一篇古文，都需要老师的仔细讲解也很难精通的地步。
作为一名初三的学生，现在被选入课本的古文竟然是抒情伦理的浮浅的美文，至于后来读到“后之视
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句子，竟一下子为之倾倒，并叹赏不已。
真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哀。
而这本《韩非子传奇》，正可以打破人们对于久远的历史的隔膜，虽说这是一本历史小说，却因为是
“传奇”，也有一定的趣味性。
我希望大家在读这本集子的时候，可以不把它看作一本传记、一本小说，而把它视作是作者献给你们
的另一种歌唱，韩非一生带给你们的启迪。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非子传奇>>

内容概要

面对大中小学传播历史文化    不是戏说，不是胡编，半是品评，半是传记。
根据正史，参照野史，正史为干，野史为枝。
各家之见，兼收并蓄，既像演义，也似传奇。
夹叙夹议，娓娓道来，独特文风，具有新意。
一书在手，海阔天空，聊天讲古，增加知识。
又品又说，生动有趣，茶余饭后，文化休憩。
     本书写的是韩国公子韩非一生的悲剧。
 虽说这是一本历史小说，却因为是“传奇”，也有一的趣味性。
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不把它看作一本传记、一本小说，而把它视作是作者献给大家的另一种
歌唱，韩非一生带给大家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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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越，原名吴佩珏。
男，1932年5月12日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
1946年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参加中国青年文艺研究会，任嘉兴分会会长，主编《青年文艺》周刊。
1949年6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三分校新闻系，毕业后在重庆军管会任接管工作员、西南空军
司令部通信参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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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路遇李斯驿道上的好猎手楚国，曾经是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广阔的诸侯国之一。
早先，它虽然只占有今天的湖北、湖南及其周边地区，但却是中华大地的“中原”，是个最最富庶的
鱼米之乡。
后来领土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和广西，依旧是中华大地中最最富庶的土地。
秋季的中原，一派丰收景象。
特别是黄昏时分，天边的一抹彩霞，旷野的一片金黄，山丘上翠绿的松柏，偶尔出现一处似火的枫树
，那美丽的秋天景色，岂是任何一个山水名家所能随意点染的？
在我们的眼前，是一条长长的驿道。
战国时代，大邑与大邑之间，大都已经修筑了“驿道”。
这是当年的“公路”，不是山区的平原地带，一般可以容纳两辆马车并排通过。
在都城附近，甚至还有“驰道”。
这可是“御道”，能容纳国王乘坐的“五马王辇”快速奔跑一一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了。
宽阔的驿道上，有许多车马行人来往：既有怒马奔驰的快车，也有慢条斯理的牛车；既有行色匆匆的
旅客，也有优哉游哉的归农。
斜阳下，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中等身材，面目清秀，身穿葛衣，脚下麻鞋，打着绑腿，背着一个
包袱和一张弓，腰间别着两只兔子和一只獾。
一面大踏步地往前走，一面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驿道两旁。
一条高大的黄犬，在他前后左右欢蹦乱跳。
这个年轻人，身上穿的是葛衣。
葛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皮像麻一样，富于纤维，可以用来织布，但是颜色、质量都不如麻布。
战国时代，还没有棉花。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
在棉花传人中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填充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纺纱织布的棉花。
宋代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
“棉”字是从《宋书》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战国时代的百姓，没有棉布的衣服可穿，一般春夏秋季都穿麻和葛，到了冬季，才穿褐（he赫）。
“褐”，指的是粗布或粗布衣服。
《诗经·豳（bin斌）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郑玄笺：“褐，毛布也。
”最早是用葛和兽毛混纺的，后来通常指大麻和兽毛的粗加工品，是古代贫贱人穿的冬季衣服。
鸾铃响处，一辆黑色高大的“三套车”，蹄声嚼格，从青年的后面小跑着驶来。
——韩非来也！
中国古代坐人的车子用几匹马拉，不是根据车子的重量，而是根据坐车人的身份。
即：“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马匹的排列，从出土文物看，即便是“天子六驾”，六匹马也是并排的。
韩非是王族，级别介于“卿”与“大夫”之间，本来应该用“驷马高车”的。
但由于他是“长途旅行”，尽管大城镇之间都有“驿道”，但也不排除有些地方道路狭窄，并排的四
匹马无法通过，因此，韩非这次出行，用的是“三驾”，而且不是并排，而是“一马驾辕，二马拉套
”的“三套车”。
这辆三套车的“驭者”位置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五大三粗，一脸的络腮大胡子，但脸色
红润，双目炯炯，精神矍铄。
车上一把巨大的“遮阳”下面，坐着一个华服高冠的公子，年约三十六七岁，这就是韩非。
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身穿太监服色的人，像个总管，年约三十来岁。
战国时代，有太监了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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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外科手术”很发达。
早在部落战争期间，就已经有把战俘经过阉割成为奴隶的记载。
秦始皇时代，著名的权臣赵高，就是个太监。
他当然不是“太监第一人”。
秦国有太监，韩国也可以有。
这时候，只见驭车人一面甩着鞭子吆喝马匹，一面大声询问：“公子，您想好了没有？
咱们这是直接返回郑城呢？
还是继续在楚国游览观光？
前面可就是十字路口了。
”韩非不经意地随口回答：“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都已经游历过了。
让我再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再去走走。
”驭车人说：“那咱们今天就只能在前面的十字街过夜了。
”马车和赶路的青年擦身而过。
“喔——驾——”，驭车人一声吆喝，扬起马鞭，“啪”地一声，惊起一只苍黄色的野兔，从路边逃
往旷野。
青年不慌不忙地摘下弓来，弯弓搭箭，向野兔射去。
同时高叫一声：“阿黄，追！
”随着弓弦声响，野兔中箭，一连翻了几个跟斗，站起来带着箭正要逃跑，阿黄赶到，一口叼住，跑
了回来。
车亡的华服人称赞地喊了一声：“好——箭法！
”逍遥客店的野味马车驶进了那个叫做“十字街”的小镇。
狭窄的街道两旁，房屋低矮，摊贩零落。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小城镇，即便是“县城”、“郡治”，也不过几千户人家，有两三万人口，就算是
“大地方”了。
这个“十字街”，因为是南北交通的“通衢”，店铺还算是比较多的，但也多数是平房。
马车从街的西头驶入，在一家客店门前停住。
客店门口没有招牌，也没有字号，只在屋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
——这是“幌子”，表示这里有酒卖，还可以住宿。
大门两面，用石灰水简单地画着一只里于鸡，一只兔子。
——这是标记，表示这里有野味供应。
古代识字的人很少，这种路边客店，有这样的幌子和标记，就几乎人人都知道、都明白了。
驭马人说：“公子，这里就是逍遥，当地土名‘十字街’。
如果回郑城，咱们一路往北。
不过得走六十里，才有个比较大的镇店叫张桥。
不论您回不回郑顶，看起来，咱们今天只能就在这里住宿了。
” 总管看了看那客店，觉得太小了，眉头一皱。
问：“没有别的大一些的客店了么？
”驭车人分辩说：“您别看这客店不大，房间倒还干净明亮，酒也不错，特别是老板娘做的野味，是
她的拿手好菜，远近闻名。
许多客商，都宁可多赶或少赶几里路，到她这里住宿，图的就是吃她做的野味呢！
您不想试试？
”韩非痛快地说：“好吧。
反正你是这条路上的老熟客，听你的，不会错。
”客店主人听见门口有车马的声音，和小二迎了出来。
客店主人见是老熟客，急忙招呼：“王客官少见，您有好些日子没来我这小店吃野味了。
快请！
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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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马人跳下车来，一面扶总管下车，一面回答：“今天我是送我家公子回郑城，路过这里，特
意请他来尝尝你家娘子的手艺。
”客店主人急忙躬身行礼：“公子光临，这是小店的光彩。
小二，快把车子赶到后面去！
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
”小二帮着把车赶到后院儿，帮着把行李搬下车来，把马卸了套，喂上，这才带着三个客人从后门进
了店房。
先开了一间明亮的上房，房内有两张大木床和案几之类，供公子和管家住。
又开了一间下房，只有一条通铺。
驭车人一面把自己的铺盖打开，一面询问小二今天都有什么野味供应，上什么菜，吩咐他赶紧去准备
。
古代的小客店，一般只准备床铺，不准备铺盖。
多数客人，都是自己带着铺盖来的。
这一方面有嫌客店的被褥许多人用过，未免不干净，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如果不带被褥，是要向店家租
赁的。
因此，讲究的人，都自己带被褥；想省钱的人，也自己带被褥；只有背个包袱用两条腿走长路的人，
才会为了减轻负担，不得不用店铺里的被褥。
三个人都洗了脸、洗了脚，听见小二相请，这才来到客店的店堂来吃饭。
店堂当然直对街路。
店堂中和大门相对的部分，是一条土甬道：甬道的终端，铺一张大苇席，席上放一张二尺多高的“大
案”，这是“雅座”；雅座的两边，一边是老板算账的柜台和通向厨房的门，一边是通向后院儿的门
；甬道的两旁，铺四张小苇席，每张苇席的中央，各有一张一尺多高的“小案”，样子像小炕桌，这
是“散座”。
韩非等三人，在中间那张“大案”旁边盘腿席地而坐，吃着丰盛的野味晚餐。
桌子上除了碗筷饭菜之外，有一个巨大的陶罐，还有两只青铜铸造的爵。
这个陶罐，名字叫做“缶”，是盛酒的器具。
当时还没有黄酒、白酒。
所谓的“酒”，实际上就是“醪糟”，也就是“甜酒酿”，一般都要经过加温，或加上青梅煮过以后
，用筷子扒拉着吃，所以叫“吃酒”。
当然也有人把酒糟唬掉单喝那“清酒”的。
所以酒坛子端上桌来，要过筛，酒店里的行话就叫“筛酒”，一直流传至今。
至于那两个三足的青铜器，名字叫做“爵”，在当年就很名贵，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当然不是这家
小客店所有的。
用不着介绍，肯定是韩非的管家自己带来的啦！
驭车人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兔子肉，一面自负地说：“公子，我说的话，没错吧？
有道是‘天上龙肉，地上兔肉’。
这盘卤糟兔肉，让老板娘这么一整治，不事先告诉您，您哪知道是什么肉哇？
”总管笑嘻嘻地说：“听说兔子肉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全靠佐料。
和什么肉一起炖，就是什么味儿。
我倒是真没吃出来，这碗兔肉是用什么肉一起炖的。
”韩非一面品味兔子肉，一面慢条斯理地说：“老板娘的手艺，果然名不虚传，有特色。
酒也不错。
下次路过，一定还要来这里吃。
”总管笑了起来：“烽火连天，这一次能顺利出来、平安返回，就很不容易了。
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到这里呀？
”李斯客店显斯文旅店外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
落日衔山，正好斜挂在街西头的房顶上。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非子传奇>>

路上用弓箭射兔子的那个青年，和黄狗一同往东走来，高声吆喝：“卖野味咪，好肥的野兔，还有獾
子！
”但是一路走过来，竟没人理他。
有个老人拦住了他，好心地说：“我们这里，满地是野兔子。
每天出门，捡块石头也能打个一只两只的，当地人不稀罕这个。
前面的孙家客店，就是专卖野味的。
你拿到他那里去卖，准能卖个好价钱。
——看见没有？
门口画着兔子和野鸡的那家就是。
”那青年谢了老伯指点，走到客店门口站住，探头一望，昂然人内。
黄狗也跟着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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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非子传奇》可以打破人们对于久远的历史的隔膜，虽说这是一本历史小说，却因为是“传奇”，
也有一定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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