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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早前，有个叫“筒狄”的姑娘，据说是远古帝王喾的次妃。
啥叫“次妃”，说不清。
反正是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跟另两个姑娘在山野泉池洗澡，天上飞过燕子，途中下了个蛋，简
狄接住蛋吃了，就怀孕了。
生下个儿子，取名契。
这个“契”，就是殷商部族的始祖。
而那个简狄，则可谓殷商部族的“始母”。
    差不多同期，帝喾的元妃，是个叫做“姜螈”的女人。
一天，她到山野去做什么，在地上发现十分巨大的脚印。
可能实在闷得难受，就踩着大脚印玩，忽然就有了怀孕时才会有的生理反应，她当然很害怕，忙跑回
家。
不料真怀孕了，生下个男孩。
天哪!丈夫不在家，怀孕了，生儿子了，哪儿说理去?她当然恨这孩子，就把他扔了。
不想，男婴被遗弃，居然冻饿不死!走兽见到他，还绕着走，飞鸟竟落下来，铺展羽翼呵护他。
姜螈觉得孩子不凡，又抱回来，取名“弃”，用以标榜孩子曾经被抛弃。
这个“弃”，后来有了子孙，发展出自己的部族，再慢慢变成一个国家，就是“周”。
姜螈，也就可以称为周部族的“始母”。
    以上取材于《史记》，显然带有神话色彩，说是“历史”，实在勉强，只能称之为两个部族的“起
源传说”。
可同是传说，却又有很大不同。
简单归纳，最重大区别大概有两处：    一、殷商起源传说，简单，直接，充满快乐——三个女子结伴
洗浴，肯定欢声笑语。
燕子飞过，大概天气不错。
燕子下蛋，坠落下来，接住了，二话不说就吃，率真。
生了儿子，没什么奇怪的，养活着呗。
也似乎不在乎丈夫“喾”是否介意，就这么养活下来了。
而周的故事就阴暗、凄凉、复杂、无情了许多——作为元妃的姜螈，显然比“次妃”简狄要孤单——
人家有玩伴，她没有。
闷得发慌，于是，见到巨大脚印都能玩半天——好玩的事儿实在太少!忽然就受孕了，反射出“被动”
的潜意识。
怕“不祥”，怕别的什么，反正比简狄多了许多顾虑，以至于竟遗弃了亲生骨肉。
后来又是怕——怕孩子是什么神的化身，就抱回来养⋯⋯孤独、不能自主、害怕，让我们很同情周族
的始母，也为他们的老祖能活下来而庆幸。
    二、从简狄和姜螈受孕的最初动因看，她们的行为习惯有明显不同——飞翔着的燕子如果能下蛋，
还能被接住，接的人一定是看到下蛋了。
燕子在飞翔，地上的人，须仰视才得见。
巨人的脚印在地上，走路的人要是也仰视，肯定看不见。
平视，能不能看清也存疑。
多半是低着头才能清楚看到。
也就是说，姜螈，十有八九是在俯瞰大地时，发现那个要命的巨人脚印的。
而接住飞翔的燕子下的蛋的简狄，更可能正仰望着天空。
    这种“视角”的区别，从构思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深深缠绕在脑海里。
直到写完最后一笔，仍挥之不去。
于是就有了这个命题——仰望天空和俯瞰大地。
本来，想作为故事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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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辑老师却提议放在前面。
于是，就壮着胆子“自序”一把——    先简单说说这篇故事。
    故事讲的是远古的“周”如何战胜更远古的“商”(或称“殷”、“殷商”)。
准确点儿说，是讲周的武王怎样战胜商的末世君主纣。
因年代太过遥远，实在搞不清当时的人们，也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们，如何讲话。
也不知道，倘使真弄明白、写出来，看故事的人，也就是您，亲爱的读者，会不会觉得生涩难懂。
索性就用比较现代的语言表现人物对话——无论如何，一部小说，还是该有人物对话。
这样一来，故事中人物的对话就多少脱离了“背景时代”，恳请谅解!    其实这种语言时代特征的“移
植”并不稀奇。
我们古代的文学作品，大概也多半做了类似处理。
包括跟这篇故事有点儿沾边的《封神演义》，也十有八九是采用了作者所在时代的语言。
    一部《封神演义》，似乎让人人都知道了那时的情形。
可只要还有一点点清醒的唯物意识，就会明白，《封神演义》讲的是依托那个时代的神话故事。
其“基础”，大概包含早先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文献，比如，记录了前述两个部族起源传说的那
部巨著《史记》。
    作为今人，我们不仅比《封神演义》作者更有条件去采集、去分析，也更多肩负诠释“人性”或说
“人”(而不是神)、清理先民的作为(而不是臆想)的使命。
何况，本选题的性质是具有严肃性的历史小说。
所以，构思时，就努力去忘掉了《封神演义》，还以自认为较为理性、客观和满认真的态度，研读了
能找到的相关史料，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包括基于传统“印象”的和相对“非传统”和“反传统”
的，并试着把它们分别归纳成两大“门派”：    一派是基于传统的、相对权威的——林林总总，包括
《史记》这样的“经典”。
暂且称为“经典派”。
    另一派是“非传统”和“反传统”的。
也着实不少!其中不乏古今名人大家的言论。
暂称“颠覆派”。
    对这些资料审度、分析、品味，再审度、再分析、再品味，磨蹭了差不多一年，弄到头皮拍破!较什
么劲呢?就是想尽可能捋出一个清晰、连贯、有逻辑的轮廓。
外带受“谁也不得罪”的私心驱使，也想把两派观点适当“兼容”、“中和”。
结果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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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颖编著的《武王伐纣》是一部经过深度思辨的颠覆之作。
它向以助纣为虐为代表的传统概念发出了挑战。
雄武超迈的殷商末帝子辛，接手了危机四伏的帝国。
他有眼光有智慧，识轻重明进退，养晦韬光，大略雄才构成了他丰满立体的人格主色调。
他情感的丰富、细腻，也在与少女妲已的复杂关系中淋漓尽致地铺展开来。
周文王、姜子牙、周武王、微子启、比干、箕子等，被传扬了几千年的人物，在小说中性格鲜明，有
声有色。
他们终于剥离了概念，穿越了历史尘埃⋯⋯《武王伐纣》是一部殷商帝国及其君主的悲剧，对于民族
几千年来的惯性认知，也是一个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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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颖，1992年开始写作。
先后出版《管得着吗你》、《往事如烟》、《红月亮》、《落荒而逃》等多部长篇小说。
北京作协会员。
工学学士。
职业经理人。
―个似乎就是为小说而生的奇人。
游刃有余地周旋在繁忙庞杂、跟文学根本沾不上边儿的工作和纵贯古今的小说创作之间。
他练就出的集流畅、唯美、精练、犀利于一身的风格，希望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那洋溢着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索和微言大义的笔墨，永远张扬出不同凡响的气度和内涵。
读他的作品， 品味到的除了故事以外，还会有关于人性、社会、历史。
情感，成功和失败、幸福和不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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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此，嬴部族数百年来也积累下了深刻的认识。
这一辈的族长中涌从父亲那儿承袭的观念是：“以力效殷为根本，勿修国体而自误。
”很耐人寻味。
意思：拿武攻方面的特长（而不是别的）效力于殷商，是决定兴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自我做国家性的
建设和完善（哪怕只是让人觉得你在做），会给自己招来大麻烦，甚至是灭顶之灾。
所以，他极力在当时的“人帝”文丁面前彰显本族的武功和“只有武功”的传统面貌，讨得了镇守西
陲的差事，把全族老少都留在殷商帝室可以有力控制的范围之内，领着殷商帝室调拨的军队，跟本族
少壮编在一起，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单身舍家，远赴西陲。
凭着世代相传的驭兽训马功夫和突击作战专长，怀着对殷商帝室的赤胆忠心，有力地震慑了西部边陲
诸多戎族，几乎杜绝了“百戎”擅长的游击式骚扰。
殷帝文丁对此非常满意，纵然是身边有人提醒“一味信用，做大难收”，也并不放在心上。
 当然，镇守边陲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美差”。
奉命长期镇守边陲，也绝不是什么奖赏。
立了大功的中涌，连同身边一千将领，被继承了“人帝”帝位的殷帝乙，也就是“少帝”子辛的父亲
，召回沫邑（殷商当时的首都，今河南省淇县一带，后改名“朝歌”）犒赏。
能彰显功劳，又能看望家小族人，中谲自然高高兴兴领命。
怎料，赏也赏了，聚也聚了，人帝并不再命返回西陲，同回的将领也都派了他任。
再打听，竟连留在西陲翘盼他们回去的军队也被分割调动到了其他地方。
西陲防务，尽皆委托给了跟殷帝乙联过姻的西岐。
 一直以对殷商帝室的绝对效忠作为本族存亡首务的中涌，面对这样的安排，除了服从，也不可能再有
别的反应。
翻回头想，手里不带兵，未必不是好事。
至于西岐，他并不愿多琢磨，也实在缺乏眉目。
照他的话说：“昌妻帝娣，殊亲。
帝娣亡，留考，昌将嫡之，必主西岐，亲益矣。
帝诺以西陲，盖定其国也。
”用现代话讲，大意是：姬昌娶了人帝的妹子，亲得没话说。
人帝的妹子早亡，留下了姬考这么个儿子，必然被姬昌立为嫡嗣，日后就必将继姬昌之后成为西岐国
主，西岐跟帝室的关系自当更亲密。
人帝将镇守西陲的重任交给他们，应该是打算让他们好生在那里长久安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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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王伐纣(长篇历史小说)》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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