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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后人永恒的话题。
    人们每当谈起我国古代的历史故事，总是兴味盎然。
这不仅是由于其情节引人人胜、当事者的际遇命运牵动人心，还在于许多人物事迹闪耀着人类文明的
思想光辉，仍然可供我们今天学习借鉴。
    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历史大舞台。
进人中国古代官场从政的官员，虽然形象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是比较富有智慧和思想的人群。
他们在一定职位上的言论作为，他们利用其职权地位乃至豁出生命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斗争，是历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社会上流传的古代官场斗争故事虽不算少，但此类故事许多还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鲜为
人知。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和历代《纪事本末》等史书体系庞大，一般读者难以
通读。
作者有意为普及祖国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民族正气尽点微薄之力。
从这一愿望出发，我不揣浅陋，泛舟史海，选取商末至清末部分帝王、朝臣以及州官在官场斗争中被
贬谪关杀或身历险境的片断，历时十六年，编写出《中国古代风云录》系列书稿。
该书由《宫廷篇》、《朝政篇》、《文坛篇》、《外交篇》、《军事篇》五个部分组成。
    《军事篇》以战争为背景，围绕争夺政权、捍卫领土这一主题，选叙一批式微之君国破家亡、忧国
之士奔赴国难、骁勇将领浴血沙场的故事。
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便发生战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战争是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
最高的斗争方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阅读本书，可以看到部分王朝为何毁于战火，了解那些亡国之君的失误和兴叹；可以看到志士仁人如
何对待战乱，了解他们舍家为国的情操和业绩；可以看到战将临阵怎样进攻防守，了解他们为国效命
的智勇和壮烈。
书中亦记叙了一些战败将军，道出他们为何失败、如何对待失败，其中既有英雄，也有叛徒。
书中还记叙了一些功高受害的将军，他们的冤情令人扼腕长叹。
全书从不同的角度展现部分曾经战场上的历史人物不同的精神风貌，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人们提供思考
的空间。
    本书依据历代正史记载，行文直叙史实，没有添枝加叶，也没有夹人作者私见，力图真实可信。
所据史书附后以备查。
每部分前面以小序作内容提要。
每篇不全面记述人物生平，只聚焦其在宦海浮沉的情节，力求精彩耐读。
篇末附简评，尽量采用前人的评论，对前人评论需作补充、商榷或未见前人合适评论者，作者就事论
事稍加点评，供读者参考。
全书文字力求简明易懂、准确生动。
    期望本书能成为读者的良知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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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风云录（文坛篇）》是《朝政篇》的姊妹篇，它不是单纯记叙古代文人从事创作的非
凡经历，而是以朝政为背景，围绕治政纷争这一主题，着重展现一批进入官场的著名文人所经受的政
治风雨。
古代官员多数是文人，其中不乏被后人称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
育家、史学家者，亦有不少为文坛名流。
他们的言论、著作及其政绩，对当时朝政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的文坛与官场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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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秀松，男，1944年12月生，安徽六安人。
1964年考入安徽大学政治系。
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一党政机关工作。
在职期间尽责尽力，业余时间爱好读书写作。
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写出长篇小说《桃花流水》（2008年4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历史读物《中国
古代官场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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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范缜直陈己见    范缜是南齐（都建康，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南乡舞阴（位于今河南省泌阳市西北）
人，少年丧父，孤苦贫困。
为了求学，他步行来到沛郡（位于今江苏省沛县），拜聚众讲学的大儒刘瓛为师。
范缜穿着布衣草鞋，“卓越不群而勤学”。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他“博通经术，尤精‘三礼’”。
在此基础上，范缜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观察思考，形成独自的见解，与当时盛行的
佛经教义格格不入。
范缜“性质直，好危言高论”，其观点常常不能为同学朋友所接受。
由于用功过度，他二十九岁那年头发就全白了。
范缜为之感伤，写了《伤暮诗》、《白发咏》，可惜此诗失传。
    后来，范缜受任尚书殿中郎（朝廷部门内设机构长官），与竞陵王萧子良（齐武帝次子）交往密切
。
竟陵王笃信佛教，范缜不信佛，两人虽友情深厚，学术观点却截然不同。
一次，竟陵王向范缜问道：“你不相信因果报应，为何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
”范缜回答说：“人生如同一株大树上开的花，随风飘落，有的顺着拂起的窗帘落入高堂的地毯上，
有的飞越篱笆掉进院外的粪坑里。
落入高堂就像殿下您这样，掉进粪坑就像下官我这样。
人们贵贱虽然差别很大，因果又在哪里呢？
”范缜说得竟陵王无言以对，但并没有把他说服。
    和竟陵王辩论后，范缜写了《神灭论》一文。
他在该文中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
”“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
”“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    范缜的这一观点引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竞陵王邀集众僧人同范缜辩论，范缜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观点不动摇。
太原（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有个叫王琰的人，写文章讥讽范缜说：“呜呼范子！
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
”范缜写文章回敬道：“呜呼王子！
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
”    竟陵王请其文友中书郎（负责拟草诏书的官员）王融转告范缜说：“既然神灭论没有道理，你坚
持这个观点不改变，恐怕会有损你的名声和学业。
以你的才学和美德，何愁不能提升为中书郎？
时至今日，你该抛弃你的观点了！
”范缜听王融这么说不禁哈哈大笑，回答说：“假如我范缜卖论取官，可能已经当上令仆（副宰相）
了，何止中书郎呢？
”    南齐中兴二年（502年），相国（宰相）萧衍灭亡齐朝，建立梁朝（都建康），史称梁武帝，任命
范缜为晋安（治所位于今福建省福州市）太守（行政长官）。
范缜在晋安任职期间清正廉洁，私人各项开支完全出于自己的俸禄。
    范缜在晋安任职四年后奉调回朝廷担任尚书左丞（相当于宰相助理，职位略低于副宰相）。
上任前，范缜去看望革职为民的原尚书令（宰相）王亮，并给他带去一些钱物。
当初，范缜和王亮同在齐朝做官，志同道合。
    天监四年（505年）夏天某日，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征求群臣对朝廷施政的意见。
范缜起身说：“司徒（宰相）谢月出只有虚名并无实绩，陛下把他提拔到如此重要的职位上；前尚书
令王亮颇有治政实绩，陛下却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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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这个愚拙的臣下实在搞不明白！
”梁武帝听了范缜这番话，脸都气白了，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范缜坚持他的意见不变。
梁武帝当时虽然没有发作，心里却十分恼火。
    之后，御史中丞（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任唠弹劾范缜“妄陈褒贬”，“曲学谀闻，未知去代；弄口
鸣舌，祗足饰非”。
于是，梁武帝下令将范缜罢官，流放广州（位于今广东省广州市）。
    天监六年（507年），梁武帝将范缜召回朝廷，任命为中书郎。
不久，梁武帝颁发《敕答臣下神灭论》诏书，组织僧人及权臣对范缜的“神灭论”进行围攻。
尚书论功郎（最高行政机关主管奖惩的部门副官）曹思文写了《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对范
缜的神灭论大加批驳，并给他加上“欺天罔帝”、“伤化败俗”的罪名。
范缜坚持真理，毫不畏惧屈服，写了《答曹舍人》一文，对其观点逐条进行反驳，使其承认“思文情
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天监十四年（515年），范缜在国子博士（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教官）任上去世。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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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学生时代，我便对文学和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以至参加工作后所购买阅读的大多是文史类书籍。
1995年，在业余写完长篇小说《桃花流水》（2008年4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之后，我转读中国历史古
籍，将视线专注于古代官员在官场的沉浮，并有选择地分类记下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事件。
这样边看边写，历时八年，形成了一个记述古代官场斗争故事的框架。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集中近五年时间（逢年过节也未曾休息），先后三次对稿子进行系统梳理，
并逐篇修改，于2007年形成《中国古代风云录》系列书稿。
2008年以后，我又先后四次对书稿作了全面修订。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罗际明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先生的大力支
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
    本人并非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历史科学尚没有真正入门，能将此书奉献给读者，主要借助于前人
的劳动成果。
如果本书能使读者受益，哪怕一丁点儿，也将是我最大的慰藉。
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叶秀松    2011年10月于陋室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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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秀松所著的《中国古代风云录(文坛篇)》内容为以朝政为背景，围绕治政纷争这一主题，着重展现
一批进入官场的著名文人所经受的政治风雨。
本书选叙的都为历代较有影响的文官，其大多为忠正之士，但仕途坎坷,演绎出一个个富有戏剧性的故
事。
全书每部分前以小序作为内容提要。
每篇聚焦历代人物之宦海沉浮。
作者于篇末就事论事，加以点评，以供读者参考。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风云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