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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丛书即以达一传统
史学的最高标准为指归，选取历朝朋党之争、政变叛乱、宦官祸国、重大冤狱等侧面为切入点，选择
与此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演绎成以封建政治舞台为背景的惊心动魄、波序云诡的生
动真实的历史画卷。
本书借鉴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裁，以事件起讫为纲，各自独立成篇，依年代顺序编次；以叙事为主
，辅以画龙点晴的评论，以期透过表象揭示本质。
分开读犹如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勾画出鲜活的封建政坛众生相；合起来则概括地反映出中国
封建政治史的大致风貌，凸现出历史的纵深感。
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套独具特色的
历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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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诸侯僭制，皆有寺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宦祸　　中国的宦官制度，肇始于商代，形成于西周。
当时，宦官不过是商周王宫内的服侍人员，地位并不高。
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权下移”，使用宦官的特权实际上已不限于周天子，各国诸侯
也纷纷开始使用宦官，《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称：“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
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
”这里的寺人，就是当时对宦官的称呼。
诸侯君主对享乐的追求和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部分宦官开始从
开闭宫门、洒扫庭除、奔走供应、饮食起居等宫廷杂役中逐渐嬗变为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股特殊势
力。
宦官甚至参与国政、军事和宫廷争斗，在一定程度上专擅朝政，造成了严重祸患。
　　竖刁乱齐　　竖刁是齐桓公时期的一个宦官，他自幼聪明伶俐，为贪图宫内荣华，自施宫刑，入
宫侍候齐桓公。
齐桓公是一代名君，在政治上很有作为，却又是一个贪图享乐和女色的人。
当时，齐国宫内有一位叫易牙的厨师，烹调技术非常高明，但他并不安心作一位宫廷厨师，而企图参
与政事，他见齐桓公非常宠爱长卫姬，便挖空心思迎合长卫姬，经常拿出看家的手艺，为长卫姬精心
制作美味佳肴。
这一招果然灵验，长卫姬对易牙十分喜欢，便多次在齐桓公面前夸赞易牙。
易牙见竖刁受到齐桓公的宠信，又用同样的方法讨好竖刁，竖刁也多次在齐桓公面前美誉竖刁的烹调
技术。
齐桓公身为一国之主，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胃口也十分难调。
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给齐桓公做了一份人肉菜肴。
当易牙将一份嫩嫩的人肉端到齐桓公面前时，齐桓公尝了尝，觉得美昧可口，一会儿就吃光了。
他边吃边夸奖易牙烹调技术高超，并询问是什么肉做的。
易牙回答说：“臣听说效忠君主的人，不能顾及其家，我见您胃口不好，便心中不安，心想您身为一
国之君，什么美味都吃过，可能没尝过人肉的滋味，便把自己三岁的儿子杀掉，烹其肉献于主公，以
表忠心。
”桓公听到刚才吃的是人肉，直觉得恶心，长卫姬急忙对桓公说：“易牙是出于一片孝心，才这样做
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掉孝敬自己的君主，还有什么不能献给君主呢？
”竖刁也趁机说：“易牙忠于君主胜过爱惜自己的儿子，真是难能可贵。
”齐桓公觉得有些道理，对易牙逐渐产生了好感。
　　竖刁、易牙都是卑鄙小人，所以臭味相投，十分投机，为了固宠的需要，他们二人相互利用，狼
狈为奸，齐桓公竞被他们二人所蒙蔽，认为他俩是最忠于自己的人。
　　齐桓公二十年（前665），齐国以“尊王”的旗号讨伐卫国，卫懿公战败，派长子公子开方带着礼
物到齐国谢罪。
公子开方见齐国强大，认为卫国的王公大臣还不如齐国的一般官吏富有，便要求留在齐国。
齐桓公见公子开方舍弃太子之尊来屈身事齐，十分高兴，就拜开方为大夫。
开方了解到竖刁和易牙最受桓公的宠信，便倾身结交竖刁、易牙，又在桓公面前说自己的妹妹如何美
丽可人。
齐桓公是个好色之君，就派人到卫国求婚，卫懿公迫于齐国的强大，也只好答应，桓公将公子开方的
妹妹纳为小妾，被称为少卫姬。
从此公子开方也受到齐桓公的宠信。
坚刁、易牙、公子开方三人整日围在齐桓公身边，说东道西，搬弄是非。
　　齐桓公亲近竖刁等人，引起了管仲的注意。
管仲，本是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的老师，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腰勾，后经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任
命为相，尊称为“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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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也成为第一个称霸中
原的霸主。
管仲见齐桓公宠信竖刁，多次提醒桓公要亲大臣、远小人。
因此竖刁等人对管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齐桓公称霸中原后，贪于酒色，有些怠政，一切政务都委于管仲处理。
有时其他大臣向桓公请教治国方略，桓公总是对他们说：“为何不去问一问仲父？
”竖刁见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次，桓公喝醉了酒，竖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桓公说：“臣听说君主发布命令，臣下奉命行事，
主公却张口仲父、闭口仲父，似乎齐国只有仲父而没有君主，这是十分危险的。
”桓公对竖刁说：“寡人与仲父，就像身体与四肢一样，如果没有仲父，寡人也难以成为君主，这样
的道理，不是你们所能懂的。
”竖刁见桓公对管仲深信不疑，也就不敢再说下去。
　　有一次，齐桓公外出打猎，竖刁亲自为桓公驾车，一路欢笑，来到大泽之陂，桓公一会儿射中一
只鹿，一会儿射中一只兔，十分开心。
忽然，桓公被前面的景象吓呆了。
竖刁眼尖，看出桓公表情异常，急忙询问说：“主公看到了什么？
”　　桓公说：“我看到了一个怪物，一会儿又消失了，可能是鬼怪，这大概是不祥之兆吧！
”　　“白天怎么能见到鬼怪呢？
”坚刁说。
　　“先君襄公时，在沛丘（今山东博兴）射猎，曾看到一个人身猪头的怪物，当时也是白天，襄公
十分奇怪，便张弓射去，怪物并未倒地，反而站在那里啼哭。
襄公因为害怕而坠车，不仅摔伤了足，而且连鞋子都丢了。
”桓公解释说。
　　竖刁见桓公受惊，又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只好安慰桓公不必大惊小怪。
　　“回去问一问管仲，就知道是吉是凶了。
”桓公说。
　　竖刁听到管仲的名字，就十分生气，他假惺惺地对桓公说：“管仲又不是圣人，怎么能知道呢？
”　　“寡人即位二十三年（前663）时，曾带兵征伐山戎，兵至卑耳山（位于今山西平陆），见到一
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东西。
那怪物高一尺有余，紫衣朱冠，赤脚而行。
见到寡人后，作揖不止，好像是表示欢迎。
寡人正在惊奇之际，那怪物突然向石壁疾驰而去，转眼不见了。
寡人问仲父，仲父说是登山之神，叫做俞儿，只有建立霸业的人才能够看得到。
管仲连登山之神都能辨认出来，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
”桓公说。
　　“管仲说登山之神是为了讨好君主，其实他并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况且主公又给他说了怪物的
特征。
回去后，主公只说见到怪物，并不说怪物的特征，如果管仲所说的怪物特征与主公所见一致，证明他
是圣人，如果不一样，就是欺骗主公。
”竖刁挑拨说。
　　桓公回宫后，告诉管仲看见鬼怪之事，并让管仲说出鬼怪的特征，管仲没见到，当然说不出来，
竖刁乘机说管仲不过是个骗子，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
桓公得不到答案，又惊又怕，竟然病倒在床。
　　管仲见桓公被鬼怪吓病了，贴出告示说，谁能说出桓公所见鬼怪的状貌，将自己封邑的三分之一
相赠送。
告示贴出后，有一位叫皇子告敖的人声称能说出怪物的状貌。
管仲将他引荐给桓公，桓公见皇子告敖身穿破烂衣衫，相貌丑陋，心中有些不快，因是管仲引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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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责怪，他面无表情地说：“仲父说你能讲出鬼怪的状貌，果真如此吗？
”　　“臣下能说出。
”皇子告敖说。
　　“那么真的有鬼怪了？
”桓公问。
　　“有。
山中有夔，像龙而有一足。
野中有彷徨，像蛇而有两头。
泽中有委蛇，主公所见，正是委蛇。
”　　“委蛇的状貌如何？
”桓公问。
　　“委蛇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紫衣朱冠。
一般人看不到，只有称霸天下的人才能看到。
”　　桓公见皇子告敖所讲与自己所见相同，十分高兴，欲封其为大夫，皇子告敖坚辞不受，桓公又
要重赏管仲，奖励他慧眼识人。
　　“管仲又没有说出鬼怪的状貌，为什么要奖赏他？
”竖刁不满地说。
　　“没有管仲的引荐，寡人怎么能听到皇子告敖之言呢？
”桓公说。
　　由于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竖刁等人的挑拨也就难以见效。
　　竖刁见搞不倒管仲，便另谋计策，企图操纵立太子一事，作长久的打算。
　　齐桓公有三位夫人，一是王姬，是周王室的女儿；二是徐姬，是徐国之女；三是蔡姬，是蔡国之
女。
但三位夫人都没生下儿子。
桓公又挑选了一些貌美的女子，其地位犹如夫人，让她们轮流侍寝，以便多生儿子，其中最受宠的有
六名，结果她们每人为桓公生下一个儿子。
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公子元（后为惠公），郑姬生公子昭（后为孝公），葛赢生公子潘（后为昭
公），密姬生公子商人（后为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
诸公子都觊觎君位，竖刁、易牙等人与长卫姬相勾结，企图立长卫姬的儿子无诡为太子。
管仲以政治家独有的眼光看出了太子问题的潜在危险，便劝桓公早立太子。
他对桓公说：“周王室因为嫡庶不分，造成了祸患，这个教训应当吸取。
如今齐国的太子还没有确立，人人都怀有非分之想，应当早立太子，以绝后患。
”　　桓公对立太子一事也十分着急，但在立谁为太子问题上又有些犹豫。
他对管仲说：“寡人有六位爱姬，每人都生有儿子，按长幼排序，应当立无诡；按德才排序，应立公
子昭。
长卫姬侍奉寡人时间最长，很讨寡人欢心，竖刁、易牙等人也多次称赞无诡。
寡人基本上倾向元诡，但又爱公子昭的德才，所以一直未能决定，请仲父帮助寡人抉择。
”　　管仲认为，如果立无诡为太子，日后竖刁和长卫姬可能会擅权，必然导致齐国的内乱，便对桓
公说：“如果太子没有才德，就不能堪称大任，既然主公爱公子昭的才德，就应下决心立公子昭，不
必为此疑虑。
”　　“如果无诡以长子的身份与公子昭争夺太子地位，又将怎么办？
”桓公不无疑虑地说。
　　“主公可以在诸侯中选择一位可以信任的人，让他帮助太子昭。
”管仲说。
　　桓公认为管仲的意见有道理，便决定立公子昭为太子。
　　不久，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
当时，诸侯云集，盛况空前，周襄王也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庙用的肉，这在当时是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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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将要下拜，宰孔说：“天子说您年龄大了，可以不拜。
”齐桓公真的就不想拜了。
在管仲的提醒下，桓公才勉强地说：“天子威严在面前，我怎敢不拜呢？
如果不拜，会乱了上下尊卑的仪礼。
”这次会盟，宋襄公也前来参加。
宋襄公曾让位于公子目夷，目夷不受，才即位为宋君，这件事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同时宋襄公的势力也较大，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便把立公子昭为太子的事告诉了宋襄公，并委托
他将来能使公子昭顺利即位。
宋襄公见齐桓公如此信任，也就答应了这件事。
在管仲意见的影响下，公子昭被立为太子；竖刁和长卫姬立无诡为太子的企图未能得逞。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因年事已高患病不起，桓公亲自来探视，桓公见管仲将不久于人
世，对管仲说：“仲父如果不幸谢世，还有什么要告诉寡人的吗？
”　　“您不问我，我也要专为此事朝见您。
”管仲说。
　　管仲一直为齐国的未来忧心。
齐桓公性情骄傲，又爱好女色，他身边还有竖刁、易牙、长卫姬等人，这些都不能使管仲放心而去。
桓公则担心管仲死后由谁来替代他为相，才能保证齐国的强盛局面。
为了这个问题，桓公在病床前和管仲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若仲父不幸弃寡人而去，群臣中谁可代之执政？
”桓公问。
　　“知臣莫如君。
”管仲说。
　　“易牙如何？
他能烹杀自己的儿子给寡人吃，应该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　　“爱子之情，人皆有之，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对其他人又会怎样呢？
”　　“竖刁如何？
他心甘情愿自施宫刑，入宫侍奉寡人，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　　“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残毁自己的身体，怎么能对别人好呢？
”　　“卫公子开方，本可在卫国当高官，甚至继承王位，却来到齐国侍奉寡人，于今已有十五年了
，他父亲死时都没有回卫国，他的忠心不用怀疑吧。
”　　“爱戴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母都如此绝情，对别人还能是真心吗？
”　　管仲劝桓公尽快将这三个人驱逐出宫，桓公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下令将竖刁等人逐出宫外。
　　不久，管仲去世了。
齐桓公失去了管仲的辅佐，齐国国势急转直下。
桓公缺少竖刁、易牙的奉承献媚，也觉得索然无趣，食不甘味。
长卫姬乘机对桓公说：“管仲驱逐竖刁、易牙，使君侯身边缺少得心应手的人，况且君侯已经年老，
也应该颐养天年，尽享欢乐，将竖刁、易牙、开方召进宫来，是不会危害国家的。
”　　桓公说：“他们三人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管仲将他们驱逐，的确有些过分。
”于是，桓公又召竖刁、易牙、开方入宫。
　　竖刁、易牙、公子开方回宫后，与长卫姬勾结一起，开始了窃权活动。
在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中，除公子昭被立为太子外，其余五公子也都企图谋取君位。
竖刁、易牙、公子开方都利用接近桓公的机会称赞公子无诡，怂恿桓公更立太子，长卫姬也在桓公面
前纠缠，桓公年老昏聩，早已把管仲的劝告忘掉了，竟然口头答应以后立无诡为太子。
　　次年，桓公病重，百医不得其治，桓公诸子各树朋党，争着要继立君位，形势十分紧张。
竖刁见桓公将不久于人世，便将宫中卫士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将重病在身的桓公禁闭在寿宫之中，
不许任何人出入，就连大臣和桓公姬妃也不得探视。
对外却假传桓公命令，号令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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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卧病在床，不能动弹，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寝宫又被竖刁筑墙围起来，只从墙下开一
个小洞，不时让人探视桓公的生死，桓公只好用昏花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寝宫内巡视。
由于宫外争夺君位的形势十分激烈，没有谁顾得上桓公，桓公一连饿了几天，汤米未进。
有一天，一位宫女越墙来到桓公寝宫，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在寝宫内没找到一点食品，桓公想喝
点水，宫女四处寻找，也找不到。
桓公问宫女发生了什么事，宫女将竖刁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
桓公听后，不觉伤心起来，眼中噙满了泪水，慨然而叹说：“管仲真是圣人，他远见卓识，能预料到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听管仲的话，才落得如此下场。
若死后真有灵魂，我有何脸面去见管仲啊。
”说完，就口吐鲜血，辞世而去。
　　桓公死后，竖刁和公子无诡惧怕外界知道消息后与己不利，便密不发丧，准备发动政变，袭击公
子昭。
不料，公子昭探到消息，急忙逃到宋国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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