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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534年，北朝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与南朝的梁三国鼎立。
随后，东魏被北齐高洋所篡，西魏为北周宇文家族继承，梁朝也经侯景之乱后被陈霸先所取。
新成立的三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互相攻伐。
    公元577年，北周在宇文邕的带领下攻灭北齐，随即却被外戚杨坚窃取，最终隋朝于公元589年消灭
陈朝，三国归隋。
    前三国上承秦汉，后三国开启隋唐。
在这场政权与江山的争夺中，我们看到了以流血与死亡的风险所换得的血酬。
在这种暴力掠夺，暴力抢劫的血酬中，有人长袖善舞，巧取果实，有人付出生命，却一无所有。
    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思考——什么是最有力的，来自于人心的征服？
完美无双的君王，唯一的一根软肋在哪里？
怎样在矛盾中抉择，直指胜与负？
    这段以血为代价的后三国风云，是每一个看中国历史的人，都跳不过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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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王，原名赵波。
江南人，与书结缘。
编书养家糊口，写书娱人悦己，读书磨时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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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萧衍的冰火两重天书香世家先让跛子侯景在慕容绍宗的追击下抱头鼠窜一
番，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南边，去了解了解梁武帝萧衍这老头。
先前，我似乎说了萧衍很多坏话，诸如他昏庸无能，导致陈庆之因无援而败北；他三次任人唯亲，使
十数万大军毁于一旦。
其实，这只是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而且是在晚年更加凸显而已。
我们先来看看梁武帝执政的时期——南朝（依次为宋、齐、梁、陈），那是一个“君君臣臣”观念靠
边站的特殊年代，宫廷政变频发，改朝换代如同儿戏。
在萧衍执政前，宋、齐两代死于非命的皇帝便有九个之多，比如，宋少帝刘义符为大臣所杀，理由只
是调皮过头，没有人君之相；而大名鼎鼎的宋文帝刘义隆是被儿子砍死的；宋前废帝刘子业是被叔叔
废掉的；宋后废帝刘昱和宋顺帝刘凖是被权臣萧道成收拾的。
刘宋王朝八个正牌皇帝里得以善终的只有三个。
而接下来的萧齐王朝更是短命，头尾只有二十四年，七个皇帝里也只有三人善终。
在南北朝，拳头便是真理，只要你力气大，当皇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像刘汉、赵宋、朱明那些观
念正统的王朝，你辛辛苦苦爬上来了，可底下的那些方孝孺们都会活活把你气死。
可见作为宋、齐王朝的接盘手，萧衍四周的环境是很险恶的，若是一直昏庸如此，应该老早被居心叵
测的手下砍了头了。
在南朝的二十四个皇帝里，梁武帝的执政时间是最长的，头尾达四十八年之久，接近占了整个南朝的
三分之一。
这虽然得归功于萧老头顽强的生命力，他活了八十六岁，在中国所有皇帝里荣居第二——比“十全老
人”乾隆少了三年。
从这可以看出，梁武帝的执政能力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先撇开萧衍的帝王身份，光是以个人能力来看，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几近全能；而单以个人品
德来看，他的表现也近乎完美。
借用我们伟大领袖赞扬白求恩的话说，萧衍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
先说说他的文学才华。
当年南齐王朝竟陵王萧子良雅好文学，天下文士纷纷归附。
萧衍和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等都是座上之客，号曰“竟陵八友”。
能与谢朓这种连李白都敬慕不已的诗坛巨匠酬唱应和、平起平坐，萧衍的文学水平可见一斑。
当了皇帝后，他的诗兴依然不减，七言诗更是写得得心应手，仿效者四起。
其中以他的《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
南窗北牖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
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
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
连后来唐代的“诗佛”王维都在抄袭他的诗意——王维的《洛阳女儿行》一开口便是“洛阳女儿对门
居”，几乎照抄照搬。
别看李、杜把七言诗写得气势磅礴、得心应手，要不是萧衍和他的朋友圈子对着花草、脂粉等无聊之
物吟诗作对，研究“四声八病”这些让人头昏脑眩的韵律，甘当垫脚石，探路摸索，唐诗的雄伟气象
肯定要推迟好多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萧衍的大力推行，梁朝文风大盛，形成了好几个文学集团。
先不说文人骚客，便是那些赳赳武夫也以能吟诗对韵为荣。
曹景宗是梁武帝手下的大将，粗人一个，有回把北魏军队揍得鼻青脸肿，居功甚伟，胜利归来，萧衍
自然大摆庆功宴，为其接风洗尘。
有萧衍压阵，这次宴会的格调当然非常高了，朝贵们都要连句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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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诗人吟诵的境界虽不高，不外男男女女、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但追求的难度却很高——设定韵
脚赋诗。
这种高难度的活，萧衍自然一片好心，不会去为难曹大将军——曹将军虽读过点史书，可最爱干的活
是打猎，以为“此乐可让人忘生死”。
结果一群文人骚客抢先把韵脚几乎用光了。
这下把曹景宗急坏了，他拉下睑，请求赋诗。
萧衍忙说：“爱卿技能甚多，才华出众，何必在乎能不能做诗呢。
”言下之意是，你打仗的水平就够你臭屁了，不要在写诗上自取其辱了，那是文士的事。
要是换个朝代，或者换位将军，皇帝都已好言相劝，有个台阶自然就下了。
但曹景宗却偏偏不从，趁着酒意，不依不饶。
人家好歹是得胜归来，不能太扫他的兴，萧衍只得应承下来。
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前面的文士很不讲义气，已经争先恐后把那些好使的韵脚抢着用了，只剩
下“竞”、“病”两字了。
这难度太大了，别说曹景宗这粗人，便是换成旁边那位负责发放韵脚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估计也得搜
肠刮肚一番。
此时即便谁和曹景宗关系再铁，估计也只能收起同情的目光，等着看笑话了：都是你自找的。
然而喝得醉醺醺的曹景宗却让旁边的文士再次抓狂，他提笔须臾而成：“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诗意虽朴实，但与曹景宗此回北伐之事完全贴切。
好诗！
萧衍折服了，惊叹不已；而沈约这位专事研究“四声八病”的文士也为此击节多日。
无须多言，将此事载入史册，梁武帝如此下令。
其实做诗的确不是曹景宗的强项，可他为何执意冒此风险，而不怕丢人现眼？
因为在梁朝这个文风大盛的环境里，在萧衍手下混饭，你不会骑马，不会打仗，没关系，没人瞧不起
你，因为那是粗人的活；可你不会做诗，你就不人流了。
赳赳武夫都能如此，围绕萧衍左右的文士更是文采斐然。
萧衍的儿子萧统（梁昭明太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都是吟诗作文的高手，身边文
士云集。
中国最早的文学选集，便是出自萧统之手，俗称《昭明文选》，也是后人挑灯夜读来汲取文学营养的
重大奶源。
说太多，反正大伙也记不住，一句话：中国帝王喜弄风骚者甚多，可多数都是附庸风雅，纯粹浪费唾
沫和纸张的，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个名字，并切实作了继往开来责献的，萧衍父子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
位。
中国的诗骚之徒和道学中人的形象有时统一，有时却近乎对立。
擅长诗骚的人对国学不一定通晓，让李白吟诗，斗酒虽可千篇，但真刀真枪作起道学文章来，肯定要
累得半死。
而宋明时代的那批理学家，讲起十三经的来龙去脉来，可以天花乱坠，但一旦写起五绝七律来却是缩
手缩脚，满篇匠气。
可萧衍父子们却是特例，他们将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
萧衍虽喜吟诵风月，但儒玄之学的底子却相当惊人。
出身大族的他，“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
后来虽然当了皇帝，可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依然燃烛夜读，卷不辍手，常至午夜方休。
这种近似“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完全可以和后代科举考生一拼高下了。
皇帝一旦与书共枕，后宫的嫔妃们便无事可干了。
要知道南朝的皇帝都是出了名的荒淫——不要说民间的粉黛以及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堂妹表姐之流，
便是亲姐（宋前废帝刘子业）、亲娘（宋孝武帝刘骏）都不放过。
然而萧衍却对后宫粉黛没有太大的兴趣，最后便连男人在床笫里的基本权利也放弃了——很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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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身体的问题。
堂堂帝王，置三千佳丽不顾，却是青灯一盏，夜夜苦读，让人实在难以想象。
如果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后人苦读的动力，不知这位已登上九五至尊之位的帝
王还在追求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纯粹是兴趣惹的祸。
儒、玄两家萧衍都有研究，《周易讲疏》《尚书大义》《春秋答问》《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
浩浩两百余卷，光是这书名便让人望而生畏——这可是咱们中国最艰深的学问。
说他著作等身，毫不为过。
他不仅自己研究，而且还要影响整个王朝——那些王侯大臣和他探讨义理都是家常便饭。
由于儒学传统从汉末便已时断时续，日渐式微，他便设立五馆，广收生员，置五经博士，在儒学存亡
绝续之时出力不少。
汉武帝刘彻提倡“独尊儒术”，看似是儒家的忠实粉丝，但实际上儒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萧
衍则纯粹到了迷恋的程度。
除儒、玄之学外，他还喜欢撰史。
他对先前断代史的写法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将历史强行割断，便自己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
比《资治通鉴》早得多）。
虽然此书后来失传，但他自我迷恋的话我们可以记一下：“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
”没底气的人是不敢吹这种牛的。
有这样一个孜孜不倦追求文化的老爹，他的儿子自然也是满腹经纶。
他的大儿子萧统三岁便要学《孝经》《论语》，五岁便可吟诵《易经》《春秋》《尚书》这些最难的
经典，足以让现在的国学家们汗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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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世上有哪种文明，既历史悠久，又从未断裂？
古巴比伦？
不是，它早已灭绝！
古埃及、古印度？
也不是，土地虽还是那片土地，可早已物是人非了。
在这地球上，只有一个答案：华夏文明。
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
因为，你去读几千年前的文章，会毫无隔阂；要是孔丘还活着，你也可以和他随意交谈，除了他的鲁
国口音会给你带来点障碍。
难道是华夏民族的运气特别好，从未遭受过大的劫难？
并非如此。
中华文明也有过数次灭顶之灾，比如宋亡于元，明毁于清时，士大夫们都曾发出过“亡天下”的悲切
之声，可后来都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了。
这两次亡于异族的劫难和五胡乱华引起的灾难相比，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文明的第一次灭顶之灾，便起源于西晋时的五胡乱华。
我们的文明遭受了外来野蛮民族的侵袭，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这一次民族融合、文明重铸的时间之漫长，融合之艰难，争斗之血腥，都让后世难以企及。
这段历史也是我们俗称的“两晋南北朝”。
西晋王朝八王之乱时，匈奴、羯族、氐族、羌族、鲜卑族如潮水般涌进中原，整个黄河流域成了异族
征服、屠杀华族的修罗场。
而代表华族的东晋王朝则躲在江南瑟瑟发抖。
这一闹，便是上百年，这便是连奴隶也做不稳的年代。
要结束各族混战的局面，要依托强有力的力量。
历史选择了以暴制暴，北魏的道武帝拓跋珪和太武帝拓跋焘爷孙俩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
北朝由此拉开序幕。
要摆脱野蛮状态，则需要蛮族内部有人挺身而出，促进各族融合。
结果英明君主孝文帝元宏横空出世，主动全面推行汉化，北方又回到了华夏文明的时代。
　不过，在六镇之乱后，胡化的潮流再次逆涨，北魏王朝东西两分，迎来了南北朝的三国鼎立时期。
最终北周在皇帝宇文邕的带领下于公元577年攻灭北齐，但随即北周的政权被外戚杨坚所窃取，隋朝于
公元589年渡过长江，轻而易举消灭陈朝，完成三国统一大业。
在接受了这近三百年血与火的洗礼后，我们的民族终于走出了这漫漫长夜，直至创造了隋唐两宋的巅
峰时代。
历史的烟尘虽已遥远，可读史观世，我们近世的百年沧桑与这三百年又是何其相似：近世是我们在西
方船坚炮利下的痛苦转型，那时是先祖在蛮族兵戈铁马下血与火的融合，我们民族的苦痛与那时如出
一辙，而我们的入侵者也是如狼似虎，对黎明的等待同样漫长得让人绝望。
唐徳刚先生说从1840年开始后的这两百年是中国的历史三峡，是我们的文明艰难转型的风口浪尖时期
。
而华夏文明两晋南北朝的三峡之旅更是险象环生，比近世更让人绝望，从商周时代一直传承下来的中
华文明随时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可今天我们还在历史的三峡中摸索，而我们的先祖却已穿越了这三百年的滔天巨浪。
只有懂得那段历史，以此为鉴，我们才能避开眼前的层层旋涡，穿越迷雾。
更值得关注的，两晋南北朝并不只是中华文明的劫难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各大农耕文明的三峡时
期。
在那数百年里，北半球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纷纷南迁，自东向西向农耕文化发起冲击。
在蛮族人的冲击下，各大农耕文明王朝都遍体鳞伤，整个农耕文明都受到了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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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人王朝一样，腐朽不堪的西罗马帝国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最终倒在了蛮族的铁蹄下。
罗马帝国以完全崩溃的形态结束了它的光荣岁月，欧洲重回到了日耳曼人统治下的丛林时代。
罗马大帝国铸就的辉煌一去不返。
也就从此刻起，我们一直领先了西方近千年——因为我们重迎来了隋唐两宋帝国的辉煌，而西方却走
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与西方相比，他们有他们的罗马帝国，我们有我们的秦汉王朝，两者旗鼓相当。
而到了16世纪以后，他们走出了中世纪，我们还是一成不变的帝国形态，从此我们便止步不前。
如今我们的确落后了。
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曾领先了西方上千年，我们还会为这几百年的落后如此妄自菲薄，认为我
们的文明一无是处吗？
所以，了解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在今日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在一样的艰难险阻前，我们穿越了迷雾，领先了西方近千年。
唯有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才会真切感悟中华文明的韧性有多强，包容有多广。
这才是我们建立民族自信心的最好来源，复兴中华大业才不会成为一句空文。
也正是在这三百年的乱世中，我们的民族锻炼出了极强的韧性，如同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香炉里锤炼
出了不坏之身一般。
从那以后，我们虽然经历了宋的灭亡、明的陷落，可我们文明复兴大业的自信却始终存在，从不绝望
，在马下酝酿新的征服。
唯有了解这段历史，才能以古鉴今，穿越历史迷雾，走出三峡的旋涡。
唯有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挺起民族脊梁，才能更深切地明白是府兵制、均田制这些华
夷交融的制度让我们走出了历史的沼泽，而如今对科学、民主、市场这些西方的舶来品更要大胆拿来
。
让《狼图腾》宣扬的“狼血论”滚蛋去吧！
若真是如此，为何面对同样的一群狼，别的民族被撕得粉碎，而我们的民族却能浴火重生？
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折服、教化了那些马背民族，迅速将他们同化，让他们也成为了中华文
明薪尽火传的一员。
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让所有的中华儿女紧紧团聚在一块，能化干戈为玉帛，依然亲如一家。
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让中华子女能坚挺脊梁，傲然面对一切强敌；是它让中华子女能痛定思
痛，励精图治，终于君临天下，让万国来朝。
来吧，征服我们吧，可我们终会让你们拜服在我们的脚下。
一国之民有如此沉痛之历史，一国之民有如此雄厚文明之积淀，一国之民有如此百折不挠之精神，这
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会遥远吗？
看哪，我们中华的赫赫伟业在世界的东方正喷薄欲出，而我们的民族就是传说中那只浴火重出的凤凰
！
（此书写了两年之久，颇费周折。
儿子小树也在此期间出生。
将此书作为小礼物送给这个小家伙吧，当然前提是他得愿意笑纳。
感谢妻儿的陪伴和付出：写东西虽不容易，可碰上家人写东西就更不容易了。
）　　　　　　　　　　　　　　　　　　　　　赵王　2009年4月完稿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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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书文笔流畅，风格鲜明，叙事时娓娓道来，评论时犀利深刻。
在他的笔下，高欢、宇文泰、萧衍、侯景这些尘封于历史中的名字重又清晰起来，那些丝毫不逊于前
三国时期的英雄豪杰，谋臣武将无不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于是我们看到了“功过曹孟，
祸比董卓”的绝世枭雄尔朱荣； 于是我们看到了“千军万马避白袍”的千古一将陈庆之； 我们看到
了挟北魏天子号令天下的高欢，也看到了稳踞关中最终平灭宿敌的宇文泰； 我们看到了奋守玉璧孤城
的韦孝宽，也看到了入阵破敌的兰陵王⋯⋯  百分百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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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三国风云(下):血酬游戏》是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1）血酬理论是最犀利的剖析历史的一刀！
（2）《后三国风云》是比肩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的一个经典读本！
（3）一部讲述中国历史上最乱年代的生存哲学，与付遥的《猎天下》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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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1）是什么让我们的社稷在遭受游牧民族无数次的冲击后，却能岿然不动，而不像其他的帝国会荡
然无存？
是什么让我们的国家经历三百年的分裂之后能天下大统，四海归一呢？
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三百年的剧痛之后能百废俱兴，孕育出隋唐的赫赫大业呢？
读完赵王的后三国，心中一篇豁然。
    ——赫连勃勃大王（历史写作狂人）（2）南北朝的三国鼎立，真是一个彪悍而又梦幻、神秘而又朦
胧的年代！
看赵王文字，彷佛又回到儿时看三国连环画的年月，情不自禁沉醉在那些慷慨激昂、金戈铁马的英雄
传奇之中。
    ——烟霞徐客（3）赵王酣畅淋漓的全新笔法，挥就让人屏息凝神、叹为观止的南北朝全景画卷。
    ——王者觉仁（4）难得好文，需要细细解读之精品。
难得叙事毫不拖泥带水，又构架清晰，难得无狂热热和民族偏见，让人从历史是谎言和历史无用论的
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黛色山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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