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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曹操个人传记，专为青少年而写，通过记叙曹操的政治军事生涯，展现其治国思想。
他一生以汉朝丞相的名义征讨四方，为统一中原做出重大贡献。
他文学作品的特色、创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鲁迅先生评价其为“改造文
章的祖师”。
他可谓多才多艺的一代霸主。

　　青少年读此书，不仅能学习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勇气，还能感受到他“周公吐脯，天
下归心”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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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184年4月的一天，时值暮春，天气有些炎热。
　  在颍川通往京城的官道上，成群结队行走着衣衫褴褛的灾民。
突然迎面传来急促而杂乱的马蹄声。
灾民们慌忙到路旁荒芜的田地中躲避。
　  烟尘滚滚中，这队人马转瞬即至。
为首的是一个其貌不扬的青年军官，在到达灾民前面时一勒马缰，抬手示意队伍缓行，语气沉重地下
达命令：&ldquo;传令下去，管好战马，切勿伤到百姓！
&rdquo;　  天下动荡，盗贼四起，大丈夫生于乱世，当拍案而起。
他早就厌倦了官场的乌烟瘴气，盼望着到战场上真刀实枪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现在，他如愿了。
这个已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军官，终于开始了他第一次带兵实战。
　  这位新上任的骑都尉，正带领他训练的五千精骑兵，赶往颍川前线。
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他心里有期待，也有不安，更多的是对这乱世中流离失所百姓的痛心。
他的心里油然生出一份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
　  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将由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乱世中的一代枭雄。
他更想不到的是，他的王图霸业即将从此拉开序幕。
　  这位青年军官，名字叫曹操。
　  曹操，男，汉族，出生于公元155年（东汉桓帝永寿元年），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人，小名
吉利，又叫阿瞒。
　  传说阿瞒出生这天阴云密布，随着他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
邻居大为惊异，暗叹道：&ldquo;这个婴儿跟天象一体，以后必成大器。
&rdquo;　  虽然说阿瞒出生时天有异象，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尴尬的身世。
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宦官曹腾。
　  宦官就是太监，按理说是不可能有后代的。
可在东汉却有一种特别的时代产物，这便是宦官&ldquo;养子&rdquo;。
宦官的养子也可以成为法定继承人来接收遗产，甚至袭爵封侯。
在权宦的压力下，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关系的&ldquo;合法性&rdquo;。
　  曹腾待人宽厚，从不居功，积极为朝廷推荐贤达人才，在宫廷内外受到一致好评，连著名史学家
范晔都在《后汉书》为其立传。
可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曹腾也未能免俗。
他过继了一个养子，这便是阿瞒的父亲曹嵩。
　  阿瞒出生时，曹嵩已经官拜司隶校尉。
这个官职在当时也是举足轻重的，负责监察京师和地方官员。
除了监督文武百官外，还要负责督查三辅和京师地区。
正是由于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成为东汉末年的宦官和外戚争相拉拢的对象。
　  曹嵩这个人又比较爱财，为人有些吝啬，家中积攒了不少钱财。
所以，阿瞒一出生，就注定了官二代加富二代的身份。
而他又是曹嵩的长子，曹腾的长孙。
怎么看都应该是极为受宠的孩子。
　  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阿瞒可不是一个乖小孩，因为老给父亲惹事，很不讨父亲的喜欢。
　  幼年时的曹操确实是有些不同于其他的孩子。
他相貌一般，甚至有些丑陋，黑乎乎的，但眼睛很亮，很有个性，不爱说话，好思索，性格倔强，不
爱哭。
头脑灵活，做事机敏，胆大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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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让他在同龄的孩子甚至比他大一些的孩子中处于领导地位。
也就是说，一起玩耍的伙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
　  这个孩子王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地位的。
因为阿瞒祖父的身份，刚开始，小伙伴们都有些轻视他，不太愿意跟他玩。
　  不跟咱玩拉倒，小爷自己玩！
小阿瞒并没有感觉有多么委屈，不会因为人家说两句不好听的话而远离人群。
小伙伴们在哪里玩，他只要喜欢，也随时会过去。
他也不因此而轻视自己和家人。
相反，他对自己的养祖父曹腾一直很尊敬，曹腾的处事方法也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他以后的
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相传曹操家附近有条河，河水清澈，小曹操很喜欢下河游泳。
有一天，年约十岁的曹操和几个小伙伴在里面玩耍，突然有条水蛇冲他们游来。
其他的孩子吓得连哭带叫地往岸上逃窜。
曹操见水蛇速度很快，便没有跟着小伙伴们一起逃跑。
顺手拿起一把水草，机警地盯着水蛇，待快到跟前时，迎头痛击，把水蛇吓跑了。
等他从容上岸后，小伙伴们纷纷过来表示佩服。
看着那些惊魂未定的小伙伴，曹操眼睛一转，知道这是一个在他们中间建立威信的好机会，便大笑着
说：&ldquo;我遇到蛟（鳄鱼）都不怕，还会怕一条水蛇吗？
&rdquo;小伙伴们大吃一惊，从此更加信服他。
　  小曹操抓住机会用自己的行动和勇猛赢得了伙伴们地尊重。
不难看出，曹操从小就镇定，果敢，遇到危险不惊慌，能够从容应对。
不仅如此，更加难得的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居然就有这么敏锐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对于稍纵即逝
的机会把握得如此巧妙。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小曹操的母亲去世的很早，父亲毕竟不同于母亲的细心，对他的教育仅
限于在大处的约束，小事上却不严加管教。
这就导致少年曹操个性有些放荡不羁。
　  十二三岁时，他便不再满足于弹弓打鸟，而喜欢飞鹰走狗，骑马到野外去狩猎。
父亲觉得他年龄小，不适合放野狩猎，就处处限制他。
但他放纵叛逆的性格已经形成，便不顾父亲的约束，常偷偷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野外驰骋。
小小年纪，身背弓箭，信马由缰，那广阔的原野，茂密的山林，总是让他感觉心旷神怡，心中生出一
种卓然超群的豪迈。
　  此时是公元167年，东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汉桓帝刘志驾崩了。
更加悲剧的是，他没有留下接任皇位的太子。
这就使得升格为皇太后的窦太后家族的外戚专权成为一种必然。
太尉陈蕃和大将军窦武联手，试图将一直专权干预朝政的宦官一网打尽。
但是这一轮的外戚和宦官的较量中，宦官依然胜出。
朝政很快由新诞生的宦官核心人物张让，侯览等人把持。
　  朝中很多官员由于受到陈蕃窦武的牵连而罢官。
宦官借此机会不断任命新的官员。
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便是这个时候受到了重用。
虽然曹腾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名望依旧在，由于这层关系，曹嵩被直接任命为大司农。
这个任命大大超出了曹嵩的期望。
大司农卿是九卿【知识点】之一，相当于现在正部长级官员，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涉及面很广，农
业、水利、仓储、手工业、商业等等，同时还监管国家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除皇室之外的财政支出
都由大司农卿来调配。
　  位高权重的曹嵩一心希望曹操能安心读书，将来在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
但曹操似乎并不喜欢他给安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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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小曹操并不是不喜欢读书，相反，他很喜欢读书。
他读的书涉猎面很广，天文地理，历史军事都很喜欢，他只是不满父亲和老师总让他们死记硬背四书
五经，所以多少有些逆反心理。
　  说到读书，还有一个曹操跟老师斗智斗勇的小故事，不过正史中没有记载。
　  据说小曹操很烦读死书，偏偏老师很严，经常会让他们背书。
有一天小曹操想了个办法，用竹筒把糯米和红糖搅在一起，做成&ldquo;大便&rdquo;的样子，然后偷
偷放在老师的桌子上。
　  上课时老师果然气的翘胡子，问是谁干的。
曹操毫不畏惧地站起来承认是他干的。
老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皱着眉头说：&ldquo;我讨厌死背四书五经！
&rdquo;看到老师恼怒的很，他又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对老师说：&ldquo;如果老师以后不能再强
迫我背四书五经，我宁可把这些&lsquo;大便&rsquo;吃下去！
&rdquo;同学们都很吃惊，老师也相信他不会吃&ldquo;大便&rdquo;，就答应了他：&ldquo;你若是不吃
，以后就要乖乖背书，不可再生事端。
&rdquo;　  曹操一看老师已经入了他的圈套，心里暗暗得意。
不过表面上还是做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把他制作的&ldquo;大便&rdquo;吃
了下去。
老师在震惊之余，只好信守诺言，果然再也没有强迫他背书。
　  不过后来老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但老师并没有责怪他，反而感叹道：&ldquo;阿瞒是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日必成气候！
&rdquo;　  小曹操的这些恶作剧，在父亲曹嵩的眼中，就是顽劣透顶。
对他的管教就越发严格起来。
尤其是对于他外出狩猎这种事，更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严厉禁止，找专人看着他逼他读书。
但父亲显然小瞧了小曹操的智慧。
父亲的约束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反而想出各种办法来应付。
　  父亲的这些管教举措对一直喜欢钻研兵法的曹操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反而激发了他的好胜心。
与父亲斗智斗勇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既然大的动静会引起父亲的注意，那么就分散作战。
他先是找机会把狩猎的衣服和弓箭悄悄放在外面，然后再趁着读书的休息时间假装遛马把马牵出马厩
，趁着管事人不备，上马快速溜走。
他深知这些人看不住他本身已经失职，是肯定不敢跟父亲去告状的，所以每次他逃跑成功就会在外面
玩个尽兴。
不过与其说他偷偷出去狩猎是怕被父亲看到了责骂，不如说他是怕父亲知道了会想办法把他看得更严
，那样他又要费心去研究对策了。
　  即使他很小心，有一次还是让他的叔父看到了。
　  这天狩猎完毕回家的路上，曹操洋洋得意地跟伙伴们炫耀着今天的成绩。
猛然听到叔父的喝问：&ldquo;你又跑出去狩猎了？
&rdquo;曹操忙说：&ldquo;不是，我刚出来。
&rdquo;叔父冷哼一声，转身往他家走去。
　  曹操暗道：&ldquo;这下糟了！
&rdquo;他知道叔父会很快去跟父亲告状的。
一边快马加鞭从另一条路往家赶，一边转动脑子想办法。
叔父不止一次地在父亲面前打他小报告，每次都会让父亲对他严加责罚。
就算这次能蒙过去，那以后怎么办？
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
　  等到跑回家后，脑中已经有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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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匆匆换好衣服跑到半路等着步行过来的叔父。
在看到叔父后打了声招呼，不等叔父责问便倒地抽搐，做中风状。
叔父见状大惊失色，赶紧跑去找人来救他。
趁着叔父离开的时候，他又赶紧起身离开跑到自家后院跟几个小孩子玩耍。
　  果然父亲曹嵩不一会就找了过来。
问他是不是刚才中风倒地了，他一脸茫然地摇摇头：&ldquo;没有啊，我一直在这里玩，是谁说的？
&rdquo;曹嵩说：&ldquo;是你叔父刚才告诉我的。
&rdquo;曹操很委屈地说：&ldquo;我知道叔父一直不喜欢我，可也不能这么说我啊！
&rdquo;曹嵩沉默了一会便离开了。
　  从此以后，曹嵩便不太相信叔父的小报告了。
不仅如此，对之前叔父打的小报告也产生了怀疑。
　  曹操巧施小计瓦解了父亲和叔父间的联盟，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继续飞鹰走狗扫除了障碍。
这算是个比较成功的反间计。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着常人难敌的冷静和心计，他对于兵法的活学活用很早便开始了。
　  曹操的恶作剧远不止这些。
跟他关系比较要好的另一个富家子，在历史上也是个知名人物，那便是袁绍。
　  虽说两人日后成了敌对关系，更有著名的&ldquo;官渡之战&rdquo;的生死较量，但这毕竟都是后话
。
两人小时候却是好朋友。
经常一起去闯祸，搅得四邻不安。
　  有一次有户人家娶新娘子，两人想了个别出心裁的闹洞房的招。
悄悄潜入那户人家，曹操在院中大喊：&ldquo;有小偷啊！
抓小偷！
&rdquo;众人纷纷跑出来去追扮小偷的袁绍。
而曹操趁混乱，挟持了新娘便跑。
跑出来跟袁绍会合后，又顺着原路返回。
结果因为天黑，袁绍不小心掉到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
曹操急中生智，大喊一声：&ldquo;小偷在这里！
&rdquo;袁绍一着急，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刷地一下跳出灌木丛，两人赶紧一起逃脱了。
　  曹操的机警和聪慧可见一斑。
　  虽说这些恶作剧看起来都比较荒唐，可也不难看出，曹操从小在心计和胆量上更胜袁绍一筹。
这似乎让我们可以预料到日后两人在战场上的较量中会有怎样的结果。
　  在这样放纵游侠的生活中，曹操也慢慢长大了。
由于他从小就对史诗兵法之类的&ldquo;杂书&rdquo;比较感兴趣，等他自己的社会观形成时，便开始
对时事关注起来。
　  虽然说曹操的养祖父曹腾是个了不起的宦官，他也很尊敬祖父，但那仅限于对祖父的为人处世上
。
他对当时宦官专权残害士人的现象深恶痛疾。
凭着想为社会除害的满腔热血，再加上年少时的包天胆气，曹操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以实际行动表示
了对宦官的不齿和愤恨。
　  据孙盛的《异同杂语》记载，少年曹操曾只身前去行刺中常侍张让，被察觉后没有成功。
张让，是专权的宦官&ldquo;十常侍&rdquo;【知识点】之一，迫害了不少清流人士。
虽说这是懵懂少年的一时冲动，但足以看出少年曹操的胆壮气盛，才武过人。
　  少年曹操在同龄人中开始崭露头角，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他能成大业，有些人还是很瞧不起他
荒唐的举动，不屑于跟他来往。
　  当时南阳有个名士叫宗承，字世林，好结交天下名士，家里经常宾客盈门。
曹操几次去拜访他，他都不愿意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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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勉强请他进门了，却又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对曹操主动示好也&ldquo;拒而不纳&rdquo;。
　  但有些人却已经察觉了曹操的匡世之能，知道他日后必成大器。
其中比较知名的两位就是桥玄和何颙。
　  桥玄，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灵帝时初为河南尹，后升大鸿胪、司空、司徒等职，官拜
太尉。
　  在曹操年轻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曾去拜望过他。
他一见曹操就觉得这个孩子不简单，说：&ldquo;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rdquo;就是说，这天下将要陷入战乱了，能够安天下的人就是你了。
并且还把妻子孩子托付给他。
　  这么大的夸赞，让曹操感动不已。
把他当作知己。
在以后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桥玄已经去世，经过他的墓地，曹操前去拜祭还专门写了祭文。
　  何颙曾被宦官陷害，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后来跟袁绍走的比较近，是袁绍五个&ldquo;奔走之友&rdquo;（张邈，何颙，吴子卿，许攸，伍琼）
之一。
还曾跟王允合谋除董卓。
他见到少年曹操时也曾慨叹：&ldquo;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rdquo;曹操对他的评价也很是感激。
　  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肯定了曹操的才华，这对当时年少轻狂的曹操是个很大的鼓励。
像是跟何颙关系比较好的李膺的儿子李瓒，对曹操的才华就很肯定，在将要去世时还告诫他的儿子李
宣：&ldquo;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hellip;&hellip;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rdquo;　  还有曹操的布衣之交王儁，虽然不做官，但是名气很大，后来曹操让他出山做官都不做，
就这样一个名士对少年曹操也是另眼看待，不仅如此，在后来曹操与袁绍对立的时候，他还劝说刘表
离开袁绍归顺曹操。
曹操对他一直很感激。
　  桥玄不仅肯定曹操的才华，更是为曹操的出名出了不少力。
为了让他及早扬名，特意嘱咐他去拜访当时的著名评论家许劭。
　  许劭因看人准而出名。
每个月的初一跟一些有名气的人一起&ldquo;核论乡党人物&rdquo;，称为&ldquo;月旦评&rdquo;。
实际上就是一帮人凑在一起八卦一下，某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事之类。
因为他每次说的都很准，所以大家都很信服他，知名度很高。
很多人都会带着孩子去让他看一眼，看看自己的孩子以后会不会成大器。
　  但他这人非常清高，自诩名士，瞧不上的人却不愿去评论人家。
曹操很不幸，就是他瞧不上的人之一。
　  曹操带着厚礼去拜访了他很多次，他都不愿给他个评价。
曹操知道这个人的一句话对他以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越发不肯放弃。
于是曹操就发挥了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拜访他，一定要他给个&ldquo;说法&rdquo;
。
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很不情愿地给出了自己的评论&ldquo;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rdquo;。
　  还好许劭虽然清高，但不说假话，也不敷衍，否则如果随随便便给个什么&ldquo;成不了大
器&rdquo;之类的评论，说不定真会断送了曹操的立业之路。
可惜许劭看人准，看世事却不准。
他大概还以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个&ldquo;清平之世&rdquo;，曹操会成为一个&ldquo;奸贼&rdquo;，否则
如果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乱世中的&ldquo;英雄&rdquo;，岂有不待见之理？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评论确实是一个&ldquo;双赢&rdquo;的评论，曹操因为许劭的这个评论而闻
名与当世，许劭因为给出了这样一个评论而留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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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时的曹操确实有些任性，跟袁绍那些富家子弟一起做的很多事情都比较荒唐，但也充分显示
了他的机敏和胆略。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游历所得，他对整个时局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有了桥玄等人的鼓励和许劭的肯定，从那时起就立下了&ldquo;匡世之志&rdquo;。
于是他收起玩心，博览群书，研读诸家兵法，积极为着他的乱世英雄之梦做着准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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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起于行伍之间，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他也曾年少轻狂，不修学业
，而官渡之战却奠定其北方霸业，天下归附者不计其数。
他纵横乱世，战功赫赫，被称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他就是大汉魏王、一代枭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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