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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凶猛：秦虎狼，并天下》内容简介：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秦王政在
这一年完成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
他设天下三十六郡，西至甘肃宁夏，东到大海，北含辽宁内蒙，南及闽粤，天下黔首大安。
秦王政遂自比于“三皇五帝”，以为上古未有之功烈，乃自号皇帝！
至此，天下风高草长，日子何其悠扬苍茫。
青铜啊，霸主啊，天下之君顿戟一怒啊，秋风黄叶伏尸百万啊，沉者自沉，浮者自浮，都似一江春水
，向历史深处流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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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潇水，本姓张，叫守春。
仪表修欣。
每自比于云中鹤，时人英之许也。
生于1972年，出生时并无异兆。
四岁时老家唐山地震，震后暴雨如注，爹用竹竿挑起床单四角与雨搏斗，合家避雨于床单下，四面雨
线滂沱，有诺甄方舟之感。
十七岁八清华读书，甚至留了披头长发，爹来学校时被迫剪短。
毕业工作，两年后始知发愤，辞职回清华北门破庙内读英语，一年后赴美国，时已二十六岁矣。
在美游历读书三年后，拒绝资本家低薪聘请，毅然回北京做事。
　　潇水是国内趣味历史写作的开山鼻祖，以“反无趣”和“反没智慧”为口号，笔下没有孔夫子《
春秋》的微言大义，没有大段的说教，没有正确的废话和似是而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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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前295年）公元前307年，当秦武王因为逞能举鼎绝膑而死，北
方的赵国趁着秦国无暇干预其它国家内政之机，利用外无秦忧这一短暂的和平环境，谋划了一场惊世
骇俗的变革。
当时赵武灵王三十来岁，雄姿比较英发，在信宫召开全国郡县级干部会议，地点是在河北邯郸以北四
十里。
据史书记载，这个会议一连开了五天。
。
大臣们黑压压地侍立了一片，手里都拿着笏，身上还挂着一条领带——当时的领带跟现在不一样，不
是系在脖子上的，而是系在肚子上，叫“蔽膝”。
你去看秦始皇的画像，他的肥肚子上就有这么一条，这是当时当官者的标志，凡人不能有的。
这个伟大的领带来路崇高，是远古时代人们腹下那条遮羞布的遗迹。
大臣们必须前倾，使这个“领带”下垂，以示对国君的尊敬。
另外，手里如果捧着国君给他的东西，即便很轻，也要表现出好像很重的样子，而且必须捧在胸前。
总之当时当官必须会表演。
举例来讲，这帮人上殿有讲究，上殿要快，表示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还要足不离地——那就只好足尖
举起，脚后跟在地面上拖着走，如车轮不离地，衣裳下边要像水流一样，基本跟企鹅差不多——这就
叫做徐趋，事先要在家里练台步的。
赵武灵王开口讲话。
大臣们赶紧记笔记。
赵武灵王讲的，都是关于三胡的时装。
大臣们的笔记就记在笏上。
笏其实是个笔记本，臣子在国君面前指画陈说前，要把该说的话用毛笔写在笏上，走近国君，照着上
边念。
赵武灵王在上边谈国际形势的时候，大臣们则赶紧像现在干部一样，立刻捏起笔来作笔记，也记在笏
上。
也不知是真懂假懂，凡都记上了。
笏板儿面积不大，记不太多，好在当时写字也慢，一个字要画半天，不用担心开会没事干。
赵武灵王所说的三胡，就是那些可恼的让人防不胜防的游牧民族，大号“林胡、楼烦”，还有“东胡
”，合称三胡。
三胡物质文明不够发达，特点是做饭没有锅（因为缺少金属），于是就拿大树皮折成船形，注满水，
把肉和野菜放进去。
再在一旁的火堆上烤石子，石子热了，扔进这船水里，慢慢把水烫热，这叫做“石煮法”。
石煮法适合做鱼和虾，鱼虾比较爱熟，现在饭馆里的“桑拿虾”就是这种做法。
桑拿虾是一道很有古风的菜啊，却起了洋名。
有时候三胡还用动物的胃装水，把热石子扔进胃里，把水烫开了，涮着羊肉吃，这是“兽胃石煮法”
。
都战国时代了，还有人这么吃饭，真有神农氏的遗风啊。
三胡因为没有锅，所以经常纵骑南下，对赵国骚扰抢掠。
每当三胡骑士像一条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前来抢锅）时，纵然号称“勇
武任侠、放荡冶游”的赵人也硬是望草兴叹，因为三胡身着短衣长裤，精于骑射，进退神速。
而赵人的作战服装则是：宽领口、肥腰、大下摆、大袖子，外面罩上结扎繁琐的笨重盔甲，基本上像
个臃肿的圣诞老人，何谈追蹈冲刺、游戏漠北呢。
当时中原人穿的衣服叫“深衣”。
深衣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可以想象一块三角形的大布，把它披在身后，顶点与脖子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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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开始穿：把大布的右下角绕过双腿前侧，包到身子左侧去，再把大布左下角同样绕过双腿前
侧，裹到身子右侧后方去。
再用腰带束住。
人被卷在里边，就像一个蛋卷冰淇淋，不过线条倒是很美的，这就是深衣了。
走起路来，翩翩生风，再挥舞起大袖子，好似一个花蝴蝶。
注意，包冰淇淋的时候，顺序千万不能包反。
包反了的话，就是死人和夷狄的装束啦。
这样的蛋卷冰淇淋服装，不但迈不开步子，也骑不了马，而且冬天不舒服，冷空气从下边钻进去肆虐
，腿子都冻青了。
所以，小腿上要包一个套，叫做胫衣——胫衣只罩小腿，是从远古时代的绑腿发展过来的，也叫做“
绔”。
绔这个东西因为穿在里面，所以不需要用高级布料，除非这家人特有钱，丝绸多的用不了，也会用细
绢作“绔”，纨绔子弟就是这个意思了。
赵武灵王要做的，就是把包在小腿上的胫衣向上伸展，包住大腿成为裤子，以便像三胡那样骑马。
当然，下裳改为裤子，但上衣还是类似袍子，下摆很长，罩盖住下面的裤子，后来的中国人都是这么
穿衣的。
赵武灵王看着大臣们拖泥带水的深衣，说：“我们赵国，东边有强敌中山，频频来犯；东北有燕国、
东胡，人多势众；西北有林胡、楼烦，精于骑射；正西有强秦，虎狼之国；远东有齐国，国富兵悍。
如此强邻环伺，我们是首选的俎上之物。
可我们却没有强兵以自救，社稷危亡，朝夕之间啊。
”（看！
动员下属变革，第一步是要吓唬他们，使下属产生urgenee——危急感）。
众臣听了，危急倒是危急了，但都心怀鬼胎，皆不作响。
赵武灵王吐出石破天惊的一语：“强兵是当务之急，寡人——要——胡服！
”胡服？
你是说穿上细脚零丁的裤子，脑袋上插两个又粗又长的白貂大尾巴，毛茸茸，长乎乎，披在后背。
鬼啊——！
太不合传统了吧！
群臣们全部shut　up，不肯接话，以沉默对抗离经叛道的主子，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同意！
只有楼缓一个人站出来称“善”。
但是他的“善”声很快被迂腐古板的群臣们的白眼儿打得七零八落。
赵武灵王泄气了，看着这班头脑僵化的干部，苦笑着心想：如果白痴会飞，那赵国的朝堂简直是个飞
机场。
老臣肥义想鼓励他，但是碍于很多大臣和贵族都反对胡服（事实上，这些贵族们很有势力，后来干脆
干掉了离经背道的赵武灵王），肥义不敢在会堂上附和，只得在散会之后私下赞同说：“古话说，愚
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愚蠢的人啊，人家都大功告成了，他还看不出那已经成功了；聪明的
人呢，事态未萌发之前，就看出这事有戏啦。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所以您没必要跟他们讨论。
我看您就立刻下令吧！
”从肥义的话中看得出来，众人都是反对胡服的。
于是，赵武灵王硬着头皮，在群臣的普遍抗拒中，颁布了前无古人的“胡服令”：要求政府机关干部
全体、功臣贵戚、全军指挥员、战斗员（但不包括老百姓）像胡人同志学习，穿胡人的裤子。
轰轰烈烈、惊世骇俗的胡服运动展开了。
赵国通过这次时装革命强大起来，却为赵武灵王埋下了定时炸弹。
不过，赵武灵王搞出的裤子，其实是开裆的。
中国人穿了很久的开裆裤，直到汉朝以后才慢慢过渡成死裆裤（叫做“穷裤”），于是也就可以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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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了。
在此之前，不能坐椅子，必须跪坐，以免露点。
有了椅子，桌子也就随之高离地面了，而不是战国时代的几案了。
人们对房间内空间的使用，也逐渐升高了，像今天这个样子。
脑袋上也要改，赵武灵王以身作则，把胡王的王冠扣在自己脑袋上了：冠顶装饰了黄金的小蝉（蝉是
胡人的吉祥物，北方常出土金蝉、玉蝉），两条貂鼠尾从冠的两耳垂下直达胸前。
因为有金蝉和貂尾，所以叫“貂蝉冠”，基本上就是戏台上“韩昌韩延寿”　（即粘罕）的帽子。
赵武灵王戴着韩延寿的帽子出来，简直就是“赵狼主”了。
赵狼主登上朝堂，往下一看，大臣们也都换了，武官的冠最是漂亮：颌下用青丝绳勒住，冠上有一圈
缨子举着，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
不能随便抓只野鸡就拔毛，必须用“鹞”的毛。
鹃这种野鸡我最佩服了：它本性猛烈，专产于山西上党，勇猛好斗，每所攫取，应爪摧碎。
如果两只放在一起，就会斗，直到斗死一只为止。
用它那赤红的鲜艳尾羽插在武冠上，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这可苦恼了鹃鸟，因为尾巴漂亮而招来杀身大祸。
不光胡人和赵国武官的冠上是这东西，汉朝以后的骑士冠上也是这个。
这么滥用下去，还不给捕杀光了。
到了清代，六品以下的顶戴，仍然是这种鹃尾，叫做蓝翎。
可见这种鸟大清朝时还没有灭绝，真能挺啊。
但我估计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普通士兵脑袋上也换了，戴上了胡人的帽子。
帽子不同于中原士人一贯的冠。
冠这东西，没有什么实用，就是一个圈儿或者棍儿，弄在脑袋上，类似孙悟空的紧箍圈，只表示身份
，不能保暖，最多可以束发。
但是胡人的帽子是暖额、防风沙的，其“爪牙帽子”是用动物皮革做成，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
赵武灵王改用黑色绫绢做，给±兵戴在头上，类似现代的护士帽。
老百姓也喜欢把这种帽子戴给胎毛稀疏的小孩子。
但是大人的老百姓不戴，大人老百姓还是戴块抹布，顶在头顶上，叫巾帻。
士兵的脚上也要改——就是靴子，这也是胡人的专利。
中原人不穿靴子，中原人穿履。
履的面料是麻的、布的，有钱人穿丝面料的。
由于深衣都垂到脚面上，所以履的鞋帮很低，低到露出了大半个脚面的地步，轻盈倒是轻盈，但是跑
起来很不跟脚。
战场上更是泥泞，泥土常把这美丽的履给弄脏巴了。
倘跑在石子上，还要硌脚——因为鞋底是布做的（纳着密密的针脚）。
总之，履适合民间不适合战场。
如果在履底下再加一层木底，倒是可以防范泥巴，也不硌脚了，那就是屐（日本人现在还在穿木屐）
。
木屐虽不怕泥路，但这样的硬底不能弯折，穿上后只能像日本美女那样摇着屁股走，在公子哥家的花
园里固然是好看，但战场上这么走就保不住命了。
胡人穿的则是皮靴，软硬合适，防泥善跑，可骑马可走路，骑马的时候，就用高简靴，一直护到膝盖
下面。
靴简表面还装饰着几十个、上百个青铜泡，晶莹闪亮，威武夺目，好像磷光闪闪的大马哈鱼。
经过赵武灵王改革，靴子慢慢走入军队和民间，男女都有穿。
隋朝以后，官员们必须穿靴，叫做皂靴，是皮的。
皂靴好处很大，踢老百姓屁股的时候，比较给劲。
总之，帽子、靴子、裤子，现在我们穿的，都是骑马民族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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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7年，赵国战士都穿上了骑马民族的漂亮靴子，头上戴爪牙帽子，上身短衣，下摆及腰，外披
轻甲，腿穿现代化的裤子，手持长戟，丰姿飒爽，奔驰沙场，游击嬉戏，实在是酷呆啦！
但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有人反对。
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就是个老脑筋的反对派兼贵族。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六国都是贵族政治，公子成这种贵族（王族的亲戚就是贵族）势力很大，君王
都要给他面子。
他们担任朝廷要职，全仗着一个好出身，实际比较腐朽，最终扼杀了赵武灵王的改革。
公子成故意在家中装死，不肯上朝，嘴上还振振有辞，大意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不求别人，
都是别人大老远跑这儿来取经。
我们却舍此高级文明不用，而因袭远方野蛮之服，更易古人的教导，背离中国的传统，总之，不可以
！
宁可在家装死。
赵武灵王闻言，亲自跑到公子成家里，对这个朝中显贵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
赵武灵王说：“显贵啊！
啊不，王叔啊，我们赵国是个弱国，一直被三胡和中山欺负。
胡服骑射，远可以备三胡，近可以报中山之怨，上可以雪先王之耻。
您作为亲贵老臣，不能体会开国先主的苦心，却应中国之陋俗，违逆先主北向驱胡的大愿，忘记国家
之大耻，这不是寡人所期望于您的呀！
”一席动情的话，说得公子成腾地从床上爬起来，再三拜道：“老臣愚蠢，不能通达先主之意，妄出
世俗浅言，干扰新政。
从今以后，老臣不敢不听命！
！
”说完泣下。
观者无不感慨。
赵武灵王赶紧拿出一套现代化裤子给他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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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凶猛：秦虎狼，并天下》：所谓明清那些事儿，无非权谋厚黑“吃人”史，而先秦时代才
是中华民族大形成大解放大彪悍大有趣之光辉岁月。
忠于历史绝妙好读，纸上谈兵赵括挥刀自宫，语文老师荆轲功败垂成，秦王政转职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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