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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
这是个被不同时代的人问了干百遍、注定有无数个答案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下，再问一次，仍有必要。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历史的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和政治借鉴功能被拔得很高，放得很
大。
从孔夫子作《春秋》，历史便不仅仅是个时间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成了寓褒贬、明善恶的东西。
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写你好，就流芳百世；写你坏，就遗臭万年，历史的作用，大矣哉！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乃至后来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同样坚持了孔子的春秋笔法
，循吏、酷吏、忠臣、佞幸，把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京剧的脸谱，一眼就能看出好坏。
历史对于现实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也在历代“正史”中被始终强调和不断抬高，成了修史、读史的
重要目的之一。
到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干脆将历史书变成了政治课本，以“资治”为要义，皇皇巨著直接成
了帝王施政的政治参考书。
    凡此种种，当时看，自有它存在的意义，这算得上是对历史认识上的大传统。
    与官方的宏大叙事不同，对历史，贩夫走卒，芸芸众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临江仙(明·杨慎所作)说得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老百姓看历史的态度。
读历史，从中学到了人生智慧、处事的道理，固然好，没学到，也无所谓，看小说、听评书、赏戏文
，图的其实就是一个乐儿。
这，算是民间的小传统。
    时至今日，对于历史，这两种传统还都在起作用。
从小到大，历史教科书总是告诉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
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话没错，与我们过去的大传统，一脉相承。
但对于个体而言，很多时候不会目的性这样强，也不太可能时时刻刻想这么多。
捧起本历史书就先想到如此众多的伟大意义，书得多重，哪里还拿得起来，读得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回归到小传统中去，用平常心、正常心，来看待我们的历史。
书读得多了，如果不自觉中生发出了那些积极情感，自然是善莫大焉。
没有，也没关系，长了知识，多了见识，甚至是娱乐了一把，也是件好事情。
    今天，科技发达，经济发展，对个人来说，安身立命的方式多多，早已不是古时候皓首穷经的时代
，没读过“二十四史”，不丢人，很正常。
而且，就谋生来说，学历史，远不如学门技术好使。
打个比方，工具性、技术性的学科好比面包，生活中离不了，不学它们，难找工作，生存都成问题；
而历史乃至一切艺术，不学习，不了解，生活照旧，无关性命。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学科和知识全无意义，就拿历史说，它更像维生素片，不吃照样活，但吃点儿身体
好。
读点儿历史书，我相信，对你的生活一定有好处。
    哕唆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带给大家的这些文字，您最好也能当成维生素片看，它们不是
什么必备之物，不看对生活也绝无影响，但要是您拨冗看上几眼，一定会觉得有所收获，有些益处。
    说到这儿，该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了，您自己判断，它们够得上够不上是维生素。
    “长话短说中国史”是个系列，计划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清朝结束，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
代史。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
如果您愿意等，我就尽可能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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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之前，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照着这些规矩写，也就有了这套书的一些特点。
    1．简明扼要，长话短说，绝不拖泥带水。
当前通俗说史的读物不少，常常是一个朝代六七本，虽说有不少好作品，但也有不少，车轱辘话来回
说，主次不分，兑水严重。
所以，我这部“长话短说”系列，特别注意了突出重点，避免繁冗，争取让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
了解尽可能翔实的历史。
也就是说，长话短说，并不是没有历史细节，我尽量做到该细讲的地方细讲，该略述的地方略述，努
力达到详略得当、繁简适宜。
    2．文字通俗生动，有文学性，但绝不戏说，更不恶搞。
书中所讲的历史事件、人物，均于史有据，不虚构，不演义，更不编造杜撰，在细节方面，做了文学
化的描写。
此外，抛弃了当下一些通俗说史读物为搞笑而搞笑的做法，对历史保持了平和、严谨、尊敬的态度。
一味搞笑，甚至不惜为了搞笑随意联系现实、胡乱解读历史，这种方式，我不喜欢，也不做。
    3．书中融入了我自己对历史的一些思考，希望大家读后不仅仅得到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对历史有
不同以往的认识。
这些思考和认识只是“一家之言”，绝不是什么标准答案，看完了，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您自己的事
。
但我希望，您也能和我一样，读完以后，产生出些想法，生发出些感慨。
    再简单概括一下这套书的特色，那就是：    轻松，但绝不戏说；    浅显。
但满含思索；    欢快，但也流露悲悯；    有笑，有泪，有历史的豪情与寂寞。
    总之，我希望这是一部看上去轻松。
但其实有重量的书。
    能不能做到，只有看过后您才能做判断。
    鉴于这套书的写法和上述特点，我觉得，这是一套适合不同年龄层次人群阅读的书，中学生能看，
大学生也能读，孩子看不觉得深，大人看不觉得浅。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设想，是不是这样，能不能做到，最终还是读者您说了算。
    最后我想说，读这套书的过程中，如果您笑了，哭了，感动了，领悟了，其实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带给您的。
    老孟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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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话短说中国史·春秋霸业》是“长话短说中国史”系列的第一部，从传说中的黄帝讲到春秋末期
，历时两干多年。
不过，商朝中期以前，传说多，信史少，我尽可能略讲；商朝中期以后，特别是春秋历史，是我重点
讲述的部分。

春秋时期，周天子威严扫地，成了摆设，从郑庄公开始，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晋文公、秦穆公
、楚庄王、晋景公、晋悼公、楚共王、齐景公、吴王阖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想当霸主或是当
上了霸主的诸侯代不乏人，诸侯争霸成为春秋历史的主线。
其中，又以晋楚的争霸最为激烈，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一北一南，互不服气，缠斗了一百多年。
到春秋末期，北方的齐国再次崛起，南方的吴越两国更是进行了残酷的争斗，上演了春秋争霸的最后
一幕大戏。
争霸过程中，各国或拼实力，或斗计谋，或决战疆场，或运筹帷幄，演绎了一个个传奇而精彩的故事
。

春秋还是个权臣辈出的时代，就像诸侯架空周王一样，实力强大的卿大夫也将诸侯国君玩弄于股掌之
上。
鲁国有三桓，晋国有六卿，赵盾、栾书、崔杼、庆封，这些名噪一时的人物，或强横，或阴险，或残
暴，或狡诈，导演了一出出弑君灭族的血色戏剧。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贵族礼仪的崩塌相伴，是其最后一次华丽凄美的演出。
尽管杀伐不断，诡计迭出，但关乎正义、尊严、名誉、气节的故事，仍一幕幕上演。
春秋阴霾灰暗的天空，终不能完全掩盖道德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

总之，这是一个神奇瑰丽、宏阔大气的时代，洋溢着我们这个民族少年时期特有的率真、野性、进取
和高贵的精神。
阅读春秋，走进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你的心情一定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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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岩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史学硕士。
从事出版工作十多年，资深编辑，副编审。
近年来致力于大众历史读物的写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和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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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国大军直逼宋国边境，宋殇公慌了手脚，赶忙找司马孔父嘉商量对策。
孔父嘉还算沉着，说：“大王您别急，郑国不是进攻我们吗，我们去联合卫国和蔡国，进攻它的都城
。
郑庄公听说他的都城被围攻，一定会撤兵回去救援。
郑国一撤，齐国、鲁国也一定撤军。
”孔父嘉这招够狠，和后代的围魏救赵是一个路数，厉害。
 宋国使臣到了卫国，把这层意思一说，卫宣公马上就同意了，他派出军队和孔父嘉率领的宋军合兵一
处，直扑郑国都城。
 三国联军这方面进展顺利，郑军与鲁军、齐军配合，攻下了宋的郜城和防城。
这时候，宋卫联军攻郑的消息也传来了，郑庄公不得不赶紧回师。
临走前，他将郜城和防城都给了鲁国。
鲁国很高兴，齐国很钦佩，都觉得郑庄公做事公正，有领袖范儿。
庄公确实有雄才伟略，不贪图一城一地，不过话又说回来，郜城、防城离郑国远，就算不给别国，自
己以后也很难守住。
做个顺水人情，让两个盟国高兴高兴，实在是上上之策。
 等郑庄公率军回到郑国，孔父嘉已经撤围了，正在攻打一个小国，戴国。
戴国怎么招他了？
原来，孔父嘉在郑国都城之外大肆抄掠了一通后，决定撤军。
途中经过戴国，要从戴国借道。
宋卫联军，兵车两百多乘，让戴国大开城门让他们过去，戴国国君总觉得他们别有用心，实在是不敢
。
孔父嘉大怒，于是率军攻打戴国。
 戴国正疲于应付的时候，郑庄公的军队来了。
戴国人看到了救星，赶快打开城门让郑国军队进来。
谁知道郑国人一进城，干净利落地把戴国给灭了，戴国国君逃往秦国。
郜城、防城可以不要，眼皮底下的戴国不能不要，郑庄公有自己的算计。
 郑国军队一举拿下了戴国，随后他们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等着宋、卫等国的联军。
孔父嘉带领的联军忙活了半天，寸土没得，反倒是郑国人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戴国给吞了，这口气，他
如何咽得下？
可咽不下也没办法，糟心事还在后面呢！
郑国的军队突然向孔父嘉发起了进攻，宋卫联军大败，狼狈不堪地逃了回去。
 打败宋卫联军以后，郑庄公决定讨伐郧国和许国，理由还是挺正当，说是当初周王命他们一起讨伐宋
国，他们没去。
结果是，郧国被灭，给了齐国。
公元前712年，郑国联合齐国、鲁国讨伐许国。
许国也是个小国，不禁打，很快就被拿下。
许国到底给谁，三个战胜国推让了一番，正这个时候，许国的大夫百里带着许国国君的弟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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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话短说中国史”系列的第一部《春秋霸业》和第二部《战国争雄》，我写了一年多的时间。
工作繁忙，家务事也不少，想要写点儿东西，只能孩子睡后再点灯熬油。
一年多来，与孤灯为伍，和残夜相伴，可谓备尝辛苦。
如今，书稿既成，批检校阅，甚感欣慰。
    书稿即将付梓之际，照例要感谢很多人，家人朋友，领导同事，但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是我所在
的单位。
这是这里自由融洽、宽松包容的氛围，让我产生了写作该书的想法，也给我创造了写作该书的可能。
现在，这本不厚的小书能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单位给予我的这个环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参阅历史文献与今人的著作多部，择其要者列示如下：《史记》、《资治通鉴
》、《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马庸)、《战国
史》(杨宽)、《国史大纲》(钱穆)、《中国通史》(傅乐成)、《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秦诸子百家
争鸣》(易中天)、《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话说中国·列国争雄》(陈祖怀)、《秦始皇的秘密
》(李开元)。
    此外，还参考阅读了网络上的相关资料，不能一一列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中国历史悠久浩繁，我虽尽其所能，然学识浅陋、天资驽钝，书中的错漏之处一定不少，读者阅读
中如有所发现，欢迎给我指出来，以利于我今后学业的长进。
读者在阅读中如有所思所想，也欢迎与我交流。
任何批评、意见、建议和感想，请发我邮箱tianxiwater@sina．com或QQ：945422367。
不胜感谢之至！
    老孟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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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话短说中国史:春秋霸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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