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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条浩瀚的文明长河，她是每个国家史事的见证。
在这个史册里面，我们的华夏民族从开始繁衍生息，到创造文明社会，每一段历史文明都值得中国人
骄傲和炫耀。
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伟大的先人用手一点一滴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历史文化行程自然也经历这样两个阶段：一是创造人类；二是形成社会，统一国家。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也就造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这个也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阶段
，当然我们的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春秋在我们这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中，也只是占那么短暂的一小段。
在我们璀璨的文化中，经历这二百五十五年对于我们近万年的文明历史来说，显得是那么短暂和渺小
。
但是对于春秋中这段迷人的历史，我想每位热爱历史的人，都会把这段作为学习历史的重要史料，是
一定要读的一个时代，它是我们华夏民族真正的根源所在。
    春秋也是我们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分水岭，它蕴含了我们中华民族最优良的传统和风情民俗。
    这个时代涵括了太多史实故事，被后人作为典故流传。
《春秋》中一共记载了十二位鲁公，该书也是把这十二位鲁公作为十二个篇章来写的，当然更多的是
春秋这个时期背后的那些故事以及文化传承，也是礼制最后的繁华阶段。
    春秋中贯穿了太多的礼制、大小诸侯王的修养和为人、关系复杂的春秋人物、绕口的名字等，春秋
是一个迷人时代，许多今日的习俗、礼节、俗称、谚语、成语都出自这个时代，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值
得大家研究学习的时代。
    春秋也是我国第一个“乱世出枭雄”的时代。
雄霸一方的诸侯，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他们到处搜罗门客，他们时刻想着壮大自己，为的是称
霸中原、争夺霸主地位。
    但是他们又从来不超越西周周天子规定的制度，而却时刻都做着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和周天子在
同一个级别上。
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思想中，才形成了我们国家一个最具有特色的时代。
    这个时代出现了多少位谦谦君子和苟且小人，现在是无法统计了。
假如把春秋扩大到全球化，它可以囊盖全世界的历史，无一不出其中，我们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印证
和典故。
这就是春秋的魅力，也是我们最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
    就连东汉武圣关公关二爷落魄走麦城的时候，也不忘夜读一本《春秋》，而至死，成为了一代神圣
。
《春秋》中一些故事在岁月的洗礼中，一次次被升华，其中很多的礼制和事件被我们今天所接纳传承
，变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源。
直到今天每个传统节日和一些地域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制度，都是我们春秋遗留下来的习俗。
    一个文化体系流传三千年而不改变，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是真正的文化。
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原因，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点。
当我们优良的传统和文化被一次次出口，变成外国人的文明传统。
我想我们的史学界应该有许多触动吧。
人生亦如这样的流水年华，短暂流过。
如今回头去看时，春秋已过将近三千年，留给我们太多的经典内容，值得我们再次学习和思考。
    虽然记载春秋的书籍很多，但大多都是文言文，更多是纪年、史实、占卜、神话、迷信思想的融合
，笔者在去除了这些迷信的思想内容同时，整理了纪年和史实等一些有用资料，比如关于礼制和玉器
文化的部分，作者更加深层地考证了这些制度，使读者更容易接受这些内容。
    春秋魅力无穷，但也错综复杂，一般读者在读春秋时候，容易被搞得晕晕乎乎，不知道人物和事件
之间那么多不理解的问题，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号，这都源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是我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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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最精简的语言。
我们看看《左传》记载中第一个开篇鲁隐公元年，也就是该书的第一个章节。
《左传》的记叙方式是以经为主，然后以传述意。
我们来看看这开篇文章，传文六十八个字，经文七十五个字。
这样一百四十三个字，就把这一年事情都给大体记录了下来，这里需要太多的资料辅助才可以读完。
作者把这一年的翻译记述，要用将近五千字才能来阐述清楚。
    又如《左传》经中“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短短九个字，作者用了两千字来解释这个战争。
这就是读史的一些难度，所以该书才用最简单语句，来阐述最精简的语言。
这也是对《春秋》最大的一个改动，对于我们今天普及教育和知识理解，还存在许多的难点。
    尤其今天是一个速食文化的年代，读者多不愿意繁琐的去查书、翻资料。
因此该书在完全遵循事实的记录上，变化成了一本通俗的读物，更多是加入了今日新时代的新鲜时尚
元素，把这些我们今人通俗易懂的事情来比喻我们过去的年代。
这样利用古今对比、相互穿插印证，来阐述春秋这个远去的时代。
把繁杂、枯燥的文字变成了白话搞笑的故事，以寓乐于教的方式，倡导中华文化。
为我们新一代的教育培养文化基础，多么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把我们这些年
来丢失的文化重新找回。
或许，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就在这里被发现，我想那一定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吧！
    读史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读书角度，每个人读史都会读出不一样的感受。
这就是历史带给每个人不同的版本，谁都无法真正解析历史。
该书也是作者在闲暇之余，研究玉器背后文化的时候，调侃历史的一本读物，中间读者能够读出什么
？
又能悟到什么？
我想这都由读者们自己去解读和理解了。
毕竟当今通俗的大白话和我们先人的语言有许多的不同之处。
加之自己解读历史的能力毕竟有限，内容会有一定出入。
望读者和前辈同仁给予一些建议，以补自己的遗漏。
至于书中的内容和本人的一些观点，也只有靠读者自己去验证了。
    冯翔    2010年7月18日于古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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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一共延续了五百多年，一般是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222年。
但也有另外的计算方式，那就是按照平王东迁这一年公元前770年算起，到公元前256年截止。
而五百年这个算法是从周平王去世，按照鲁隐公的元年算起，一共五百年，这就是春秋和战国时代。
本书《这样读春秋》叙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最前面二百五十五年内的故事。

　　《这样读春秋》由冯翔、王丹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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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小人之举 僖公三年，春秋第六十六年，公元前657年 秋天，齐桓公、宋桓公
、黄家、江家在山东好汉武松打虎之地——阳谷开始谈判，基本的内容是攻打楚国，帮助老郑家。
 楚军打得郑国可不轻，郑文公打算和楚家谈判和好，低头认错。
他手下孑L父说：“老东家啊，人家齐桓公到处张罗着，帮咱联合打楚国，你不吭声不言语地就和楚
家和好了。
这样做不地道啊，失信于人，可对咱的口碑不好啊。
”这个郑文公真的就不咋地，表面上答应了孔父的说法，可不久就动摇了，向楚国俯首称臣了。
同时也导致了后来的一些战争，把郑国搞得很狼狈，那是后话了。
 冬天，齐桓公和小媳妇蔡姬在小河中划船，看来这个冬天不太冷啊，齐桓公的雅兴也不小。
蔡姬可能是因为高兴，就在小船上得瑟，把小船震得直晃悠。
齐桓公胆子小，让蔡姬停下来。
可这个小媳妇撒娇，就是不停，齐桓公大怒，就把蔡姬赶回了娘家——蔡国。
本来是小两口闹别扭，劝劝就拉倒了，可是蔡国呢？
接着把蔡姬改嫁给了他人，这下可惹恼了齐桓公，于是把蔡国打得七零八落。
唉，看样子，两口子闹着玩也能出大事啊。
这就是春秋。
 第四节最毒妇人心 僖公四年，春秋第六十七年，公元前656年 春天，齐桓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因为蔡国改嫁了蔡姬，齐桓公脸上挂不住了。
于是在齐桓公的带领下，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联合策划，攻
打蔡国。
那么个小国，哪里禁得住“联合国”的部队进攻，打得那是一个惨啊。
齐桓公打败了蔡国后，就到了楚国边境帮老郑家和周天子攻打楚国。
这一仗打得可真够远的，多国部队攻进了楚国。
这下楚国可害怕了，要求和谈。
管仲把楚成王大骂了一番，随后两家签订了条约。
内容无非是楚家赔点东西，别再和周天子、老郑家作对了。
这就是齐桓公的能力和水平。
 这年老晋家也出了点事，自打晋献公喜欢上了小媳妇骊姬后，就被这个媳妇的枕头风吹得一直想换太
子，前面也有介绍。
于是晋献公就把自己前面媳妇生的孩子，全部给发配到了远离京城的地方当地方官去了，一心想把太
子申生给废了，立小媳妇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
 终于这个心肠特坏的小媳妇找到了一个机会，就骗老大申生说：“你该给你妈上坟去了，我梦到你妈
托梦了。
”这申生特别孝顺，就听了后妈的话去上坟了。
 古代有讲究，也是礼制中最高贵的一个规制。
就是家庙上的祭祀品、贡品要孝敬长辈，尤其是祭肉，这是极其高贵的东西，要给级别高、档次高的
人享用。
我们在前面和后来的故事中都有因为祭肉而发生的故事，郑庄公为了祭肉和周天子闹过别扭；周天子
把祭肉给鲁家而得罪了齐家；孔子就是得不到祭肉，知道自己不会被鲁国重用。
这么孝顺的申生自然不会失去了这个礼，回来后就把祭肉拿出来给老爹晋献公送去了。
谁知老爹出去旅游没回来，就把肉放到了小妈那里。
后来老爹回来，发现肉不对劲啊，喂狗狗死，人吃人亡。
其实这是骊姬下了毒，来诬陷老大申生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骊姬下的毒。
于是大家就劝老大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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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部笑谈人生纪实的《春秋》终于付梓了，所以称作《这样读春秋》，是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把整个春
秋时代看透。
也只能用自己微观的心态，去弱读这段最经典的历史。
因此也只能以自己能读懂的方式，这样来读。
    我是一个正走在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路上的学生，对我们国家这些璀璨的文化，有着和别人
不一样的情感在里面。
近两年，我一直徘徊在考古学和鉴赏学之间，总想找明白最直接的答案，而忽略了这些真正的文化积
淀。
现在每每回忆起自己狭隘的思想，都十分汗颜自己的作为。
经过了这样的回头路，重新再走一遍本来已经走过的路，才明白了其中道理。
读史不但要把自己置身度外，更应该用一种博大胸怀的去看历史，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古人的作为，
把自己的角色融入到历史中，又何尝能够真正把握？
读史的真正目标，是把已经过去的、并且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做一个自我检讨和认知，
是为了避免以后在自己的身边，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来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把这些血的教训铭刻在
自己人生道路上，我想这就是读史最大的收获吧！
    另，本人另一部拙作《中华玉器考古拾缀》一书已经发行将近一年，该书是一本专业考证玉器的图
书，该书看似和《这样读春秋》风马牛不相及。
而我却将该书作为《中华玉器考古拾缀》的文化基础篇来写，估计会让许多读者费解，所以我也在该
书的后记中，将此事说明一下。
    在《中华玉器考古拾缀》上市发行以来，被广大的玉器爱好者购买并应用到鉴定中。
后来该书承蒙各界厚爱，被国内多家大学院校采用为鉴赏课程的教材，我在新书发行后，为了跟踪《
中华玉器考古拾缀》的应用情况，特意开设了博客和网络课堂，对读者和学生们的疑惑点进行解析和
答复。
在答复各方的疑问时候，慢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位读者和学生们在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问题都
是文化基础不稳固，甚至有的读者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基本文化知识和礼制问题，都是模糊的。
以这样的基础去学习中国玉文化，无疑是饮鸩止渴。
欲速则不达，导致了走偏方向，没有办法再让其回头。
所以在该书完稿时候，我才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样读春秋》作为《中华玉器考古拾缀》的
文化基础篇来写，将春秋中关于玉器文化故事写得更加细致，让读者能够清晰了解历史文化和玉文化
之间的干系。
这也包括我已出版的另一部拙作《古玉说纹》，也是作为《中华玉器考古拾缀》的纹饰应用篇出版。
之所以这样合并，是为了让读者朋友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文化、鉴赏、应用其实都是一体的，它们
之间是不可以分割的，学习文化的时候，要学习玉器，同样，学习玉器的时候也必须学习文化，这样
相互得益的方式，才是将来真正的中国文化鉴赏之路。
    在我的拙作《中华玉器考古拾缀》一书中就一直倡导，学习任何文物都不能离开文化，文化基础是
任何鉴定书籍的根本。
先学文化再学玉器，也是我一直阐述的理念。
《春秋》、《左传》中关于玉器的记载就有七十一处，其中和玉器有关记载二十三处，有玉器典故的
十二处。
另外还有和玉器相关的玉器礼制十处。
本书也将这些礼制和规制一一阐述，还原给读者一个玉器的大概礼制。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玉文化基础内容。
所以该书在玉文化的基础上延伸了许多礼制和基础应用，也是一本关于玉文化基础的篇章，这也是我
给予该书一个文化基础篇名称的原因。
这样看起来是不相及的合并，等读者自己在其中汲取到需要的营养后，就会明白，有些事件看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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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可是却有着许许多多密切相通之处。
    这就是春秋带来的信息，她包罗万象，在这里不仅仅是这些人品、君子、为人处世的道理，更多的
是历史文化知识背后蕴藏的财富。
这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知识，或许还有许多许多的潜质，也只有等待真正的热爱者来发掘。
    2006年，我就着手写这本《这样读春秋》，由于学业和家事繁忙，期间又赶上自己拙作《中华玉器
考古拾缀》的出版发行。
加之自己对历史知识的匮乏，之间又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和教材。
还一直斟酌着自己对该书写作的用词表达，是否可以让读者接受这样的读史方式，也是我当初最担心
的一个问题。
所以本书内容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进行，历时四年才将本书完成，现在终于得以付梓。
在这期间，本书一直由王丹女士编撰，对于王丹女士的付出，再次致以真诚的感谢，感谢她为本书顺
利出版作出的巨大努力。
    在本书出版之际，感谢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我的恩师刘凤君先生，恩师不
但为本书封面题字，更是将我带进了历史殿堂，走进这么丰富多彩的美术考古学中，更多的是恩师的
谆谆教诲，使我的学业逐步进步。
感谢我的历史文化课程教授、导师们的指导和斧正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感谢牛钧先生为本
书封面美术编辑创意，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山东、江苏、北京、上海的几位老哥哥，感谢那些一
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新老朋友。
是他们给我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在他们鼓励和支持下，我才能将拙作出版发行。
最后感谢那些真诚的读者朋友们，是他(她)们对我的拙作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才让我的拙作有益于
更多的读者们。
    对于这些帮助，我实在无以言表，只有用这些苍白的文字向所有师者和朋友，再次致以真挚的谢意
。
    冯  翔    2011年8月31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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