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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时代像晋朝一样，让今人感到充满趣味、冒险和表演感。
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次“红杏出墙”：皇帝登基邀请臣子并坐；士族掌权却以过问政事为耻；嗜食毒
品的文化人行为放诞；美男成为全民偶像，贵族女子放肆地追求自己的情郞；两军对峙下庞大的军队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一个奔跑的士兵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溃败；匆匆赶往“圣地”的天师道教徒亲手
把自己的孩子投进井里；帝王们热衷搞双性恋，末世英雄转瞬落魄身首异处⋯⋯历史在这里出轨得放
纵而怪诞。
　　这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王朝史，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平视两千年以前的
社会。
书中既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考证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和让人哭笑不得的晋朝政治怪局，也考证了一个普
通晋朝人的吃喝拉撒：买房需要多少钱，吃饭时流行的酒水饮料，出行时的车辆款式，五石散的化学
成分，男女交合的宗教仪式，还有那个时代的爱情，散发着华丽飘忽的光彩⋯⋯一个普通人所关心的
历史细节无出其外，每个人都可以细品身处其中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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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押沙龙，70年代生人，著名网络作家，民间研究学者。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工学硕士，现任职于某跨国I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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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士族的兴衰　　皇帝的劁刀　　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僵硬、
如此鲜明。
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
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
个王朝。
　　彼时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
任你再有钱，即便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
批斗就批斗。
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随便见个京官都要胁肩谄笑的角色，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
顾盼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倒气儿。
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
资源，不容他人染指。
　　士族把各种优差都变成了自己独享的禁脔。
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完备了世袭制度，保障子子孙孙占据显要地位。
　　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春秋时代也采用
这种严格的世袭制。
晋代的贵族世袭体制还做不到如此彻底，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
“顶替”制度—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做遗产留给儿子。
晋代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到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
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
世代相传的小圈子。
　　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
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深恶痛绝，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
有时甚至像荒诞剧里的情节。
　　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
这位前广州刺史，现南汉皇帝，端的有一副狗娘养的脾气—最喜欢用酷刑杀人，杀人的时候还一定要
亲自前往观摩。
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口水直流。
皇帝心理变态，倒也还不算太稀奇，稀奇的是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
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
一刀。
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的纯儒。
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
员就多达五百名。
　　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于心”，可读到最后，连自己的根都留不住。
但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做官，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深入骨髓，无药可救。
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
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
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
中了的，那话儿都要去了！
”嫂子听了以后，如遭晴天霹雳，一下子蔫了。
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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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
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
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
”中国历史上，就是把功名看得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也许反过来的话，很多故事需要重新改写。
　　这些官迷暂且不提，我们先考察一下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一个古怪的制度呢？
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
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
还有一个说法比较合情理，说刘岩是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
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地报效朝廷。
　　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
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想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
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
他们承谁的情？
承他们爹的情！
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
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
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
　　不仅帝国如此，但凡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
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这里还牵涉一些实际利益的问题
。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
他们的子嗣。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
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
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
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
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
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动用了宗教上的理由作为武器，和这些教士的肉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
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也就是了。
　　　　第二章 青龙与白虎的决斗——皇帝，还是贵族？
　　白板天子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百官的注目之下，缓缓步向皇帝的御座。
此时距他渡江南下，整整十年过去了，司马睿已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这十年里，北方的大平原已经变成了一个修罗场。
西晋的两位末代皇帝怀帝、愍帝先后被匈奴王朝掳走，按照书上的说法，是“北狩”，就是跑到山西
打猎去了，从此再也没回来。
军阀们在没有皇帝的国土上打打杀杀。
西晋王朝最后一个强权人物司马越病死河南，他留下的十几万残军被羯人的军队杀光。
　　司马睿在这十年里，像燕子筑巢一样搭建好了自己的安乐窝，而且已经颇具规模，可以遮挡来自
北方的风雨。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如今时机成熟，这只燕子要站立枝头，向大家宣布它是百鸟之王、禽界正统。
　　如果不是风云际会的巧合，司马睿这只家燕无论如何成不了凤凰。
他十五岁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做了琅邪王，但这位年轻的王爷在皇族谱系里是个绝对的疏族，似乎他
登上皇位的唯一可能就是来一场大瘟疫，司马皇族死上百八十个。
瘟疫并没有发生，来的是八王之乱和随后的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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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家族先是展开了内部的血腥杀戮，各位王爷带着军队互相讨伐，首都几次易手，皇帝屡次被
废。
司马家族的王爷们像一群野兽一样疯狂地互相撕咬，接踵而来的是外族的大举入侵。
晋朝军队的精华已经在内战中破坏无遗，帝国的财富也已经消耗殆尽。
外族军队大规模侵入中原腹地，而晋朝政府军却无力抵抗，中原最终沦陷于外族之手。
司马家族的人不是死于内斗，就是被外族诛戮。
　　几千万年以前，庞大无匹的恐龙们都死在了气候灾变里，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小动物倒幸存了下
来。
司马睿就像一只小动物，在中原的庞然大物们都纷纷倒下时，独自在江南躲过了天灾地变。
　　公元316年，西晋末代皇帝愍帝被匈奴人掳走，司马睿带了军队露宿野营，向天下发布檄文，说当
此危难之际，也正是自己杀身成仁、报效朝廷的时候。
他庄严宣布要带领军队北上救主，但野营了几天之后，司马睿就回建康睡觉去了。
后来司马睿抓住一个运粮官杀了头，说都是因为他没好好运粮食，害得自己没法出兵救皇帝，实在是
大大的该死。
　　大臣们在一位王爷的带领下，请求司马睿登基，他们悲痛地宣称如果司马睿不当皇帝，他们就当
场自杀。
司马睿坚决拒绝了，他说自己是个罪人，如果诸位一定要让他当皇帝，他只有回琅邪老家。
最后的结果是大臣没有自杀，司马睿也没有回家。
司马睿宁肯提前内退都不肯当皇帝，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当皇帝，而是因为当时愍帝还没有死掉，还在
山西“打猎”（其实是给匈奴皇帝洗盘子）。
按照继承法理的要求，司马睿这时候没有资格称帝。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建康筑巢，就是因为他是司马家族的一面旗帜，代表着统治的合法性。
法理是他力量的来源，所以他对正统非常敏感，丝毫不敢马虎。
直到一年后，愍帝去世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才流着眼泪同意大臣的劝进，登上帝位。
　　司马睿虽然熬到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驾崩才即位，但他的法理正统性仍然有漏洞，那就是他没有
传国玉玺。
当时传国玉玺流落到北方匈奴人之手，匈奴人正拿着玉玺起劲地往文件上一个一个盖章呢。
为了这枚失落的玉玺，司马睿被人称为白板天子，就相当于没公章的领导，形近篡逆。
　　东晋朝廷一直对这枚公章念念于怀，直到数十年之后，公章问题才有了转机。
后赵帝国倾覆后，玉玺落到一个短命政权—冉魏的手里，冉魏对这枚玉玺看得倒没东晋皇帝那么重。
东晋一边向冉魏许诺派遣援军，一边派专使前往哄骗，终于如愿以偿，从冉魏手里诓到了玉玺。
当下晋军派三百骑兵专程把这枚玉玺护送到建康，这样一来，才彻底解决了司马王朝在法理上的问题
。
而此时的司马睿，早已成了冢中枯骨。
　　司马睿本质上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有时候还颇有幽默感。
比如他当皇帝以后，生了一个儿子，群臣都来祝贺。
他按照惯例，给所有大臣都赏点东西。
有一个大臣表示谦虚，就说：“太子诞育，我没有功劳却接受赏赐，实在惭愧。
”司马睿回答说：“皇后生孩子，怎么能让你在中间有功劳？
”　　他娶太太娶得也很有幽默感。
原配夫人死了以后，他本打算娶一位姓吴的小姐当继室。
这位吴小姐有个守寡的表姐，叫郑阿春，司马睿发现了这个阿春之后，就忽然觉得“生瓜蛋子有什么
意思”，还是寡妇好，应该娶寡妇。
迎娶之前司马睿忽然变卦，把聘礼给了寡妇，这个阿春就成了他的夫人。
　　被守寡的老表姐挫败，吴小姐的愤懑之情可想而知。
这次姊妹易嫁给东晋人带来了小小的麻烦：这个阿春的孙子后来也当了皇帝，阿春被追封为太后，这
样一来，东晋人管“春”就不能叫“春”了，得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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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经书《春秋》就被改称为《阳秋》，“皮里阳秋”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此。
司马睿和寡妇郑阿春的感情非常好，以至于一度曾想立阿春的儿子为皇帝，大臣极力反对，司马睿没
有勇气坚持到底，此事才告作罢。
　　司马睿的温和平易不仅源于自身的性格，也出自他对自我地位的认识。
司马睿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天命之主”，他缺少汉朝天子那种“天命在我躬”的神圣
感。
这一方面是因为司马睿对自己缺乏自信—司马睿从中原的血窟中脱身南下，他清楚地知道，不知有多
少亲王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威震天下，转眼间就身首异处、满门惨死。
曾一度控制洛阳政府的长沙王甚至被人捆在烤肉叉上烤炙而死，而西晋最后的三位皇帝，一位被人毒
死，两位被外族杀死，死于剑下的重臣大将更不知凡几。
西晋最后一位枢臣王衍，就被羯人用土石活活压死。
这些用血写成的往事不会不给司马睿留下恐怖的烙印。
　　司马睿自己也曾经被人追杀，逃难途中，他被官吏拦住，幸亏有个机智的随从一边用马鞭抽司马
睿的马，一边笑话他：“舍长！
人家要捉拿贵人，怎么连你也给饶进去了？
”他这才得以脱险，否则，司马睿很可能会像其他王爷一样，丧身在北方的杀戮场中。
创建东晋帝国的过程中，司马睿又是因人成事，并无多少功业可资称道，皇位只是偶然滑入了他的掌
心。
见识过天崩地裂惨剧的司马睿，对自己的成功只能暗称侥幸，生不出傲视天下的雄心。
　　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皇帝也的确不像后来的皇帝那样神圣。
在整个晋朝，皇帝和高级贵族之间并没有真正的鸿沟，大家都是上流社会的一份子，同属一个小圈子
的成员⋯⋯　　东晋是一个士人揽政、权臣用事的时代，在权臣的阴影之下，司马睿没有表现出什么
雄图伟略。
东晋创建期间，司马睿少有建树，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
但也正因为如此，各个集团才肯接受这个并没有什么实力的皇帝。
如果他一来就使出雄主手段，只怕在江南根本无法立足。
　　当时各种小集团纠缠在一起，政治局面就像一个凳子上安了好几条横七竖八、长短不齐的凳腿，
一不小心就会翻倒。
此时最聪明的做法是闭上嘴，小心翼翼地坐在上面，努力保持住平衡。
当时这些集团都希望司马睿能作为礼仪金字塔上的一个极点而存在，他们不需要一唱天下白的雄鸡，
只要他做绚丽无用的凤凰。
　　司马睿穿着华丽的朝服，孤单地坐在金字塔之上。
但是司马睿也并不是一个任人揉捏的泥团，他不缺少意志力。
他刚到江南的时候喜欢喝酒，因为这个误过事，遭到丞相王导的谴责，他就让人拿了一杯酒，一饮而
尽，然后把杯子摔在地上，从此戒酒。
这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举动，没有强烈自尊心和自制力的人，做不出这样的事。
　　在内心深处，他对东晋政府松懈的管理很不满，也厌恶那些权臣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
他渴望加强皇权，他渴望能成为真正的帝王，但是他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纷乱乾坤。
司马睿被权臣长期压制，心中的郁闷越来越强烈，这个被人当成旗杆一样竖在朝堂上的皇帝，恭俭得
已经太久。
司马睿终于忍耐不住，和揉捏他的人决裂，准备显示他的雄武之姿。
决裂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凳子翻倒了，司马睿死在皇宫之中⋯⋯　　　　第三章 一场奔跑摧毁了一
个帝国——离奇荒诞的淝水之战　　当战争变成赛跑　　　　苻坚的部队集结在淝水西岸，和晋军隔
河对峙。
这二十多万军队集结于一地，对将领的指挥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苻坚部队里云集了各族的军人，编制非常复杂。
秦军精锐必是氐人士卒，他们多半集中在苻融指挥的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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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军中更有诸多汉人、鲜卑人、羌人、乌桓人，他们对“非我族类”的氐人帝国未必有多强烈的
效忠心，多半还是“畏威而来”—因为害怕官府，不得不上阵打仗。
　　种族上的纷杂必然会增加编制的复杂性，指挥起来也势必更加困难。
光是语言就是一个问题：各族语言不同，也未必都会说汉语，苻融的命令很可能要先翻译成不同的语
言才能下达。
这二十多万人来自五花八门的种族，又多半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如今在淝水岸边挤作一团，即便神仙
做他们的指挥官，只怕也很难调度自如。
　　双方沿淝水严阵以待，一时倒都没什么举动。
这时，苻融收到谢玄写的一封信。
谢玄出身于士族，笔下十分来得，信写得很是雅丽。
他在信中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
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
”翻译过来就是说：“您孤军深入，在淝水边摆开阵势，难道您还要打持久战吗？
那多不好。
如果您肯稍微往后退一下军，腾出点地方，让小的们好好打一架。
咱们悠然观战，岂不美哉？
”　　谢玄的打算是尽快决战。
按照计划，他将率领八千精锐部队渡河作战，如果形势顺利，后续主力就渡河发动大规模后续攻击。
如果失利，也可以有主力做接应。
　　对谢玄的要求，前秦领导层有很大的分歧，大家多半认为这里有问题，应该严词拒绝。
但是，苻坚和苻融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让骑兵向他们发起冲锋，哪有不大获全胜的道理
？
因此，苻坚下令军队后撤。
　　苻坚的想法看上去并没有错误，秦军以逸待劳，用骑兵对付渡河晋军，在战术上当然占有很大优
势。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军队秩序井然地后撤。
他只考虑了对岸的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二十多万人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
　　后撤指令下达了，一场巨大混乱随即爆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通士兵，在这场撤退中会有什么感受。
他置身于二十多万人中间，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海。
他一直生活在北方，原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到这个叫淝水的地方来。
他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一场血战，自己很可能会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对岸的晋军到底有多厉害，他没有把握，但是听说不久前发生的洛涧之战自己这边死了很多人。
想起这些，当然会让他高度紧张，而周围人口密度偏又如此之大，这不但不会缓解他的压力，只会弄
得他更紧张。
恐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逐渐放大的。
　　有些指挥官的话他可能听不懂，即便队长和他操同一语言，他能听得懂，也很难理解。
领导认为，大家应该后撤某个距离，好让晋军渡河，然后返回身来对晋军作战，把他们赶到河里去。
对他来讲这个说法过于复杂，再说领导未必真解说得那么详细，他所知道的就是长官让他后撤，到底
为什么后撤他并不清楚。
　　好，大家转回头走路。
他们知道，晋军就在他们背后，随时可能向自己冲锋，这种想法自然会让他们觉得危险。
可以想象，他们中某些人很容易加快步伐，越想身后有许多晋军，可能就走得越快。
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呢，可不能随便死了。
他们一加快脚步，周围的人也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加快速度。
而眼看着周围的人越走越快，大家心里自然也越来越恐惧。
这是一个糟糕的正反馈，不难料想，如果任由这个正反馈发展，结局一定是大家集体奔跑。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出轨的王朝>>

　　按理说，应该有外力来打断这个正反馈，这个外力就是指挥官。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面对如此纷杂的编制，如此庞大的人员，指挥官也很难应对。
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通讯措施，除了军旗、号鼓，就是靠人喊。
基层指挥官和高级指挥官很难联络，加上语言障碍，那就更难了。
基层指挥官很可能也不理解事态发展：晋军是不是打过来了？
自己这边是不是已经战败了？
现在是后撤还是败退？
他自己很可能也被卷到这个洪流中，正奋不顾身往前奔呢。
　　等到混乱局面呈蔓延之势，即便是指挥官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恐惧的力量是无穷的，眼看着二十多万人从行进变成竞走，从竞走又变成了赛跑⋯⋯　　谢玄的部队
已经开始渡河。
苻融眼看着局面失控，就纵马入阵，想要恢复秩序。
可能是他跑得太急切了，也可能是被乱军冲撞，结果他的马一头栽倒，失去了坐骑的苻融被晋军杀死
。
晋军渡河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秦军四处乱跑、互相践踏的喜人景象。
这些晋军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但他们没有坐下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是跟在后面紧紧追击。
　　这些秦军一路狂奔，一口气跑到了青冈。
他们奔逃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摔跤的一律被踩死。
据史书的说法，被踩死的“蔽野塞川”。
这些溃军跑到晚上依旧舍不得休息，夜以继日地努力向前跑。
据说他们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晋朝的追兵。
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前秦二十多万大军全然解体，苻坚也被流箭射中。
当时混乱至极，根本没人管这个皇帝的死活，苻坚自己一个人骑马跑到了淮北。
晋军获得了锦缎万匹（估计是苻坚准备奖赏给军队的）、牛羊驴骡十万头。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晋军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苻坚的军队没有交战就自我崩溃，直接原因不过是军队后撤了那么一小段。
这个结局会让现代指挥官觉得匪夷所思，难道那些当官的，都是白领朝廷俸禄的猪头不成？
　　如果有无线电，如果有望远镜，如果有长期训练，如果编制足够简单，如果有上面的任何一个条
件，也许结局都不会是这样。
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没有，指挥如此众多的各族士兵，已经大大超出了后秦指挥官的能力。
　　旭日东升的时候，淝水岸边还陈列着二十多万前秦士兵，而夕阳西下的时候，淝水岸边已经没有
前秦战士的影子。
被夕阳照耀着的，只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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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押沙龙去读史，我们来读押沙龙。
　　十年砍柴，李少君等性情推荐。
　　社会混乱黑暗却风韵流动，士人出路艰难却个性张扬。
这是一个残酷而神秘的朝代，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巨大的转型期。
书中既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考证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和让人哭笑不得的晋朝政治怪局，也考证了一个普
通晋朝人的吃喝拉撒，一个普通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无出其外，每个人都可以细品身处其中的悲欢。
该书还吸取了一些人、一些事有趣的细节，让读者真切感受那个朝代的贵族、庶民、军阀和文人的欢
乐、痛苦与无奈。
　　《出轨的王朝》一书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我很怀疑我们以前过于强调的所谓封建专制，实际上，那时皇帝的权力可能相当有限。
古代中国大部分时间很有可能都是一个民间百姓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时代。
我很赞成《出轨的王朝》对那段历史的努力理解。
作者的文采与渊博让人惊叹。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　　社会混乱黑暗却风韵流动，士人出路艰难却个性张扬。
这是一个残酷而神秘的朝代，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巨大的转型期。
这本书吸取一些人、一些事有趣的细节，让读者真切感受那个朝代的贵族、庶民、军阀和文人的欢乐
、痛苦与无奈。
　　——十年砍柴　　晋代的特点如果让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乱，爽。
而一本书是不是值得读，依我看也就是两个标准：是否有意思，是否有趣。
历史大约不是押沙龙的本行，但这厮见识、文采都不错。
他的书既有趣，也有些意思；乱是乱，可是爽。
　　——梁由之　　用个相当恶俗的句式说明一下对作者文章的感觉：让押沙龙去读史，我们来读押
沙龙。
如果一个人可以把历史这么解读的话，读他的书就已经铁路职工了。
　　——五岳散人　　对魏晋时代的最深印象是竹林七贤的故事以及《世说新语》的雅致风度，而押
沙龙的《出轨的王朝》则把我带入那个有着历史血腥的现场——这个现场还带有作者本人的气息，未
必客观，然而好看。
　　——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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