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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泓水一战，楚国完胜，宋国刚荣登创业板即遭跌停。
曾经的小霸郑国首鼠两端，昔日的首霸齐国光华不再。
周王无力，诸侯心散，中原逐渐被自认蛮夷、自封为王的楚国占据。
幸有一人环游列国19年，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夺位，是为晋文公重耳。
晋国在希冀恢复昔日荣光的齐国，在妄图挺进中原图霸的秦国等国的支援下，城濮一战，杀退荆楚。
力保中原。
南楚退却之后。
东齐并未再次突起。
西秦也因崤之战败于重耳之子晋襄公而无奈衔恨关内。
举天下，唯晋而已。
是为第二碗。
    作者天际孤鸿大师傅延续第一碗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古今观照的戏谑笔法，八卦无人
及．而始终遵循史实。
熬制第二碗。
香飘万里．敬奉八方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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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际孤鸿，生于80后，卒年未知。
浙江乌镇人。
 
    从小喜欢历史，爱玩文字，本世纪初起求学于北京。
毕业后开始北漂，做了尘世间一个迷途小白领。
现寓居京城8年矣，犹如天际孤鸿，寂寥兮，逍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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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上一碗留下的渣渣第二回 晋国的陈年旧事第三回 真正的红颜祸水：骊姬之乱第四回 诚信缺失
代表案例：假道灭虢第五回 骊姬的暂时性得手第六回 里克党的大反攻第七回 论里克党的倒掉第八回 
泰国ABC第九回 邻里纠纷 秦晋交恶第十回 以德报怨 邻里和睦第十一回 重耳流亡路 痛并快乐着第十二
回 燃烧吧！
小宇宙第十三回 城濮之战 一战称雄第十四回 方伯初体验第十五回 神阿，请多给我一点时间第十六回
THE END：翻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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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上一碗留下的渣渣　　楚成王：只是自我感觉太良好　　上碗粥见底的时候正说到，泓水
一战，成得臣完败宋襄公。
　　战事已毕，自认为已经事实上成为新一任武林盟主的楚成王喜不自禁，命成得臣率军来柯泽会师
。
　　柯泽，郑地。
位于郑都新郑的南郊。
　　楚国大兵跟美国大兵似的在附庸之国的领土上大摇大摆自然也不是新鲜事。
郑文公为了对楚国无私的军事援助表示感谢，特意邀请楚成王来郑国进行国事访问。
楚成王就亲率大军，屯兵于柯泽，一方面等待一位功臣，一方面等待一对男女。
功臣自然是成得臣，这对男女便是郑文公夫妇。
　　早年间，郑国在北齐南楚间首鼠两端。
楚国对郑，打也打了，就是灭不了，之后索性“和亲”，来个先兵后礼。
嫁给郑文公的女人芈氏被称为“文芈”。
这种对女人的叫法跟第一碗中提到的嫁给卫宣公的“宣姜”是一样的。
　　泓水之战之后，郑文公为了表达对楚成王的无限景仰和崇高敬意，不惜动用自己的老婆一起去楚
营慰劳。
让自家老婆去见楚王可不是什么好事，息国的故事便是一例。
不过，郑文公不怕这个。
因为文芈是楚国人，又是楚成王的亲妹妹。
用两国联姻的产物去做两国交流的使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可惜，楚王哪是省油的灯？
出兵救郑不能空手而归，成王突然搞出个“夜宿门”，竟然让郑文公赔进去两个女儿！
　　事情是这样的。
　　楚成王等来成得臣的完胜之军，大加赞赏之后，给出最新指示：“明日郑老大夫妇来军中慰问，
你把俘虏的宋国人拉来，让郑国人看看，显摆显摆。
”成得臣得令，当即安排如此如此。
等第二天郑国慰问团一来，见到楚国之军容和宋国之俘虏，大为赞叹，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楚国如
何了得，贬斥宋国如何无能，还用发音不准的楚语说“我爱楚国”云云。
一番精神加物质的慰问活动之后，双方约定，明日楚王入城，去新郑参加答谢宴会。
　　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
　　楚成王率领楚军各大高级将领和优秀士兵代表去新郑吃饭，郑文公亲自出城迎接。
入城仪式之隆重，宴会级别之高档，周王若到郑国出差也就这个待遇了。
成王虽然自认武林盟主，也有点意料之外，不禁欣喜若狂。
　　看到“老大”这么高兴，郑文公自然也喜不自禁，他又叫出老婆文芈，还带上自己的两个未出门
的闺女，按年龄大小分别唤做“伯芈”和“叔芈”，来给楚王敬酒。
按理，这俩闺女出来见楚王也没啥风险。
文芈是成王的妹妹，那她的闺女也就是成王的外甥女。
外甥女给舅舅行酒，天经地义，家族和谐。
舅舅看到两个水灵的小外甥女也的确喜上眉梢。
从大白天的午时一直喝到小狗开始出来值班守夜的晚上戌时，喝得酩酊大醉，喝得稀里糊涂。
　　楚成王满口酒气地说自己喝得差不多了，问道：“兄妹难得见面，妹子跟外甥女送寡人一程，如
何？
”　　文芈当场就答应。
　　郑文公毫不阻拦。
　　楚成王起驾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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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军中，楚成王就把两外甥女拉入寝室，玩起了双飞。
文芈有苦不能言，一夜徘徊帐外。
郑文公见老婆孩子彻夜不归，料定没有好事，却不敢派人去查。
次日黎明，还没胆子亲往，借口Morning call，派出大夫叔詹去楚营。
　　不久，成王做完早操，吃好早饭，出帐迎客。
下令分一半泓水之战的缴获品给郑国。
至于文芈的俩闺女，也就是自己的俩外甥女，就得跟着舅舅回楚国，纳入后宫，做了压寨小妾。
　　文芈含泪诺诺，对“夜宿门”缄口不言。
　　旁人窃窃私语：“其实他们是亲戚！
”　　叔詹心中诅咒：“楚王不得善终！
”这一语，恰似魔咒一般，最后还真的应验。
楚成王亡于亲儿子的刀下，死不瞑目。
这是后话。
　　且说郑文公见到三人行，一人归，彻底无语。
而楚成王乐乐呵呵地载得美人归，享受着武林盟主的畅快。
可惜，从名垂青史的角度上讲，他还不如宋襄公有名。
因为如今常说的“春秋五霸”的菜谱其实有好多版本，最有名的两个版本如下：　　1. 齐桓公、宋襄
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2.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无论世人如何争议，这俩版本中好歹有个泓水之战的败者宋襄公的影子，却无论如何没有宋楚争
霸的胜者楚成王的名号。
倘若成王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或许，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晋文公：这个哥们儿才是新霸主　　还是依据上头的两个版本，齐桓公之后，不管有没有宋襄公
的插科打诨，下一个主角无论如何都得轮到了一个人—晋文公。
　　晋文公的基本资料数据如下：　　中文名：姬重耳　　英文名：Ji Chonger。
（按小沈阳同志创立的新潮派英语朗读方法，该声调应为升调）　　民族：华夷混血　　婚姻状况：
重婚重婚再重婚　　计划生育状况：严重超标　　财产状况：无可奉告！
晋国之君臣财产无需公示　　身体状况：健康，略带畸形　　姬重耳眼睛是“重瞳”，也就是有两个
瞳孔。
传说大舜和项羽就有这个先天性缺陷。
这还不算完，重耳还有“骈肋”，也就是板肋的毛病。
你我常人的肋骨是一根一根的，共计12对，左右对称，骨肉相连（想到吃了？
一定是饿了）。
姬重耳却是几乎骨骨相连，成了左右两大板块，中间没有肌肉助于胸腔的扩张收缩。
　　不过，因为大舜、重耳、项羽后来纷纷成了大名人，重瞳的“畸形”也就被鉴定为“大富大贵”
的征兆。
这种颇有“事后诸葛亮”意味的评论解释其实有点过分，还反映出舆论在潜意识中对残障人士的鄙视
。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凭什么“畸形儿”就成就不了霸业呢？
凭什么成就了霸业的就必须有大富大贵之相呢？
　　当山东的齐国衰落之后，河南的宋国想延续霸业，却被南蛮荆楚扼杀。
而当荆楚得意于天下唯我独尊时，山西的晋国却异军突起，南抑楚国，北防戎狄，西控嬴秦，真正继
承了齐桓公的衣钵，实现了“尊王攘夷”的大业。
　　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之相的重耳同志便是这番大业的伟大旗手。
　　似乎伟人的过去都是坎坷的，其实话不能这么说。
　　任何人的过去都是坎坷的。
人世间，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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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大部分人的眼光只会停留在成功者的身上，妄图从他们的自传他传中学点秘诀。
殊不知，倘若秘诀真能复制，第一个接过成功接力棒的应该是那些写手编辑们或者图书管理员或者街
头卖盗版书的兄弟姐妹。
可惜，大多数情况下，写手编辑们成天码字，埋头赶稿，跪求顶贴，弄得精疲力尽、灰头土脸，最后
连个稿费都不易拿到；而那位那位传说中藏经阁老和尚则一直默默无闻；至于街头卖盗版书的，看着
挺悠闲自在，可只要听到“城管来了”，便似见了阎王一般撒腿便跑。
　　成功者往往靠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就是—机会只等待有准备的大脑。
所以，余下的时间，列位还是苦心修炼，等待厚积薄发之日吧。
只愿今日喝粥，明朝吃肉；今年奥拓，明年奥迪！
　　当然一夜暴富也是有的。
贫民窟的哥们儿难得参加个“开心辞典”，也会成为百万富翁。
只是再一琢磨—原来是在拍戏。
　　姬重耳的成功便不是一个人的努力。
甚至可以说，没了身边那一班忠臣良将，姬重耳对于后世，无非一个“公子重耳”的称呼罢了。
　　先前说过，晋献公死后，晋国大乱。
齐桓公联合秦穆公、周襄王以及晋国几位大臣之力，扶立公子夷吾做了晋侯，也就是晋惠公。
不过，晋人众望所归的却是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
重耳后来一度流亡到了齐国。
齐桓公赐女赏肉，好生招待。
重耳就此留在齐国，算是过上了幸福生活。
　　公子重耳在曾经素不相识的齐桓公眼中算是块宝，可在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晋献公眼中却是不除
不快的眼中钉。
不然堂堂公子衙内怎会流落异乡为异客？
　　要解释晋献公的仇子心理和杀子情节，就得慢慢说起了。
　　　　第二回?晋国的陈年旧事　　形同发配的“桐叶封弟”　　晋国原来叫唐国，都城位于山西翼
城以西24公里处。
　　当年周公旦还在辅佐年纪尚小的周成王时，看到成王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梧桐叶，撕成珪状，交
给身边陪游的亲弟弟叔虞，说：“以后我要把唐国封给你。
这就是信物。
”小P孩儿叔虞啥都不懂，只知道梧桐叶挺好玩，就收着回家了。
　　叔虞走后，周公姬旦问小成王：“小朋友，告诉叔叔，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唐国封给你弟弟呀？
”　　成王傻呵呵地回答：“刚才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　　周公姬旦的脸色马上晴转多云，严厉批评道：“你要知道，你贵为天子。
天子无戏言，怎么能跟臣下开玩笑呢？
”　　成王差点哇地哭了，心说：“要是刚才说要他做天子，难道真换人不成？
”　　几年后，周成王谨遵周公的教诲，将唐国封给叔虞。
从此叔虞被唤作“唐叔虞”，而这个封弟的故事就成了有名的“桐叶封弟”。
更有影响力的一句话则是周公所说的“天子无戏言”，最后被后世概括为“君无戏言”的四字成语，
永远成为君王教诲。
　　不过在叔虞渐渐懂事之后，他发现，这唐国可真不是好地方。
　　虽说古唐国历史悠久，远溯唐尧，甚至还久远。
周朝草创之后，唐国因其拥有先圣遗风、夏民夏俗，被存留在山西大地上。
可是，就在周武王逝世、周成王即位的初期，唐国竟然乘机叛乱了。
周公旦可不是白天吃素、晚上做梦的主儿，大军开到，唐国被灭得一干二净。
也就是因为那会儿老念叨“唐国”“唐国”，所以周成王才会拿“唐国”跟弟弟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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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叔虞成了唐叔虞，面对的是国内经济一穷二白，国外夷狄蠢蠢欲动。
　　唐国强？
　　唐国不强。
　　叔虞接手的时候无非一个百十里的小国而已。
国家建设当然靠的是人力物力财力，不过，如何多快好省地用“力”，就得靠正确的制度。
周天子也知道叔虞倒霉，一片梧桐叶就被“发配”到了边疆，于是给他好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允许唐国因地制宜搞发展，不要怕一国两制。
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管国产监控摄像头还是进口监控摄像头，打死人的时候能自动坏死的就是好摄像头。
　　叔虞得令，既然唐国旧民以及周边百姓都习惯夏政，那就暂时不用周公创立的周礼，重新启用夏
政处理内政外交，沿用夏历记录生活起居。
国内建设时大家求同存异，团结进取。
国际纷争时，大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如此如此，唐国大兴。
胡萝卜加大棒，夷狄归附，开疆拓土，遂为大国。
　　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比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要是把握不好，最后变成了“我方搁置，他国开发”，那就歇菜了。
还好，唐叔虞同志完美地实现了唐国的崛起，从此名留史册，成了一代伟人。
　　倒过去说，伟人的过去就该与常人不同，比如他的名字。
　　叔虞的“叔”只是兄弟大小的区分词，“虞”就有说头了。
传言，周武王跟叔虞的老妈云雨交欢的时候，突然女的说自己昨晚做了梦，说天帝会赐给她一个儿子
，并赐名“虞”。
周武王当初信不信单说，果然一炮中奖，真生下一个宝贝儿子。
于是武王顺应天意，给新生儿取名“虞”。
　　此事就当做一个笑谈一笔带过。
唐叔虞仙逝之后，儿子姬燮（音同谢）即位。
国泰民安之际，姬燮决定更改国名，以晋水之名为国号，成为第一代晋侯。
从此，世人知晋而不知唐，终于政权更迭和永久占领得以实现。
名字之重要可见一斑，譬如福摩萨之于台湾、冲绳之于琉球、符拉迪沃斯托克之于海参崴、尖阁列岛
之于钓鱼岛、帕加萨岛之于中业岛等等等等。
但凡争端一起，敌国首先便会把某个领土注上自己的叫法，以期混淆视听，达以假乱真之意。
　　不过，《诗经》中依旧没有“晋风”而只有“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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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际一孤鸿，隐于闹市中；东周你最棒，早已露峥嵘！
　　——天涯网友 南门太守　　花间一壶酒，酒旁一锅粥。
举头问明月，喝酒还是粥？
粥入饥肠很养胃，酒入愁肠化做相思泪。
　　——天涯网友 搞错没得　　作者的知识面广而内涵深，古今结合，表白得当，评论适量，趣味强
，寓意深，对读者有吸引力。
难得，难得。
　　——新浪网友 舜土隐士　　这么多顶贴的,楼主,你白话得好呀,很会联系当代新词,连羡林死后再无
羡林都出来了,太有才了。
　　——搜狐网友　mhl_191so　　楼主博古通今啊，全才！
！
！
！
小弟佩服、景仰。
至少历史知识和现代社会经验很丰富。
我是前几天才看见你的好东东的，还没看完许多人写其他的东西，字数多了，情节和语言就会前后雷
同，而你的没有，实在厉害，全文几乎都是很新鲜的感觉。
　　——搜狐网友　清澈稀饭　　宏大历史场景透露的心灵狂欢，镌刻纷乱年代英雄人物鲜明表情，
在当代口语化的戏谑愉悦中，以个性化的独特叙事风格，重现东周列国的自由精神辉映的绝美华章！
　　——《风流大唐》作者 苏桂铭　　无论是《东周》这锅粥，还是《世相西游》，都不外乎人性人
心，只是这锅粥喝起来更过瘾呢！
　　——《世相西游》作者 马少华　　天际写得这锅粥，虽然糊了，但是却飘出了浓浓的香味，东周
不好写，乱且复杂，希望东周继续努力把更多的作料加进这碗粥中。
　　——新浪《凭栏观史》斑竹　大胡子二零（尹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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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周列国那锅粥(第2碗)》精心熬制，半载春秋。
好粥不怕多熬。
第二碗出锅啦！
　　《东周列国那锅粥(第2碗)》把“历史娱乐化”的写作风格发挥到极致，在借古讽今的诙谐度上和
搞笑水平上远远超越《明朝》系列。
该书在各大网站连载时，好评如潮，至今无一恶评！
是草根说史类图书跨越巅峰的经典之作。
　　《东周列国那锅粥(第2碗)》和“那些事儿”类的历史读物不同，这本书在信史的基础上，强化了
文字的娱乐性，而且对刚刚发生的社会时事也有极具智慧的调侃。
可以说，这是一本能吸引“不喜欢读史的人”读的一本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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