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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三国活一会儿    张爱玲好像说过：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隔着三十年的岁月便已如此，那要是隔上千百年的时光呢，我们还能看见什么？
    凭你再怎么鲜活的人、再怎么轰动的事，数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的浩瀚尘烟一层层蒙下来，到如
今也只剩下些隐约的轮廓，陈旧而模糊。
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现实的无奈，因为即便有一颗探寻历史真相的心，也未必就能找到抵达真相的
途径。
    三国却是个例外，作为中华史上最生动最拉风的一段，千百年来。
三国的话题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三国故事也最深入人心，可是，能深入人心的往往未必是真相，
却反而是一些被有意拔高粉饰了的传说。
    中国人历来热衷于造神运动，于是乎。
热热闹闹的三国经了一千七八百年沸沸扬扬的转述，那些事儿渐渐演绎成神话，那些人大多被硬架上
了神坛，譬如刘、关、张、曹、孙，外带着诸葛亮、赵子龙等等一大批人，到如今哪一个不是须仰视
才见的神？
可惜头仰得久了，观众会觉得很累，英雄戏做得太足太美，就难免有假大空之嫌。
历史本来是为了还原真实，到头来却让人觉得假。
这是不是一种讽刺？
    幸好我们还有陈瓷和陈瓷的《三国那些人那些事》。
    就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之际，陈瓷，用他犀利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还原出一段活生生的三国
。
跟着陈瓷神游，一千七八百年的光阴轻松穿越，陈瓷带着我们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波诡云谲、风云变幻
的英雄时代。
    置身其中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鲜活。
刀光剑影。
金戈铁马一路狂啸着在眼前奔腾，淋漓的鲜血，腾空的烈焰，震天的呐喊，以及那仆仆的风尘都让三
国那些事瞬间具备了质感和温度。
更可贵的是，陈瓷耐心地拂去后人强加在三国那些人身上神一般的光环，将他们一步步引下神坛，还
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我想，三国那些人如果泉下有知，定会视陈瓷为知音，因为都是些率性豪放的汉子，却平白地被拘
在高高的神坛上那么多年，展览品一样被人膜拜，那种滋味肯定不好受吧。
还是陈瓷体恤他们，让他们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而我们，也得以近距离的平视乃至审视自己心中曾经的大英雄们。
真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却原来那些大英雄们竟也如我们草民一样，有贪妄，有痴嗔，有怨怼，有腹黑，他们也有小小的自私
、狡黠和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不完美才是人性的本质与必然。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正是因为许多英雄的出处实在是拿不上台面。
可越是这样，我们便越是感到英雄的可亲可信，仿佛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样谈笑劳作，平
易得就像隔壁的大哥哥。
只等风云际会，世事大变，才能分辨出英雄和凡人的不同：凡人逆来顺受，媚俗盲从；英雄血脉贲张
，拔剑而起。
    时势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成全了时势。
三国那样前所未有的乱世，注定了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无论贩夫走卒，只须登高振臂一呼，便会
围上来一群追随者，于是就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
呼啦啦一群人来了，又呼啦啦一群人去了，一来一去之间，陈瓷把三国写活了。
那就让三国多活一会儿吧。
    陈瓷写活了三国，得益于他鲜活生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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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正正的汉字在陈瓷笔下不再刻板，而是幻化成一个个活泼的精灵，一不留神，就碰到了你的痛处
，止你不自觉流泪；一不小心，又搔到了你的痒处，让你忍不住大笑。
这样的文字，可以佐茶，可以下酒，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读陈瓷的文字，都是一种享受。
但愿越来越多的人，都懂得这种享受。
    梁铁荣    (律师、文学爱好者、《三国那些人那些事》的死忠读者)    201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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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那些人那些事：吴卷》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周瑜、鲁肃、吕蒙等江东豪杰的人生轨迹，从
人性的角度，揭晓东吴现象背后的奥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卷-三国那些人 那些事>>

作者简介

陈瓷：    本名陈振永，山东省新泰市人。
近年沉醉于三国历史研究，致力于对历史记载空白的推断和演绎，着力于从人性角度解说历史人物，
被称为三国历史研究的一匹黑马。
从2010年3月份开始，陆续出版了《三国那些人那些事》（系列作品）《告诉你一个真三国》《三国局
外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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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危险关系    让人头疼的表扬信——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北方来信说好话。
    “张公，北方又来书信了。
”听到这句话，张昭就感到头疼，因为这些书信又要说他的好话。
    建安初年，中国在激烈的动荡之后，大浪淘沙，剩下了有限的几位霸主，就像小组赛出线的佼佼者
，站在了争霸擂台上，开始了更为激烈更高水平的强强对抗。
黄河以北。
袁绍以冀州为中心，公孙瓒以幽州为中心，二者都极力辐射自己的势力；黄河以南，曹操几乎占有了
整个中原，俨然成为天下核心；刘表占据荆州，孙策占据江东，二人雄峙江南：士燮独占交州，刘璋
固守益州，马腾与韩遂分割西北，虽然偏远，但他们也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诸强当中，只有曹操算得上是合法的。
其实皇帝才是合法的，但是汉献帝已经被曹操控制，都城就在曹操地盘内的许都。
曹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布告天下。
数年前，早在小组赛期间，袁术这个愣头青就大张旗鼓地做皇帝，做“决赛”时才能做的事情，结果
成为天下公敌，群起而攻之，很快兵败身死。
强强对抗赛。
选手水平都是很高的，他们才不像袁术那么傻呢！
所以，他们虽然都在各自地盘上做着土皇帝，但是都与许都保持着联系。
年初计划，年终总结，检举揭发，倡议表决，节日祝贺⋯⋯这一些都要与朝廷进行书信往来的。
写封信，就能获得国家认证，多合算啊。
而曹操控制下的许都，也乐意给诸强传达一些文书，这样就能表明对他们的操控。
可是，没有人喜欢说是与曹操保持联系，而都是说与北方进行书信往来。
    北方给江东的书信，都要先经张昭的手，因为张昭是孙策的长史。
相国、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一人，相当于秘书长。
198年，曹操为了安抚孙策，上表奏准任命他为讨逆将军，而孙策则把讨逆将军府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长
史职位给了张昭。
长史，是讨逆将军有权任命的最高级别文官了。
    孙策远远地看到张昭走来，刚想上前亲亲热热地打个招呼，但是张昭却向他这里看一眼，做贼似的
绕道走开了。
    二人关系为何如此生分？
不，二人亲近得很。
按照那时的礼教，大户人家的内眷是不会随便见人的，但是张昭却是可以去孙策家里拜见吴夫人的。
升堂拜母。
对孙策来说，除了张昭。
只有周瑜能够拥有这一特权了。
孙策不仅把政务都交给长史张昭，还任命张昭为抚军中郎将，这是讨逆将军能有权任命的最高军职了
，这样，孙策又把军事都交了给张昭。
文的，武的，都交给了张昭，孙策就放心地东征西讨去了。
孙策打地盘，张昭管地盘。
这是江东孙吴集团创业时期的典型军政模式。
孙策只要见到张昭，就一定会按照对待老师的礼节行事。
    既然如此亲近，那张昭见到孙策，为何还要绕道而走？
    “哈哈，肯定是北方来的书信里，又把我们做的好事都归到张公身上了，”孙策拍手大笑，“北方
人，只认得张公一人啊！
”    为了不激怒曹操，孙策也做了一些表示愿意归顺朝廷的事情，例如接受朝廷征召，加入到讨伐袁
术的阵营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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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孙吴集团从第一代孙坚开始就是隶属于袁术的，而且孙策起兵讨伐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
，就是奉袁术之命。
现在孙策与袁术决裂，坚决拥护以曹操为首的中央政权，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但是，孙策放下屠刀，张昭成佛了。
北方人都说是张昭让江东走上了正道，在书信里对他大加赞美，而真正的决策者孙策，却几乎不被北
方人提起。
    工作是谁干的姑且不说，出了成绩肯定是领导的，这点道理都不懂，张昭岂不白活了四十多年！
再说，人家孙策确实是个青年才俊，从一千多士兵和几十匹战马起家，现在平定了江东，可谓能干得
很呢。
但北方人偏偏把功劳都归到张昭身上！
    所以，一收到北方的书信，张昭就头疼不已。
北方人慷慨地把所有赞美之辞都给了张昭，对孙策却吝啬得一句肯定的话都没有。
这⋯⋯这⋯⋯这就没有实事求是嘛。
再说，孙策才二十岁出头，一个大帅哥，正是要面子的时候呢！
    张昭拍拍头，不知怎么办才好。
把信的内容原原本本汇报吧，年轻人面子上就过不去；隐瞒不报吧。
不符合长史的工作原则。
真是让人头疼的表扬信啊！
    于是每逢收到北方人的书信，只要遇上孙策，张昭就只能绕着走。
    这一次，孙策快走几步，把张昭喊住，说：“张公，把北方人的书信拿出来我们都欣赏一下嘛！
”    张昭面红耳赤，嗫嚅不能言。
    孙策开心地说：“过去管仲做齐国国相，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可最后齐桓公却成了霸主之宗
。
现在你有贤能，我能任用你，你的功名难道不也在我身上吗？
”    管仲被后世史家称为“春秋第一相”。
有人向齐桓公汇报。
齐桓公不表态，说是应该先请示管仲如何表态，又有人向齐桓公汇报，他又不表态，又说应该先请示
管仲如何表态。
左右看不下去了，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你这个国君做得也太容易了！
”齐桓公说：“我未得到仲父的时候，做什么都难，现在已经得到仲父，又还有什么事情不是容易的
呢！
”伯仲叔季本是兄弟间的排行。
仲父就是亚父，本来是齐桓公送给管仲的称呼。
现在孙策拿来给了张昭。
孙策十七岁那年就死了父亲，没有做啃老族的资格，他不甘心，就奉张昭为仲父，可着劲地“啃”他
。
    张昭太有“啃”头了：    年龄上：孙策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最喜欢论资排辈的中国人心目
中，他是很难得到尊重的。
可是张昭却已年属不惑，算得上是大叔了：    地理上：北方人占领中原。
中原被视为天下中心，所以北方人对江东人的优越感是很强的，但是张昭是彭城(徐州)人，就容易获
得北方人的认同：    名望上：孙吴集团武力崛起，孙策与其绝大部分手下，在北方人眼里都是赳赳武
夫，而张昭少年时就以好学出名，拜师学习《春秋》，博览众书，而且他还是一个书法家，擅长写隶
书，与赵昱、王朗等名人交往密切，曾经与王朗辩论为旧君避讳的事，占尽上风，虽然这在后人看来
是一个无聊透顶的话题，但是当时他却因此而名动天下；    才能上：孙策的部下，除了周瑜文武兼备
之外，其他大都作战是好手，管理是菜鸟，但是张昭却能把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对于孙策来说，他不怎么缺少武将，但是缺少能够治国牧民的“大管家”，而张昭，就是最称职的管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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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多了，这个角色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这人身上。
虽然张昭收到北方的表扬信后感到头疼，但是天长日久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啊，江东是不能没有
我的。
甚至，他还会以为没有他就没有孙吴集团。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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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了《水浒传》，想造反的心凉了；读了《三国演义》，想报国的心凉了；    读了《红楼梦》，想爱
情的心凉了；读了《金瓶梅》，想偷情的心凉了；    读了《西游记》，想吃唐僧肉的心凉了；读了《
封神演义》，想娶美女的心凉了。
    读了陈瓷的《三国那些人那些事(吴卷)》，想做伟人的心凉了。
    平民视角，人性角度，史家态度，现实思考。
70后草根史学家陈瓷倾力奉献，我国首部人性视角下的全景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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