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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时事》是一本随笔作品集。
文章聚焦历史风云，直面争议话题：魏忠贤是枭雄还是恶棍？
历史悠久的同性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清文字狱之曾静、吕留良案；⋯⋯《
旧时事》野史正说，揭秘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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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挣扎还是静待结局：——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权南北朝纵横谈之刺龙何时甘露偈——也谈“甘露之
变”偷安岁月是枭雄还是恶棍？
——魏忠贤的泼皮人生肉眼看不见的历史：城头缘何换王旗华夷之别引纷争，大义觉迷可安身——清
文字狱之曾静、吕留良案“山雨欲来风满楼”——重温“同文馆之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史悠久的
同性恋五德玄奇编年史——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中国历史上不可理喻的若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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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挣扎还是静待结局：　　——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权　　后主建兴十二年（234）秋八月，汉丞
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至此，统共120回的《三国演义》已经写到了第104回，后面的文笔就不多了。
文学家如此安排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以后的“故事性”确实也就不强了——蜀汉偏僻微弱，政治又
不如诸葛亮时期，难以再对天下形势带来太大的悬念，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为期40余年的蜀汉政权刚刚度过了13个年头，后面还有近30年的路要走。
这30年的路，整个蜀汉政权是在挣扎与等待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细心挖掘和品味，它留给后人的
或许要更多，也更为沉重⋯⋯　　诸葛亮留给蜀汉政权的班底　　后汉建安时期，辅汉安刘、实现汉
王朝第二次中兴，是刘备集团的口号也是他们的梦想。
他们离这个梦想最接近的时候是在公元219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夏天，当时的刘备占有川中，关
羽镇守荆州，是年又从曹操手里抢占了汉中重地。
秋，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文武。
当时刘备、诸葛亮虎视天下的雄心可谓饱满。
但是蜀汉政权的这个繁盛局面却又丧失得太快太悲凉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底，孙权袭杀
关羽，取荆州，刘备集团痛失一条臂膀；　　章武二年（222），刘备伐蜀，大败于犹亭，次年驾崩于
永安。
　　其实，这时候留给诸葛亮的就只剩下主观努力的空间了，他在《后出师表》中说得很明白：以先
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
然不伐贼，王业亦亡。
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蜀汉全盛时期犹难以抗衡实力雄劲的魏国，何况后来的疲敝时期呢？
但是，诸葛亮还是对魏保持了战略上的攻势，不管是意图自保还是为了削敌，司马懿“畏蜀如虎”则
是《三国志》记载的事实。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总揽大权，他为这个政权也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元234年以
后的蜀汉政权，可以说是诸葛丞相留给后主的遗产。
而此后30年的当权者班底，也都是诸葛丞相悉心选拔和培养起来的。
诸葛亮留下的这个班底有如下特征：　　1.消除“不稳定因素”　　李严：和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
但居然写信劝诸葛亮加九锡，晋爵称王，走曹操的路线，遭到诸葛亮严正拒绝；后又在北伐期间“出
工不出力”，耍手腕。
公元231年，免为庶人；　　魏延：受刘备重用的良将，由于与诸葛亮多有不合，加以性情高傲。
诸葛亮临死托权于杨仪、姜维，最后由杨仪、王平等人攻杀魏延，灭三族；　　杨仪：为丞相长史，
有才干，性情褊狭浮躁，公元235年被免废，徙汉嘉郡。
退出政治舞台。
　　2.留下可靠班底　　其实只要看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面称赞下属的词语——如“忠志之士
”、“良实”、“忠纯”等等，大体就可以知道诸葛亮的用人标准了。
的确，诸葛亮也确实为后主留下了这么一批人格上几乎无可挑剔的文武大臣，从以后几十年这些人的
表现来看，你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眼光。
所以，此后的几十年内，蜀汉是三国中最稳定的一个政权；但是同时，由于用人唯“贤”，不同于曹
操的“唯才是举”，也就决定了这批人难以完成什么惊人的业绩了。
凡事不能两全，至于得失几何，也真是一笔不好算的账。
　　3.后诸葛亮时代的政权设计　　废除丞相。
诸葛亮是大权独揽的，但他以后的政坛更多的是一个班子的分工与和衷共济——　　皇帝：从40年的
经历来看，刘禅对政治似乎没多大的兴趣插手，对大臣也算温和宽容，这似乎也不完全是坏事。
但皇帝毕竟是最高统治者，也很有点复杂。
　　侍中：是皇宫中的负责官员；　　宦官：后期有专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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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主管军国大计。
　　尚书令：主管政事，是政务主持者。
由于蜀汉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政权，尚书令位在大将军以下。
　　——此外众多文武职务都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建立的。
　　蒋琬时期（234_243）：北伐战略转变的努力与失败　　按照诸葛亮的嘱托，后主任命蒋琬主持局
势近10年，前期，蒋琬在诸葛亮去世的震荡中指挥若定，稳定了蜀汉局势；后期，他试图转变诸葛亮
的北伐策略，由于遭到普遍反对而失败，自己也随之病亡。
　　1.蒋琬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属湖南永州）人。
“以州书佐随先主人蜀”，被任命为广都长。
刘备到广都视察，发现他居然根本不理事务，经常喝得烂醉，先主大怒，要治他的罪。
诸葛亮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
”——后来罗贯中把蒋琬的“光荣事迹”移植到庞统名下了。
结果是，刘备虽然看在诸葛亮面上没有整他，还是罢了他的职。
但蒋琬成为诸葛亮的心腹，先主去世后，他的官职是火箭一样飞腾的：建兴元年（223），丞相亮开府
，辟琬为东曹掾，随即迁为参军；五年（227），诸葛亮进住汉中，蒋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
八年（228），代张裔为长史，并加抚军将军。
诸葛亮曾经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你办事，我放心！
蒋琬最终成功当上了诸葛亮的接班人。
　　2.和衷共济阶段　　234年，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不久，又领益州刺史，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
，封安阳亭侯（不久费神任尚书令，主持政务）。
235年，加为大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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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旧时事》聚焦历史风云，直面争议话题。
野史正说，揭秘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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