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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调重弹说历史    以今人的身份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件老调重弹的事情。
现今坊间有关历史的书又再热兴，其间鱼龙混杂，不乏精心编纂之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
有些书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非戏说，而是取材于史实，百分百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
令我疑惑的是，历史有可能百分百真实吗？
    即以治史者最可依赖的正史而言，后世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见。
比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时，就几乎把《三国志》的说法全部推翻。
他甚至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    为什么连史书都靠不住呢？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历代的统治者出于为自己粉饰美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史书的编撰施加影响，甚
至明一目张胆地加以篡改。
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均知晓一二，故而不再赘举实例。
    第二个原因则是修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及情感偏好的影响。
人总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客观的，修史者又焉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比如，史家鼻祖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就将项羽列入本纪，且次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
而本纪是专为帝王而设。
项羽并未一统天下而称帝，严格来说，是不能列入本纪的。
这是因为司马迁彼时正对汉武帝刘彻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宣泄，只好借此浇心中块垒。
司马迁还把孔子列入专为诸侯所设的世家之中，而孔子又何尝身列诸侯？
只不过是司马迁个人对其推行礼义十分景仰罢了。
    又比如，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有其明显的个人倾向。
他抑曹扬刘，一些有利于曹操，或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删去。
可见修史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史实的可信度也颇有影响。
    其他诸如年月迁延、资料散失，也可能影响史书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处在千年之后，遥究先人往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
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当然，这一个看法却不等于说，我们尽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放松要求，甚至是应需而取，随意诠释
。
    但尽管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还是会在诠释历史上犯以上两个错误，从而不自觉地
更加偏离历史真实。
这普遍存在于在坊间诸多谈古说史的书中。
    首先，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本身在历史进程及其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一个标签式的定义来
涵盖、推理其整个一生的言行举止。
    比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论及孙权的心理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鲁肃投奔孙权后，为他分析天下形势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将军应该“鼎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衅”，伺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但孙权反应冷淡，说，我只能“尽力一方”，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
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又再提起这个话头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是“明于事势”了
。
    易先生由此评论道：“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二十二年前，孙权初立，曹操势大，能否保住父兄基业尚是未知之数。
孙权何敢觊觎天下？
所以，“非所及也”应该是心里话。
而二十二年后，时移世易，孙权本人也在多年的斗争生涯中走向成熟，而天下的形势时机也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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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孙权也就有底气和雄心来称帝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早在二十二年前就想称帝了。
    我们亦可再来看看曹操的心路演变过程。
就算曹操真的是一个逆篡之人，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逆篡之心的。
我在《心理曹操》(“心理三国三部曲”之三)中专门分析过这一段。
曹操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死的时候能够在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
他何尝想过有一天风云际会，他能够官至大汉丞相，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控者，并最终在儿子曹丕手中
实现代汉而立呢？
    其次，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而全部以今日之道德标准、社会规范来加以理解。
殊不知，即便某一概念在年月流转后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早已随着时代的推演而流变。
这样的理解，只能是误解。
    比如，《说春秋》一书中说到伍子胥逃亡途中幸得一位渔丈人相救。
伍子胥提醒他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藏，渔丈人立即覆舟自杀，以杜子胥之疑。
作者以为这绝不可信。
故而在其笔下，渔丈人不过是假装自杀，待伍子胥走后，又再现身。
作者还评论道：“⋯⋯于情于理，老渔夫都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自杀的理由。
从技术角度来说，一个老渔夫投水自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
所以，老渔夫只是担心伍子胥杀人灭口，因此做了一个自杀现场保护自己而已。
”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大背景下的人们的社会认知束缚(或
局限)所导致的。
    我们暂且先不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而是转而看一下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这本书。
《武士道》里写道：“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
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
”实际上，日本武士道的这种精神，不过是我们的春秋遗风罢了。
伍子胥之所以要嘱托渔丈人，多少是对他有些不放心。
而渔丈人觉察到了这微妙的怀疑，觉得不被信任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与这种侮辱相比，性命又值得什么呢？
所以，渔丈人要自杀以明自己之高洁，亦以坚子胥之信任。
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真相。
至于渔丈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死观。
这也正是“心理吴越”全书所要重点铺叙分析的，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上述文字可要之如下：    1．立足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苛求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
    2．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物本身的成长演变过程。
    3．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曲主流准则。
    以上三点，和历史本身一样，其实也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了。
之所以我要在这里“重弹”一下，就是因为，尽管此乃“老调”，但后来的说史者还是会不可避免地
忘乎所以，连名家巨子也难以幸免(例子前已详述)。
为了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特在此一一列明，以作为我写作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
越》、《吞吴》)时的警示。
    后两点将作为全书正文的基本标尺。
而第一点，在这里要再多哕唆几句。
    既然是以心理学为工具来说史，大家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真实(因为
确实是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
    我所依据的主要蓝本是明冯梦龙编辑，余图、常功校点的《新列国志》(此书后由清乾隆年间南京文
人蔡元放略加润色，订正某些错误，并添加大量评语后，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
    《新列国志》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史。
以这样的一个底本来进行心理说史，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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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明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
余邵鱼原著在篇章架构、叙事详略先后、人名地名等方面颇多疏漏。
而冯梦龙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
史《乘》、楚史《祷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
》、《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等经、史、子、集著作(这其中很多
部都是唯正史论者言必称的正史)，对原书进行了重大修整，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等，依《一统志
》一一查明。
可见冯梦龙的创作态度(或者说是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从而，《新列国志》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也是
可以用作心理说史的基础蓝本的。
当然，在以冯梦龙的作品为叙述脉络的同时，我也参考了他所参考过的主要书目，并佐以吕思勉的《
中国通史》、《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以及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等著述，
以力求准确。
少数莫衷一是的地方，则依符合基本心理规律为标准予以取舍。
    行文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了。
但又想起另一个和历史似乎相关的话题，即《新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是应该列入演义范畴
的。
这样的历史演义还有很多部。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如此之多以戏曲、评书、小说等面目出现的历史演义呢？
    事实上，演义正是老百姓所写的史书。
    因为，正史的话语权始终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民间的草根一族并不能在正史上参与自己的意见
。
但他们同样会将自己的道德偏好、价值判断投注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上，这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
史演义。
而忠奸善恶、抑扬褒贬，正好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与抉择。
我们的这一部心理说史，以基本符合史实的演义为蓝本，正可以说是共百姓欢与悲，为百姓鼓与呼，
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遥不可及的“百分百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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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鞭楚》叙述了在佞臣费无忌的“怂恿”下，楚平王诈娶儿媳孟嬴，残害忠良伍奢一家，伍奢次
子伍员（伍子胥）逃到吴国后借助公子光（吴王阖闾）的力量坚忍十六年对整个楚国展开报复的故事
。
费无忌因“过度自信”不断蛊惑楚平王以满足一已私利；楚平王因“男人好色的本性”抢夺儿媳，因
“情感距离”而日渐疏远太子建并最终决定杀他；太子建因遭父亲背叛、驱逐产生“反事实思维”而
转变心性，由君子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伍子胥因着相貌奇伟（“巴特?辛普森效应”）而得以
在出逃途中得到众人相助，并在漫长的等待中硬起心肠借助吴王阖闾的力量最终使父亲临终前的“自
我实现预言”得以实现⋯⋯各色人等在春秋末期这一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
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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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心理说史首创者，心理经管专家，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曾游历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等国家及地区考察讲学。
代表作品有“心理三国三部曲“（《心理关羽》、《心理诸葛》、《心理曹操》）、《心理乔布斯》
、、《巧辩不如攻心——三国的说服智慧》、史上最伟大的说服系列之一《向子贡学说服》等二十余
部，其中多部作品已被引入港澳台地区出版。

在他看来：“所谓历史，其实是一间巨大的心理实验室，一打开门，看到的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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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平王诈媳
01 小人才是大导演
02 “色”字的巨大威力
03 胆子是练出来的
04 好色背后的大秘密
05 偷天换日也寻常
06 一个可怕的“园丁”
07 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08 君子并不是傻子
09 甘心当个男“护士”
10 父亲寄来的“迷信”
11 看着陷阱往里跳
子胥出奔
12 给儿子添点麻烦
13 两个“空对空”导弹
14 君子变成白眼狼
15 不求回报的回报
16 头发白了好出关
17 就不告诉你名字
18 名声比生命更重要
19 帅哥迷倒老处女
20 叫声兄弟跟我走
21 梅里三弄断人肠
姬光夺位
22 衣装一件胜千言
23 上了贼车下不来
24 厚颜才是真无敌
25 心病也会害死人
26 比死了爹还难过
27 兄弟不过是件工具
28 爱好是最危险的东西
29 真仁义还是真自私
30 天上掉个“大馅饼”
31 一首歌谣的威力
32 投入是个大陷阱
33 “病人”喜欢帮“病人”
要离刺忌
34 要傍就傍正义之神
35 胆大原来是种病
36 长得丑等于没本事
37 伤害自己等于伤害对手
38 死了也不责怪你
39 死亡才是最好的奖赏
40 来历决定你的忠诚
孙武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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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撒了两个弥天大谎
42 一个不够自信的天才
43 只听到自己想听的
44 拿宫女做个试验
45 错把王宫当战场
46 一个剽窃来的创意
47 初生牛犊敢杀人
48 又一个剽窃来的创意
子胥复仇
49 最亲密的人伤你最深
50 一把宝剑的颠沛流离
51 自由与财宝谁为重
52 小人大玩接力赛
53 三个小人演大戏
54 今夜你会不会来
55 乌鸦不见自身黑
56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57 大难临头我先逃
58 把郢都变成淫都
59 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60 仇恨是个无底洞
心理学精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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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要知道，这样亵玩掌控楚国的第一人，风险也是很大的。
如果楚平王不为所动，费无忌的脑袋就要搬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能量推动费无忌去这样冒险一搏呢？
 说白了，费无忌曾经有过一次成功忽悠楚平王的重大经历。
 原来，在楚国边上，有两个小诸侯国陈国和蔡国。
楚国在前一任国君楚灵王当政时，吞并了这两个小国（楚灵王偏爱细腰美女，“楚王好细腰，一国皆
饿死”，说的就是他）。
楚灵王随后封大将穿封成为陈公、弟弟公子弃疾为蔡公（所谓的三楚，说法之一就是指楚国本土加上
陈蔡二地）。
原蔡国大夫归生之子朝吴因此侍奉公子弃疾。
朝吴心怀故国，朝思暮想要复国。
他趁楚灵王远征徐国，滞留不归之际，挑动蔡公弃疾叛乱。
弃疾遂继位为王，这就是楚平王。
楚平王得位之后，应朝吴之请，寻访陈蔡两国国君后裔，恢复了两家的封国，分别为陈惠公和蔡平公
。
当然，这两个小国，仍然是楚国的属国。
这件事为楚平王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后来，蔡平公立嫡子朱为世子，但其庶子东国觊觎继承权，想要取而代之。
东国知道费无忌正是楚平王跟前的大红人，于是私下里用厚礼贿赂费无忌。
等到蔡平公死后，费无忌就假传楚平王的命令，让蔡国人将世子朱驱逐出境，改立东国为君。
 费无忌插手这件事，真可以说是利令智昏。
他不过是一个佞臣，竟敢假传楚平王之命，干涉属国国君的废立之事，一旦泄露，必然是死无葬身之
地！
 当楚平王后来得知蔡国人将原世子朱驱逐出境之事，并就此询问费无忌时，费无忌一开始以为大祸临
头了，慌乱中捏造了一个并不太充分的理由，说：“朱将要背叛楚国，所以蔡国人对其不满，这才将
其驱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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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鞭楚》编辑推荐：在陈禹安先生的“心理说史”系列中，由《鞭楚》、《辱越》、《吞吴》组成的
“心理吴越三部曲”是其倾注心力最多、解说历史最细致、心理分析最深刻的新作。
《鞭楚》以春秋末期的历史为蓝本，以社会心理学为主要工具，对吴越争霸的故事进行深入剖析。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基底期。
而吴越争霸又是其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且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段历史。
纵使历史无情流逝，但人心千古未变，终归有迹可循。
作者之所以要创作这个心理说史系列，也无非是想以古鉴今，借历史之名，为世人心中燃一盏灯，使
之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现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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