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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2008年的春天，是我人生较为困顿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进了一家小书店。
那时，全国上下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历史风，书店里的历史书籍铺天盖地，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买了几本回去看，看完以后心里突想，其实我也可以试着写写。
　　于是，就这样写开了。
　　汉朝四百年，要把它写完，的确是需要勇气和才气的。
最开始，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写刘邦或者项羽。
后来，买了一些汉朝的通俗演义来看，发现不尽理想，于是突然就想，干脆我也来写一部现代白话文
的汉朝读物吧。
　　我之所以说它是读物而不是演义，主要是书里的历史故事，以正史为主，不敢乱写，更不敢乱改
。
当然，只要你才气过人，完全可以忽悠，我们也愿意被忽悠。
就像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明是孙坚斩的华雄，他却编了一段&ldquo;关羽温酒斩华雄&rdquo;的
故事；明明吕布是因为跟董卓的婢女私通，害怕董卓修理他，不得不跟王允合作，老罗却又编了一段
美人连环计的故事。
如此种种，不下二三例。
　　在写《那时汉朝》之前，我写过言情小说，写过乡土小说，甚至动笔写过长篇，写了两部，都半
途而废。
所以当时我就想，连个小长篇都写不完的人，能够把汉朝历史写完吗？
　　坚持了三年，我还真把它写完了。
　　写作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事。
如果你想发疯，就写长篇去吧，如果你想让他（她）疯狂，就让他写超长的长篇去吧。
回头一看，我能挺过这三年，原因很简单，我喜欢写，也有很多人喜欢看。
我在天涯煮酒论史连载的几年，有些人是一路追到底，此情此景，我心里总是莫名地激动。
其实，更多的是感动。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看，我就继续写。
如果没有读者们的一贯支持，我根本就撑不到今天。
　　感谢所有支持月望东山的读者，感谢你们一路陪伴，让我走到终点，也把我送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
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你们送上更好的历史大餐。
　　是为记。
　　月望东山 2011年5月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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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时汉朝》第七部（大结局）从士大夫代表袁安和外戚代表窦宪争斗写起，到王允联合吕布刺
杀董卓为止。
此时，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汉朝，渐行渐远。
西汉时代的外戚专政再次抬头，跟向来以捍卫皇权为荣的士大夫之间的争权夺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
正当皇权与士大夫失势时，宦官闪亮登场，犹如武林邪教，与皇族、外戚、士大夫角逐天下，黑暗而
又残酷。
从此江湖不再是那个江湖，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男人与女人，君子与小人，英雄与恶棍，共同制
造混乱，并残忍地终结了汉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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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月望东山，本名王月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海南省海口市东山镇人，200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
学中文系。
早年学诗，后写小说，现攻历史文学。
中华五千年，当年明月一人力不能及，于是月望东山沿用“月派”写法，开讲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王
朝。
《那时汉朝》系列相继面世之后，迅速掀起了汉朝热。
《那时汉朝》就像汉代的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有幸重新看到大汉王朝四百多年的沧桑与辉煌，以
及那些早被历史风尘模糊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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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一场游戏一场梦一　对决窦宪两拳就将北匈奴打成了地球流浪者，宇宙震撼。
从此汉朝天下，窦宪高踞雄峰，一览众山小。
在苍茫的银河系中，他就像一颗巨无霸行星，周边到处都是小行星围着他运行。
这些小行星中，武有耿夔等，文有班固等，再加上众多地方太守，简直就是满眼繁星。
窦宪很牛，可有人就不睬他。
前面说过，一个是司徒袁安，一个是司空任隗。
任隗的老爹是刘秀的开国功臣任光，他要摆老架子是可以理解的，可袁安白手起家，没有啥政治背景
，偏要跟姓窦的抬杠，简直不可理喻。
窦宪想不通，可我们都看得很明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安和任隗要跟窦宪斗，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政治门派的火并。
袁安代表的是士大夫流派，窦宪代表的是外戚门派，皇族永远是裁判。
都是老江湖，谁怕谁呢？
在东汉历史上，你可以不知道袁安，但你可能听说过“袁安困雪”的典故。
如果没听说也没关系，但你肯定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东汉末年的袁绍。
袁绍是袁安的直系后裔，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
袁绍时代远未到来，袁安这个前浪只好迎风掀浪。
要火并，当然是人多好办事，可身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宋由，甘心当了缩头乌龟，上苍只能降大任于袁
安和任隗了。
话说回来，就人数而言，袁安这边是赶不上窦宪的，但他从来没缺过跑腿出力的人。
在他的怒吼下，人虽少干劲却很足，一下子将窦宪的诸多墙脚挖了个遍。
袁安的目标，就是锁定了中央部长及地方太守。
只要是窦宪提名上任的，都在他的弹劾范围之列。
他忙活了一阵子，成果显著，从中央到地方，被他袁安拉下马的高官，不下四十个。
面对疯狂的袁安和任隗，窦宪的马仔们都急得抓狂，都想把袁安拉出来扁一顿。
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下一个弹劾的人可能就是自己。
不过，袁安不是谁想扁就能扁的，至少大家要开个会，思想要统一，领导还要点头才行。
可惜，领导偏不点这个头。
窦宪作为窦家领导，当然理解马仔们焦灼的心情，可他也有难处。
他认为，对弈双方，都是高手，且对方能量也不小，再加上袁安和任隗在江湖上名望很高，天不怕地
不怕，想扳倒他实在不易。
现在的办法，只能是能忍则忍，走一步算一步。
当然，窦宪之所以不敢对袁安动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裁判们都偏向袁安。
如果说皇族是裁判，那主裁判就是刘肇。
主裁判还小，只有十三岁。
十三岁，换到今天该是上初中了，懂事了。
窦宪想踢假球，他过不了裁判这关，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事实上，作为主裁判的刘肇，心里是很没底气的。
因为在他的背后，还坐着个窦太后。
窦太后要他判谁赢，他也不敢哼什么。
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袁安，坚持把球踢完，不到最后，坚决不能认输。
这样的球，踢得是何其难啊。
中场休息时，大家围在一起聊天，裁判们也全都过来了，众人说着说着，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说到底，就一个字——苦啊。
全场上下，就只能靠袁安撑着了。
如果国脚袁安倒下，那就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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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哭，袁安也哭。
担子太重了，压得他都要喘不过气了。
男人哭吧不是罪，擦干眼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为了一个政治清明的梦想，袁安将自己炼成了圣斗士。
公元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洛阳城，袁安和窦宪的一场终极对抗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双方争斗的焦点，还是北匈奴问题。
历史是诡异的，窦宪自上次出征北匈奴，原北匈奴单于逃跑后，仿佛像飞在空中的飞机，突然跟地面
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不知所终。
单于先生跑了，却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他的弟弟右谷蠡王只好临危受命，自任单于，率领还没来得及
跑出地球的数千人，在遥远的蒲类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西北巴里坤湖)游荡放牧。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这个道理，右谷蠡王还是知道的。
为了有个长久的安身立命之地，他派人去给窦宪捎信说，他们已经被追怕了，现在渴望归附汉朝，希
望得到批准。
北匈奴归附问题，不是由窦宪决定的，他上面还有领导，领导批准了才算。
尽管窦宪没有拍板权，但有决策权。
他听完北匈奴使者的诉苦后，马上就提出了三条意见:封右谷蠡王为单于，这是其一。
汉朝政府将派中郎将协防保护北匈奴，这是其二。
北匈奴享受待遇，与南匈奴相同，这是其三。
方案弄好后，窦宪就送入皇宫。
皇帝刘肇负责召集众卿开会，号召就此事表态。
会议一开，太尉宋由很积极，他第一个表示支持。
宋由一跳起来，袁安就抛白眼了。
他和任隗旗帜鲜明地叫道:窦大将军的方案，在我们这里通不过。
袁安认为，王莽时代，南匈奴早已叛汉，到了东汉开国以后，南匈奴又投过来了，第一皇帝刘秀也同
意了。
长眼的都看得出来，西域那么大，刘秀都没接受，为什么偏要接收南匈奴？
那是想利用南匈奴，防范北匈奴南下侵扰。
现在，北匈奴问题都解决了，按理南匈奴利用的价值也差不多了，应该让他们回北方老家，不要再赖
在汉朝的地盘上，害得我们年年烧钱。
可窦宪没打发走南匈奴，偏又封个北匈奴单于，还享受南匈奴的待遇，汉朝在他们身上烧钱，何年才
是个头呀。
窦宪那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里里外外都要花钱，钱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凭什么为了那个虚名乱花钱？
有多少米，吃多少饭，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这是明摆的道理，没什么可说的。
就这样，大家就好像同坐在一辆车上，一个说向左走，一个偏向右转，双方就此僵持了。
这时刘肇发话了，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结果稍后公布。
袁安一听，眼皮就直跳。
要想跟窦宪斗，就得明着来。
稍后回来，不要说精彩继续，肯定是什么努力都白搭了。
但是皇帝都叫休庭了，这下子怎么办？
第一回合已经占了主动，必须想法子巩固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
袁安回家，心里全都是事儿，家里到处都是窦宪的影子。
他多想给窦宪一个勾拳，可出手都打在了虚无的空气中。
袁安心里不禁悲哀起来，朗朗乾坤，正不压邪，何谓为人间？
天下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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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儿，袁安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悲壮的英雄主义情绪。
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再给主裁判刘肇上一道书，提醒他别上窦宪踢假球的当。
第二天，袁安把写好的奏书，单独呈给皇帝。
袁安的奏书，果然起作用了。
不久，皇帝刘肇再次召集高官会议，他不是来公布结果的，而是来看戏的。
刘肇告诉双方，时间已经规定好了，没有加长赛，比赛结束，就在现场公布结果。
作为唱对台戏的反方代表，袁安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他单独递给皇帝的奏书里，呈现得相当详细了。
观点归纳如下:第一，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起，南匈奴归降汉朝已有四十余年，历经三任皇帝，忠心耿
耿，天地可鉴。
之前，如果没有南匈奴提议起兵攻击北匈奴，就没有窦宪的今天。
可窦宪没有念其功，而是把南匈奴的对手北匈奴扶持起来，恩将仇报，对南匈奴不仁不义，势必让人
家心凉。
况且，窦宪打击北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也有功，他们会认为汉朝有朝一日也会将他们抛弃，
肯定心里会不爽之极。
第二，仅一个南匈奴，汉朝每年砸在它身上的钱，就有一亿多。
西域花销也不少，每年少说也有将近八千万钱。
如果扶持北匈奴，那汉朝还要多在一个人身上砸钱，汉朝又不是开银行的，长此以往，汉朝也要被他
们拖垮。
袁安唱完，轮到窦宪上场了。
窦宪一上来，就跟袁安吵了起来。
吵了什么，内容省略。
反正是窦宪口气很大，态度很恶劣，口出成脏，估计正是这个原因，汉史才没有将他反驳袁安的话记
载下来。
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不知道窦宪骂什么，但也是可以猜出一二的。
在这里，我愿替窦宪拟出一席话，作为正方的辩词。
袁安先生，你站在国家道德的制高点，满嘴仁义，高屋建瓴，犹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实在令在下
佩服不已。
但你说得很爽时，有没有注意到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所谓正义，不在弱者嘴里，而在强者手上。
自春秋战国起，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信道德，更不相信眼泪，在他们眼里，只相信两个字——利益。
无利不起早，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当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南征北战时，南匈奴在哪里？
他非但没有帮上咱一把忙，反而在西北一带兴风作浪。
好了，当汉朝统一天下时，他就跑来装孙子了。
为什么？
他们想在西北吃好喝好，还不受欺负，必须有座靠山，而汉朝就是他们的大山。
南匈奴想要靠山，我们想利用他守西北大门，这笔买卖就这样做成了。
可之前，南匈奴为什么要提议起兵征伐北匈奴？
原因有二:北匈奴混得一年不如一年了，有机可乘，这是其一；北匈奴和南匈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消
灭北匈奴不但可以报仇，还可以捡个大便宜，当西北老大，这是其二。
正因为如此，之前南匈奴没经过我们同意，他竟然提兵开打即将来投降的北匈奴单于，害我派班固跑
了一趟想迎他回洛阳，却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南匈奴为什么要先动手脚？
还不是害怕北匈奴要抢他的地盘，占了他的好处和便宜？
您如果不信，不妨跑一趟去西北瞧一瞧，看一看是不是南匈奴现在比以前肥多了，土肥、人肥、马也
肥，名副其实的西北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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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野心是无边无涯的，如果没有应对措施，南匈奴一旦地盘做大，有朝一日只要有机会，他也
会倒插两刀。
所以汉朝要想高枕无忧，安享国泰民安，不能极力将敌人全干掉，而是要善于培养敌人。
只要北匈奴和南匈奴互相扼制，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保持外部政治生态平衡，对汉朝就十分有利。
以上所述，相信您老也听出来了，治国只跟技术有关，所谓道德仁义，只是涂在刀子上面的蜜。
什么时候亮刀，什么时候涂蜜，由我们说了算，这是其一。
至于其二，我就不想多费口舌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见过做生意是不花本钱的吗？
生意越大，投入的成本当然就会更大。
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当然投入的资本就更多，这是一个千古大理。
所以，想把汉朝事业做大，就不要怕烧钱，怕烧钱，就不要出来混。
好了，说了半天，口渴了，道理也说足了。
我先喝口水，再来跟你扯皮。
窦宪想扯皮，正中袁安下怀。
自孔子开了读书做官的伟大传统以来，扯皮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最大本事。
于是袁安继续跟窦宪扯皮，然而扯着扯着，双方竟然从国事扯到人身攻击上了。
人身攻击，是窦宪开了第一炮。
窦宪就知道，要扯皮肯定是扯不过袁安的。
人家是喝墨汁长大的，上知天命，下知鬼神，古知尧舜，今知廉耻，集古今扯皮技术大成于一身，窦
宪哪儿有不输的道理。
窦宪嘴皮上输了，可手腕不输呀。
最后，只见他软的不行，突然来硬的，拍着桌子骂袁安道:您老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不是想学韩
歆和戴涉？
韩歆和戴涉，都是刘秀时代的高官。
前者好直言，经常在刘秀耳边唧唧歪歪，被刘秀找了个借口拖出去砍了。
后者做过汉朝的大司徒，估计也常喜欢跟刘秀抬杠，后也被刘秀找了碴儿拖出去砍了。
袁安一听窦宪吓唬他，马上像个好斗的老公鸡高傲地挺起脖子。
哟，连韩歆和戴涉的典故都拿出来了，想吓唬谁呀，老子如果怕死，早不在这里混了。
袁安当即也跟窦宪急起来，只见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叫道:嘴巴长在老子身上，老子就是不同意你的意
见，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死畏之。
袁安仿佛要说，老子烂命一条，人输理不输，要输也要输得光明磊落，青史留名。
正当两派都气势汹汹、不相上下成胶着状时，裁判出面了。
当袁安在下面吵得热火朝天时，却不知道刘肇在上面听得偷偷地捏了两把汗。
一把是替自己捏的，一把是替袁安捏的。
袁安可能忘了窦宪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他可没忘。
当年，有人从齐国来，被窦太后宠幸，窦宪怕对方砸了自己的饭碗，就狠下杀手，在窦太后的卧榻之
侧把对方干掉了。
现在窦宪要想干掉一个袁安，甚至捎上裁判皇帝，他没什么是不敢的。
这样的杀人魔鬼，不要说求爷爷告祖宗，就算把黑山老妖请来，估计也不敢插手。
没办法，人家太强悍了，实力就摆在那里。
最后，刘肇心里长叹一声，严肃地宣布:窦宪赢了，袁安出局。
对袁安来说，眼前这个结果，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太致命了。
三个月后，他终于顶不住，伸腿走人了。
顺便交代，他是活生生地被气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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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 记2008年的春天，是我人生较为困顿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进了一家小书店。
那时，全国上下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历史风，书店里的历史书籍铺天盖地，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买了几本回去看，看完以后心里突想，其实我也可以试着写写。
于是，就这样写开了。
汉朝四百年，要把它写完，的确是需要勇气和才气的。
最开始，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写刘邦或者项羽。
后来，买了一些汉朝的通俗演义来看，发现不尽理想，于是突然就想，干脆我也来写一部现代白话文
的汉朝读物吧。
我之所以说它是读物而不是演义，主要是书里的历史故事，以正史为主，不敢乱写，更不敢乱改。
当然，只要你才气过人，完全可以忽悠，我们也愿意被忽悠。
就像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明是孙坚斩的华雄，他却编了一段“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明明
吕布是因为跟董卓的婢女私通，害怕董卓修理他，不得不跟王允合作，老罗却又编了一段美人连环计
的故事。
如此种种，不下二三例。
在写《那时汉朝》之前，我写过言情小说，写过乡土小说，甚至动笔写过长篇，写了两部，都半途而
废。
所以当时我就想，连个小长篇都写不完的人，能够把汉朝历史写完吗？
坚持了三年，我还真把它写完了。
写作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事。
如果你想发疯，就写长篇去吧，如果你想让他(她)疯狂，就让他写超长的长篇去吧。
回头一看，我能挺过这三年，原因很简单，我喜欢写，也有很多人喜欢看。
我在天涯煮酒论史连载的几年，有些人是一路追到底，此情此景，我心里总是莫名地激动。
其实，更多的是感动。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看，我就继续写。
如果没有读者们的一贯支持，我根本就撑不到今天。
感谢所有支持月望东山的读者，感谢你们一路陪伴，让我走到终点，也把我送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你们送上更好的历史大餐。
是为记。
月望东山2011年5月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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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汉朝四百年，要把它写完，的确是需要勇气和才气的。
我之所以说《那时汉朝》是读物而不是演义，主要是书里的历史故事，以正史为主，不敢乱写，更不
敢乱改。
写作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
回头一看，我能挺过这三年，原因很简单，我喜欢写，也有很多人喜欢看。
如果没有读者们的一贯支持，我根本都撑不到今天。
感谢所有支持月望东山的读者，感谢你们一路陪伴，让我走到终点，也把我送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月望东山月望东山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打开这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画卷，用生动明快的语言，演
绎这一段曾经沉重得让人感到呼吸困难的历史，读来轻松亲切，让我们觉得历史并不遥远。
——《说晋天下》作者 昊天牧云从未读过比这更丰满、好读的白话汉朝史。
读得茶饭不思，只因为《那时汉朝》的阅读快感一浪接一浪。
汉朝历史的多面性和隐秘性，以及其中壮丽、沉痛、残酷的细节与情境，在作者平实、冷静的娓娓叙
述中尽皆展现。
——《历史罪》作者 罗杰我追看《那时汉朝》，是因为作者越写越酷，故事越来越刺激；战争场面越
来越残酷，宫廷较量越来越激烈；权术越来越黑暗，人性越看越可怕。
作者还原历史之功夫，不得不让人击节称赞。
——天涯网友 霸王别唱《那时汉朝》吸收了流行的写法，融进了个人对历史的情感观，使历史的可读
性大大增加。
同时，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使文章妙语连珠，精彩迭出。
——当当网读者 浪里个浪以前不喜欢看历史书，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很有意
思，以后多找些这样的书，了解了解历史。
——卓越网读者 古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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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结局精彩上演！
一个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大汉王朝，怎样土崩瓦解？
现代视角书写汉代历史的扛鼎之作。
全景再现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帝国的勃兴与衰落。
白话汉朝史的通俗普及范本。
一、易中天之后，对汉朝历史的又一多视角深度解说；二、《明朝那些事儿》之后，又一部心灵过滤
的历史深度解说之作。
三、诙谐娱乐的行文风格，更加适应现代读史者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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