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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立城邦，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破楚入郢，继而挥师南下，讨伐越国
。
槜李之战，吴国兵败君亡，太子夫差即位，吴越争霸进入新阶段。

　　历史学家王卫平，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史料，生动地讲述春秋时期吴越的这段历史——君君臣
臣，明昏忠奸，兴亡成败，尤以吴国的崛起和覆灭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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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历史系，1993-1997年赴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留学，获博士（文学）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吴文化
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史、江南区域史（吴文化史）、方志学。
著有作品《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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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吴国的建立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末期，在今天西北地区的周部族里发生了一
件怪异的事情，一只平时很少能见到、长着火红色羽毛的小鸟，嘴里衔着一份丹书，停在了刚刚出生
不久的姬昌（后来的周文王）住的房子上。
姬昌的爷爷、也就是周族的首领古公亶父听说以后，内心非常的激动，认为这是一个吉祥之兆，上天
有意让他的这个孙子负担起振兴周族的使命。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有人编造的，总之因为这只小红鸟，古公亶父改变了周族首领的嫡长子继
承方式，而改为由小儿子季历继承君位，以便最后能传位给季历的儿子姬昌。
他的大儿子太伯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以后，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主动让位给小弟，就带着老二仲雍离
家出走，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句吴”的国家。
这就是吴国的来历。
　　在后来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吴国一直默默无闻。
尽管周天子和那些同姓的诸侯隐约地知道，在遥远的长江下游地区还有这么两个同姓的兄弟，但对他
的情况却是不甚了了。
对于中原地区的人而言，可以说吴国这个小兄弟显得相当的神秘。
北方人看吴国的眼光，类似于现代的我们看某一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非常的陌生。
直到有一天，这个小兄弟居然打败了老牌霸主楚国，人们才刮目相看，争相了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蛮
夷小国究竟是什么来头。
　　从长期的默默无闻，到令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在吴国崛起与强大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
一个是吴王寿梦，是他主动与周王朝及中原诸侯国接触，引领吴国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
还有一个是从楚国逃来的大臣伍子胥，他先后帮助两个吴王上台，并且实行了一系列安君治民的改革
措施，使吴国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蛮夷小国，一跃而成为傲视群雄的诸侯霸主，可以说他是吴国盛亡
兴衰的关键人物。
　　二、　　寿梦的失误　　为什么说寿梦在吴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呢？
　　公元前585年寿梦上台以后，作出了两个重要决策。
　　第一，北上中原朝见周天子。
因为自从周武王封吴国为诸侯以后，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吴国与西周王朝的交往情况，就好像北京的亲
戚与边远地区的亲戚，因为路途太过遥远，走动很不方便，久而久之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为了表示对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尊重，加强吴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寿梦上台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专
程前往中原朝见周天子。
这是寿梦摆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要想在群雄林立中做强做大、称王称霸，必须先在诸侯中混个脸熟，
尤其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
因此寿梦做的这一件事，意味着吴国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诸侯争霸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第二，与晋国结成联盟。
寿梦接受中原大国晋国，建立吴晋联盟，共同对抗过去的盟友楚国，由此拉开了长达80年之久的吴楚
战争的帷幕。
　　晋国的帮助，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
并且在战略上来了一个大的转移。
吴王寿梦采取的这两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它使吴国国力日益壮大，加强了吴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
这就为以后争夺霸权奠定了基础。
寿梦做的另外一件事对吴国的影响更大，什么事呢？
就是改变王位继承制度，把嫡长子继承改为兄终弟及。
寿梦有四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是小儿子季札，为此他决定立季扎为王位继承人，但遭到季札的拒绝，
因此他在临死前定下规矩，王位兄终弟及，从老大开始，哥哥死了由弟弟接，一个一个传下去，最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霸主的陨落>>

让季札没有理由推辞。
这个设计当然是好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其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说老大不愿意怎么办？
再譬如说即使老大没有意见，要是碰到弟弟先于哥哥死的情况怎么办？
所以我们说王位继承制度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不能轻易改变，兄终弟及的方法不符合礼制规定，它很
容易引起兄弟阋墙、宫廷政变的流血事件。
季札为什么不肯继位啊，就是考虑到这个原因，他不愿意做吴国历史的罪人。
因此在这件事上，寿梦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但是，世界上有很多阴差阳错的事情。
正是寿梦的这一个错误决定，反而给对吴国崛起与强大起了关键作用的伍子胥走上历史舞台埋下了伏
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啊，在吴王寿梦的第三个儿子死后，应该轮到季札做国王了，可季札还是不肯继位，一帮大臣无
奈之下只好拥立老三的儿子僚为国王。
但是这样一来，却引起了老大儿子公子光的不满。
因为他觉得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吴国的王位应该通过他的父亲传到自己，怎么也轮不到老三家的僚
继承呀！
因此他暗中网罗勇士，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发动夺权政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伍子胥逃亡到了吴国，参与策划了这场宫廷政变。
　　三、　　伍子胥奔吴　　伍子胥何许人也？
他姓伍名员字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楚国的中心范围在今天的湖北境内，但是伍子胥建功立业
的地方却是在吴国。
那么，楚国的伍子胥为什么要跑到吴国来呢？
这还要从他的家族遭遇说起。
　　伍氏家族在楚国世代为官，伍子胥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楚国的大臣，而且都以为人正直、
忠义敢谏著称。
如果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伍子胥一定会子承父业，成为楚国国王的一名忠臣。
但是，造化弄人，偏偏伍子胥父子时运不佳，不仅碰上一位楚国历史上最阴险奸猾的大臣费无忌，还
碰巧遇上一位数得上号的昏君楚平王，从此伍氏家族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楚平王时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负责教导太子建。
同时教导太子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被封为太子少傅的费无忌。
太子建与伍奢的关系非常好，而与心胸狭隘的费无忌却合不来。
楚平王在位的第二年，派太子少傅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迎娶媳妇。
这位秦国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本来是要给儿子娶的老婆，看着不错，费无忌又拍马屁送给了儿子他
爹做老婆，把里边的辈份关系全给搞乱了，而且造成了平王父子关系的紧张。
因为这件事情，费无忌与太子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想到一旦平王去世而太子建登上王位，肯定会报复自己，费无忌心中便恐惧不安，想来想去一不做二
不休，干脆把太子扳倒，让他没有机会继承王位，因而总是在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挑拨离间平王
与太子的父子关系。
时间一长，平王越来越讨厌太子，眼不见为净，在平王六年的时候，派太子驻守边关重镇。
费无忌趁机又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用心险恶地说：太子因为没能娶成秦女，不可能不怀恨在心。
而今驻扎在边关，拥兵自重，外与诸侯相勾结，无时不想攻进国都，请君王要多加防备啊！
费无忌这段挑拨的话，看上去合情合理，不由得楚平王不信，于是平王就秘密下令边关的将军，要他
拘杀太子建。
这件事让将军感到很为难，毕竟他奉命拘杀的是当今的太子，此事非同小可，而国王的命令又不能不
听，怎么办呢？
最后他在发兵之前，派人先向太子通风报信，让他赶紧逃生。
太子听到消息后，便逃到宋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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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无忌虽然赶走了太子，心里踏实不少，但是太子的老师伍奢不死，仍然是一种威胁呀。
因此他又在平王面前大说伍奢的坏话，还向平王出坏主意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能，如不
除去，恐怕将来成为楚国的心腹大患。
可以将他们的父亲作为人质，召两人前来。
”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话，逮捕了伍奢，并要他把两个儿子召回都城，以此作为免他死罪的条件。
所谓知子莫若父，伍奢素来知道两个儿子的为人，便回答说：大儿子伍尚为人慈爱孝悌忠义，如果听
到我召唤，一定会马上就来。
而小儿子伍子胥从小喜欢学习，聪明过人，富于智谋，长大后勤练武功，做事勇敢，有文治邦国、武
定天下的才能。
而且他的为人很少凭感情用事，为达到目的宁愿忍受冤屈耻辱，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他明知来了必死，所以一定不会来的。
但是楚平王不信，派人去召伍子胥兄弟。
兄弟俩虽然知道这是平王的阴谋，但是无奈父亲在他的手中呀，怎么办呢？
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哪怕有一线救父亲的希望也要去尝试啊，因此决定哥哥伍尚冒死赶回都城，为了
防止被楚平王一网打尽，弟弟伍子胥出逃投奔太子建。
伍奢听到伍子胥逃亡的消息后，很有感触地说：“楚之君臣，且苦兵矣。
”楚国的君臣，将要被战争搞得困苦不堪了。
哥哥应召而至，果然与父亲一同被处死。
　　伍子胥逃到宋国，恰逢宋国发生内乱，就与太子建转而投奔郑国，受到郑国君臣的欢迎。
后来太子建因为参与晋国颠覆郑国的阴谋，被郑国所杀。
伍子胥担心受到牵连，便再次出逃，奔吴国而来。
　　中原地区那么多国家不选，伍子胥为什么偏偏要选择逃到南方的吴国来呢？
其中不是没有道理的。
　　春秋时代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一直上演着晋、楚两个大国争霸的活剧，两国势均力
敌，互不相让，那些在楚国国内遭到迫害的大臣，往往首先选择逃到能与楚国相抗衡的晋国，在适当
的时机进行复仇。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在春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楚材晋用”现象。
到了春秋后期，由于晋国内部大臣们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无心与楚国争雄，楚国的逃臣们在晋国难
以寻求复仇的机会，于是就选择国力日益壮大并对楚国构成了重大威胁的吴国作为逃亡之地。
这就是伍子胥选择逃到吴国的历史背景。
　　在逃往吴国的途中，伍子胥可以说是历尽艰险，吃尽了苦头。
大家一定听过这么一句俗语：“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
”据说说的就是其中的一次历险经过。
　　那个时候，交通很不发达，南来北往，没有几条路好选择。
在今天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大部分地方，都在楚国的势力控制下。
从北方南下前往吴国，必须经过有楚军士兵把守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境）。
当时，楚平王为了捉拿伍子胥，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张贴伍子胥的画像，悬赏重金进行通缉，可以说国
家的公务人员、军队的士兵没有不认识伍子胥的，尤其在边境的关口，更是重点防守的地方。
所以伍子胥要想通过昭关，风险太大了。
怎么办呢？
伍子胥左思右想，唉声叹气，一夜无眠。
天亮了，伍子胥来到水边洗漱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头黑发竟然在一夜之间全变白了。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也可能只是个传说，但一夜白头的事情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这说明
什么？
说明伍子胥心里悲到了极点，苦到了极点。
大仇未报身先死，不甘心呐，死也不会瞑目啊！
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伍子胥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也许一夜变白的头发改变了形象，可以救回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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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但是，伍子胥的运气实在不好，当他来到昭关的时候，还是被守关的官吏给认了出来，关吏想要拘捕
他。
就在这个时候，伍子胥急中生智，居然想出了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主意。
他对关吏说：“国王之所以要搜捕我，是因为我有颗非常漂亮的宝珠。
现在这颗宝珠已经丢失。
如果你要抓我，我就告发说是你把它抢去吞进肚子里了。
”守关的官吏害怕国君将他剖腹取珠，只好很不情愿地把他放了。
放在现在来看，我们恐怕会觉得这是一个馊主意，这种馊主意还会有人相信吗？
我告诉您，在当时的情况下伍子胥的这个理由还真是有可能成立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史书上说楚国“多淫刑”，什么意思呢？
有两层意思：一是楚国的刑罚很多，你不知道国王会给你安一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二是楚国的刑罚
很重，杀头还是轻的，动不动就会牵连、株杀全家全族。
这也就是为什么楚国的大臣稍为犯点错误就不敢留在国内、而要逃到国外去的重要原因。
这些情况楚国的官吏是不会不知道的，伍子胥正是利用了楚国官吏的恐惧心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伍子胥逃亡的途中，还碰到了两位舍身相救的恩人。
一位是江上渔父，一位是史贞女。
伍子胥尽管逃出了昭关，但楚国的追兵仍然紧追不舍，偏偏这时伍子胥已逃到了江边，宽阔的大江拦
住了他的去路。
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凶险已极。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这时伍子胥看到一位渔父在江边驾船打鱼，就向渔父求救。
但天色未晚，渔父不敢公然帮他渡江，便要伍子胥先到江边芦苇丛中暂时躲避，待到天黑以后再说。
到了晚上，渔父应约前来，给伍子胥带来吃的东西，还把他送过了大江。
为了答谢渔父的渡江之恩，伍子胥解下随身携带的价值百金的宝剑，要送给渔父，但是被渔父婉言拒
绝。
渔父说：“我听说楚王已经下令，对于抓获伍子胥的人赏赐粮食五万石，并让他当官。
我难道会贪图你价值百金的宝剑吗？
”他还催促伍子胥赶快离开。
为了掩盖伍子胥的行迹，最后渔父弄翻渔船自沉于江水之中。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伍子胥一路上餐风露宿，饱一顿饥一顿，终于身体不支，在半道上
生起病来，就在今天江苏省溧阳市境内以讨饭为生。
有一天，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子在溧阳的濑水边洗刷绵丝，旁边的篮子中有些饭食，伍子胥便上前讨要
一顿吃的。
女子先是拒绝，觉得我一个女人家拿饭给一个陌生男人吃多不合适呀，但是禁不住伍子胥的苦苦哀求
，又见他实在可怜，于心不忍，就拿出饭和水，请伍子胥吃喝。
伍子胥饱餐一顿以后准备动身，临走要女子藏起用具，以免泄露行踪。
女子叹了一口气，说：“三十年来，我不愿嫁人，保持贞洁，怎么适合送饭给男人吃呢？
逾越了礼的规定，这是不能容忍的啊！
”说完自投于濑水之中。
　　这位女子据说姓史，不知其名，后人以史贞女相称。
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几次游历溧阳，听到史贞女的故事后十分感动，于是专门写了一篇《溧阳濑水贞义
女碑铭并序》，对史贞女的义行大为颂扬。
李白的名气太大了，经过他的宣传，伍子胥和史贞女的故事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老百姓对于伍子胥的遭遇是非常同情的，因而宁可不要
楚王的重赏，也冒死为伍子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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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在伍子胥和楚平王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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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里面尽是成才、识才、用才的大学问！
　　吴王阖闾、伍子胥、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名臣文种⋯⋯　　明与昏，忠与奸，成与败，得与失
，留给我们无尽的启示。
　　一个杀父之仇，一个尝粪之辱，一个惨遭灭国，一个终成霸业⋯⋯　　同样背负不共戴天的仇恨
，结局却是迥然。
　　著名历史学家、百家讲坛主讲人王卫平，为我们详细解析那段历史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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