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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很远，看着看着眼就花了，所以有个词叫雾里看花；    历史又很近，红男绿女、好人坏人，那旮
旯那点事儿，仿佛就发生在我们隔壁。
    因为“远”，所以我们看不明白：    台上坐一个人，叫“皇帝”，台下坐一百万人，叫百姓，为什
么一百万人还任由一两个人使劲折腾，吃喝打骂都不吭声?    还有那么多聪明人，有的号称圣人，有的
是著名诗人学者，有的是发明家、武术冠军，打工就打工呗，却弄出来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打工准则?    为什么人会真的相信，某些人是“天上放下来”管理我们的，  “皇帝”是神不是人?  
 更绝的是，蝗虫肆虐，大家都不去灭蝗，而被要求在家里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有个人接了叔伯的班
，做了皇帝，然后就不能管自己的爸爸叫爸爸了。
而要改叫叔叔或伯伯，一堆有知识有权力有地位的人还大打口水仗．为一件看上去那么无聊的事，不
惜丢了名誉、性命⋯⋯    看不懂，更伤不起!    至于历史的“近”，我们可就太熟悉了：    会拍马屁的
当了大官，唯利是图、品行不正的发了大财，不学无术会炒作的成了偶像明星⋯⋯    大家都争当官员
，人人都往名利场里挤，然后有人起高楼了，有人楼塌了，有人连身家性命也没了⋯⋯    有人缺德事
做尽，嘴上却高唱仁义道德⋯⋯    有人想长生不老，结果吃仙丹吃死了(跟爱美丽去整容，结果整“骷
髅”了有区别吗)⋯⋯    有人工作一辈子没买上房，跑外地郊区去蜗居了⋯⋯    有人在家里吃香喝辣还
不满足，非要开大parcy炫富，结果被黑吃黑了⋯⋯    混蛋们生活得很好，总是让人伤不起!帝王将相，
够成功了吧?幸福指数却低得让人伤不起!人性的细节、文化的压抑，让人伤不起!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
历史中各种各样“伤不起”的书。
了解这些“伤不起”，了解历史荣光背后的阴影，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真相，寻找现世的序伤灵药
。
    是为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历史.你伤不起>>

内容概要

　　本书从“伤不起”这个流行语入手，说的是历史中常见的人性之恶、制度之恶，即中国历史中各
种各样“伤不起”：为什么混蛋们总是生活得很好，帝王将相风光的背后幸福指数为何如此之低⋯⋯
语言够辣够深刻。
了解历史荣光背后的阴影，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真相，寻找现世的疗伤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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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读历史、热爱思考，曾参与写作过《南宋那些事儿》（华夏）、《唐朝的风情》（山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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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古代女性史、婚姻史、青楼史有独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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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为什么混蛋们总是生活得很好历史就这样告诉了我们一个规律：拳头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拳头
却是万万不能的。
像宋襄公那样想靠仁义而取天下的，你就回家抱床被子蒙着脑袋——内伤去吧！
仁义：守“礼”的宋襄公成了蠢猪1春秋首霸齐桓公挂了后，他的五个儿子都想当国君，大家你争我
斗不亦乐乎。
家里边不安宁，齐国也没那个能耐当霸主了。
内乱中失势的齐国公子昭想起父亲曾跟他说过，宋国国君宋襄公为人仗义，会对他有所帮助。
公子昭想想也觉得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不如去碰碰运气，于是就跑路来到了宋国，寻求国际援助。
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学习桓公好榜样”，当一个威震天下的霸主，于是亲自率领军队护送
公子昭回国。
到了齐国，宋襄公杀死了齐国的竖刁、易牙等奸臣，立公子昭为齐国国君，这就是齐孝公。
平定了齐国的内乱后，宋襄公那叫一个意气风发，约了曹、邾、鄫等小国在曹南会盟。
会盟时，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宋襄公让邾君把鄫君杀了，以他作为牺牲来祭奠社神。
再后来，宋襄公觉得楚国的力量非常强大，想约楚国会盟，借楚国的力量压服中原各国。
他将这主意抖出来时，他哥哥公子目夷坚决反对。
目夷说：“我们宋国算什么，别吃饱了撑的去当霸主。
你非要这么干，那就等着挨打吧！
”这话，铁了心要当霸主的宋襄公根本听不进去。
楚成王接到宋襄公请他会盟的邀请，居然同意了。
齐孝公是宋襄公扶立为君的，也愿意与宋国会盟。
齐、楚两个大国既然同意，很多中小诸侯自然随大流，都愿意参加。
公元前639年7月，宋襄公在宋国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与齐、楚等国会盟。
会盟为的啥？
不就是为了确定谁来做老大嘛！
宋襄公提出，应以爵位高低来推选盟主。
所谓爵位高低是这样排的：公、侯、伯、子、男。
这宋襄公是公爵，在与会的众诸侯中爵位最高，按这样排的话，盟主铁定是他宋襄公无疑。
没想到跳出一个楚成王，说：“我是王爵，盟主归我。
”宋襄公有点气：“你本是子爵，你那个王位是自封的，哪能算数？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呗，反正楚国不缺拳头，随从官员们脱掉外衣，露出亮堂堂的铠甲，冲上前去，
把宋襄公抓了起来。
然后，楚国军队押着宋襄公，攻打宋国都城。
公子目夷挺机灵，对楚军说：“国君既然被捉，就不是我国之主了。
现在我已经继位为君，你们押着前任国君，屁用没有。
”楚军攻城没攻下来，在齐国和鲁国的调解下，楚成王把宋襄公放了。
宋襄公回去后，目夷也仁义，把国君之位还给了宋襄公。
2宋襄公人是回来了，可被擒之仇一直在他心里埋着，不报这仇饭也吃不香。
第二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怒气爆发了，先是攻打楚国的小跟班——郑国。
楚成王当然不乐意，便派出军队来攻打宋国。
于是，楚、宋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两岸驻扎下来，准备决战，楚军在北岸，宋军在南岸。
楚军先渡河，公子目夷认为这是进攻敌人的好机会，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兵多将广，大白天就敢
渡河。
趁他们刚到河中间，我们让军队迎头痛击，保证打得他们狼狈而逃。
”不料对打架本来最热心的宋襄公却不干了：“你说得不对，我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怎能在人家还没
渡完河的时候就打人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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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军渡河上岸后，急忙排列军队。
公子目夷看楚军的队伍还很混乱，再次进言：“再不能失去战机了！
趁他们没把阵势摆好，我们赶快进攻，还有希望获胜。
”宋襄公还是不干：“我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怎能在人家没摆好队伍时就进攻，那不是趁人之危嘛！
”襄公依据的是《周礼》中关于战争的“礼”，大意是说君子打仗，不会去伤害敌人的伤兵，也不俘
虏长了白头发的老兵。
那时候的战争规矩是：不靠地形的优劣，我虽然是亡国（宋为商的后代封国），也绝不在敌人没列好
队时发起攻击。
不久，楚军摆列好阵势，敲响战鼓，扑了上来。
宋军虽然努力作战，但终究不是强大楚军的对手，败下阵来。
乱军之中，宋襄公中了敌人一箭，狼狈而逃。
宋军撤退到国都睢阳，目夷不住埋怨襄公。
宋襄公还冲他宣讲了一番作战时怎样讲究“礼”的歪理。
结果，这一箭把宋襄公射得挺狠，一年以后，他去了西天报到。
3孔老夫子说人要遵守“五礼”，就是仁、义、礼、智、信。
这五礼的关系是在心为仁，发而为义，约之以礼，通之以智，则之以信。
对国君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守礼，礼就是国君的言行标准。
在春秋战国这个“乱世”，刚开始人们都还以五礼为准则，但如果有人开始破坏了五礼，起了个带头
作用，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破坏了“信”，那么大家也就不再遵守五礼了。
毕竟人都是喜欢自由的，与其被五礼束缚，还不如不被五礼束缚，反正自己又不是主犯，一国之主不
就那么搞吗？
因此，在大家都不守礼的情况下，还去守礼的宋襄公就显得比较另类了，不但另类，还成了“蠢猪”
的代名词，被毛泽东讥为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成了千古笑柄。
仁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社会理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凝固的教条，却是有害
的。
宋襄公的原则是按照既定规矩作战，这样虽败犹荣，这样就会名垂青史，但令宋襄公始料不及的是，
他不但没能名垂青史，还被青史骂了两千多年，因为后来的人都不遵守礼了，守礼的有了另一个名字
，叫“迂腐”，是个标准的贬义词。
这是中国的特例，也是历史的特例，在西方，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
其实，行仁义也要看对象，如果对象是行仁义的，那么行仁义就适得其所。
如果对象并不讲仁义，那么行仁义就是自讨苦吃。
不狠不成功：勾践的战场创意1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吴国伐越。
那时候老越王刚死，按春秋时代的规矩，“国有丧，伐之不仁”，新王勾践正在服丧，听到消息后，
大惊失色，没想到吴国这么没品。
吴强越弱，要摆开了架子真打，越军很难爆得出冷门。
就在勾践徘徊无策之时，大臣文种说：“我听孙武说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
劳。
’吴军来袭，我越军是不可仓皇迎战的。
我以为，大王何不领军进驻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等待吴军前来会战。
吴军若未来檇李，而去攻都城会稽，大王就可以领兵攻他的都城姑苏。
”文种的建议给了勾践一丝希望，那好，就这么办。
与文种会面之后，勾践即率军二万，进兵檇李，安营扎寨，以逸待劳。
吴王阖闾本来是要打会稽的，听说勾践将军队带到了檇李，反而没了主张，他不知道是该先打会稽还
是檇李。
此时，伯嚭出主意说：勾践年轻无谋，这是不敢前来迎战的表现，不如进兵檇李，一仗把他打趴下了
，就好收拾了。
阖闾一听，有理，因此浩浩荡荡领军进至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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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闾来了，勾践又找到文种，讨教计策。
文种告诉勾践：“以前伍子胥领兵伐楚。
在鸡父一战中，伍子胥用罪囚冲击楚阵，乘乱取胜。
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勾践一听，深以为意。
临时找来随军参战的三百罪囚，让士兵们取来酒肉，好好招待他们，勾践还放下王位之尊，亲自给每
位罪囚斟酒，对罪囚们说：“你们是罪人，今天随同寡人出征。
明天就是我们和吴军决战的时刻，也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你们如果是贪生怕死的，现在就可以走，如果想报效国家的，明天就请下死力一战。
”勾践这番话一下来，罪囚们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喝干酒，摩拳擦掌，表示绝对为国争光。
勾践又乘兴说：“吴军犯我疆土，灭我国家。
守国保家，人人有责。
今天我赦你们无罪，命你等明日阵前效命。
如果你们不幸战死，你们的父母兄妹，我必厚恤之。
”说话时声情并茂，听者无不动容。
为了麻痹吴军，勾践又让越军营寨在晚上时熄灯偃旗，只让一些老弱残兵在营外巡逻。
阖闾一看，见越军如此，本来还有的一点戒备之心顿时荡然无存，越军不过如此嘛！
次日，决战开始。
双方列阵，吴军有备而来，士气高昂，勾践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冲锋，想要撕破吴军的防线。
不过在久经战阵的吴军面前，越军两次冲锋均未奏效。
第三次，勾践让罪囚们上场了。
他让三百罪囚排成三排，列在阵前，每个人只穿一件短袴，脚穿草鞋，个个赤裸上身，单手持刀，横
在脖子上。
吴军哪见过这种阵势，不知道越军要干什么，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正在吴军不知所措时，勾践一声令下，这些罪囚齐声对吴军喊道：“吴、越二君在此兵戎相见，我等
无知，触犯军令，不愿逃避惩罚，愿阵前自杀，以死谢罪。
”说完，一个个挥剑自刎，鲜血四溅。
吴军士兵看到越军一个个像割草一样割下自己的人头，惊异莫名，不知道越军出了什么事。
就在吴军还没作出反应之时，勾践又高举起宝剑，下令全军出击，越军发起勇猛冲锋，吴军被这突如
其来的一冲，立时慌作一团，一败涂地。
越军大将灵姑浮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用短戈击中坐在战车之上的阖闾，斩断其脚趾，阖闾从战车
上栽下，命在顷刻之际，幸得吴将拼死相救，才得以狼狈逃回国内。
檇李一战中，阖闾受伤，吴军大败，而此一战也成为吴越两国国运的转折点。
2勾践此招，还真说不好是“三十六计”中的哪一计，反正有点出其不意，同时也违背了战争的本质
，让战争拼的不再是实力，而变成了纯粹的创意。
古兵法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为社会的发展，战争的性质也在发
展，到了勾践时，打仗仅靠“道德”和“仁义”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要玩阴的，而勾践，正好
玩得相当阴。
战场，应该是个你来我往、排兵布阵的过程。
我国最早的战争就很简单。
常常是两军先摆好阵势，谁也不会突袭，然后一方问“开打吗？
”另一方准备好了，说“可以”，如果不可以，那就得再等等，绝没有偷袭、突击之说，也不会在别
人有事时去讨伐，在当时人看来，这绝对是不义的。
不过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当时宋楚争霸，宋襄公还按老一套，想等双方结完阵
再战，结果楚军不讲规矩，一阵乱冲，宋军大败，打得宋国一蹶不振，从此丧失争霸的主动权。
楚国一开先例，天下诸侯纷纷效仿，再也不这样规矩了，怎么打得赢就怎么打。
因此后面又衍生出了三十六计，但那都是战场上能够预知的东西，在正常人的理解能力之内。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历史.你伤不起>>

但是，偏偏有些战争，某一方要玩些玄乎的东西，让人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是个有智慧的民族。
尽管儒家无数次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
谓民贼也。
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
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但人们要争名，要夺利，那么战争就无可避免，而在战争中，你不耍心眼，就会被别人用心眼耍死。
出身：皇帝都不是人生的1汉高祖刘邦，他父亲刘太公和母亲刘媪，生有三个儿子，刘邦排第三，又
称刘季。
从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刘邦的父亲就是刘太公。
但，在传说中则不是这样，传说中刘邦的老爹是神。
传说有次刘媪干活干累了，跑到一汪洋大湖的堤岸上休息，这一休息就休息出了事。
因为刘媪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跟一尊破水而出的天神交合。
这个时候呢，老天爷也很见机，搞得电闪雷鸣、乌云低垂的。
刘太公一看天气有变，生怕老婆被雨淋感冒了，撑了把伞赶到堤岸上来，然后刘太公就看到了一副百
年难见的景观：一条龙趴在刘媪身上。
就这样，刘媪怀孕了，然后大家都知道，生下的孩子就是刘邦。
所以在传说中，刘邦的爹应该是这条龙才对。
因为他是龙的儿子，所以他出生后还有很多怪异现象，比如说长得也像龙，然后身上密密麻麻长了72
颗黑痣；还有奇特的，那就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总隐约有一条龙盘在他身上。
刘邦长大以后，当了基层干部——亭长。
秦始皇修坟墓的时候，刘邦奉命押一伙囚徒去咸阳，走到半路上，犯人跑了不少。
刘邦估摸着这样到了目的地，多半会被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人都放了，有愿意跟他一起混的，他
也不拒绝（刘邦“老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这一来，还真有些人不嫌寒碜跟着他，刘邦便带着这些人往太湖去，路上下大雨，找不到路了。
刘邦让人探路，然后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出了一条大蛇，挡着不让走。
刘邦当时喝了点酒，还喝得有点高，嚷着说要宰了这蛇，然后亲自前行，并真挥剑将蛇斩成了两段，
一行人顺利通过。
后来有人从这儿过，就看见一老太太在路边哭，边哭边说：“我儿子是天上白帝的后代，化做一条蛇
卧在路上，结果被赤帝的儿子给砍了。
”——赤帝的儿子谁？
就是刘邦。
本来这会儿，刘邦还没几个人跟他，这故事一出，跟他的人比飞蛾还多。
因为刘邦的父亲是龙，是赤帝，刘邦就是“真龙天子”，他当皇帝是命中注定的，不跟他吃香的喝辣
的，跟谁吃香的喝辣的去呢？
刘邦是不是真龙天子，甚至有没有他斩大蛇的事，已经没有深究的必要了，重要的是，因为这，刘邦
就能让人心归附。
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知道的一条规律是：要想当皇帝，首先就要让世人认识到你就是那个受天命的
人。
2翻看中国史书，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是正常出生或者出生后是正常的。
这些人要么是像刘邦一样，其母突然跟来历不明的东西交合而孕，要么是生下来就长着龙鳞啥的。
综合起来看，历史就宣扬着这么一个定律：统治者是老天爷派来的。
作为整个帝国的第一公务员，掌握着全帝国人民的生杀大权，想干嘛基本就可以干嘛，百官在你面前
跪着，对着你山呼万岁，这种荣耀感当然尊贵之极，这么好的位置当然有很多人会垂涎三尺。
想一想，如果天下人人都来抢这个位置，那不是会弄得天下大乱么，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先贤们绞尽脑汁，然后就炮制出了这么一个“皇帝是天上派来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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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简称“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在商朝就有了雏形，当时流行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商的祖宗不是人，是神
鸟。
周王朝的祖上也不是人，是个大脚印，“履大人足”，女人一脚踩在一个大脚印上，就怀孕了，生了
个娃就是周王朝的始祖。
到了刘邦这，当然就越来越有根有据，越来越活灵活现了。
后来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大力宣扬，说接受天命的君王，天道会在他身上得到大大的彰显。
因此，委屈百姓从而伸张君王，委屈君王而伸张上天，就是《春秋》所表现的“大义”。
君权神授中，有个重要的理论叫“五德始终”，这是战国时那个很会算卦的邹衍最先提出来的。
上古时，人们在宇宙中抽出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出来，搞了个组合，叫做“五行”，并宣
称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五行幻化出来的。
并且，五行相生相克，人们认为每个王朝代表五行中的一行，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是按照五行
相克的规律发展的，如夏属于木德，商灭夏，商就为金德（“金克木”）；周灭商，周就为火德（“
火克金”）；后来取代周的新王朝必为水德（“水克火”）。
再后来，王莽通过篡位的方式取代了汉朝，五行相克走进了死胡同，不过这难不倒王莽，将五行相克
改为了五行相生。
此后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天上每每都要显现出一些与新的五行相符合的祥瑞，证明这个王朝的建立乃
是天命所归。
因为君权是神授的，所以你老百姓就别来争了，争你也没那资格啊，你都不是上天派来的。
就算是德才兼备、德艺双馨、德高望重也没用，你没这个福分。
皇帝受命于天，其他人嘛，安于天命就对了。
3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受天命之人，其实也无关紧要，如果没有真事相助，还有个法子，那就是杜
撰故事。
秦末造反首领陈胜、吴广，在布上写上“陈胜王”，塞进鱼肚子里；元末造反首领韩山童、刘福通，
在黄河里埋石像，都属于此类，不这样你还真不能一呼百应。
这是起义的，篡位的和反叛的同样需要挖空心思，找出自己应做天子的证据。
王莽想登位，就伪造了两个铜匾，上写“王莽应继大汉而立，为真天子”等等。
武则天也搞过这样的事。
总之，谁也脱不了“君权神授”的定律，这是铁律，帝制时代颠扑不破的定律。
定律有了，皇帝们就一定要符合这个定律，不符合也必须想办法符合。
所以那些处心积虑想要当皇帝的，都必须要弄个证据证明自己是天上派来的才行，反正老百姓还是比
较好糊弄的。
先贤们这样搞，看到的就是中国人喜欢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者，必定四方皆反；只有名正了，
反叛才不会有口实。
开国皇帝成了真龙之子，那他把皇位传给儿子，儿子再传孙子，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也不再需要
新的证据来证明新天子是秉承天命的，因为其父是皇帝，他的帝位是上天注定的，那么儿子、孙子接
着做皇帝，就也是上天注定的了。
这里面虽然有破绽，但到了约定俗成时，一般人就只好遵守了，也不会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
直到另一个人起来宣扬自己是新的天命所归，并夺得帝位时止。
新天子再传位于子孙，再被老天看中的另一人夺，如此循环，往复不休。
人品：无赖为什么做了天子1西晋的阮籍，到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广武旅游时，面对旧时遗迹，发了
一通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广武在哪儿？
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内。
“竖子”是谁？
大汉开国君主刘邦是也。
在楚汉相争的那些年中，刘邦与项羽就经常在广武这个地方掐架，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血流漂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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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惨烈战争。
战争中，刘邦几乎每次都是挨打的一方，有一次项羽一箭差点把刘邦射了个透心凉，眼看汉军就要溃
败，幸亏刘邦人急智生，一句“你只射中了我的脚后跟”，把项羽羞得退了回去。
奇怪的是，次次挨打的刘邦却没被项羽弄趴下，反而是他把项羽弄趴下了。
或许是为项羽抱不平，也或是不解于这样出人意料的结果，阮籍才发了这么一通感慨。
2阮籍口中的竖子，在古人嘴里说出来，意思就跟流氓差不多。
阮籍对一个开国君主这么称呼，似乎有点大不敬，但纵观史书，似乎也找不出多少对刘邦的溢美之词
。
在刘家还稳稳地坐着天下的时候，史学巨匠司马迁在写刘邦时，也把刘邦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轧姘
头、没信用、没情义等无赖相刻画得淋漓尽致。
后代也曾有人这样描述刘邦：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
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
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
零支了米麦无重数。
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
别说，旧时的刘邦还真就是个无赖人物，文学家们这么刻画他，不冤枉。
刘邦去吕公家蹭饭吃时，别人送礼他不送，不但不送还打空手，不但打空手还大言不惭地写上：“贺
钱万。
”这不忽悠人嘛，不是无赖做不出这码子事。
好在吕公没把他当无赖，反而认为他有担当，甚至把女儿许给了他。
做回无赖捡个老婆，刘邦这次是捡了个大便宜。
话又说回来，吕公的眼光确实不错。
在没人能看到无赖刘邦有朝一日能够龙登九五，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时，吕公看到了。
有一次，秦始皇在全国旅游，途经刘邦的家乡。
刘邦也挤在围观的人群中看热闹，流着口水看着秦始皇威严的仪仗、如云的随从和华丽的车马服饰时
，刘邦也发了通感慨：“大丈夫当如斯！
”那时，秦始皇做梦也不会想到，路边挤在人群中看他的这个流氓，日后会取他的江山而代之。
无赖刘邦为什么会最终成功？
有个故事点明了这一切。
刘邦当皇帝后，由于本身是个文盲，上朝时说话粗话连篇，有个叫陆贾的大臣劝他多读点《诗》、《
书》，陶冶下情操。
刘邦严重不耐烦：“你老子居马上得天下，读那玩意儿有个鸟用。
”临死之前，刘邦又再次强调，自己是“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
这就是刘邦无赖成天子的原因之一：打天下靠的是拳头上的功夫。
原因之二是刘邦确实有领导力，他不吝啬，肯封功臣，肯推心于人。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刘邦的拳头，没有这个，领导力再雄厚，他也当不成天子，得不了天下。
3历史上像刘邦这样的无赖成天子的故事还有很多。
后梁的开国之主朱温，也绝对是个大流氓。
小时候的朱温就狡猾奸诈，经常在乡里惹是生非，乃砀山一霸。
后来朱温参军了，在黄巢的起义军中立下大功，被委以重任，但朱温没有对黄巢感恩戴德，反而在背
后捅了一枪，以所属全境投降唐朝，灭了黄巢，并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成为后梁太祖。
当上皇帝后的朱温，流氓本性更加暴露无遗，滥杀、奸淫儿媳等等，反正是没干过不缺德的事。
与朱温同时代的前蜀开国君主王建，也是个流氓，小的时候就是无赖，名声相当臭，“王八”这称呼
说的就是他。
再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光彩，虽然流氓本性比前辈们弱了些，但在拳头的使用程度上，却比前
辈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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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时候，哪一个人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闯出来的！
必须要讲拳头。
刘邦从起兵到垓下之战，前后历经八年，他的兵力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了数十万人，仅垓下一战，
投入的兵力就多达30万。
刘邦是个极善于“将将”的人，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大家在这位无赖手下配合得非常好，因
此他的军队也极具战斗力。
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这样的军队作支撑，张良、彭越、韩信、陈平等人也不可能归顺他。
拳头是其他因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前提。
没有拳头，其他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当然，朱温、王建、朱元璋的路也是这样踏出来的。
如果将历史上的皇帝们拉到现在来参加公务员考试，估计大多数皇帝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先不说
文盲不文盲，就是思想品德关，就没几个人能通过审核。
世袭的皇二代、皇三代以及皇N代除外，单论开国君主，除了拳头和领导力，他们啥都没有。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拳头。
历史就这样告诉了我们一个规律：拳头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拳头却是万万不能的。
像宋襄公那样想靠仁义而取天下的，你就回家抱床被子蒙着脑袋——内伤去吧！
尊严：只要有好处，做儿皇帝又何妨1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手下有两员干将，一个是他儿子
李从珂，一个是他女婿石敬瑭。
按理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啥好争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一家子从没安宁过。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猛人，平时就互相不服气。
到了李嗣源挂掉，李从珂登上皇位后，两人的矛盾逐渐白热化，达到不消灭一方就誓不罢休的地步。
李从珂是皇帝，天下的兵马都可以调动，反观石敬瑭，地盘就小得多了，只有晋阳这么一个巴掌大的
地方。
所以李从珂从全国调来几万人马围住晋阳的时候，石敬瑭就有点扛不住了。
扛不住怎么办，不能把脑袋送到别人铡刀下面吧？
再说了，自己还梦想着要那个皇位呢。
这个时候，石敬瑭的谋士桑维翰给他出了个好主意，就是向契丹讨救兵。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契丹铁骑来去如风，中原王朝多多少少都有点恐胡症，所以要是契丹能出兵，那
对付李从珂就好办了。
所以桑维翰一提，石敬瑭就拍了下巴掌。
但石敬瑭也知道契丹这尊神不是那么好请的，为了达到目的，说不得已只好把契丹往天上捧了。
在石敬瑭的授意下，桑维翰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去了封信，信中明确表示石敬瑭愿意拜比自己小11岁
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同时表示在打退唐军以后，愿意把雁门关以北燕云十六州的土地无偿送给契丹
。
对于耶律德光来说，这是天大的好处啊，怎能不答应！
立即派出5万精锐骑兵援救晋阳，在晋阳城下把唐军打得大败，成功解了晋阳之围。
石敬瑭不坑爹。
耶律德光来到晋阳以后，石敬瑭亲自出城迎接，卑躬屈膝地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还虚心地向耶律德
光请教能够这么快打退唐兵的秘诀。
耶律德光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通，石敬瑭马上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把耶律德光捧得相当欢喜。
经过考察，耶律德光认定石敬瑭是个孝顺“儿子”，告诉他说：“我奔波三千里来救你，总算有个收
获，我看你的相貌和气度，够得上做中原的主人，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石敬瑭大喜。
公元936年9月，耶律德光将头上的王冠给石敬瑭戴上，将身上的龙袍给他披上，立石敬瑭为中原皇帝
，让他建立后晋王朝。
石敬瑭就是晋高祖。
不久，契丹与后晋的联军打败后唐几路大军，渡河南下。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历史.你伤不起>>

李从珂无力抗敌，登玄武楼自焚。
晋高祖改汴州为东京开封府、汴京，作为新朝的国都。
晋高祖称帝之后，再次表示不坑爹，遵照承诺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每年还向耶律德光贡献30万
匹绢。
石敬瑭每次给契丹上奏章时，都把耶律德光称做“父皇帝”，自己则称“儿皇帝”。
别人觉得这样有失国格、人格，石敬瑭倒是一点也不在乎。
对于石敬瑭的表现，耶律德光这“爹”自然心满意足，真的摆起“父皇帝”的架子，经常派使臣到汴
京传旨。
契丹使者每次到中原，石敬瑭总是躬身下拜，接受诏书。
如果使臣发怒，石敬瑭也不发火，而是一再赔礼、谢罪。
逢年过节之时，石敬瑭也总是派人到契丹奉送礼物。
不但耶律德光得到珍贵礼品，契丹太后、皇子、大臣们也会得到中原财物。
不坑爹的石敬瑭当了7年可耻的儿皇帝后，病死了。
皇位传给他儿子石重贵，没想石重贵一反常态，坑起爷来，对耶律德光称臣而不称孙。
将领景延广比较有骨气地让人传话说：“我主称臣已经足够了。
如果北朝发兵，晋国自有十万甲士磨剑相待。
那时北朝失败，必为天下人所笑！
”耶律德光大怒，派人责问，石重贵依然不答应，于是耶律德光三次进犯后晋，灭了后晋，把石重贵
押到辽国，小石想当孙子也当不成了。
2石敬瑭为求皇位，低下身子给比自己年龄小的耶律德光做儿子，闹下千古笑话。
其实中国历史，当儿皇帝的还不只是石敬瑭一人，伪齐皇帝刘豫也是一例。
当初金国灭了北宋，准备立个傀儡政权，在物色皇帝人选时，一心想当皇帝的刘豫，靠着金国重臣完
颜挞懒的支持当选，做了“大齐”皇帝。
后来金太宗下诏：“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节，惟使者始见躬
问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
”意思就是说：现在让刘豫当皇帝，他既是邻国的国君，又是金国的儿子；只有初见使者亲自问候大
金皇帝是否平安，和当面向皇帝辞别上奏时，需要起身站着，其余情况下都行使皇帝的礼仪。
对此，刘豫欢天喜地地接受了。
石敬瑭和刘豫，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儿皇帝”的吉尼斯纪录。
今天，中国社会出现有“拼爹”现象，凡是自家老子有点权势的都要拿出来亮亮，尤其是在遇到危险
的时候，老爹的招牌就成了震慑对方的利器。
不想史书中认爹的也比比皆是，石敬瑭和刘豫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这爹也不是随便认的，需要找拳头硬的，需要找有权有势的，至于年龄嘛，大小都不要紧，只
要能给自己带来实惠，这“爹”就认了；而且绝不会坑“爹”，青史骂名、遗臭万年什么的都不过是
浮云，在攀上龙椅的过程中，更是如此。
权力的诱惑力是如此巨大，在权力面前，礼义廉耻已经不值钱了。
如果不是因为对那把椅子的渴望，石敬瑭和刘豫或许还能把羞耻之心装上，不去做那奴颜婢膝的事。
但一旦和权力挂上钩，什么都变了。
石敬瑭外面虽对耶律德光奴颜婢膝，但在他的大晋，他还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比如滥施刑罚、残害百
姓，做起来那是得心应手的事。
这些事情，刘豫也没少干。
根究起来，让人伤不起的，还是权力这柄让人性扭曲的利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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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历史,你伤不起》编辑推荐：从历史的阴暗面——“伤不起”入手，道出那些你不敢相信但看了醍
醐灌顶的中国史！
语言辛辣深刻：解读历史上的聪明人、大笨蛋、好人、坏人的“伤不起”。
再见，那些坑爹的伪历史；晒出历史最赤裸裸的真实。
透析史上内伤外伤，寻找现世疗伤灵药。
活在当下伤不起，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穿越，但是穿越了就前途光明吗？
照样是步步惊心，照样是伤不起！
看项羽——貌似勇猛其实妇人之仁，皇位争夺战输给流氓。
伤不起！
看勾践——为了复国睡柴堆吃苦胆，一把手照样活受罪。
伤不起！
看韩信——汉家江山一手造就，完事就被人一锅端了，全族杀光。
伤不起！
看陈胜——好不容易当个草头王，转眼就被灭了。
伤不起！
看晋惠帝——没饭吃怎么不吃肉粥？
传为千古佳话。
伤不起！
看胡皇后——当皇后哪有当妓女好！
语不惊人死不休。
伤不起！
！
看看你自己——房奴、爱奴、蜗居、屌丝⋯⋯穿越到哪儿也不安全。
伤不起！
读历史，你伤不起啊！
世界自古险恶，伪历史最会坑爹，真相很重口味，你要内心强大！
透析史上内伤外伤，寻找现世疗伤良药——读伤不起的历史，再也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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