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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从古以来，就有敢于为民请命的人和有舍身求法的人。
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利益，往往为邪恶势力和专制君主所不容，以至
以身殉国，甚至连及亲属，弄得家破人亡。
但历史是公正的。
历史将洗刷掉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还他们以清白，而将那些奸邪之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日益强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强化的过程中，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冤杀，有多少一心为国为民的忠梗之士身
陷囹圄，甚至遭灭门之祸。
不难想象，在这种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天下臣民的身家性命系于君主一言，即使再英明的君
主，也难免会产生冤案。
这些君主或有意，或无意，或受某些佞臣的蒙蔽，使一些忠耿大臣被误杀，这就成了很普通的事，历
代皆有。
人们还可以看到，君主专制越是强化的时代，这类冤案就越多。
    造成冤案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大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君主昏暗，或受某些因
素的迷惑，对忠耿大臣的谏言听不进去，对他们的犯颜直谏无法忍受，因而就对他们进行诛杀。
    其二，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构成冤案。
    其三，一些大臣功勋卓著，已达到所谓“功高震主”的程度，引起皇帝的猜疑。
    其四，皇帝本人出于某种私心，不从国家的全局出发，而对一心报国的忠良之士进行排挤，甚至诛
杀，造成冤案。
    其五，一些有责任心的大臣认识到国家政治弊端，忧国忧民，为改变现状而勇于革新，因而得罪了
旧势力，得罪了那些既得利益者。
旧势力对他们进行百般攻击和陷害，使这些革新者有的被杀头，有的被贬逐，下场都很可悲。
    其六，有的大臣勇于任事，忠心报国，但皇帝却中了敌方的反间计，致使大臣被误杀。
    其七，有时君臣之间产生误会也会造成冤案。
    其八，有的大臣见识高远，而主上却昏庸无能，主上嫉妒臣下的才能，这也会造成冤案。
    其九，专制君主有意滥杀，即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故意诛杀功臣，制造冤案。
这种情况在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最为常见。
    其十，有些忠贞耿直的大臣被恶势力所陷害，造成冤案。
    所列十种情况只是大概成因，实际上每一个冤案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
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重大案例，都发生在著名的大臣身上。
至于发生在千百万小民百姓当中的冤案，缺乏史料记载，也就无从考究了。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这就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1999年初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
这就为我国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指明了方向。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任何权力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这
就为减少冤案并最终消除冤案奠定了基础。
    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考虑到故事之间的联结性(人物和时代背景)，我们将中国分类史
概分为上古至春秋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这六个时间段，以此来展开中国冤案故
事的叙述。
六个时间段即是本书结构的六个篇章，每个篇章都有章序，用以概括本章所要传达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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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日益强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强化的过程中，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冤杀，有多少一心为国为民的忠义之士身
陷囹圄，甚至遭灭门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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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前770年，自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
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早期，中原各诸侯国分庭抗礼，争雄图霸，结果各国公室逐渐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
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
与此同时，正当中原各国正在闹着内政变迁期间，南方的楚、吴、越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战，形成了
三国鼎立的形势。
楚在吴、越之西，吴在越北楚东，越在楚吴的东南，三国地势，以楚为优，但是，吴、越是新兴国家
，锐气较盛，所以在春秋末期，楚国的势力反而较为逊色。
然而吴、越毕竟基础较差，虽然一时达到了极盛情势，不久也就衰弱下去。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
”可见，当时这里并无国家机构出现。
太伯只是受到该地氏族的拥戴成了他们的首领而已。
太伯死，仲雍立，传十四世到春秋初年。
吴受周封后，始终没有认真地把周王当作“天子”看待，因而直到春秋前期，吴国和中原各国也没有
什么往来。
    公元前583年，晋国采纳了从楚逃亡到晋国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
巫臣到吴后，“教吴乘车，教之成阵，教之叛楚”，从此“吴始戊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之地，吴
尽取之，慢慢开始强大起来。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杀死王僚即位，是为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周围聚集了一批贤能之士，长于出谋划策的伍子
胥就是其中的一位。
吴王阖间之后，夫差继位，他承其父之志，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后来终于战胜越王勾践。
然而在是否应该杀掉勾践、灭掉越国的问题上，伍子胥和夫差发生了分歧，使得夫差逐渐疏远伍子胥
，后来在奸人伯□的挑唆下，夫差终于冤杀了伍子胥。
    伍子胥原名伍员，子胥是他的字。
伍子胥的生年不详。
因为他曾受封于申(今河南南阳市北)，所以历史上又称他为申胥。
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因遭奸臣迫害流亡到了吴地。
    伍子胥到了吴国，为了不被人认出，以躲避楚国的追杀，便披发装疯，涂面赤脚，沿街乞讨，街市
上没有人能认出他是谁。
只有一个善于相面的人见了他以后，惊讶道：“经我相面的人多了，还不曾见过像这个人的相貌！
这大概是个外国的士臣吧！
”于是相者便把这情况报告给了吴王僚。
吴王僚使命相者带此人来见。
吴王僚的庶兄公子光听说这一消息，暗自高兴，心想：“我听说楚王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子胥
既有勇，又有智，一定是他因想报父仇而来到了吴国。
”因此便想暗中结交他。
    再说相者到街上找到了伍子胥，便带他去见吴王僚。
吴王僚见伍子胥体形伟壮，身高一丈，腰粗十围，气度确实不凡。
同伍子胥一连谈了三天，滔滔不绝，而且语无重复。
吴王僚不禁赞叹道：“真是一位贤人啊！
”从此便让他参与谋划军国大事。
伍子胥见过吴王僚之后，公子光便把他接回府中，与他促膝而谈，向他倾吐肺腑，两人便结成了知心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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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边境上的两家女子因采桑叶发生争执，继而两家互相攻杀，接
着边境上的两县又互相攻杀。
吴王听到消息大怒，便派公子光率兵伐楚，攻取了楚国的居□(今安徽六安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阳
县东)两邑。
于是伍子胥乘机向吴王僚建议说：“楚国完全可以攻破，希望大王再遣公子光伐楚。
”公子光却对吴王说：“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王杀害，想报私仇，才劝王伐楚。
其实现在楚国还不可能攻破呢！
”公子光这一说，伍子胥立即领悟到，公子光并非真的认为现在楚不可伐，而是想先集中精力夺取王
位，而后向外建立功业。
    原来公子光认为，吴国的王位本应由他继承，而不应当由僚继承，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嫡传。
为把君位从僚的手中夺过来，他已暗中做了多年的准备。
伍子胥很清楚公子光的心思，又看公子光的才能远在僚之上，一旦夺得君位，将会成为一代有为的君
主。
依靠他，自己为父兄报仇的希望也就可能实现了，所以他决定帮助公子光实现其愿望。
    吴王僚是个很武勇的人，而且平时戒备森严，要想对他下手，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时伍子胥想起他曾结交过一位叫专诸的勇士，此人不仅有万人莫敌之勇，而且有一副侠肝义胆，正
是帮助公子光实现其目标的理想人选。
于是，伍子胥便把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自己却暂时隐居起来，以静观事态的变化。
    公子光多年的经营终究没有自费。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他瞅准了一机会，利用专诸成功地刺杀了吴王僚，夺得了王位。
公子光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公子光即位做了吴王，他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一上台，立即召来伍子胥，让他辅佐自己，参与军国大计。
伍子胥从此获得了大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为他实现替父兄报仇提供了可能。
    吴王阖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
他梦想着能够西破强楚，南灭越国，北威齐晋，称霸中原。
为此，他使贤任能，励精图治，并施恩行惠，以争取民心。
    一天，阖闾问伍子胥：“我想使国家富强，并成就霸王之业，怎样做才行呢？
”伍子胥回答说：“凡是想巩固君位、治理好人民、建立霸王之业的人，都必先修筑好城廓，完善守
备，充实仓廪，加强军力，这就是办法。
”阖闻很赞同他的意见，便把修缮城廓、完善守备的任务交给伍子胥。
伍子胥接受了任务，便积极行动起来。
他察看山川河流，认真审视地形，规划建造坚固的城廓，并修建仓库，打造兵器，使吴国的武备大大
增强。
    周敬王六年(即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六月，楚国的伯□也逃奔到吴国来了。
伍子胥对伯□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
有人问他为什么高兴，他回答说：“我的仇怨和伯□相同，这就叫同病相怜，同忧相救。
”阖间对伯□不了解，不敢加以任用，便问伍子胥：“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伍子胥回答说：“伯舾是楚国左尹(相当于副丞相)伯州犁的孙子。
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了伯州犁，因此伯□就逃了出来。
他听说我在吴国，所以就到吴国来了。
请您接见他吧。
”于是阖闻便让伯豁□了吴国的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参与国事。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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