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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
这是个被不同时代的人问了干百遍、注定有无数个答案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下，再问一次，仍有必要。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历史的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和政治借鉴功能被拔得很高，放得很
大。
从孔夫子作《春秋》，历史便不仅仅是个时间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成了寓褒贬、明善恶的东西。
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写你好，就流芳百世；写你坏，就遗臭万年，历史的作用，大矣哉！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乃至后来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同样坚持了孔子的春秋笔法
，循吏、酷吏、忠臣、佞幸，把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京剧的脸谱，一眼就能看出好坏。
历史对于现实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也在历代“正史”中被始终强调和不断抬高，成了修史、读史的
重要目的之一。
到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干脆将历史书变成了政治课本，以“资治”为要义，皇皇巨著直接成
了帝王施政的政治参考书。
    凡此种种，当时看，自有它存在的意义，这算得上是对历史认识上的大传统。
    与官方的宏大叙事不同，对历史，贩夫走卒，芸芸众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临江仙(明·杨慎所作)说得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老百姓看历史的态度。
读历史，从中学到了人生智慧、处事的道理，固然好，没学到，也无所谓，看小说、听评书、赏戏文
，图的其实就是一个乐儿。
这，算是民间的小传统。
    时至今日，对于历史，这两种传统还都在起作用。
从小到大，历史教科书总是告诉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
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话没错，与我们过去的大传统，一脉相承。
但对于个体而言，很多时候不会目的性这样强，也不太可能时时刻刻想这么多。
捧起本历史书就先想到如此众多的伟大意义，书得多重，哪里还拿得起来，读得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回归到小传统中去，用平常心、正常心，来看待我们的历史。
书读得多了，如果不自觉中生发出了那些积极情感，自然是善莫大焉。
没有，也没关系，长了知识，多了见识，甚至是娱乐了一把，也是件好事情。
    今天，科技发达，经济发展，对个人来说，安身立命的方式多多，早已不是古时候皓首穷经的时代
，没读过“二十四史”，不丢人，很正常。
而且，就谋生来说，学历史，远不如学门技术好使。
打个比方，工具性、技术性的学科好比面包，生活中离不了，不学它们，难找工作，生存都成问题；
而历史乃至一切艺术，不学习，不了解，生活照旧，无关性命。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学科和知识全无意义，就拿历史说，它更像维生素片，不吃照样活，但吃点儿身体
好。
读点儿历史书，我相信，对你的生活一定有好处。
    哕唆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带给大家的这些文字，您最好也能当成维生素片看，它们不是
什么必备之物，不看对生活也绝无影响，但要是您拨冗看上几眼，一定会觉得有所收获，有些益处。
    说到这儿，该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了，您自己判断，它们够得上够不上是维生素。
    “长话短说中国史”是个系列，计划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清朝结束，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
代史。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
如果您愿意等，我就尽可能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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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之前，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照着这些规矩写，也就有了这套书的一些特点。
    1．简明扼要，长话短说，绝不拖泥带水。
当前通俗说史的读物不少，常常是一个朝代六七本，虽说有不少好作品，但也有不少，车轱辘话来回
说，主次不分，兑水严重。
所以，我这部“长话短说”系列，特别注意了突出重点，避免繁冗，争取让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
了解尽可能翔实的历史。
也就是说，长话短说，并不是没有历史细节，我尽量做到该细讲的地方细讲，该略述的地方略述，努
力达到详略得当、繁简适宜。
    2．文字通俗生动，有文学性，但绝不戏说，更不恶搞。
书中所讲的历史事件、人物，均于史有据，不虚构，不演义，更不编造杜撰，在细节方面，做了文学
化的描写。
此外，抛弃了当下一些通俗说史读物为搞笑而搞笑的做法，对历史保持了平和、严谨、尊敬的态度。
一味搞笑，甚至不惜为了搞笑随意联系现实、胡乱解读历史，这种方式，我不喜欢，也不做。
    3．书中融入了我自己对历史的一些思考，希望大家读后不仅仅得到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对历史有
不同以往的认识。
这些思考和认识只是“一家之言”，绝不是什么标准答案，看完了，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您自己的事
。
但我希望，您也能和我一样，读完以后，产生出些想法，生发出些感慨。
    再简单概括一下这套书的特色，那就是：    轻松，但绝不戏说；    浅显。
但满含思索；    欢快，但也流露悲悯；    有笑，有泪，有历史的豪情与寂寞。
    总之，我希望这是一部看上去轻松。
但其实有重量的书。
    能不能做到，只有看过后您才能做判断。
    鉴于这套书的写法和上述特点，我觉得，这是一套适合不同年龄层次人群阅读的书，中学生能看，
大学生也能读，孩子看不觉得深，大人看不觉得浅。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设想，是不是这样，能不能做到，最终还是读者您说了算。
    最后我想说，读这套书的过程中，如果您笑了，哭了，感动了，领悟了，其实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带给您的。
    老孟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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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话短说中国史·战国争雄》是“长话短说中国史”系列的第二部，讲述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到
秦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历时不到两百年。

战国时期，国家间的战争越发惨烈，生存的竞争空前激烈。
为了求得生存、富国强兵，从战国早期的魏国开始，楚国、齐国、秦国、韩国、赵国都进行了变法。
魏国、齐国、赵国，都因为变法而强盛一时，特别是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
导，制度严苛，但成效显著，秦国被改造成为以军事立国的战争机器。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国力大盛，将东方六国远远甩在身后，奠定了它最终一统天下的基础。

战国时期，名将辈出，游士活跃。
有将才者奋战于沙场，有辩才者游走于各国，特别是一些习得纵横长短之术的人，他们或组织合纵，
合众弱以攻一强；或倡导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
他们纵横捭阖，搅动了当时的国际格局，成为一言一兴邦、一言以丧邦的“关键先生”。

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野蛮，杀戮更加血腥，面对残破、动荡的社会，智慧超群的思想家们痛心疾首，
他们积极思考着救世之道。
他们游走于各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彼此论战争胜，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思想大爆发，空前绝后，也成为后世中国各种政治、社会思想的源头和渊薮。

总之，这是一个杀伐不断、征战不休的时代，这是一个雄健、野蛮、蓬勃、肆意的时代，在血色纷争
之中，全新的大一统帝国体制在酝酿、生成，并最终一统天下，开启了未来两千年中国历史的走向。
这就是战国，在战火和死亡中，生命的力量倔强升腾，让今天的我们在大悲大喜之中，感受着那段壮
阔宏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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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岩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史学硕士。
从事出版工作十多年，资深编辑，副编审。
近年来致力于大众历史读物的写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和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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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战国：野蛮杀戮中的新生
第一章　齐国大变局
第二章　别了，晋国
第三章　谁在改变魏国
第四章　改革大潮
第五章　腾飞的秦人
第六章　我的兄弟，我的仇人
第七章　和张仪做对手
第八章　骗你没商量
第九章　楚地悲歌
第十章　千年一遇武灵王
第十一章　豪侠传奇
第十二章　苏秦，间谍人生
第十三章　齐国是个纸老虎
第十四章　弱国无外交？

第十五章　活下来，为了成功
第十六章　仇，总是要报的
第十七章　长平劫
第十八章　谁来拯救赵国
第十九章　嬴政的时代来了
第二十章　同门恩怨：李斯和韩非
第二十一章　刺秦
第二十二章　一统天下
第二十三章　诸子大辩论（上）
第二十四章　诸子大辩论（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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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吴起，这位军事天才，随后被任命为西河守，驻守在河西地区，他和他的强大军队，始终
如悬在秦人头上的一把利剑，让他们胆战心惊但又无可奈何。
 吴起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既因为他善于用兵，多奇谋良策，还在于他善于练兵和带兵。
练兵，前面讲了，编练武卒，所选的士兵个顶个都是技艺非凡的武士；带兵，吴起讲军法，但更注意
善待士兵，收买人心，与他们同甘共苦。
 吴起是大将军，但在军中，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和最底层的士卒吃住在一起，行军赶路，士卒步行，
他绝不坐车骑马。
士兵身上生了疽（脓疮），他亲自为他们把脓血吸出来。
如此秽物，吴起面无难色。
遇上这样的将军，士兵们感动得就剩下哭了，一旦上战场，哪个不拼死一战，以一当十。
吴起要的就是这个，他明白，这样的军队才能战无不胜。
 北伐与东进 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年），也就是魏国完全占领秦的河西地区后，魏国兵锋北向，向
中山国发起了进攻。
 中山国为白狄所建，领土主要在今天河北省的中南部，挨着赵国，和魏国并不搭界，魏国进攻中山，
要经过赵国。
中山和赵国的关系一直不好，双方时有征战，中山国不大，但军队却相当强悍，算得上赵国的一个劲
敌。
现在，魏国主动讨伐中山，但赵烈侯并不高兴，一开始不想答应。
尽管他厌恶中山国，但更不想魏国的势力趁机进来。
 谋臣赵利看到了赵烈侯的犹豫，劝他说：“您该答应这件事。
您想想，魏国打不下中山，必定要倚重我们赵国；打下了中山，隔着那么远，中山它守得住吗，早晚
还不是我们赵国的。
” 赵烈侯一听有道理，况且，当时魏国正如日中天，真要生硬拒绝，赵国也怕得罪了魏国，赵利这么
一说，赵烈侯解了心结，正好找着了台阶，于是他同意，借道给魏国。
 魏国负责进攻中山的将领是乐羊。
关于他，历史记载也不多，仅见的几条记载，还充满传奇，有点儿像小说，真假难辨。
 据说乐羊进攻中山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在中山国，所以一开始乐羊带兵进攻中山，很多人不信任他，
和当初吴起在鲁国的遭遇有点儿像。
这种情况下，显出了魏文侯作为一个伟大君主的过入之处，战事一拖几年，但他始终没有怀疑乐羊，
在乐羊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最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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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话短说中国史”系列的第一部《春秋霸业》和第二部《战国争雄》，我写了一年多的时间。
工作繁忙，家务事也不少，想要写点儿东西，只能孩子睡后再点灯熬油。
一年多来，与孤灯为伍，和残夜相伴，可谓备尝辛苦。
如今，书稿既成，批检校阅，甚感欣慰。
    书稿即将付梓之际，照例要感谢很多人，家人朋友，领导同事，但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是我所在
的单位。
这是这里自由融洽、宽松包容的氛围，让我产生了写作该书的想法，也给我创造了写作该书的可能。
现在，这本不厚的小书能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单位给予我的这个环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参阅历史文献与今人的著作多部，择其要者列示如下：《史记》、《资治通鉴
》、《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马庸)、《战国
史》(杨宽)、《国史大纲》(钱穆)、《中国通史》(傅乐成)、《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秦诸子百家
争鸣》(易中天)、《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话说中国·列国争雄》(陈祖怀)、《秦始皇的秘密
》(李开元)。
    此外，还参考阅读了网络上的相关资料，不能一一列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中国历史悠久浩繁，我虽尽其所能，然学识浅陋、天资驽钝，书中的错漏之处一定不少，读者阅读
中如有所发现，欢迎给我指出来，以利于我今后学业的长进。
读者在阅读中如有所思所想，也欢迎与我交流。
任何批评、意见、建议和感想，请发我邮箱tianxiwater@sina．com或QQ：945422367。
不胜感谢之至！
    老孟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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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话短说中国史:战国争雄》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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