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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三家分晋开始一直写到归于一统，对战国江湖上的谋略史、恩仇史、野心史乃至个人成长史做
了快意阐述，文风汪洋恣肆、举重若轻，令人拍案叫绝。
在作者笔下展开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国家的命运，更是一个个人的命运。
他们的欲望与归宿，毫无疑问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构成了战国七雄的国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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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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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乱红有一个人死了公元前573年的某一天，有一个人死了。
当然，在战国这样一个乱世，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死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当时的他正站在太阴山顶，手里捧着一碗酒。
这碗酒的颜色艳如桃花，看上去很美。
在过去的很多时候，他会把这样的酒赏给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喝，而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除了一饮而
尽外别无选择。
不错，他有这个权力和威势。
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战国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晋厉公。
作为一个大国领袖，晋厉公曾经带领他的政府军击败了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不容置疑
地让自己的名字变得如雷贯耳。
但那些都是过去时了。
现如今，在晋国望族栾书和中行偃看来，晋厉公只是一只纸老虎。
这只纸老虎除了将手里捧着的那碗酒一饮而尽外别无选择。
因为作为悍然作乱的禁军领袖，栾书和中行偃正在晋厉公身后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即将停止呼吸的老人
。
不错，他们有这个权力和威势，因为他们不是别人，而是晋国望族当中声名最为显赫的荀氏家族的长
老。
在长期的征战当中，荀氏家族用白骨和铁血为自己家族赢得了威慑力。
致命的威慑力。
正所谓“功高震主”，但晋厉公以为，这其中错了一个字，应该是“功高杀主”。
因为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将为新成语“功高杀主”提供注脚。
晋厉公一声叹息。
叹息声中，战国时代的太阳正缓缓地升起，温情脉脉地照在这块充满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土地上。
其实，时代剧变的消息孔子早在书房里就知道了。
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的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抛弃、不放弃地对《春秋》进行第N遍修改，
就在这时，一个非常事件就像子弹一样击中了他手中的笔，让他改不下去了。
非常事件是鲁国国君姬蒋在打猎时捉到了一只麒麟。
麒麟在一般人眼里是大吉之物。
但孔子不是一般人，他没有看到吉，而是看到了凶。
因为孔子认为，只有世界和平、圣明君王统治的时候，麒麟才会出现。
鲁国国君姬蒋算不算圣明君王他不好明说，但是世界显然是不和平的——麒麟出现在乱世，那是时事
乖张的征兆！
这样的发现让孔子对手头的工作失去了兴趣。
《春秋》就此封笔。
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也就此以一种惊惧的姿态戛然而止，更加令人惊惧的是战国时代开始的
第二年，圣人孔子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而早在战国时代开始前三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永远地闭
上了自己的眼睛——圣人们不约而同地眼不见心不烦。
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恐怖的、让人看不懂的时代正在呼啸而来，从而让那些高尚的人和
高尚的著作避之唯恐不及。
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必将血肉横飞，必将礼崩乐坏，必将属于全世界：战国时代开始的这一年，第
二次波希战争全面爆发，波斯海军以一种很难看的方式集体死在了那个著名的海域上。
所以，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时代是可怕的。
姬周也不怀疑。
这个被后世称为晋悼公的人是晋厉公的侄儿，当晋厉公在那个著名的早晨喝下那碗著名的毒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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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拥有了这样一个称号。
事实上，姬周是被荀氏家族的长老拥立上位的。
当时的他还在睡梦当中，王冠就从天而降了。
不过，关于做国君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姬周很快就搞清楚了。
他甚至搞清楚了晋厉公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众卿。
寡人平生第一次看日出，没想到这么壮观。
这句话说得那叫一个从容。
毫无疑问，没有大历练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所以姬周就怀疑，他自己死前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这样的怀疑毫无意义。
因为荀氏家族不希望他死，而希望他活。
晋悼公只有好好活着，才可以让荀氏家族发扬光大。
当然好好活着的第一要义是听话，先主晋厉公就是因为不听话，才走上了不归路。
晋悼公很听话晋悼公很听话。
在这样的时代。
首先是勇者生存，其次是听话者生存。
晋悼公不愿意逆潮流而动，尽管荀氏家族涉嫌杀死他的叔叔晋厉公，晋悼公还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交
给了他们。
荀氏家族的长老担当了上军元帅，而杀人凶手中行偃（荀偃）成为副帅。
晋悼公深深地明白，他是把自己的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
这人生能走多远全凭天意。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颗裤腰带上的脑袋在很多年后竟然完好无损。
因为晋悼公玩了一个平衡。
巧妙的平衡。
动荡的平衡。
你死我活的平衡。
平衡的基础在于晋国有六大家族。
除了同属于荀氏家族的智族和中行族以外，还有范、韩、赵、魏四族。
在晋悼公眼里，这六大家族既可怕又不可怕。
可怕在于联合，不可怕在于分裂，以及分裂之后的钩心斗角。
晋悼公在即位布局的时候就将六大家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钩心斗角的事宜进行了隐秘的安排。
他在任命荀氏家族长老担当上军元帅的同时，也任命韩氏家族的韩厥为中军元帅，赵氏家族的赵武为
新军元帅，魏氏家族的魏绰为中军司马，范氏家族的土渥浊为太傅⋯⋯总之，六大家族一个都不闲着
，但决不搞平均主义。
为的就是要挑起红眼病，挑起人性深处难与人言的阴暗神经，并迫使他们作出激烈反应。
果然，赵鞅首先跳出来惹事。
赵鞅是赵氏家族的首席长老，又是上卿——他拼上老命也要维护赵氏家族的荣誉和尊严：赵氏家族的
祖先赵衰曾经是晋文公的左右手，官居宰相。
可现如今，随着晋国国君的没落，赵氏家族风光俨然不再。
当然惹事要有事端。
好在战国年代，别的没有，事端那是多了去了。
事端从国际冲突而来。
那已是好多年后，晋国已进入晋顷公时代。
这一天，卫灵公和齐景公突然手痒痒，打人的冲动此起彼伏。
当然了，都是一国之君，打自己人没什么鸟意思，他们就把拳头对准了曾经的霸主晋国。
赵鞅就这样奉旨出发了，带着他的一支队伍直奔卫国而去。
至于赵鞅为什么直奔卫国而非齐国而去，那是因为在无数次的钩心斗角中他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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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要拣软的捏。
想当年，齐赵都是做过霸主的，现如今要直接PK那还真是胜负难料。
而卫国当柿子好多年了，不捏白不捏，捏了不白捏。
好在卫灵公不是一个疯狂的柿子。
在亲切接见了赵鞅同志的问罪之师后，卫灵公爽快地表示，他愿意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以户口
五百家谢罪。
这户口五百家真是笔巨大的财富啊！
因为在那个时代，别说人才，是个会走路的人都值钱。
打仗，打的就是人。
所谓兵强马壮，那是要一户户人家去凑起来的。
卫灵公痛苦割仓，赵鞅则照单全收。
但是问题来了，收在哪里呢？
这真是个痛苦的问题。
唉，人生经常是这样，胜利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但胜利的果实却经常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类
似于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
属于那个一言不发、故作威严却已是岌岌可危的晋顷公，起码眼下是这样。
因为其他五大家族的人眼睛都盯着呢，即便晋顷公不好意思要卫国这区区五百户人家，赵鞅也不能不
给。
赵鞅终于给了。
他给得很有技巧。
五百户人家被赶到了邯郸，然后交给一个叫赵午的人来管理。
赵午表面上是赵氏家族的人，但也可以说是荀氏家族中中行族的人。
这么说吧，赵午同志是中行族老大荀寅的外甥。
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将五百户人家“化公为私”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赵鞅心里的
“小九九”，成不成还得看群众的眼睛。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范、韩、魏、智族的人不仅雪亮地看到了五百户人家来到了邯郸，也雪亮地看到了赵鞅心里的“小九
九”。
但他们不敢说什么。
因为处在这样的时代，说话的分贝取决于拳头的力度。
拳头力度越大，说话分贝越高。
很显然，中行族和赵族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沉默。
愤怒的沉默。
无奈的沉默。
最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切既成事实。
晋顷公也没说什么。
他——似乎已被同志们遗忘了。
但是，赵鞅没想到，他继续出招的时候遇到了阻力。
阻力是族子赵午给的。
这是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赵午刚刚熟悉了这新迁五百户人家的情况时，赵鞅一纸调令下来了。
赵鞅要将五百户人家迁到他自己的领地晋阳并编入作战队伍。
赵午愤怒了。
他终于明白了一种动物在遭到戏弄后的心理感受——猴子。
他感觉自己现在就是那只被赵鞅戏弄的猴子。
不折不扣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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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赵鞅是赵氏家族的首席长老，但首席长老也不能随意戏弄人。
赵午拒绝了。
他拒绝了赵鞅下达的调令。
给出的理由是五百户卫人不愿意再走，就愿意留在邯郸。
这样的理由在几天之后为赵午带来了杀身之祸。
赵午在人头落地的一瞬间也想不明白，堂堂首席长老，怎么可以为一点小小的战利品公然杀死族里的
年轻后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还是想明白了：在这样的时代，没有永恒的亲情，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赵午还是太年轻，年轻得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替他晚到的成熟来埋单。
战火无情人绝情毫无疑问，赵鞅杀赵午是很有快感的。
这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快感。
这是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快感。
但是赵鞅的快感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荀寅愤怒了。
荀寅的愤怒是双重的：一是因为外甥赵午被杀；二是因为赵鞅太无耻，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荀寅找到范氏家族的老大士吉射，告诉了他赵鞅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希望他拍案而起。
但士吉射听后却无动于衷。
的确，外甥是荀寅的外甥而不是他的外甥，他不想乱拍桌子。
在这样的时代，谁都不想被人当枪使。
在即将上演的中行氏与赵氏家族的激情火拼中，士吉射只愿意做一棵城门上的野草，在战火映照下幸
福地偷窥。
但是荀寅却告诉了他一个辛酸的现实：战火无情人绝情。
城门失火，池鱼烤熟。
一个人一生的选择真的不太多。
不想办法抓住机会，就会被机会活活捏死。
士吉射动摇了，的确，这不是独善其身的时代。
要命的是晋顷公在此时毅然去世，晋国的事情再没有一个终极裁判者，哪怕这个终极裁判者端的是虚
弱不堪，只剩下个空架子。
士吉射终于悍然决定，和荀寅在一起，在晋国的土地上劫杀～切不听话的家族。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拳头。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士吉射还是被荀寅那句狠话吓着了：不想办法抓住机会，就会被机会活活捏死。
荀寅在说这话时，手指的关节发出可怕的咔咔声，令人心神俱裂。
晋阳守将董安于站在赵鞅面前，第一次感觉说服一个人很难，说服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更难，而要说服
一个自以为是的领导人更是难上加难。
和赵鞅一样，董安于也是赵氏家族的长老。
所不同的是赵鞅是首席长老，而他只是个普通长老。
这就是区别。
位置上的不同排序必定会带来职务上的差异，职务上的差异更会带来话语权的不等值。
董安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倾诉当中，中心意思就是要赵鞅以晋王室首席长老的身份，先发制人，对中
行氏和范氏予以剿灭。
但赵鞅同志身为首席长老，法制观念突然变得很强。
他告诉董安于，按照晋国的法律，部族间如果打起来引发内乱的，先发动攻击的一方要判处死刑。
所以他的意见是不如等中行氏和范氏先打过来，赵氏家族后发制人，这样才不违反晋国的法律。
可皇帝已经不在了啊！
还管什么法律不法律！
董安于几乎是喊了出来。
赵鞅却瞪着比牛卵还大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皇帝在与不在一个样！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下一个出局者>>

董安于泄气了。
他终于深刻地理解了两个成语的真正含义：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说不通时就不说。
这是董安于的人生信条。
说归说，做归做。
这是董安于的又一个人生信条。
在说服赵鞅率先打响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失败后，董安于开始脚踏实地地在京城进行了秘密的军事集
结。
这一切，他都是瞒着赵鞅干的，只是董安于不知道，历史玄机也在此时的秘密集结。
若干日子之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一个人的深谋远虑，以及用人以短。
董安于的短处就是太重情义。
而深谋远虑的这个人是——赵鞅。
只是此时的赵鞅一副浑然不知的神情。
面对董安于几乎是半公开化的军事集结，赵鞅躲在他的办公室里眼不见心不烦。
他只想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起码给人外在的印象是这样。
中行氏和范氏的联合军团却是不由分说地杀将过来。
形势可以说是火烧眉毛了，赵鞅还是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外面自有董安于
率领赵氏军团奋勇抵抗。
抵抗是殊死的，但是殊死的抵抗并不能保证赵鞅躲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
在董安于的护送下，赵鞅只得离开京城避居晋阳城。
实践证明，至少走到当前这一步，赵鞅的后发制人战略是失败了。
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场内乱的突发而至彻底改变了。
智氏家族的老大荀跞就在这晋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断然出手了。
荀跞认为，智氏和中行氏虽然同属于荀氏家族，但中行氏如果把手伸得太长，把同在晋国土地上刨食
的兄弟们都赶尽杀绝的话，那迟早有一天，智氏也将成为刀下之鬼。
荀跞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和韩、魏两个家族的老大说了。
这两个老大什么都没说。
做老大如果能做到什么都不说要么是无能要么就是万能。
幸好，他们两个不属于前者。
其中韩氏家族的老大韩不信智商还更高一些。
他建议三家联合起来，拿起法律的武器将率先发动武装攻击的叛乱分子——中行氏和范氏的联合军团
给灭了。
“当然，这需要授权。
”老谋深算的荀跞阴阴地一笑。
这时的他突然发现了国君的价值所在。
虽然晋顷公避之唯恐不及地去世了，但晋定公正粉墨登场。
他正等着建功立业，正等着挽狂澜于既倒。
荀跞决定，就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国君一个机会，让他睁大眼睛看一下，什么叫智氏家族血染
的风采；现如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
人生有时候会被命运绑架晋定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乾坤独断。
因为是他亲自下达命令，让智、韩、魏三大家族的兵团向乱军开火的。
他体会到了国君被属下尊重的感觉——在此之前，智、韩、魏三大家族联名向他上血书，请求他下令
剿灭中行和范氏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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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一个出局者》讲述纵横家的欲望与生命，再现惊心动魄的战国江湖。
楚怀王轻信、宋康王自大、赵武灵王不智、秦武王好勇、齐湣王傲慢⋯⋯在战国命运大棋盘中，每一
个诸侯王都呈现着鲜明的性格特点。
所谓诸侯争霸，争的是性格优势，以及附着其上的身家性命。
最终王运即国运，而最后的收官手却是一脸阴郁的有志青年——嬴政。
心中有天下，手中才有灭下。
秦王嬴政，赢的是其王者性格。
战同谋士都是漂一代，出局是迟早的事，不在这个国家出局就在下一个国家出局。
所不同的是他们以自己非同凡响的人生见解深刻地影响了其所在国国君的治国理念，并最终定型一个
混乱年代的战略格局：苏秦两度出山，先用连横，后用合纵；张仪破坏合纵，联合魏国等弱国投向秦
国，败坏楚国和齐国的关系；邹忌利用鼓琴、照镜讽谏齐威王，任齐相多年；蔡泽以阴阳之道说服范
雎急流勇退⋯⋯毫无疑问，这些谋士的入局和出局表演尤其精彩，在战国的秀台上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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