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浒十一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浒十一年>>

13位ISBN编号：9787807136491

10位ISBN编号：7807136499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老了

页数：272

字数：1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浒十一年>>

内容概要

所谓历史，不过是循复；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历史，不过是循复；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公元1666年，《水浒传》中的英雄大开杀戒，辽金战争屠戮不断，赵宋边境风雨飘摇。
唯有那些关于茶的事情让我们回味无穷，那是风貌苦难的缝隙之中，仅存的一段清香柔软的时光。
　　我们只记得开枪是一名打虎的英雄，却忽略了他杀人时的凶残。
武松就算有打死老虎的本事，也不具备打破世俗观念的勇气。
他一生都没有爱情，还不如王矮虎，豁出去不要脸了，最终抱得美人归。
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本书是关于《水浒传》的青春版解读，以梁山喽啰的视角解读当时草莽英雄的轰轰烈烈；从草根
的视角看盛世草民的人生悲剧。
本书采用编年体的方式，分多个小主题，说当时人情世故，朝廷政事野史，乡野趣闻八卦。
　　　　本书特点：本书语言风格颇具现代色彩，类似王朔小说，或者周星驰电影，读者尽可捧腹大
笑；但这不妨碍本书思想的深刻，借古人事，说今时弊病。
这是一部有深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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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了，原名魏新，山东曹县人，曾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
、散文近百万字，诗歌作品入选各种文学选本。
长篇小说《动物学》（文汇出版社2006年出版）入围首届文汇文学奖，在新浪网点击过千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浒十一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1112年　（一） 与水相关的一场瘟疫　　浩浩荡荡的梁山好汉来自公元1058年的一场瘟疫。
　　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和两件事有关：一是自然灾害，旱涝或者瘟疫；二是抓壮丁去搞大的工程
。
　（二）流氓会武术，皇帝挡不住　　机会！
伟大的赵宋王朝高太尉！
他继承了中国奸臣的一贯传统！
在机会来临的这一刻灵魂附体！
他使出一记“鸳鸯拐”，将球踢了回去！
　　天下都成了赵佶的俱乐部，谁还敢说高俅的胜利是“黑哨”？
　（三） 摇滚青年史进的叛逆生活　　公元1112年是史进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这之前，史进是一名生活在小地方的摇滚青年，参加了各种吉他培训班，觉得自己能弹唱《两只蝴
蝶》就很了不起了，至少可以在史家庄的卡拉OK比赛中扬名立万。
公元1112年，史进和从首都过来的宋朝乐队的主音吉他王进碴琴，才发现自己在华阴县吉他行买的琴
一直缺根弦。
第二章 1113年　（一）鲁提辖背后的沙尘暴　　对他来说，成不成英雄都无所谓，关键是人不能欺负
人，渭州人欺负外地人不行，西夏人欺负汉人也不行，他最看不惯这个，眼里边不能揉沙子，哪怕把
眼珠抠出来洗洗，也得让沙子远离自己的身体。
　　可他当时所处的国家，已经有了沙尘暴的迹象。
　（二）九纹龙岳飞和五台山孤儿　　在公元1113年，岳飞的启蒙老师陈广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幸好此时，喜欢帮人“开手”的李忠正在渭州潘家酒楼为窝火，不可能一下子飞到汤阴县去，为岳飞
“开手”，像当年在华阴县为史进“开手”那样。
否则，一代名将岳飞必将变成九纹龙岳飞。
　（三）皇帝看见了空中楼阁　　在整个赵宋经济大盘指数狂跌的时候，只有寺院这只绩优股连年涨
停。
赵宋王朝的最高领导人赵佶自然会看那些和尚不顺眼，越来越多的光头像元宝那样闪着银光，晃得他
眼睛生疼，这些元宝都是从他口袋里刨出来的。
既然能刨出来，就自然能放回去。
第三章 1114年　（一） 在寒冷的冬天里　　公元1114年的冬天冷得离奇，很多人热乎乎的心都冻成了
冰凉的秤砣。
　　对宋徽宗赵佶来说，一个军官的叛逃并不会影响他赏雪的心情。
林冲的事他大概知道一些，也没有心思去问，一个既不会踢球又不懂书法的军官，就算落草为寇，对
朝廷也没有多大影响。
可是，另一个叛逃的军官却让他大伤脑筋。
　（二）白虎堂大案花了多少银子　　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这就是发生赵宋王朝的《黑狱断肠歌》。
蔡福是北京人，他真该学一学京韵十足的《卖布头》里那段吆喝：“你说我这监狱，怎么那么黑，你
说怎么那么黑？
气死戴宗，还不让李逵，气死那沧州的管营差拨你们死得亏呀。
怎么那么黑？
原告送了炭，被告送了煤，财源滚滚来我就是监狱的甩手大掌柜——”　（三）假如林冲没有娘子　
　公元1114年冬天，林冲在梁山落了草。
第二年秋天，他杀了寨主王伦，派人回东京接娘子，方知娘子自缢的消息。
在王伦下面的第四把交椅坐立不安的林冲，从上山开始就有杀了王伦的念头，可每每想起娘子那一再
的苦口婆心，就按捺住满腔怒火，把雪亮的解腕尖刀按到自己的肋骨缝里。
第四章 1115年　（一）王伦之谜　　两个王伦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比一个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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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到了《水浒传》里，王伦就成了那么心胸狭窄、无法容人的人呢？
 　　因为，这个王伦是书生。
　（二） 五侯杨令公之命　　都道是英雄落魄，如秦琼卖马，杨志卖刀。
　　真正的大英雄生来便是落魄的，一直到死。
胸中沟壑唯有国家兴亡，一腔热血只为民族荣辱，富贵荣华皆为眼云烟，他们卖的是命。
　（三）婚礼只能回味　　由于闫婆惜刚满十八就稀里糊涂做了一名政府公务员的情妇，刚遇上一个
能疼她爱她的人，就死在了这名政府公务员手里，她这辈子也没能举办一场正儿八经的婚礼。
第五章 1116年　（一）茶中泡乾坤　　公元1116年，《水浒传》中的英雄大开杀戒，辽金战争屠戮不
断，赵宋边境风雨飘摇。
唯有那些关于茶的事情让我们回味无穷，那是岁月苦难的缝隙之中，仅存的一段清香柔软的时光。
　（二）潘金莲的尸布　　书中没有写潘金莲那句被抠出心肝五脏的无头尸体是怎么埋葬的，可以想
象那是一句多么恐怖的死尸，当这句尸体被盖着白布抬出武大郎家时，有没有人注意到，露在白布外
面的那双小脚，是那个年代美妙绝伦的标志之一。
　　露在外面的，是“瘦、小、尖、弯、香、软”的畸形历史，掀开尸布，里面的肉体既无头，也无
心。
　（三）十一人的联欢　　晚会中不乏精彩的节目：阮氏三兄弟的演唱组合齐唱了一曲原生态味道十
足的《渔家傲》；杜迁、宋万这对老搭档合说的对口相声《我是黑社会》引了一阵阵笑声；公孙胜现
场的魔术表演让人大开眼界；压轴的，是朱贵和刘唐表演的小品《黑店》，好多人都笑得肚子疼。
第六章 1117年　（一）鳌山的美丽和虚弱　　公元1117年，离北宋亡国还有整十年，在很多很多年以
后，我们已经不记得鳌山的美丽，却无法忘却大汉民族在1127年的那次溃败所带来的耻辱，那次耻辱
和后来的很多次耻辱一样，都应该被我们铭记。
　　中国人那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和火药，却被外国人用军舰和大炮打得无法招架。
　（二）天灾人祸逃不过　　公元1117年，《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载：“有星如月，徐徐南行”。
据说这是中国比较早的关于UFO的记录。
假如这颗月亮般大小的星星真是外星人飞行器的话，里面的高智慧生物看到那些天灾人祸不断的人类
社会，看到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一群黄皮肤的百姓，也许会说：“咱还是回火星吧，地球很危险的
。
”　（三）拼命三郎和狮子座的女人　　一个深谙男人之味的女人，和一个初尝女人之味的男人睡到
了一张床上，他们交织的欲望本不是罪孽，纠缠的肉体也并非不可原谅。
在美国电影中，这就是让人哭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名著里，却成了教人恨的淫妇贼秃。
第七章 1118年　（一） 当联盟崩溃之后　　战略联盟的正确和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了战争的
成败。
公元1118年，一个错误的战略联盟，加速了北宋的覆灭。
　（二） 奇耻大辱扈三娘　　怎么才能相信“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的扈三娘会这样
苟且偷生？
怎么才能相信“天然美貌海棠花”的一丈青会嫁给“形貌峥嵘性粗卤”的王矮虎？
　（三） 天下皆贼　　赵宋王朝这个大家庭并不缺乏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狗，但过多的贼让狗防不胜防
。
这些贼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藤蔓一样繁衍生长，在赵宋王朝虚弱的国土上遍地开花。
 第八章 1119年　（一） “黑客帝国”三部曲　　“黑客帝国”是一部以招安为主题的大片，总导演
宋江分三部曲完成⋯⋯　（二） 马命关天　　公元1119年，有人为马愁，有人为马忧，有人为马喜，
有人为马死。
骑在马上和站在马旁的人都想不到，很多年以后，中国的马的会越来越少，骑马打仗只是童年的游戏
，战争要用飞机坦克导弹航母。
传统英雄相依为命的宝马不如官员富商给二奶买的宝马。
再好的乌骓也没有牛会干农活，再好的“照夜玉狮子”也比不上驴吃苦耐劳。
马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主要用处是和驴配种，生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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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稍纵即逝的诗情画意　　看来，由于宋江及时的命令，梁山的兵马在青州的火没有烧到李清
照家的屋檐，也没有人抢走赵明诚珍藏的金石，有了一丈青，王矮虎也不愿再抢个三十六七的女诗人
当老婆。
第九章 1120年　（一） 装神弄鬼　　在赵佶观看的新闻联播里，公元1120年的主要内容是：　　为节
省人力物力，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建设，正月，国家皇帝赵佶提出罢道学的方针政策。
将儒道合一，这一举措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拥护和深切爱戴。
　（二）让我们去东京看菊花吧　　黄巢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最终攻破长安，实现了“满城尽带黄
金甲”的梦想。
而“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只能守在梁山登高赏菊。
　（三） 托儿　　医院有医托，婚介有婚托，拍卖会上有买托，卖鞋的都有鞋托。
张顺这个，是“船托”。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被一代代人忽悠过来，忽悠过去，不由自主，就被忽悠瘸了。
第十章 1121年　（一）李师师的裙子　　宋徽宗赵佶和李师师究竟是否像喽啰乙和喽啰甲那样说得“
有一腿”？
还是像宋江说的那样“打得热”？
正史并无确凿记载，这种类似“拉链门”事件越是不入正史，越是被人津津乐道。
　（二）爱情如戏　　“蓬蓬乍，乍蓬蓬”的声音如戏曲中紧密的锣鼓点，一出李师师的爱情大戏拉
开了大幕。
　（三）记一场相扑　　运动项目的发展也容易偏离其本质的意义。
台球本来是西方的绅士运动，在中国就成了街头巷尾的痞子玩的游戏。
相扑的初衷也是为了强身健体，可一旦“恶少者“丛萃其间”，就变了味。
奥林匹克精神没了，成了流氓恶霸欺负别人的本领。
第十一章 1122年　（一）山和人一样没有万岁　　如果时空回转，赵佶和辽国刚刚别立为太后的萧氏
坐在电影《色，戒》中的餐馆里吃饭，赵佶说：“你打仗好像不怎么在行？
”　　“就赢过你。
”萧太后得意地说。
　（二）投降的技巧　　幸运的郭药师和不幸的宋江是公元1122年两个命运不同的投降派。
他们以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关于投降的经验心得：投降不是最终目的，要看为什么投降，有哪些资本
可以投降，投降之后怎么做决定了投降之后做什么。
　（三）片尾曲：改变1122　　世界不断的改变——改变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　　时间不停
的走远——走远　　我的记忆却停在　　却停在那1122年　　公元1122年在喽啰甲的记忆里，有这样
一幅永生难忘的画面：他划着一条小船，载着喽啰乙回家。
梁山泊的水中倒映着他和喽啰乙两人一长一短的影子。
后记：公元2008年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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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112年　　公元1112年，即赵宋王朝的政和二年。
《水浒传》中，这一年的年初，高俅走马上任，正月里，王进母子从东京出走，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
略相公，路过华阴县史家庄，教会史进十八般武艺。
　　（一）与水相关的一场瘟疫　　公元1112年，离赵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一百五十二年，据
靖康之耻还有十五年。
这一年，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母亲奔走在从东京逃亡的路上，正月的风很冷，王进牵缰绳的手冻得
通红，年过六旬的母亲坐在马上面，回望此生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那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过春节的喜悦之中：　　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
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
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
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扌求）、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
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音牙）。
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
　　《东京梦华录》卷第六　　在那座城市里，最让这名深明大义的老人牵挂的，并不是长庆楼的百
味羹和煎鱼饭，或酸枣门外岳庙的香火，也不是勾栏瓦肆里张金线的杂剧和封宜奴的小唱，而是老伴
永远埋在东京的尸骨。
　　原本，她觉得，儿子王进能做到八十万禁军教头，九泉下的丈夫应该和她一样欣慰。
在从东京逃亡的路上，她甚至还回忆起丈夫初来东京时的情景，丈夫是一个身怀绝技的男人，沦落到
在街头卖拳为生，经恶霸欺压，受无赖挑衅，硬是混出了人样，当了都军教头。
谁又能猜到，当年被丈夫揍过的一个小混混，如今成了儿子的顶头上司。
当年这个小混混找丈夫麻烦，被丈夫一棒戳倒，如今这个小混混找儿子麻烦，纵然儿子有比丈夫更大
的能耐，也只好忍气吞声，一走了之。
不知道九泉下的丈夫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早知如此，倒不如在街头卖拳痛快。
　　母子二人的目的地是延安。
那时候的延安是军事要地，老种经略相公在那里镇守边疆。
只要有一身好本领，便能安身立命。
王进像八百多年后的那些爱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忧愤的热血，去同样的一个地方。
不一样的只是：后来去延安的人多了一种更能让人热泪盈眶的理想。
　　这是《水浒传》开头最动人的一幕。
李卓吾评点这一幕，说：情景如画。
王进母子二人离开东京一个多月后，在华阴县史家庄，遇到了史进。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从史进开始，用金圣叹的话说，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
　　稗史也是史，《水浒传》既是一部小说，也能当作一部史书。
经、史、子。
集之中，“小说家”的著录属于史部。
　　作为小说，《水浒传》是名著；作为史书，虽说其事件多为虚构，地点常有疏忽，年代也并不准
确，但内容也多有源头，和史料记载相映成趣。
因此，金圣叹说《水浒传》胜似《史记》，并非没有道理。
正史局限性大，多为主旋律，与真相存在偏差；稗史零散无序，同样难以考究；小说则可集其精华，
反能从其中看出更多内容。
　　历史上是有王进这个人的，前两年河北出土的北宋文献中有一则记载：北宋的禁军将领王进在京
城得罪了高官，逃到延安，在故人那里守边，领兵和西夏的小股部队打过仗，皆获胜。
后来，王进又在种师道和种师中门下任先锋，这两个姓种的就是《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
经略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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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上，还有一个更可靠的说法：老种经略相公是种谔，小种经略相公是他的儿子种师道。
但种谔在公元1082年就死了，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才出生，所以《水浒传》中的老种和小种应该指
的是种师道和种师中。
　　史料记载，王进在太原战役中，随种师中力战而死，那是公元1126年，距小说中他和母亲离开东
京已过十四个春秋。
　　小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王进战死沙场的时候，他在史家庄收的徒弟史进也早就死于非命。
　　真正进入历史的，叫王进，没进历史的，叫史进。
　　史者是记载从政者的功名勋业、名言嘉行、治乱兴衰⋯⋯皆大事也；而小说者，乃是相对其“大
”而言，市井家庭、细事闲情、新闻异态⋯⋯以至于个人性情、时代风尚⋯⋯咸在其间，此二者相对
而观之，则虽系一巨一细，却又一“死”一“活”——历史社会的一切情状，在“正史”中是来不及
也不屑于写的。
于是，“小说”承担了此一职责。
　　周汝昌《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序　　历史就是高清照片，说是真实的，可同样的画面，
角度不同内容就有差别，镜头不同效果又不一样，加上一代又一代人的PS处理，芙蓉姐姐都能变成蒙
娜丽莎；小说就是画，只要是流传下来的原作，即便是有残缺，也能看出大致风貌。
比如给张择端发台八百万像素专业数码相机，断他也拍不出《清明上河图》来。
　　在《水浒传》七十回本的楔子中，从“纷纷五代乱世间”一直到“嘉祐三年”，寥寥几笔，就勾
勒出了几个王朝的变迁。
紧接着写到嘉祐三年，也就是公元1058年，天下瘟疫盛行，朝廷派洪太尉去请天师祈禳人间，洪太尉
在龙虎山伏魔殿放走了一百单八个镇锁着的妖魔，这些妖魔转世变成了梁山好汉。
　　也就是说，没有瘟疫，朝廷就不会派洪太尉出差，洪太尉不出差，就没机会到龙虎山观光，每个
有历史名声的旅游景点对游客开放都是有限制的，很多古建筑一般游客根本不让进，所以，要不是洪
太尉的官大，他也进不去伏魔殿，更不可能放倒石碣、掘出石龟，掀开石板，妖魔自然放不出去，自
然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梁山好汉。
　　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
”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
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
走了魔君，非常利害。
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
”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
”真人禀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
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
”　　⋯⋯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土阻当宣诏，违
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
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
　　《水浒传》锲子　　浩浩荡荡的梁山好汉来自公元1058年的一场瘟疫。
小说中就是这么写的。
史料上的1058年，赵宋王朝同样面临着灾害的威胁，一场洪水几乎淹没了东京，这年年初，宋仁宗诏
令征发官兵，抽调民夫，开凿永济河，让河水从开封府西边的葛家岗直抵开封城南的好草陂，再让水
流向北注入惠民河，汇入鲁沟河。
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九个月才完成，从1058年的正月直到入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可想而知，这一年，多少粮食筑成了河堤，多少汗水疏通了水流。
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朝廷动用的人力物力在当时已足够形成一场新的灾害，这种灾害张天师无法祈
禳成功，亲手把妖魔放到人间的不是洪太尉，而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永济河的水也没能通过鲁沟河流进大海，而是流进了“妖魔”未来集会地，汇成八百里水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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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应了《水浒传》中的碣文：遇洪而开。
　　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和两件事有关：一是自然灾害，旱涝或者瘟疫；二是抓壮丁去搞大的工程
。
　　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存在时间最短的两个：一个张罗修长城；另一个操持挖运河。
　　长城和运河都留下了，始作俑者的名字也留下了，都叫暴君。
　　人干超负荷的体力活干绝望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要稳定，要和谐，农民工工资就不能拖欠。
那时候又不发工资，硬生生把人赶到工地上，监工的人比“黑砖窑”都狠，每天都有大批累死的同伴
，所以有人振臂一呼：反了吧！
一个个还不抢着响应，振臂一呼的成功率自然高。
　　否在，都在家好好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别说振臂一呼，你就是把胳膊调到振动上，把人都振
没电，也没谁舍得豁出命去铤而走险。
　　元亡也和治水有关，修黄河河堤时，发现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红巾军揭竿而起。
　　《水浒传》写于元末明初，天下是打着红巾军旗号当了皇帝的朱元璋的天下。
　　1112年的天下是宋徽宗赵佶的天下。
赵佶这个名字用搜狗输入法里面的拼音一敲，出现第一个词条便是召妓，当然，这纯属巧合，如果他
没有那些召妓的传闻，梁山好汉就无法通过李师师吹枕边风，通过招安转型。
　　赵佶可以说是历史上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1112年，他正坐着李逵刘唐们成天挂在嘴边的“鸟位
”，画着炉火纯青的花鸟。
　　宋徽宗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芙蓉锦鸡图》、《翠竹花雀图》、《柳鸦图》、《四禽图》等，每一
幅都价值连城。
他笔下的中国山水美不胜收，中国的山和水中，却已危机四伏。
　　这一年的松花江畔，一个叫女真的民族开始崛起，辽国天祚帝前来渔猎，有位不愿意为他跳舞助
兴女真部落首领，险些成了刀下鬼。
　　天祚帝那天本来很高兴，吃了不少自己打来的新鲜野味，也喝了不少酒，乘着酒劲，召开了一次
舞林大会，所有归属辽国托管的女真部落首领都要亲自出场，跳舞助兴。
　　偏偏有一个首领不跳。
　　按说在领导前跳个舞没什么大不了的，多少人想跳还没机会呢。
　　“不会跳舞没关系，你跟着音乐散步就行。
”天祚帝开始表现得还像一个开明的领导。
　　“不会。
”这个部落首领的态度很坚决。
　　“跟着音乐——蹦——总会吧？
”天祚帝有些不耐烦了。
　　“不会。
”　　“咋地了这是？
”天祚帝不耐烦了：“咋地了这是？
还敢给我瞪眼，只要我一瞪眼，你立刻就得在松花江消失知道不？
”　　这个部落首领两只铜铃般的眼睛直勾勾瞪着天祚帝。
　　事后，天祚帝越想越恼火，就对大臣萧奉先说：“那天的舞林大会上，那小子太猖狂，得让他灭
亡。
”　　上班族都知道，就算是小事上得罪领导，领导也总会想办法给你穿小鞋。
在那时候，一双小鞋就是一条命。
　　幸好，萧奉先帮这人说了好话，他对天祚帝说：“那小子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不懂礼节，
您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
”言外之意那小子可能确实也不会跳舞，探戈伦巴啥的都不懂，蹦迪没灯光也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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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瞪我知道不？
”天祚帝说：“眼珠子挺吓人的，给我抠出来也成。
”　　“这——。
”萧奉先说：“都构不成什么大过错，您要把他杀了，怕引起其他首领的不满。
”　　天祚帝这才取消了杀人的念头，把这口气生生咽了下去。
　　不过，天祚帝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打死也不跳舞的女真小子在不久的将来灭了辽国，还灭掉北宋
，擒住了著名山水画家兼著名词人兼著名足球爱好者宋徽宗和他的儿子。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说说容易，李逵这个变态杀人狂做不到，刘唐这个混迹江湖的小混混也
做不到，真正做到此事的，是完颜阿骨打的人。
　　历史的舞林大会上，完颜阿骨打跳了一段奇绝的舞，让伴舞的辽国跳到漠北，让领舞的赵宋跳到
江南，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名在公元1112年拒绝为领导跳舞的非著名舞蹈演员。
　　（二）流氓会武术，皇帝挡不住　　公元1112年，十月，七十四岁的苏辙去世。
这名才子的一生历尽坎坷，数次被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他乘船路过梁山泊，看
到水中的荷花，不觉忆起自己在江南的那些时光，诗性大起：梁山泊里逢花发，忽忆吴兴万里行。
　　那时候的梁山泊就像苏辙诗里写得那样：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苏辙《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五绝》（据《四部丛刊》本《栾城集》）　　在小船里就着鲜鱼喝着
白酒的苏辙多么快活，他写这些诗时，梁山泊不亚于江南鱼米之乡，相必当时阮小七还在旁边的石碣
村打鱼，度着无忧无虑的童年，说不定苏辙吃的鱼还来自阮家哪个兄弟的渔网。
苏辙也根本不用担心有谁会潜入水底凿沉他的船，偷喝他的酒；更不用害怕两岸迎客的那些“飞盖靓
妆”会麻翻他的人，抢去他的财帛，把他的肉煎成油，化为朱贵酒店的灯火。
　　苏辙死得早，那时候梁山泊还太平。
　　梁山泊开始不太平，是在1112年以后，在苏辙死后。
追究起来，和苏辙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他哥哥苏轼的推荐，一个小混混在1112年当了大官。
　　正史上对高俅的记载不多。
据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
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一个小秘书，或者说是书童。
因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搁到现在就是打字速度很快，平常的工作就是帮苏轼打打稿子，发发
邮件什么的。
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的时候，将高俅送给同僚曾文肃，但是曾文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
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也就是王晋卿，所以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文肃的儿子，他写得
曾家的事应该靠谱。
　　小说里的这一段一笔带过，高俅投奔苏轼，苏轼只是让他在府里住了一夜，便打发到小王都太尉
那里了。
虽然简化成了“一夜情”，但去向也是对路的。
　　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
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
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
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
”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
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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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涯热贴，新浪力推。
　　草根视角的大宋盛世，喽啰眼里的水泊梁山，小人物照不进现实的梦想。
　　本书语言风格颇具现代色彩，类似王朔小说，或者周星驰电影，读者尽可捧腹大笑；但这不妨碍
本书思想的深刻，借古人事，说今时弊病。
这是一部有深度的书！
　　背景材料：时下读者对宋朝关注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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