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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作为身处浩渺历史时空的一个短暂生命，我们没有深邃的眼光去
梳理历史，也没有勃勃的野心去征服世界，那么，那些决胜千里的运筹帷幄，那些机关算尽的阴谋阳
谋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何不放下自己功利的心，端着历史当一盘下酒小菜——说下酒菜都有点造作——或者干脆也不要什么
酒和菜，就是一锅米粥，咕嘟咕嘟熬出几碗来，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垫垫心慌是硬道理。
千年一叹多假模假式啊，当年纷争割据的诸侯多么威风，那些气壮山河的征伐，纵横捭阖的谋略，如
今看来，不过是几粒米在历史的这口大锅里蹦几下，如此而已！
而对于东周，天子衰微，群雄争霸，权力纷争之下倒是给了每一粒米散发自己异香的绝好机会，比起
以后的“酱缸”，何止判若天渊！
    第一锅粥的主要是首闹东周的郑庄公、首霸东周的齐桓公、称霸失意的宋襄公等等角色登场，交代
了一些神话故事、夏商旧事、西周往事，除了忠肝义胆、智慧美貌之外，还有数不尽的阴谋阳谋、篡
权夺位、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妻妾争宠、臣子叛逆。
顺道点了些现实百态，赞者有之，贬者有之，喜者有之，怒者有之，令网友感慨本人码的字到底还是
不是在讲历史了。
草根说史，插科打诨，时而历史，时而现实，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回到我们的观点，为读历史而读历史着实有些乏味。
所以，小可不才就熬制出自家的一锅冬（东）瓜粥（周）来，合您胃口，你就多喝几碗，不合胃口，
您尽管走好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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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际孤鸿，生于80后，卒年未知。
浙江乌镇人。
 从小喜欢历史，爱玩文字，本世纪初起求学于北京。
毕业后开始北漂，做了尘世间一个迷途小白领。
现寓居京城8年矣，犹如天际孤鸿，寂寥兮，逍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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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代楚  楚又伐郑 G8起兵  齐楚口舌之争  如陵会盟 各回各家第十八回 姜小白最后的辉煌  把手插进
了天子的裤裆里  郑文公 墙头草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第十九回 英雄驾鹤 又TMD一地鸡毛  儿子多了不
是好事儿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  助手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老大惨死 小人造反  儿子抢家
产 老爹没人管  高家忙斡旋 小白终下葬第二十回 傻根宋襄公的痛苦生活  宋襄公出兵 高家做内应  反革
命反仆 宋襄公再来  好想要做老大  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宋楚小弟各为其主的计谋  泓水大败 梦碎沙
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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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西周的前尘往事西元前841年之前的西周现在起，我们可以抛开朦胧的传说，开始谈一些实际的
历史了。
启真是人如其名，夏朝的买卖没放炮仗就开了张。
虽然西元2000年，咱们国家就发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但是质疑声仍然不绝于耳，连夏朝是否真
的存在都在讨论范围内。
暂且用这个年表计算，那就是400年之后夏的末代王孙桀，自我感觉太良好，忘了君权神授是说给老百
姓听的，自己飘飘然起来了，结果老百姓恨不得和他玉石俱焚。
商趁势起兵灭了夏。
世事轮回，又过了500年，商的末代王孙纣也自我感觉超好，飘飘然意淫起女娲娘娘来，最后落得自焚
于鹿台。
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
那些可怜的商民只能流亡于天下。
所幸，顿失京城户口的人们非常会做买卖，左手买右手卖，空手套白狼，“商人”应运而生。
既然周伐商是有道伐无道，那“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说法就更加有力度了。
伐商的周王是开国之君武王姬发，他老爸就是有100个儿子的传奇男人周文王姬昌。
顺便插叙一下，周朝姓姬，同黄帝姓。
天子大位果然还是在黄帝家族手里。
周武王姬发建国后4年就死了，即位的周成王和周康王在忠臣能士的帮助下，守业成功。
创业难守业更难，之后的周昭王南征荆楚，结果兵败汉水，周室由盛转衰。
而荆楚日渐势大，几百年后终于创立楚国霸权。
南边打不过就打北边吧。
随后周穆王两次起兵征伐北方的犬戎，收获不小。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个少数民族之后却成为周王朝的噩梦。
周穆王是个传奇人物。
在位55年，还登上昆仑和西王母共进烛光晚餐。
真是大有十全老人的感觉！
可惜跟2700多年之后的清帝乾隆一样，享受的是自己，受苦的是儿子和孙子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晚餐。
明星陪吃饭是要给钱的，何况是西王母！
周穆王的打架斗殴、吃喝玩乐最后清空了周王朝的国库。
到了儿子周共王的时候，只能用国都边上的土地奖赏诸侯大臣，就差拆房子、卖老婆了。
地方诸侯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充盈。
之后的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也是“巧男难为无米之炊”。
周朝的危机终于在周厉王身上爆发了。
周厉王的成名归功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
其实，暴动是次要的，“公元前841年”才是主要的。
“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
以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
因为西学东渐，西方独大，这种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甚至殖民色彩的纪元方式成了世界通用，跟英语
一个待遇。
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岂不闻满清入关之后的《明史》冤案么？
都说是文字狱，又是什么文字可堪成“狱”呢？
就是因为老庄家在书里用了前朝年号做纪元。
满清史官哆哆嗦嗦地记下“七十个人头落地，二百多人受牵连”。
哆嗦的不是因为冤魂太多，而是担心昧着良心瞒报了死亡人数会不会被冤魂索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周列国那锅粥>>

还有就是，即使写了这么少，会不会哪天“上不悦”，引火烧身。
毕竟自己连打工的都不如，只是一个奴才。
在血淋淋的历史面前，谁能说纪元方式不重要呢？
民国初期，除了公元之外，我国还用过一段时间“黄帝纪元”，但最终还是销声匿迹。
按黄帝纪元，北京奥运会的2008年就是黄帝纪元4706年。
新中国的纪元方式是在建国前几天的政协会议上鼓掌通过的（那时还没有人代会）。
从此规定我国“使用公元纪元”。
毕竟全世界都通用了，大势所趋，你不用也不行。
不过现在日本还是天皇的年号纪元和公历纪元并存，比如2008年，是日本的“平成20年”。
也许西方传教士看到满地球的人都在说“公元”、过圣诞，一定是激动万分。
殊不知中国人过圣诞节只图开心，连“诞”的是何方神圣都不关心。
如果传教士们收到“生蛋快乐”的祝福短信，估计会吐出血来。
公元不公，西元罢了。
中国人只要还有这份娱乐心在，那么崖山之后还是有汉的。
巧的是，公历元年正好是中国西汉的汉元帝元年。
当年的年号就是“元始”，一元初始，新时代开始的意思。
在国人暴动的共和元年之前，历史记录往往只有人物、地点、事情，时间却很模糊。
虽然有天干地支，也有农历。
记录上最多告诉你：“甲子年三月小王子尿床了。
”拜托，六十年一个甲子，甲子年多了去了。
要是算错一个时间就错60年。
接着算要是一错再错，那就错上加错，最后错无可错了。
何况很多记录连“岁在甲子”、“阳春三月”都没有写。
那就只能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或者“在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n次方年以前⋯⋯”了。
慢慢地现实终于就成了传说。
所以女生们要注意了，做人要有时间观念，约会不要迟到。
可喜可贺的是，国人暴动的当年终于被定为“共和元年”，以后的记录也采用编年体形式。
那时，史官大致记载，共和元年，国人暴动，厉王出走，周召行政。
之后，史官们每次记录都写上“共和某年”。
虽然王朝更替，也会写上“共和某年改元为某某”，然后开始新的计算。
简单说，如果一直不改元，当史官写到“共和2849年”的时候，抬头一看，台历正好是2008年。
那我们就可以把2008减去2849，得出-841，追溯出“共和元年”等于“西元前841年”。
从此，我国的历史不再是传说，而是在确切的年代发生的真实事情。
国人的暴动源于周厉王的残暴。
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足为奇。
但这次的暴动还是相当出彩的。
周厉王跑路周厉王那时就大搞专利制度，表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那条河是我的，要钓鱼？
交钱；那座山是我的，要登山？
交钱；老百姓心中郁闷了，上网发个帖子发泄就会被抓，从此只能潜水。
路上见面就更不敢说话了，只能“道路以目”。
这个挤挤眉毛：“哥们，吃了吗？
”那个弄弄眼睛：“吃个屁，钱都套牢了。
”有大臣劝厉王，做人要厚道，做事不要太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啊。
厉王不听，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保护专利都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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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总是很好的。
但是别忘了，说到底，系统是你装的，但是电脑不是你买的。
用你这个系统要收专利费，我用“番茄花园”不行吗？
终于京城百姓上街游行了。
和平的游行竟被一小撮破坏分子利用，最后演变为暴力夺权。
格式化开始。
暴动后，厉王撒腿就跑，连儿子都没顾上。
逃跑就要六亲不认，何况那些只能算第十族的门徒学生。
周厉王就成了逃跑者模范和祖师，人称“范跑跑”。
当初周朝的首都在镐京，差不多就是今天的西安。
“范跑跑”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千里黄河，一直跑到了山西临汾的霍县。
现在霍县已经撤县建市，叫霍州市了。
当时却因为境内有条河叫彘水，所以叫做“彘”。
“彘”就是猪的意思。
这里没有丝毫贬义。
猪是女娲娘娘造的神兽，资格比人还老。
汉武大帝小名就叫彘。
而且在大汉朝，这附近还出了一个少年英杰一霍去病。
不过，厉王逃跑后心灰意冷。
他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写文章辩解自己为什么先跑。
2849年后，又一个“范跑跑”横空出世。
那一刻，他仿佛厉王的灵魂附体；那一刻，他继承了厉王的优良传统；那一刻，他就是一个人在跑。
不同的是，他很开心，他很骄傲。
他接受了采访，他辩解了，他说自己才是“真实”的人。
祖师爷厉王爬起来说：“徒儿啊，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当厉王的儿子靖孤零零地被遗弃在王宫的时候，当他听说群众找不到厉王，就想找厉王儿子出气的
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最无辜的人了。
但是几个时辰之后，最悲惨最无辜的人却成了召公虎的儿子。
之前劝说厉王做人要老实的大臣就是召公虎。
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之下，召公虎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装作厉王的儿子交给了暴民。
历史虽然没有交代“虎子”的结局，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而臣下为了君主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替死的“事例”在今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
本想写“事迹”，但是于心不忍，只能写“事例”二字。
再过244年，发生在河北邢台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事发之后，召公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一起出来收拾烂摊子，暂时代替天子行政，有点“摄政王”的意思
，史称“周召共和”。
“周召共和”中的这个周公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他不是会解梦的那位。
如果弗洛伊德搞错偶像没关系，咱们炎黄子孙就不能拜错神了。
何况著名的周公应该是全中国男人的偶像。
因为春宵云雨之事，自古都叫“行周公之礼”。
解梦和教礼的那个周公是武王姬发的同母之弟，文王姬昌“儿子连”中的佼佼者，名叫姬旦（不许笑
，严肃点，看书呢）。
他助武王伐纣，分封在周地（在周朝分到了周地，可见地位不同一般），是为周公，也可以说是第一
代周公。
先前说过，天妒英才，武王在位4年就死了，儿子成王尚年幼。
周公旦倒是很合适老大这个位置，但是当时“兄终”已经不能“弟即”了，必须要儿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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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摄政6年，培养成王，最后和平还政。
周公一生为国为民，呕心沥血，为寻人才不惜“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意思是说，洗澡洗一半，听到有人才来投，握着没干的头发就出来了。
还好古代人不用起泡沫的沐浴露，但是古代讲究“正衣冠”，不梳头发不带帽子是失节的表现。
但，失节事小，人才事大！
还有，吃饭吃一半，听到有人才来投，来不及下咽就吐出来，赶紧接见新人。
现代人面试讲究预约。
前台小姐问，预约了么？
你说没有。
那就只能走了。
何况是饭点？
更何况讲究礼法的古代？
更何况是一个高层干部？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三”是多次的意思。
等面试完几轮人才再回来洗澡吃饭，也水凉饭冷了。
重来吧！
另外周公行仁政，孔子是他的忠实粉丝。
“共和”的周公就是这位周公旦的后人。
郑重地说一句，古往今来，实际称得上“周公”的，天下唯有二人，一位是周公旦，一位是周公恩来
。
现在爆出有哈韩的小女生不懂这点的，着实让人无语。
事发之后被劝退也是活该。
周厉王“范跑跑”跑路14年之后，病死客乡。
周朝的“共和”时代随之落幕了。
曾经在墙角战栗的靖太子继承大宝，史称周宣王。
终于，他成为了当时最幸福最走运的人。
他可曾想到过“虎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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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人们开始讲历史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历史了。
我始终持有如上观点，因为一旦要讲述某件事情，总难免掺杂个人色彩，甚至因为史料缺失、记录有
误，以至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貌似说得津津有味，讲得头头是道，细细一琢磨，竟然有可能只是照本宣科，废话连篇而已。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有些虚幻。
所谓的“以史为镜”，那也只是照照模样而已。
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是万万无法从历史中搬出某种模式来的。
不过要说历史无用就有点愣头青了。
这好比人总喜欢回忆曾经的过往，无论爱情亲情友情宠物情，好事坏事囧事雷人事，无论是真的发生
过，还是记性不好搞错了，起码，人在回忆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确活过。
只不过，有些人活得轻松点，因为他虽然回忆却始终目视前方。
有些人活得就累了点，因为他总是回忆，甚至活在回忆里。
把这种情结抬高到国家和民族的范畴也是差不多的。
历史短暂的民族就一定能轻装上阵吗？
历史悠长的民族就一定会老态龙钟吗？
关键还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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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东周列国那锅粥》通俗说史新流派    凤凰出版社最新推出一部以历史为底料的麻辣东周史。
作者天际孤鸿说：和“那些事儿”类的历史读物不同，这本书在信史的基础上，强化了文字的娱乐性
，而且对刚刚发生的社会时事也有极具智慧的调侃。
可以说，这是一本能吸引“不喜欢读史的人”读的一本历史书。
xiamy318：博古通今，厚积薄发，酣畅淋漓，痛快痛快！
罗马上空的鹰：华夏历史，俺最喜欢的就是东周这段激情自由，思想奔放，金戈铁马的中国史上最令
人着迷的岁月了，支持楼主！
有一间米铺：楼主幽默不次易中天。
千帆影：楼主高才，以前看东周，向来是看不了多少页就把自己看晕了，楼主条理清晰、语言幽默、
以今释古，佩服佩服！
我会一直看下去的......绝对要顶贴!找不着东：每天来看看，饭可以不吃，贴不能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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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东周列国那锅粥》，确实很香！
小的时候，大我两岁的哥哥总喜欢给我讲他在课堂上学到的历史故事，而我和弟弟则听得津津有味，
。
自那以后，我对历史故事萌生了兴趣。
后来，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也开设了历史课程。
不过，自己真正喜欢上历史的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历史老师把历史课上得很有趣，不仅讲故事
还发表对历史的看法，语言幽默有趣。
记得他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时，说司马相如经常跑到卓文君的家里混吃，一来二往，两人互生
情愫，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拉拉扯扯，卓文君半推半就就从了，最后末了，老师说，女孩子都这样
，最后半推半就就⋯⋯（这里可以省略500字）。
最后，同学们都心领神会地笑了，女生们觉得老师好没正经。
难道不是吗？
本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是很浪漫的，被他这么一歪啊，就觉得很俗气了。
不过，同学们依然喜欢上历史课，总比上语文的古文课有趣多了。
最近，同事看见我心情低落，于是就塞给我一本书。
我看题目是《东周列国那锅粥》，心想不会是之乎者也的历史书吧？
顿时眉头皱了一下。
同事一见我的表情就说，哎，推荐你看这本书，保你看了，笑口常开，吃嘛嘛香。
我惊奇，哦，难道是笑话书。
不是，你看了就知道。
同事笑呵呵地说。
我想，那就当作枕边书呗，反正睡前也没事做，看看书打发打发时间，于是，接过，阅读。
哪知，这一读就越发不可收拾。
不仅晚上读到11点半才入睡，早上爬起来去上班，在公车上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我读书的那样真像
是如饥似渴啊，弄得公交车的上班族都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
嘿嘿，我的余光可以感受得到。
书的内容自不必多说，也就无非是东周列国那些事儿。
正史把东周分成了两段春秋与战国，那时候的历史真是乱成一锅粥。
书取名为“东周列国那锅粥”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再者，我发现作者天际孤鸿同学讲历史故事的方式比我的历史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笔者的意思是作者讲历史故事方式，比我老师讲的更有趣。
因为，书中的语言充斥着现代流行语和网络前卫的语言，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心领神会。
比如，郑国与齐国结盟的那段历史。
只见作者写道：不久，齐郑两国共赴石门，宾主双方举行了热情友好的会谈。
齐僖公对郑庄公处理“叔段反政府事件”采取的果断措施表示赞赏，并表示会坚决支持“一个郑国”
的政策。
同时，欢迎郑国人民前往齐国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郑庄公则对齐僖公的真诚邀请表示感谢，并邀请齐僖公访问郑国。
齐僖公表示，会认真考虑郑庄公的邀请，并在方便的时候访问郑国。
两国随后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
就此，郑庄公和齐僖公俩小霸握手结盟。
看到这段，难道你不会联想到XX联播吗？
我觉得作者真有才，拿现代语言来调侃历史，算是有点借古讽今的味道（不过，我十一岁的表弟看过
之后，觉得作者是借今讽古，呵呵）。
要是作者早点出来写书，高中的时候我也不至于整天背“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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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历史终究是历史，也有它严肃的时候。
所以，大家读完《东周列国那锅粥》这本书再去读正版的《史记》关于东周列国的那段历史，应该就
不会难理解了。
书评二戏谑沧桑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中初见孤鸿日日笔耕《东周列国那锅粥》，很长时间坚持不懈，
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个不甘寂寞、自娱自乐的老顽童，后来才发现竟是个少年郎，果真是应了江东少年
多才俊，江山代有才人出。
西周以降、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段炫丽斑斓的年代，八百年漫长岁月，奠定了中华文明
以后一千多年的领先于其它文明的基础。
探寻这其中的原因，离不开对这八百年文明轨迹的仔细观察与思考，如何在多彩而又线索复杂的历史
长河中找到解读的钥匙，需要机缘与智慧。
所以我一直以为写历史著作开篇谋局是个难题，没想孤鸿以中国古代神话为书引，轻轻松松地把人引
入了中华文明史中最耀眼辉煌的那个时代。
真让人羡慕他的这份机智。
神话是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最初阶段和最原始的基因密码，也是解读人类不同文明的钥匙。
我不知道孤鸿为什么会以郑国为列国之首并率先出场，而我恰是最喜欢这个具有悲剧式的国家。
打开《左传》首先吸引我的是列国中最年青的国家——郑国，这个年青并且基础最薄的封国与周国抢
粮，射伤周王，把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从天上打到人间，这一惊天动地的行为标志着中国裂地分封、领
主自治的封建制度彻底破坏，中国历史进入诸侯割据的争霸时代。
政治上的割据加速了中华文明迈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并伴随着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而郑国是如何
能开历史之先河引领这种百舸争流的局面呢？
孤鸿为我们讲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政治行为准则；讲述了“自求多福”的政治智慧；讲述了纵
横于诸侯之间扶弱斗强的王道与霸权⋯⋯猎猎西风，城头一杆霸王旗。
楚楚英雄，长河无限沉画戟。
而对于历史的沧海桑田，大都是“读书人一声长叹”的，而孤鸿的“这锅粥”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可
以笑着看。
这份戏谑的心情，自然来自于近年兴起的通俗说史的浪潮，而“这锅粥”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尽量忠于史实的基础上，捎带着撩拨一下现实，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
掩卷之际也不免有些嫉妒，心中几分恨恨：呜呼，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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