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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图824位人物，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佯装、埋伏在舟船车轿、酒肆楼阁中。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
四伏。翻开本书，在小贩的叫卖声中，金、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刺客已经潜伏入画，824个人
物逐一复活，只待客船穿过虹桥，就一起拉开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
《清明上河图》描绘人物824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5米多长的画卷，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
繁华，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
然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传世名画，画完不久金兵就大举入侵，杀人焚城，汴京城内大火三日不熄
，北宋繁华一夕扫尽。
这是北宋帝国的盛世绝影，在小贩的叫卖声中，金、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和刺客已经潜伏入画
，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汴河的波光云影中：
画面正中央，舟楫相连的汴河上，一艘看似普通的客船正要穿过虹桥，而由于来不及降下桅杆，船似
乎就要撞上虹桥，船上手忙脚乱，岸边大呼小叫，一片混乱之中，贼影闪过，一阵烟雾袭来，待到烟
雾散去，   客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四具尸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翻开本书，一幅旷世奇局徐徐展开，错综复杂，丝丝入扣，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
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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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冶文彪，1970年代人。多年前偶游开封，自此沉迷《清明上河图》，立誓围绕此图创作小说史上最庞
大的推理布局。他花费五年时间构思此书，创作历时三年。曾出版大历史推理小说《人皮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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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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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2页

        田地里到处是猪，成千上万，全都散乱在田里，埋头到处乱踩乱啃，才发新苗的麦地全都被踏烂
。

好多猪！！有什么伏笔吧？

2、《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5页

        催起炭来似火，付起炭钱又如冰。宫里欠了两年多的炭钱至今还没见一文钱。

唉，古时候就是官欺负人啊

3、《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20页

        乌鹭却继续道：“虽不值一文钱，却是贫僧母亲遗物。”

冯赛听了一惊，手里的茶碗又险些掉落。抬头看乌鹭，乌鹭却似笑非笑，看不出是否又是戏言。

冯赛心中一动，似有所悟：“禅师是否是说，世间万事都如这只茶碗，好坏轻重，只在一心？”

4、《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5页

        做着一行，言为心声，衣为心貌，你多净一分，便是多敬人一分，别人自然也会多信你一分

说的很有道理

5、《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212页

        “你可还记得几年前咱们两个论‘信’？”周长清忽然问。

冯赛心头正乱，不知道周长清为何忽然提到这个，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时时候未到，你恐怕未必真的能解透。我儒家的学问，正要在行事中去思、去解、去行，才是活
学问。如今你遇了事，正是体认的好时机。”

几年前闲谈时，周长清曾问冯赛：“你如何看这个‘信’字？”

当时，冯赛略想了想，随口答道：“人心难测，人与人交往，先求的便是一个‘信’字。信得过，才
愿交往；信多少，便交往到多少地步。”

“道理是对了，却不深透。你如何解孔子所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获信于人，才能自立？”冯赛虽读过儒家经典，却只是顺眼看过，从不曾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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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个‘信’字看得小了。”周长清笑着摇了摇头。

“小弟读书不精，还请大哥详解。”

“我也不敢说真悟透了这个字。不过，这些年反复思忖，多少有些自家体认。在我看来，这一个‘信
’字，由里及外，能分作四层——心、我、人、世。”

“哦？这见解头回听到，大哥快讲讲。”

“先来说心。人心乃人之本，信，先是从心开始。你信什么，便是什么。”

“境由心造我倒知道，但信什么便是什么，怎么解？”

“譬如一人生在屠夫之家，其父自小就教导他，你这一世注定了只能做屠夫。那孩子若信了，一生便
只把自己当作屠夫。他若不信，便会试着去做其他人。譬如他相信自己能做个剑客，便会去学剑；若
信自己能成君子，便会去学圣人之学。”

“有道理。不但境由心造，这人生一世，也是由自家心中所信而定。”

“这里面还有一层更要紧的意思。”

“什么？”

“心是个虚空的物事，人总得装些东西进去，才能安心。有人装功名富贵，有人装圣贤道理。多少都
得依仗些外物，才立得起来。一旦外物没了，心便像皮囊漏了气一般，人也就倒了。就如咱们做生意
，有了钱，才觉得气壮，没了钱，便低头丧气。这便是把自己的心当作了钱。佛家这一点解得深透，
心只是个空明，不依不傍，不增不减。穷也好，富也罢，心能始终空明，人才屹立不倒。于得失之际
，才能始终安然。”

“不忘初心？”

“对，看一个人，不看他有什么，而要看他没有的时节。最简便的法子，是看他闲来无事、独自静处
时候。他若能坐着住，享得了清静，这人便是他自己。若是坐立不安，总得抓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
安心，这人便是失信于心，自家做不得主，也难立得起来。”

回想起往日这段话，冯赛忽然明白周长清的深意，忙惭愧道：“大哥，一遇事情，我便丢了心。”

“心我只在一念间。你这一愧，心便已回来。不论多大多难的事，只要这心没有被困住压死，便已经
赢了三分。可喜可贺，来敬你一杯！”周长清笑着举起杯。
第二部里面这类的长篇论述很少，这是这一部的第一处，不像第一部比比皆是。

6、《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3页

        众人忙向上望去，只见浅雾之中，黑麻麻不知什么物事，碟群一般，向天上飞去。
“是铜钱！”另一个侍卫叫道。

好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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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145页

        与同行争胜，很难争赢，更难长赢。但瞄准对手的弱处，下手便准，也少失手。

于是，他自己得出那句秘诀：“只需人弱，何必己强。”
这句很在理。

8、《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3页

        然而今天，天已大亮，仍不见一只渔船来。

有事发生了

9、《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10页

        冯赛想起柳碧拂怀了孕，该多滋补滋补，见那只鳖至少有二斤重，就问道：“这只鳖多钱？”

“这个没卖过，我也说不准，大官人想要，随便赏几个钱就成。”

冯赛估摸时价三百文钱左右，又想到单买鳖，怕邱菡会介意，便从系在马鞍上的钱袋中取出七陌钱：
“那鳖就算三百文，另一百五十文再买两尾鱼。再加上乳酪一陌钱，总共七陌，都是街市通用陌数。
”

一陌钱原本是一百一串，但中唐以后，铜钱紧缺，官府就用八十文抵一陌，叫“垫钱法”。到五代后
汉，为刮钱，又创出“省陌法”，民间向官府缴纳赋税，仍按八十文算一陌，官府出的钱则减去三文
，七十七文算一陌。大宋沿袭了“省陌法”，官中一陌为七十七文，民间各行各业陌数则又各不相同
，鱼肉菜行七十二，金银行七十四，珠珍行、雇仆婢六十八，文字五十六⋯⋯为求方便，街市通用的
则是七十五文。
看得出作者在史料方面还是下了功夫的。

10、《清明上河图密码 2》的笔记-第220页

        大宋财赋中，茶、盐两项收入占到一半，是朝廷经济支柱，因此始终被禁榷专卖。宋初，沿用唐
制，官产官卖，民间不许私产私卖，私炼三斤盐便是死罪。但官营弊端重重，强买强卖，质劣价高。
耗费重，收利少。卖不出去时，便当作税项，硬行抵卖给百姓，引起无数民怨。

后来由于边地军队粮草匮乏，为鼓励民间献纳粮草，才推出了“交引法”，商户向边地运送粮草，叫
“入中”，朝廷给予茶盐钞引，商户凭钞引，可到茶区、盐矿兑取茶盐，自行销售。

为进一步鼓励商人，仁宗嘉祐年间，又曾推行“通商法”，茶盐生产、贩卖都不再管控，朝廷只收租
税。茶盐收入因此增长十倍以上。

此后，茶盐制度几经收放更变，直到当今天子重任蔡京，于政和二年推出“长短引法”。此法折中“
交引法”与“通商法”。商人在京城榷货务购买盐钞茶引，而后到茶盐产地，向产户购买茶盐。双方
自行交易，但必须到当地市易税务，点检登记货色、重量、价钱，用官制笼篰封装加印，途中严禁私
拆。

钞引分长短，长引期限一年，可在全国各地销售；短引期限三个月，只能在指定路州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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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历史背景的考察之细致，令人惊叹。这是现在很多历史背景小说家所缺少的钻研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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