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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上古到清末，谍战的产生和发展是古代战争的一大表现形式。牧野之战、长平之战、垓下之战、官
渡之战、淝水之战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战役却鲜少有人知道在这些战役暗处的谍战较量。本书按时间
顺序系统讲述了历史上著名的谍战故事，深入挖掘了用间、行刺、信息收集与分析对战争的巨大影响
，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恢弘战争的背后，正是人们一直以来忽视的暗处较量影响了历史的发展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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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作者对这本书的定位是怎样的，如果是历史专著，则妄图追求大而全，面铺的太大，而描
述过于笼统;如果是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读物，则叙述太平淡，很多细节及历史背景被忽略掉了，对中
国历史不熟悉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比较费劲。
2、一般，当小故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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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平常熟悉的历史，包括国家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乃至山川河流的历史等，如果放在阳光下
晒一晒，可能都会有长长的暗影。这些暗影，由一些不为人知或仅为少数人知晓的人和事组成。他们
不显山，不露水，千年保持沉寂。然而，往往正是这样一些人和事，左右了历史的走向，正像大江大
河中的暗流可以改变轮船的航向一样。间谍和刺客，其行事基本都是秘而不宣，正是历史中的暗影。
如果当时人莫知所以，不予记载，后人更是渺然无从知晓，茫然无从稽考。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战国时
期的战略间谍苏秦，如果不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出土帛书，人们始终难以确定其行间经历。如
果依照今天情报学的界定，刺客其实也属间谍的一种——可称之为行动间谍，二者其实可以归为一类
。孙子说：“事莫密于间”，各种间谍活动都需隐匿行迹，只因特殊的工作性质使然。间谍史，也是
历史中的暗影。和间谍隐秘行事相类似的还有小偷。间谍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偷摸为手段，如果不这样
，他们就会徒劳无功遭到抓捕，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缘故，不少人把间谍视同小偷，更多投以
鄙夷。殊不知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差别：小偷堪称社会毒瘤，间谍却不是。间谍通常都与战争行为
息息相关。如果说战争现象暂为人类社会无法避免，那么间谍自当有恰当理由存世。一直以来，人们
习惯于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间谍其实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仁与不仁两种，至少不能像对待小
偷那样一棍子全打死。在我看来，战争或许是人类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间谍，总有不少间谍，
在执着地努力，试图使得这种代价变得更小。此故，我们需要对间谍抱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很多时候
，很多间谍，都是距离战争硝烟最近，距离死神最近，却又能表现出凛然气概，无所畏惧。不少人欣
赏荆轲，欣赏的就是其“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凛然之气。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外表平静的河流，其间往
往有暗礁潜伏。由于它们的存在，表面平静的河水下面才会有暗流涌动，令来往船只摇曳难行。间谍
有时也会像这种暗礁一样，令历史长河带有一丝乖戾之气，难以捉摸。当然，间谍却并不只会阻隔河
水和破坏航道。他们有时也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大英雄，令历史长河加速向前，更加汹涌而且富有
变化。
2、苏秦覆齐苏秦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历史上，他们二人长期以一纵一横而相与闻名。但是，根
据出土文献，苏秦本是燕国派往齐国的间谍，一直在帮助燕昭王从事着颠覆齐国的活动。也就是说，
苏秦的真实身份曾被千年埋没，作为战略间谍的他，也因此而遭到千年误解。苏秦（？—前284），字
季子，东周洛阳人，曾受封“武安君”，战国时期著名的战略间谍，来因“游说诸侯以显名”，并在
战国末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苏秦曾用功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据传他也是鬼
谷子的高足，却没有办法取得功名，因此而郁郁不能得志，甚至惹得“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 。苏
秦也曾试图以“义兵”理论前去秦国游说秦王，却同样没有获得成功。屡经挫折之后，苏秦没有灰心
丧气。不久之后，他得到周书《阴符》，如获至宝，反复揣摩，于是获得飞速进步。 苏秦再次踏上谋
取功名的道路，是从燕国开始的。战国时期，燕与齐是邻国，燕弱而齐强。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
国内乱大举发动进攻，燕国的国都被齐军占领，燕军几乎尽数覆灭。燕昭王即位后处心积虑地要报仇
，踌躇满志的苏秦恰于此时来到燕国，并自愿冒险赴齐国从事间谍活动，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间
谍生涯。这时候的齐国由湣王执政，实力非常强大，并同赵国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故此，燕昭王
授予苏秦活动的战略方针就是“大者使齐毋谋燕，次可恶齐赵之交”，使得齐国不再将战略矛头指向
燕国。所以，苏秦到达齐国之后的第一步棋便是破坏齐、赵之间的联盟关系，第二步棋便是使得齐国
“西劳于宋，南疲于楚” ，令齐国在攻打楚国的过程中逐步削弱自己，并在攻打宋国的过程中得罪其
他几个对宋国同样虎视眈眈的大国，在四面树敌的同时，也使得自己陷入危难险境，从而为燕国复仇
之战赢得机会。苏秦于公元前300年奉燕昭王之命第一次来到齐国，似乎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就被迫返回
。回到燕国之后，苏秦一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再次赶赴齐国从事间谍活动。公元前289年，看到齐国和
赵国断交，并和韩、魏关系恶化，燕王于是派苏秦第二次赶往齐国，再次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次，苏
秦以使者的身份出使齐国，随行携带了大量的猎物，由此获得直接面对齐王的机会。面对齐王，苏秦
终于可以尽情施展其出众的口才。苏秦谎称韩、赵、魏三国希望同联合燕国共同对付齐国，被燕国拒
绝，接着，苏秦便向齐王献上战车等厚礼，齐王对燕国和苏秦的戒备之心渐除，甚至就秦国邀其称帝
之事，向苏秦征询意见。当时列国争霸的形势是，齐、秦实力最强，属于一流强国，至于韩、赵、魏
等其他国家则只能属于二流国家。这两个强大帝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都具备统一天下的强劲实
力。所以，秦国一直也将齐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秦国希望让齐国称“东帝”，而自己则称“西帝
”，共同主导诸强争霸的格局，但最终目的却是让齐国成为对方诸强的众矢之的，以争取更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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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遇期。齐王对秦国的意图看得不是非常清楚，所以一度准备同意秦国之请。对此，苏秦及时进
行了劝阻。为了麻痹齐王，换取齐王的信任，达到疲惫齐国之师的目的，苏秦极力劝说齐王不要称帝
，以免成为众矢之的。齐王非常相信苏秦的一番分析，对于他的忠心不再怀疑。这时，苏秦竭力怂恿
齐王，齐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力，应当攻打宋国。齐王被苏秦说动，立即发兵攻宋。宋国虽然是三
流小国，但是由于是处于大国的夹缝之中，必然地牵动着各方的利益。故而，齐在攻打宋国的同时，
一面必然地与秦、楚等国关系越来越差。但这时的齐王受苏秦的诱导，只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在一
条通往深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久之后，苏秦自愿充当使者，前往燕国和韩、赵、魏，说服他们组
成联军共同伐秦。苏秦希望韩国等做先锋，而燕国不稍微滞后，故一再劝阻燕昭王推迟攻齐计划却不
幸招致燕王误解。苏秦因此致书燕昭王坦白心迹，希望燕王“慎毋令群臣众议攻齐”  ，即不要和大
臣们公开讨论攻打齐国的事情。这一方面是为了自身保密；另一方面，他担心燕王受大臣们议论的影
响，随后对自己的信任有所动摇。这期间，苏秦的可疑形迹差点就被发现。齐王一度派人来和苏秦进
行对质，结果被苏秦巧妙化解。这之后，苏秦为了继续破坏齐、赵关系，再由赵国匆忙赶赴齐国，极
力推动齐国继续打定主意攻宋。因为燕昭王交给苏秦的使命之一是要使得齐国“西劳于宋”。宋国在
齐国的第三次进攻中终于陷落。齐国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惨重。宋国的灭亡引起诸侯的一
片恐慌，大家一致认为齐国已对各国构成了最大威胁。所以，齐国同秦国的友好未能持续多久便宣告
终止。而且，就在齐国攻下宋国后不久，韩、赵、魏便开始酝酿联合秦国一起伐齐。这期间，燕国也
积极参与其中，不过燕国必须在表面上维持和齐国的友好。这不仅对苏秦在齐国的生存有利，也为联
军下一步攻打齐国留下了一个隐蔽的方向。五国联军的正式成形是在公元前284年，其标志是燕昭王悄
悄赶到赵国同赵王会晤。联军由著名将领乐毅率领。乐毅是燕将，但此时的身份也已变成赵国人。苏
秦作为内应，当然会将齐国的设防情况悉数向乐毅汇报。这也可能是乐毅能顺利拿下齐国的关键原因
之一。苏秦并且劝说齐王在燕国方向可以不必设防，以集中力量对付西线之敌，因为燕国是决不会反
齐的。齐王竟相信了他，并按照他的建议去进行布防。这样一来，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公元前284年
，乐毅率五国联军从燕国方向对齐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所到之处并无强力抵抗。乐毅在军事战线上
的胜利，固然显示出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与苏秦的行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乐毅在战场上
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重大胜利，一步步导致苏秦间谍身份的逐渐暴露。齐王做梦也没想到，长期以来，
一直在身边关心并帮助自己的人，竟是个最危险的敌人。苏秦并没有机会脱逃，齐王一直当他是左右
手。或许，这时的苏秦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他看来，为了他所忠于的燕昭王，齐国的覆灭是最
重要的。气急败坏的齐王立即对苏秦施以车裂的重刑。苏秦在齐国行间获得极大成功，但最终却因为
身份暴露而被齐王处死，既是孙子所说“反间”，同时也是一名“死间”。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
，间谍行事多为隐秘，功业一般不显，很多时候人们都习惯把间谍比喻成无名英雄就是这个道理。而
且，由于史料不足，或者说是司马迁记载历史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错乱，导致人们对于苏秦这名死间曾
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认识误区。今天，当我们依靠出土资料解开这巨大的谜团之后，不由得不在感叹
时光埋人的同时，也对苏秦和像他这样的间谍们更多一重敬佩之情。那些深藏不露的间谍们，一定需
要经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苏秦一直牢记着燕王赋予他的颠覆齐国的使命，虽然中途也发生过
动摇，但他最终没有变节。他长期经营、一以贯之，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其胆识、才干等
无不令人刮目相看。在纷繁复杂、头绪众多的事件中，苏秦具有高超的临事处置和便宜行事的能力。
他既要谨防暴露身份，又要积极运作有所作为，事事都需要当机立断、果敢决策，集谍报经营、战略
分析、谋略运用和军事外交等多种能力于一身。他的这些素质和才干，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的间
谍。孙子曾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苏秦当是孙子所说的“上智”之人。荆轲刺秦荆轲
（？—前227），战国末期卫国人。荆轲年少时就喜欢读书击剑，而且嗜酒如命，爱好唱歌。由于在卫
国一直未能获得重用，荆轲最终远走他乡，先后到过魏国、赵国，但都没能觅得建功立业的机会。最
后，他来到了燕国，却仍然一直未遇良主，只能与屠夫酒肆之徒为伍。荆轲尝与盖聂论剑，遇怒目相
向，便主动退却，又与鲁勾践争道，眼见不能胜，便择机逃走，由此可知荆轲并非争强好胜之人。公
元前228年，秦国在灭掉韩国之后，又将赵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活生生吞下。秦王嬴政由此更加坚定了
兼并的决心，剩下的几个诸侯则更加寝食难安。消息传到燕国之后，燕国的太子丹坐卧不宁。太子丹
深知，秦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不能不如临大敌。太子丹焦虑地思考退兵之策，最终想到了招募
刺客刺杀嬴政的办法。这个时候，田光在酒肆之徒中发现了荆轲，便极力推荐给太子丹。田光不愧为
一名敢作敢当的义士，为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为保证此次行刺的安全保密，他在完成引荐任务
之后便立即引颈自杀。太子丹见到荆轲之后，立刻引以为知己。有感于田光之死，太子丹坚信荆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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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可托付之人，便决定把宝全部押在荆轲身上。为了拉拢荆轲，太子丹经常对荆轲施以恩惠。据《
史记》，太子丹每每用车骑美女满足荆轲的贪欲，而且想尽一切办法顺从他的要求。据说荆轲曾在太
子丹府上见到一位美女，非常欣赏她的美貌，尤其称赞她的手长得漂亮，太子丹便命人斩断了这位美
女的手，盛在一个玉盘中，送给荆轲。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太子丹对于荆轲的恩宠已经近乎变态。即
便如此，荆轲还是迟迟不肯行动，没有丝毫动身赴秦的念头。太子丹非常着急，终于忍不住一再地催
促。荆轲倒是显得胸有成竹，不只见他紧不慢地说到：此事事关重大，实在是着急不得啊，必需要在
周密部属和万无一失之后才好采取行动！太子丹听出这番话里所透露出来的自信，便放下心来，于是
连忙询问荆轲有何计策。荆轲说，他希望用先前得罪秦王的樊於期的首级，来获得接近秦王的机会。
没想到的是，太子丹对此断然予以拒绝。太子丹显然不肯做这样的绝情举动，挫伤天下士人之心。荆
轲知道太子丹一定不能下定决心杀死樊於期，便自己行动。荆轲向樊於期透露了刺杀计划。樊於期同
样是一位义士，当他知道荆轲的意思之后，丝毫未作迟疑，便拔剑自刎。太子丹得到这个消息，对荆
轲更加刮目相看。不久之后，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把锋利的匕首送个荆轲。匕首曾用毒药反复地浸泡
，如果用它来杀人，就会见血封喉，没有能活命逃脱的。为了保证行刺的万无一失，太子丹又经过严
格挑选，找到了一位名叫秦舞阳的壮士，担任荆轲的助手。几天后，荆轲便带着这把匕首和樊于期的
首级以及一张地图、一名随从，也带着太子丹和燕国仅剩的希望，朝着秦国出发了。临行这天，太子
丹等人身着白衣白帽为荆轲送行，并一直送到易水河畔。荆轲则伴着高渐离苍苍老老的击筑之声，唱
到：“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周围人都怒发冲冠，而荆轲则头也不回地渐行渐远
。汉代画像：刺秦荆轲到了秦国后，不惜重金买通了秦王的宠臣蒙嘉，请他代为引见秦王。蒙嘉并不
知道荆轲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是见到荆轲出手大方，有利可图，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蒙嘉告诉
嬴政说，燕王派人专门奉上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秦王大喜，于是同意接见荆轲。这一天，阳
光还是像以往一样，不紧不慢地照射在咸阳宫上。荆轲捧着装有樊於期首级的木盒子，秦舞阳捧着装
有地图的木盒子，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咸阳宫。面对秦王，荆轲从容不迫地献上樊于期的首级。秦王命
令属下小心验过首级后，终于确信自己一直非常痛恨的仇敌果真死了，开心之余，他也对荆轲失去了
戒备之心。只见他厉声对着荆轲喝到：快把燕国献给我的那块地呈上给我看看！荆轲立即恭恭敬敬地
双手捧着地图来到秦王的面前。秦王神情自得地看着眼前的地图慢慢展开，不料突然间寒光一闪，一
把锋利的匕首惊现眼前。秦王大惊失色，知道情况不妙，慌忙撤身逃跑。说时迟那时快，荆轲没等秦
王回过神，就已经迅速抄起利刃，朝着秦王猛力一刺。惊惶失措的嬴政极力躲闪，勉强避开了这次袭
击。嬴政连忙转身试图去拔身上的佩剑，可是鬼使神差似地怎么也拔不出来。而荆轲则圆瞪着眼睛，
举着匕首一路追杀过来，吓得嬴政只能环绕着柱子左右闪躲。旁边的大臣都被这突发事件吓得目瞪口
呆。按照秦国当时的法律，为了防止有人行刺，上殿的大臣一律不准携带武器。而护卫人等，没有命
令也不得擅自上殿。所以，面对险境，当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救护措施。只有几个反应稍快的武士
急忙赶上前去，试图以血肉之身护驾，却都因手中没有兵器奈何不得荆轲。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一个
御医反应尚算迅速。当时他手里正好握着一包药囊，于是匆匆地就把这药囊朝着荆轲扔将过去。荆轲
感觉有东西朝自己砸过来，急忙进行躲闪。就在他闪躲之际，嬴政趁机拔出佩剑，并猛力砍向荆轲。
荆轲的大腿被当场砍断，随即瘫倒在地，荆轲只得用匕首奋力向嬴政掷去，却没有击中。嬴政见到荆
轲已经赤手，便赶上前去用利剑朝着荆轲猛力砍去，周围大臣一拥而上，将荆轲扑倒。跟随荆轲一同
执行行刺任务，号称燕国勇士的秦武阳，则早已不知何处，荆轲终因寡不敌众被活活砍死。秦王得此
惊吓，对燕国和太子丹更加仇恨，立即派兵加力攻打燕国。秦国大将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并在
易水之西大败燕、代联军。公元前226年，秦王命令增加兵力，协助王翦一举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城
西南）。燕王喜及太子丹等，只得率部分残兵败将仓促逃往辽东（今辽宁辽阳）暂时躲避。不久之后
，这些残部也被秦军所消灭，燕国彻底灭亡。在荆轲死后，他的好友高渐离一直试图对嬴政再行刺杀
。很久之后，他凭借着自己高妙的音乐觅得行刺的机会。在一次演奏途中，高渐离用手中的重物向秦
王用力掷去，可惜未能击中，随即便被秦王的左右护卫残忍杀死。其时离荆轲做鬼已经五年。荆轲刺
秦王，是战国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行刺事件。作为一名行动间谍，荆轲的谋杀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
，却影响久远。荆轲和太子丹试图以一次行间一次刺杀，来阻止强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多少有
点飞蛾扑火或螳臂当车的感觉。在形势急迫时，一干迂腐之人指望以一二勇士慷慨赴死来救国救民，
这不知是无奈还是荒唐。一次刺杀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勇，但无疑将强秦的战略矛头更加坚定地瞄向了
自己，从而加速了己方的败亡，正是司马光所谓“挑怨速祸” 。荆轲虽然行刺失败，还应该看到他确
有过人之处。撇开其不畏牺牲的勇敢精神不说，一张地图、一颗首级、一柄利刃，皆可见其谋划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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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对秦王的心理进行一番研究之后，判断一个雄霸之主的真正喜好是土地而非个别仇人的脑袋，
于是决定将匕首藏在地图之中，而不是装樊于期首级的盒子中。应该承认，他的判断能力相当准确，
也达到了预期效果。当然，荆轲的失误之处也是显而易见。他虽有必死的信念，但技击之术并不精湛
。荆轲尝与盖聂论剑，又与鲁勾践争道，皆不能胜，可知他的剑术本来就不好。到燕国后，或许还被
太子丹所赠“车骑美色”所耽搁。无怪乎事后有人慨叹：“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平心而论，
荆轲大体属于半文半武之士，在读书人面前数他剑舞得好，在剑客面前，他的诗书读得相对较多，但
这两样本领在荆轲俱是不精。书多读少读本也无妨，但作为一名刺客，刺术不精，焉能赴敌？再者，
刺秦一案若细细追究，易水送别，击筑高歌，众人围观，虽可刺激勇士，但过于公开，张扬其事，不
利保密。这至少是秘密行动的一个大忌。有了这些失误，这次间谍活动，这起精心筹划的刺杀行动，
便只能徒留几抹血迹而最终收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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