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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前言

所谓历史，无非就是必然与偶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已。　　从周武王分封诸侯的那一天开始，群雄并
起的结局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偶然的是周幽王放了一把烟火。褒姒总算笑了，但白跑一趟的诸侯们伤
不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既顺乎自然又充满血腥——公元前771年，犬戎伐周，周幽王点燃报警
的烽火。诸侯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这又是褒姒要看真人版滑稽录像。于是，没有人来跑龙套，周幽王
就这样被灭了。　　历史总是雄辩地证明，摧毁一个腐朽的政权，或许只需要一根微不足道的稻草，
但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却堪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周幽王挂了，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谁可
以坐上新主的宝座？　　在几大诸侯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让张三坐，李四不干；让王五坐，赵六不干
，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混战一场，谁撑到最后谁就是新王。但是谁也不愿意这样干，因为谁都没有力
压群雄的实力和必胜的把握。即便是最终的胜利者，当他鼻青脸肿、颤颤巍巍地站在逐鹿中原的舞台
中央时，　　台下可能突然蹿出一个打酱油的，轻抬一脚便能将他踹下擂台。总之，不确定因素导致
风险不可预期，投资人持观望态度。　　僵局，一个看似无解的僵局，却被率兵灭周的申侯轻易化解
——继续立周朝之后为王，同志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有人会说：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重立
周朝，那诸侯们不仅白跑，更是白打了。奇怪的是，诸侯们居然同意了！怎么回事？其实，这在管理
学上被称为“鹦鹉老板”原理，简而言之：面对一群实力相当的高富帅，为了防止窝里斗，最好的办
法就是让一个矮穷挫来“名义上”领导。　　作为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此时还胆战心惊，没想到诸侯
们甩过来的不是刹车片，而是大馅饼——册立为周平王。诸侯们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迁都洛邑，二
是诸侯各自为政。相比于被肉体消灭，这无异于皇天保佑，宜臼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在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登基。作为天下共主，周平王真正能够发布号令、收取租税的地盘，仅仅是洛邑及其周边的几
个城池。这个王，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周朝在GAME OVER之后“满血复活”，历史上称之
为“东周”。　　截止到今天，若论最热闹的朝代，自然非东周莫属。从公元前770年重新建国到公元
前221年由秦国统一天下，东周经历了55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最核心的主题就是PK。
在历史上，这550年又被分成了两段，前一段被称为“春秋”，后一段被称为“战国”。　　“春秋”
大约有320年，这个历程有多长呢？不妨选择一个比较接近的参照物，如果以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春秋
元年，那就是一直延续到发动“文革”。如此漫长的岁月，用一个词来总结，“大浪淘沙”无疑是最
合适的。根据史书记载，诸侯国的数量从春秋初期的170多个，一直缩减到春秋末期的二三十个。　　
这个减法是怎么做的呢？——打！《左传》记录了春秋时期的492场战争，《史记》也记载了480多场
，乱！说不清楚谁对谁错，孔老夫子干脆一巴掌全给拍死：“春秋无义战。”在儒家看来，欺凌弱者
当然非义战，而被迫保家卫国的也应该贴上“非正义”的标签，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国是周王的国，家是周王的家，主人在洛邑打酱油，你们瞎起什么哄？　　诸侯们
各自为政，治国理政没有形成“标准化作业”，客观上注定了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士”这个
阶层，说夸张一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琢磨套路游
说诸国，“诸子百家”便是杰出的产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仁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倡
导“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倡导“兼爱非攻”，还有阴阳家、名家、杂家，不一而足。　　无
论哪一家学派描绘的理想社会多么美好，奴隶制度的瓦解却是客观现实。周室不断衰微，诸侯各国的
内忧外患也愈演愈烈，上层建筑开始摇摆不定。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搭上了称霸的末班车，春秋时
期的社会形态开始逐渐悄然瓦解。　　诸侯们灭了一国又一国，传了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车轮带着战
乱的污泥浊水，滚入了另一片混乱的沼泽——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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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内容概要

◆ 一场残酷的列王纷争
◆ 一条血腥的上位之路
◆ 一部传奇的谋略史诗
一将功成万骨枯，传闻一战百神愁。
在这文韬武略拼杀不休的世界中，渐渐死去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历史。
推荐阅读理由————————
一、读者最爱的历史读物类型
震撼揭秘七国背后智囊团之间的斗争与权术，谋略与玄机，有关权斗、上位、心计、博弈⋯⋯看故事
长知识，趣味阅读。拥有既定读者群，较稳固。
二、最贴近历史真相的战国全传
从三家分晋到秦国统一天下，全景解读战国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有史以来最真实、最鲜活的战国史
全传！一页页讲透隐藏在战国迷雾中那些狠辣手段和浸血计谋。
三、语言幽默，简洁靠谱
无处不包袱，无处不笑点！捧起就舍不得放下。笑看谋士们如何操作明暗规则攀附高枝、军师和宰相
们遭遇危机，如何灵活运用谋略和权位，化解危机于无形。
一次偶然的抉择，促成了“三家分晋”，也正式拉开了战国的序幕。七大霸主——坐拥富庶的齐国，
野蛮勇猛的楚国，偏安一隅的燕国，夹缝求生的韩国，擅长打仗的赵国，气势汹汹的魏国，还有后发
制人的秦国——展开了一场生死博弈。
三百年光阴，足够承载下无数英雄豪杰的激荡人生，足够勾勒出此消彼长的诡谲命运。秦国竟然被关
了二十五年的“禁闭”；大名鼎鼎的苏秦居然是别人的“替身”；秦国在中原大开杀戒，齐国却“稳
坐钓鱼台”；秦始皇与吕不韦之间的神秘关系⋯⋯太多的疑问与困惑在书中一一被详解，并等待着我
们去倾听、去体验、去感怀、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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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作者简介

洪兵：
1982年生于贵州安顺，毕业于上海交大，现为某大型汽车企业资深工程师。工科科班出身，擅长口算
心算掐指算；文科自学成才，酷爱正史野史罗曼史。白天跟汽车较劲，专利过百；夜晚与史籍为伴，
研读自娱。
作者常漫步天涯煮酒，分享考据乐趣，对群雄争霸的战国情有独钟，于是集多年探索战国历史之心得
，撰成此书，冀以文会友、以史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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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群主是老魏
1 晋国有一只蝴蝶
2 营业执照很重要
3 想当群主先炒作
4 硝烟四起的革命
5 英雄未必生好汉
6 这个群主不好当
7 抄你后路没商量
8 群主下台打酱油
第二章 对坐到天明
1 聚精会神搞建设
2 一心一意谋发展
3 大国崛起静悄悄
4 合纵连横初交锋（上）
5 合纵连横初交锋（下）
6 三大国各样心肠
7 纵横捭阖最摇摆（上）
8 纵横捭阖最摇摆（下）
第三章 征战何曾休
1 恶人自有恶人磨
2 江山代有枭雄出（上）
3 江山代有枭雄出（下）
4 文攻武卫避强秦
5 兵戎相见岂无期
6 机关算尽太聪明
7 降卒无辜陷长平
8 公子有义援邯郸（上）
9 公子有义援邯郸（下）
第四章 一统天下平
1 凭侥幸奇货可居
2 行合纵回光返照
3 钉子户难敌天命
4 大一统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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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3想当群主先炒作 面对一群老牌诸侯，夹在中间的魏斯想占有一席之地，最快的捷径就是炒
作。往哪个方面炒作？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实际的情况是，魏斯的灵魂深处始终不忘“一统三晋
”，但一出来混就露出狰狞，唯一的结果就是被老牌诸侯一脚踹出圈去。因此，魏斯需要把终极目标
隐藏起来，把自己包装成“仁义之君”——儒家正好能派上这个用场。 公元前420年，卜子夏挂了，
田子方、段干木继续担任魏斯的“炒作策划”。魏斯为了出道而炒作，史书中主要记载了两件事。 某
一天，魏斯跟部下在一起喝酒，天下雨了，但兴高采烈的魏斯执意要出门。大家觉得奇怪，咱们在这
里轻松加愉快，天又下起雨来，您老人家还到外面疯什么劲？魏斯说：“我跟虞人约好今天去打猎，
虽然现在很享受，但不能爽约。” 看，魏斯多讲诚信啊！——胡扯！站不住脚！要去打猎还喝酒，一
身酒气臭屁跟人约会，纯属找抽，还不如爽约。 某一年，韩氏心血来潮想打赵氏，担心自己打不赢，
派人来拉魏氏入伙，魏斯打发来人说：“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后来，赵氏也心血来潮想
打韩氏，担心自己打不赢，派人来拉魏氏入伙，魏斯如法炮制打发走了。当时，韩和赵的来使“皆怒
而去”，但当他们从对方那里得知魏斯回绝的理由后，对魏国的仁义由衷佩服。从此以后，赵、韩“
皆朝于魏”，魏氏“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看，魏斯多讲仁义啊！——瞎扯！漏洞百出！
既然是兄弟之国，是谁在公元前410年跳过赵氏的地盘打中山的？再说了，赵、韩两家你想揍我、我想
揍你，怎么还能互通消息？即便是互通消息，要八卦的事情很多，怎么可能把魏斯的话津津乐道，帮
着往魏家脸上贴金？ 史书的结论更是扯，明明魏斯当年是趁着赵无恤挂掉，才取代赵家做老大的。要
是“仁义”就能让魏氏做三晋群主，那还打哪门子仗，让孔老夫子做天子不就得了？ 事实证明，魏斯
除了喜欢炒作，还是一个好显摆的人，但在田子方的面前碰了钉子。 某一天，魏斯跟田子方一起喝酒
听音乐。魏斯突然放下酒杯，说伴奏的钟声不协调，左边高了一些。田子方笑了，魏斯就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回答说：“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也就是说，国
君该做的是统御臣属、治理天下，而不是成为审其细微的音乐家，那叫“不务正业”。到这还没完，
田子方又借题发挥，危言耸听地把卫懿公、晋灵公这些“不务正业”导致亡国的反面教材翻出来说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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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编辑推荐

1.震撼揭秘七国背后智囊团之间的斗争与权术，谋略与玄机，有关权斗、上位、心计、博弈⋯⋯看故
事长知识，趣味阅读。2.从三家分晋到秦国统一天下，全景解读战国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有史以来
最真实、最鲜活的战国史全传！一页页讲透隐藏在战国迷雾之中那些狠辣手段和浸血计谋。3.无处不
包袱，无处不笑点！捧起就舍不得放下。笑看谋士们如何操作明暗规则攀附高枝、军师和宰相们遭遇
危机，如何灵活运用谋略和权位，化解危机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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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精彩短评

1、战国真好玩，继续找书看
2、这本书告诉我，聪明和智慧的区别是什么。
3、写得还是挺好看的，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只是收尾收得有点仓促，还是比较浅的读本
4、2014.12.01 读完
5、其实就是一部前秦史，力荐这本书，不喜欢历史的人当小说看就好了，太逗了。
6、围绕秦始皇的身世，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相信《史记》的说法，或者认为纯属
史学家杜撰。但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后来又经历过焚书惨剧，能够自圆其说的史料基本上无从查
找，秦始皇的身世始终是一个千古之谜。　　对于这个谜团，作者的看法是：确系杜撰，但杜撰的背
后有玄机！　　同时他也给出了质疑：　　第一，根据《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姬是赵国的富豪之女
，如果说跟着吕不韦这个巨贾也还算门当户对的话，那么被吕不韦作为礼物送给子楚，这就有一点匪
夷所思了。虽说古代的妇女没有地位，但作为邯郸富豪的娘家怎么会同意？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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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杀》

精彩书评

1、所谓历史，无非就是必然与偶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已。　　从周武王分封诸侯的那一天开始，群
雄并起的结局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偶然的是周幽王放了一把烟火。褒姒总算笑了，但白跑一趟的诸侯
们伤不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既顺乎自然又充满血腥——公元前771年，犬戎伐周，周幽王点燃
报警的烽火。诸侯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这又是褒姒要看真人版滑稽录像。于是，没有人来跑龙套，周
幽王就这样被灭了。　　历史总是雄辩地证明，摧毁一个腐朽的政权，或许只需要一根微不足道的稻
草，但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却堪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周幽王挂了，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谁可以坐上新主的宝座？　　在几大诸侯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让张三坐，李四不干；让王五坐，赵六
不干，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混战一场，谁撑到最后谁就是新王。但是谁也不愿意这样干，因为谁都没
有力压群雄的实力和必胜的把握。即便是最终的胜利者，当他鼻青脸肿、颤颤巍巍地站在逐鹿中原的
舞台中央时，　　台下可能突然蹿出一个打酱油的，轻抬一脚便能将他踹下擂台。总之，不确定因素
导致风险不可预期，投资人持观望态度。　　僵局，一个看似无解的僵局，却被率兵灭周的申侯轻易
化解——继续立周朝之后为王，同志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有人会说：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
重立周朝，那诸侯们不仅白跑，更是白打了。奇怪的是，诸侯们居然同意了！怎么回事？其实，这在
管理学上被称为“鹦鹉老板”原理，简而言之：面对一群实力相当的高富帅，为了防止窝里斗，最好
的办法就是让一个矮穷挫来“名义上”领导。　　作为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此时还胆战心惊，没想到
诸侯们甩过来的不是刹车片，而是大馅饼——册立为周平王。诸侯们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迁都洛邑
，二是诸侯各自为政。相比于被肉体消灭，这无异于皇天保佑，宜臼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在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登基。作为天下共主，周平王真正能够发布号令、收取租税的地盘，仅仅是洛邑及其周边
的几个城池。这个王，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周朝在GAME OVER之后“满血复活”，历史上
称之为“东周”。　　截止到今天，若论最热闹的朝代，自然非东周莫属。从公元前770年重新建国到
公元前221年由秦国统一天下，东周经历了55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最核心的主题就
是PK。在历史上，这550年又被分成了两段，前一段被称为“春秋”，后一段被称为“战国”。　　
“春秋”大约有320年，这个历程有多长呢？不妨选择一个比较接近的参照物，如果以1644年清军入关
作为春秋元年，那就是一直延续到发动“文革”。如此漫长的岁月，用一个词来总结，“大浪淘沙”
无疑是最合适的。根据史书记载，诸侯国的数量从春秋初期的170多个，一直缩减到春秋末期的二三十
个。　　这个减法是怎么做的呢？——打！《左传》记录了春秋时期的492场战争，《史记》也记载
了480多场，乱！说不清楚谁对谁错，孔老夫子干脆一巴掌全给拍死：“春秋无义战。”在儒家看来，
欺凌弱者当然非义战，而被迫保家卫国的也应该贴上“非正义”的标签，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是周王的国，家是周王的家，主人在洛邑打酱油，你们瞎起什么哄？　
　诸侯们各自为政，治国理政没有形成“标准化作业”，客观上注定了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
士”这个阶层，说夸张一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琢
磨套路游说诸国，“诸子百家”便是杰出的产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仁义”，以老子为代表
的道家倡导“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倡导“兼爱非攻”，还有阴阳家、名家、杂家，不一而足
。　　无论哪一家学派描绘的理想社会多么美好，奴隶制度的瓦解却是客观现实。周室不断衰微，诸
侯各国的内忧外患也愈演愈烈，上层建筑开始摇摆不定。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搭上了称霸的末班车
，春秋时期的社会形态开始逐渐悄然瓦解。　　诸侯们灭了一国又一国，传了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车
轮带着战乱的污泥浊水，滚入了另一片混乱的沼泽——战国时代。
2、人生就像一只乐曲，有的铿锵，有的婉转，有的欢快，有的悲戚。赵武灵王的一生，更像一曲交
响乐，高潮迭起、荡气回肠，但人生实在祸福难料，当巅峰的乐章还在回响时，一个悲惨的终止符，
却让这曲近乎完美的交响乐戛然而止。 
3、可以说，我们之前从学校中学到的历史，只是一个简单的骨架，只是由一些冰冷的年代数字和生
硬的人名组成的一些事件。这其中，缺少了细节，缺少了历史人物的呼吸，没有血肉，因此枯涩无味
。而细节是历史的血和肉，有了这些东西，历史才鲜活起来，才能从中指到社会前进的前因和后果。 
不用说，《战国杀》是一部以细节取胜的作品。在之前的历史课本上，我们学习到的只是战国七个主
要国家的名字，只知道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最终都被秦国所吞并，至于其他的东西，至于在其中
活动的人物，我们知之不多。 因此，《战国杀》让我们在课本之外，收获到了很多以前没曾知晓的东
西。对战国的递变和形势发展，读者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从三国分晋开始，作者细细道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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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名的国君和当时著名的人物以及有名的战事，都悉数包罗在内。像《三国演义》那样，《战国
杀》活脱是一部有趣的“战国演义”。 在了解了战国是怎么样形成以及是怎么样结束之后，我们对其
中的发展脉络便有了很好的了解。另外，本书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描述了一些当时有名的人物，像苏
秦、卫鞅、信陵君等人，他们的故事本身都颇有传奇色彩，加之性格鲜明，看起来颇有知识和趣味的
双重收获。有了这样的基础作保证，我们才能更愿意去了解历史，去认识以前的社会是怎么样的。 本
书另一个值得推许的地方，是作者用现代的让读者喜闻乐见的颇有网络语言风格的语句来讲述战国时
代的故事。对现代的人来说，《战国策》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古气盎然了，《东周列国志》亦有些年代
久远，其中的语言特点并不太适合当代的阅读要求。现代的社会是高速运转的社会，要求一些轻快的
文字，太过古奥的文字只能阻碍人们的阅读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杀》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
的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战国时代的人物和故事。这样的写法，在今天这个社会
，是相当受欢迎的。之前我们看袁腾飞等人，可算作是个同等的例子。因此，《战国杀》的出现，弥
补了之前小说和相关作品的不足，是相当有意义的一本书。 
4、“春秋”结束了，“战国”悄然开始，虽然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但还是被后人通过某事件
确定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那就是“三家分晋”。 战国杀，一个杀字可以说涵盖了战国时期的主要
特征，你争我抢，各国纷争不断。没有成为诸侯的不择手段弄得一张营业执照，地盘小的，武力解决
，能扩大多少就扩大多少。君主昏庸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乏其人。乱世出英雄，一个个历史人物
，在当时纷纷涌入战争，涌入政坛，比如吃了儿子肉汤的乐羊，征战三年，老婆怀孕了都能说成是因
为思念，比如惩治了巫婆、豪绅的西门豹。为了能得到重用，杀了齐国老婆的吴起⋯⋯一个个战国时
期的鲜活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一个个战国时期的典故出现在我们面前，活灵活现，一
个个诸侯国不再用仰视来了解，平视足以⋯⋯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读史使人明志，走进战国，
了解那时的历史《战国杀》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一、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了如指掌 从周幽王烽火戏
诸侯开始，战国便拉开了序幕，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戏剧”，作者虽不是导演，但他似乎比导演更
了解故事讲如何发展。他的深加工，让这一场场演出更为吸引人，观众完全被带入那段历史。能将距
今几千年的历史还原，能将记录历史的枯燥的几个文字，演绎出一段段生动的故事，能透过人物、事
件分析其前因后果，在写历史的同时，加入自己的观点，让读者更为了解，这些都源于作者对历史的
热衷，当年明月写完《明朝那些事》后，很多人对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那是当年明月对明朝的历史
极为了解。所以他能游刃有余地讲述明朝故事。《战国杀》的作者洪兵对战国的历史同样了如指掌。
所以读这本书轻松有趣。二、作者的语音诙谐幽默 历史从来都是枯燥的，因为记录历史的文官，他们
不能把个人情感融入记录当中，那些历史文献资料都是冷冰冰的。力求保持事件的原滋原味，虽然这
个很难。那还原那段历史的作者，他要透过那无滋无味的文字，再现当时情景，而且还要让读者接受
，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本书作者能够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甚至还有些网络流行语，让人物、事
件以不同面目示人，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但作者轻松搞定，让我这个对历史有畏惧心理的人轻易就读
懂了那段历史，的确是高手。战国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极为混乱的！作者能旅顺得这么清楚
，真是了不起。我读完了，记住了一些历史故事，但对那时的历史进程还是模糊，这是一本需要就拿
起来翻看的书，每一次都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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