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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秦国为主线，讲述了从秦孝公开始讲述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一共一百多年的历史。书中的有
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商鞅、苏秦、张仪、庞涓、孙膑、赵武灵王、屈原、廉颇、李牧、白起、
王翦、战国四大公子、李斯、吕不韦、嫪毐。又有很多流传至今的成语出自这个时代，围魏救赵、合
纵连横、前倨后恭、滥竽充数、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胡服骑射、毛遂自荐、奇货可居。
本书一共有四章，分别按照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四个时代进行叙述，每章分为三、
四十篇，每篇又以六百字左右的篇幅精炼的讲述着一个有一个的故事，把大秦帝国描述的简洁而详尽
。通过故事里面的爱情、阴谋和杀戮，作者在寻找历史后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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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杉，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骨灰级历史爱好者，目前从事金融业工作。
作者推荐：随着近期《芈月传》还有更早一些的《大秦帝国》等影视剧的热播，不少人开始关注先秦
的历史。莒姬、芈姝、芈莹、黄歇、秦惠文王、张仪⋯⋯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还想深度的了解
芈月的朋友圈，还想了解大秦帝国的崛起之路，那么《弹“秦”》是你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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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秦粉读史记的正确方式。
2、平均一页半就写一句下回分解 烦死了
3、简单好读易懂的秦国历史
4、够通俗，作电视剧的周边，还是挺合适的。不能细究。
5、一直觉得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最牛B最瑰丽最自由思想张扬最精彩最值得书写的时代，诸子百家诸
侯割据，蔚为壮观人才辈出。这本书一开始很不严谨，甚至有些小错误，有些地方猜测、主观分析多
过史料客观，但是做为战国历史入门读物，还是不错的。让你见识一个个的大神级人物，张仪苏秦乐
毅白起范雎李牧等等等等，看他们是怎样的改变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讲忍耐，范雎被诬蔑通秦，被
当众毒打，裏上席子扔进厕所，任人撒尿侮辱，装死逃生到了秦国，献上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统一六
国奠定基础。讲信义，燕太子丹找田光刺杀始皇帝，田光言老而荐荆珂，找到荆珂后，田光让他去找
太子丹，然后让他带话给丹说，“请告诉他我田光不是无信无义之人，让他放心。”遂拔剑自刎。战
国的故事很精彩，到了后来独尊儒术，中国变得僵硬，变得无趣起来，单调乏味沉闷愚蠢起来。
6、随着近期《芈月传》还有更早一些的《大秦帝国》等影视剧的热播，不少人开始关注先秦的历史
。莒姬、芈姝、芈莹、黄歇、秦惠文王、张仪⋯⋯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还想深度的了解芈月的
朋友圈，还想了解大秦帝国的崛起之路，那么《弹“秦”》是你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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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随着近期还有更早一些的《大秦帝国》等影视剧的热播，不少人开始关注先秦的历史。但春秋战
国时代纷乱复杂，想要捋清楚脉络，功夫自然是少不了要下的。翻看市面上流行的关于先秦历史的通
俗读本，我把它们归纳成两类，一类是讲故事的，剧情跌宕起伏，妙趣横生，但或多或少的虚构略显
得深度不足。第二类是讲道理的，行文严谨，记叙平实，将人物，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但趣味性又
有点那么逊色。寻觅之中，《弹秦》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仅是书名，就有一些轻松，并没有先秦
著作一贯的厚重。故事是以秦国为主线，剧情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跨度也算
很大。但不知道笔者是不是有意效仿《世说新语》，他的作品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每篇也就六七
百字，简单明了又略带点诙谐的把一个历史事件讲述的十分清晰。在生活节奏很快的当今，人们都渐
渐不愿意花时间去品读长篇大论，这样的写作形式确实有些讨巧。在内容上除了讲故事，每当叙述完
一个故事之后，笔者还会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有些观点也很有独到之处，甚至会让
人眼前一亮。这些观点虽然有很多的大胆的猜想，但在分析和论述的过程中又很严格的遵照《史记》
《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文字，不得不佩服笔者的严谨。本书分为四章，按照秦孝公、秦惠
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四个时代进行叙述，又把这四位国君执政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同样设定为
主角，这样就把先秦时期众多的人物很好的进行归类，在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给人散乱的感觉。除了
这些人物、剧情上面的安排，笔者其实也想探究关于这段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比如，商鞅为什么要
如此严酷的执法，秦惠文王一代明君为什么非要车裂商鞅，苏秦和张仪究竟是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赵
武灵王一代雄主最后为什么落得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赵括真的只会纸上谈兵吗？白起为什么这么残
忍的坑杀了45万赵军，廉颇、李牧这样伟大的将领为什么都毁于同一个人之手，嬴政的父亲到底是不
是吕不韦，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关于秦始皇任何后宫的文字，曾经辉煌的齐国为什么到最后不战而
降。等等问题，笔者都一一进行研究而且给出了答案。在整个社会都流行快餐文化的时代，本书还算
是在一定程度上跟上了时代的节奏。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还想对大秦帝国的崛起有一定程度上
的了解，那么《弹秦》这本书是你最好的选择。
2、年前，随着《芈月传》的热播，战国秦惠王期间的历史必然使不少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便是
这样的，会随着各种历史剧的播出，对于那个朝代总忍不住去百度一番。说到现在的电视剧，多少和
真正的历史是有些偏差的。借着那个风头（大年初一看完的，搁置到现在才写），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了这本《弹秦》，希望带我们走进真实的以“秦”为首的战国风云时代。这是一本特别容易看懂的书
，用一回合一回合类似评书的写作方式。每一回合只有两页不到，大概六八百字，故事性也是蛮强的
。作者从商鞅变法开始说起，最后写到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通过以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秦始皇四位在变法之后的主要国君，分四大章节来讲述给我们，战国七雄不断攻击也合纵连横的过程
，凭着良好的策略秦朝最终胜利的故事。让秦变强大的是因为有一些个好的贤德的国君，更是所以的
在其中拥有智慧付出的人才为秦朝大业实现一点一滴的打下基础。战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商鞅
、苏秦、张仪、庞涓、孙膑、赵武灵王、屈原、廉颇等等，不少过去熟悉的名家名将都在作者的故事
里一一出场，基本上每个小篇章都有自己的主角。也有不少耳熟能详的成语，在这本书里让我们重新
温习了一下，对于一些典故，我倒是更能牢记于心了。书里引用了不少《史记》等史书的言语，让我
看出作者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在寻找依据，下了不少功夫，希望给读者一些真实的东西。各个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邻里关系，谈判、交好、与战争。这些都是我曾经觉得蛮复杂的东西，了解一个国家就
不错了。那样混乱的关系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本书里，我也并没有记得很多，对于大的纷乱的
关系。但是一个个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联系所呈现的片段，的确也能让我知道一些历史的瞬间吧。
3、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短命”，仅传三世，国祚也只有区区的十四年。但是，
“百代都行秦政法”。不论是法律制度、郡县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秦对后世的影响甚广。所以，对
秦的研究始终是历史界、社会学界关注的重点。翻阅《弹秦》一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取巧，不但
契合了流行热点，《芈月传》等就及游戏火爆开播（上线），吊足了公众的胃口。相比于学术研究成
果的枯涩，《弹秦》堪称通俗。这或许是其颇得好评的缘由之一吧。《弹秦》于我而言，不好置评。
纵观该著，确实做到了“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简短的篇幅，从秦国的视角讲述了从分裂到统一的‘小
历史’”，但这段“小历史”却不该“小”，语言可以简单，篇幅可以简短，然历史该是厚重的。这
应该也是作者所欲“在耳熟能详的历史背后”探寻那“隐藏了无数的秘密”。我对历史，素来情有独
钟；对秦史、两汉史等也颇有关注。从架构上看，《弹秦》四章，按照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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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四个时代作为主线来讲述秦史，线条很清晰，而再把这四位国君执政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助手
作为副线，一主一副，一明一暗，作者行文技巧之高令人佩服。当然，除了人物上的安排，商鞅为什
么要严酷的执法，而其又为什么成了秦惠文王的逃犯？一代明君秦惠文王又为什么非要车裂商鞅？苏
秦和张仪同一时代的人吗？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最后为什么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纸上谈兵”的历
史评价对赵括真的公平吗？45万赵军何以会被白起坑杀？以及嬴政的身家传说何以至今扑朔迷离？还
有不少公众比较关注的话题，在《弹秦》中，都能查找到答案。但是，历史是厚重，也是充满迷雾的
。尽管我们喜欢看简单的书，但六七百字真能拨散迷雾？所以，尽管《弹秦》中又不少新颖的观点，
乃至独到的见解。但是，讲述完一个故事，还有多少字去论述结论？我想说的是，在结论或者论据的
阐述上，貌似太“惜字如金”了。快餐时代的文化固然要跟上节凑，有些东西却不能忽略。比如，历
史真相的逻辑架构，乃至史料佐证等。，或者说，众人皆知的故事更需深度挖掘。当然，《弹秦》还
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对历史人物，对商鞅、苏秦、张仪、庞涓、孙膑、赵武灵王、屈原、
廉颇、李牧、白起、王翦、战国四大公子、李斯、吕不韦、嫪毐等人的刻画可谓“惟妙惟肖”，对“
围魏救赵”、对“合纵连横”、对“前倨后恭”、“滥竽充数”、“胡服骑射”、“毛遂自荐”、“
奇货可居”的讲述，使读者对历史人物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谓“锦上添花”。
4、作者提取出的以秦国发展壮大为主线的战国史，间或夹杂今人通过考古发掘做出的新考据，还有
一些作者个人的分析和结论等等的拼凑成书。因为是从战国开始写起，到“六国一统，千古一帝”戛
然而止，所以第一章开篇就是从从商鞅亡命于秦开始倒叙，以“商鞅变法”为主线的。作者的文笔平
平，就是干巴巴的白话译文，虽然作者极力往诙谐调侃的文风上靠，但是那种生硬的味道反倒加明显
了。实话说，现在市面上各种正解历史反解历史趣解历史等等等等的书不胜枚举，就像是同样一条五
花肉能做成小炒肉红烧肉回锅肉梅干肉软炸肉等等等等的菜式，虽然巧妙各有不同，但归根究底原料
还是那样。就像引发后人无限揣测的《红楼梦》，“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
，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不过就是这些人各有心思，
投射到了书中，自然觉得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相了。好比说到商鞅其人其事，许多作者的观点就各不相
同，有人说他的性格因素受法家影响，不似儒家般修心修德，最后作法自毙；还有人说他和秦孝公的
变法图强不过是一剂猛药，祸害的是秦孝公老爸留下来的浑厚底子，他们不过是窃据名位罢了；也有
人说连商鞅自己都觉得变法图强是一剂猛药，好处不小但后患也很大，就是秦孝公太年轻操之过急了
⋯⋯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看到的多是通俗类历史读物，虽然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在都缺乏足够的史料
为依托的前提下，那么有想法的人不妨姑且言之，而我们也不妨姑且听之了。毕竟，无论是历史还是
什么，总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多个选择总是要更好些。你不得不承认，就算是同样的观点，但
是不同的作者写来，给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我爱吐槽，问题是这书里的错别字也实在是太
多了吧，连我这种看书很少斟字酌句，不求甚解的人都没法视而不见了。就像P.134上作者质疑“难道
司马迁早在两年多前的时候就开始编写穿越剧了”，我开始读的时候还没反应过劲儿来，就是感觉怪
怪的，琢磨了一下才发现那个“两年多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而且，反正随便翻翻书，不用
太留心就发现好多处感觉别扭的，当时还没上心，想着时下哪本书上还没几个错别字呢，结果，不要
嘲笑人的天真啊(ノ=Д=)ノ┻━┻
5、找了两张战国地图。了解战国时的秦国读《弹秦》/by烟波浩渺1980本书是一本介绍战国时期秦国
的历史读物，以秦国为主线，主要讲述从秦孝公到秦始皇到统一天下，一共一百多年的历史，顺便简
单梳理同时代的齐楚燕魏等其他六国历史。战国合纵连横的大气象、人才辈出的大时代，战乱、权谋
、人性全部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历史画卷。这本书对我这个伪历史迷来说，是个福
音。本书作者写得历史视角很独特，以历史名人为主要介绍点（如商鞅、张仪、白起、廉颇等），以
其相关联的的事件互为补充，更方便读者了解那段历史的全貌。每篇文章篇幅不长，约六七百字，语
言通俗易懂，接地气。作者王杉似乎是用说评书的方法，文风极具个人色彩。由上篇提出两三问题，
再由下篇分解，如此这般把从秦孝公到始皇帝四个时代理清，解读加个人猜想推测。用秦国的发展为
主线，串联起与之相关的其它六国相关事件，很好的梳理了那些繁杂的脉络，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带动
整个历史事件的流动。最近因为某些秦国的电视剧的缘故，对秦朝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但让我去
翻《史记》、《战国策》这样厚重的书籍，心有怯意，偏偏还好奇心十足。还不想因为某些不顾历史
事实的电视剧的误导，看书求知识才是好办法。这本书对我理清整个战国七雄发展是个不错的助力。
不用背诵历史朝代时间表，对我来说简直是太轻松了。特别喜欢里面讲的成语故事所牵扯的人和事，
虽然现在不用苦于考试成绩，读起来分外觉得轻松。例如：远交近攻、奇货可居、毛遂自荐、纸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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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前倨后恭、滥竽充数等等。读到这些成语故事引起很多上学时的回忆。那会为什么读起会那么吃
力？本书共分为四章，分别以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四个国君所处的时代，并以他们
四人为主引出重要关联的历史名人。作者以《史记》、《战国策》等公认的史书为参考，按照这些典
籍的史实为依据，对某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进行推理加推测（尤其是秦始皇部分）。后两章还增加介绍
另一本秦国历史读物《秦秘》观点，《秦秘》也算是作者的推荐书单吧！作者王杉，他作为一位骨灰
级历史爱好者，在书中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秦始皇是嬴异人的亲生子，而非吕不韦和赵姬的私
生子。为什么会有人写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孩子，应该是某些反对秦始皇的人对他泼脏水。作者还根据
最新出土的考古证据，推测出嬴异人的亲生母亲夏太后，是韩系集团的领头人物，曾与秦始皇、华阳
夫人楚系集团三方较量。但是由于秦始皇一代史料较少，猜测的可能性较大，没有定论。每个作者心
中都有一段不同的历史观点，只有当时经历的人才可懂得事件真相，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只好借着不
同作者的思路，穿越到那个遥远的时代畅游。如果想简单了解战国时代历史，了解战国时的成语故事
，本书倒是一个不错的入门读物。胜在简单、脉络清楚，阅读观感较为舒服。简短一篇小文，在空闲
时间一读很是顺手。不过值得说下，本书中对于宣太后的字样总共不超过四次，也无芈月之说，只说
简单提了下宣太后三个字而已。这本书重点讲的都是男人们的战国故事。女人们的故事少之又少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或2933702061@qq.com
6、不着46斋读书·2016年5月15日，看毕《弹“秦”》。讲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这段时间的故事。一
直觉得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最牛B最瑰丽最自由思想张扬最精彩最值得书写的时代，诸子百家诸侯割
据，蔚为壮观人才辈出。这本书一开始很不严谨，甚至有些小错误，有些地方猜测、主观分析多过史
料客观，但是做为战国历史入门读物，还是不错的。让你见识一个个的大神级人物，张仪苏秦乐毅白
起范雎李牧等等等等，看他们是怎样的改变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讲忍耐，范雎被诬蔑通秦，被当众
毒打，裏上席子扔进厕所，任人撒尿侮辱，装死逃生到了秦国，献上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统一六国奠
定基础。讲信义，燕太子丹找田光刺杀始皇帝，田光言老而荐荆珂，找到荆珂后，田光让他去找太子
丹，然后让他带话给丹说，“来时丹让我勿对人言，是不信我，请告诉他我田光不是无信无义之人，
让他放心。”遂拔剑自刎。战国的故事很精彩，到了后来独尊儒术，中国变得僵硬，变得无趣起来，
单调乏味沉闷愚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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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弹秦》的笔记-第1页

        秦国的逃犯
一日，夜色已晚，秦国通往魏国的边境上一片漆黑，
只有一处客栈亮着灯，客栈内只有老板一人，他站在柜台
前，打了个哈欠，嘴里念叨着：“天晚了，收拾一下吧。”
说着便慢慢悠悠地往门口走去。当他准备关门的时候，突
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于是便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一身黑衣，神情有些疲惫，还有点慌
张。走到近前，稳了稳神儿，黑衣男子开口道：“请问有
没有客房？来一间普通的就行，价钱好说。”老板听完之
后，心中犯嘀咕，这么晚了还风尘仆仆的，肯定是要往
魏国去，但也不像是行商之人，难不成会是逃犯？想到此
处，老板心里咯噔一下，但神色如故：“本店明码实价，
童叟无欺，但请客官出示证件。”“证件？”中年男子犹
豫了。“商君新法施行十多年了，没有证件私自留宿是要
处以极刑的，难道客官不知此事？”老板现在更加相信自
己的判断了，心中的紧张在加剧，生怕眼前的黑衣男子谋
财害命。可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位中年人叹了口气，转身
3
离开了。老板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松了口气，赶紧把大门关
好，生怕再生出什么事来。
这位黑衣男子是谁呢？他就是老板口中的商君——商
鞅。但他并不是来微服私访的，他确实是逃犯，正被秦国
通缉，打算逃往魏国去。商鞅变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
是因为变法，秦国才走上富强之路，这个人对于秦国来说
是里程碑式的大功臣，可为什么会被秦国通缉呢？这还要
从头说起。
这段故事出自《史记》，但商鞅住店未成之后的情节
我觉得有些蹊跷，所以没有引用，待后文再讲。从老板的
话语中可见商鞅新法的执行力之强，纵使在边陲小镇，也
无人敢犯法，商鞅到来之前的秦国可绝对不是这样，正是
商鞅执法严酷，绝不留情才能让新法贯彻的这么彻底，这
样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祸根。&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2、《弹秦》的笔记-第5页

        既然想讲清楚商鞅需要从头道来，那就还得略微枯燥地讲述一下当时的背景了。
战国初期，由于弱国慢慢被吞并，很难生存，于是逐渐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秦、齐、燕、楚、韩
、赵、魏）。而诸侯国如果想强大，在当时只有一条路——变法图强，因为以往周王室分封天下，各
国世卿世禄的现状根本无法适应群雄割据的局面，若不加强中央集权，鼓励农业，发展军事，就很快
会被淘汰。在商鞅变法之前，最有名的莫过于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而最有成效的肯定
是前者，在魏国第一代国君魏文侯的支持下，变法成功，魏国迅速成为战国第一超级大国，当时文有
李悝，武有吴起（对，您没看错，就是后来在楚国变法的吴起，这时候他的老板还是魏文侯）。魏文
侯、魏武侯两代国君都是雄才大略。魏国虽然处在四战之地，经常两线作战（西边对秦，东边对其他
几国），但常常打得其他国家满地找牙，而这个时候的秦国，被欺负得失去大片国土，甚至差点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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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执政之后，励志恢复失地，卧薪尝胆，发誓要报魏国欺辱之仇。为什么要提魏国呢？因为现
阶段的主角商鞅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魏国。商鞅并不是魏国人，他刚开始也不叫商鞅，而叫卫鞅，因
为他是卫国人（他还有个名字叫公孙鞅，源自祖上姬姓公孙氏），只不过后来秦国给他的封地在商，
所以一直称他商鞅。商鞅在魏国干什么工作呢？给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当家臣，也可以说是幕僚。商鞅
从小勤奋好学，尤其钻研法家学说，公叔痤非常赏识他，但一直没有机会给魏惠王推荐（魏武侯的儿
子，魏文侯的孙子）。其实这样看来三十岁左右的他混得还不错，能得到头号超级大国的国相的赏识
，飞黄腾达也是指日可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主人公按时间顺序的第一次出场，就碰上了十
分惊险的情景，过程嘛，下回分解。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在自己国家效力，老跑到别国混日子。其实当时“国”的概念
指的是周王室，秦、魏等诸侯国有点像大军阀，再简单点比喻就算是大企业吧，有才之人可以尽情面
试，被录用就能一展才华。再说，战国时代的思想是百家争鸣，忠君的概念更多是在儒家学说中体现
，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才登上舞台。所以，才华横溢之士频繁跳槽也就顺理成章了。

3、《弹秦》的笔记-第10页

          一日，魏惠王亲自去探望病重的相国公叔痤，见到曾经意气风发的他，如今病入膏肓，心里不禁
感伤起来。
  "魏国能有今日，也全凭老相国惮精竭虑啊。如今这般，魏国该如何是好。"
  "大王过奖了，老臣尽力而为，魏国人才济济，善治国者大有人在。"
  "哦，老相国有什么人选？"
   公叔痤看时机已到，便说:"老臣的中庶子商鞅有治国之才，由他辅佐大王您，一定可以灭六国而大一
统。"
  魏惠王听完，神色木然，然后说："哦，老相国您安心养病，不打扰了。"说着起要走。
  "大王且慢。"公叔痤看到魏王如此表现，心中一急。
   魏王转过身来看着他。
  "如果您不想用他，那就把他杀了吧，别的国家用了他，对魏国会非常不利。"公叔痤沉重的说。
   魏惠王默默的看了他一眼，依然没有说话，转身离开了。
   出了门，魏王大笑，对左右说："老相国病糊涂了吧，居然让我把国家交给商鞅。"
   魏王一走，公叔痤便马上叫商鞅来，把对魏王说的话全部告诉了他，并带歉意的劝说他赶快逃走。
   商鞅听完之后，并未紧张，淡淡的笑了笑，说道，"相国，魏王不听您的重用我，肯定也不会听您的
杀了我，我还是留在您身边吧，用不着离开魏国。"
   一场让公叔痤看来的危机，让商鞅三言两语就给化解了，由此看来他的洞察力确实非同凡响，对魏
惠王的了解远超常人。而且关键在于他能沉得住气继续呆在魏国，当性命攸关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
不会去冒这个风险。拐回来说魏惠王，因为一念之差，错失了战国初期最厉害的人物，而且是在自己
眼皮子底下。我有时候总会假设，如果那时候还是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世，那一定会重用商鞅，说
不准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就叫魏了，但历史不容假设，魏惠王把肠子都悔青的故事很快就会上演。

4、《弹秦》的笔记-第1页

        

5、《弹秦》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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