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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内容概要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在这段被后人称之为春秋战国的550年间，那些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和传
世经典井喷似的涌现：
孔子述《论语》、孟子写《孟子》、老子写《道德经》、墨子写《墨子》、孙子写《孙子兵法》、鬼
谷子写《鬼谷子》、韩非写《韩非子》⋯⋯
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四书五经铸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五霸开创了谋略计策的
典范，战国七雄构建了现今中国版图的框架。
如今20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没有走出过那个时代圣人先贤们的思想边界，我们今天
的生活习惯也与春秋战国丝丝相扣：见面点头打招呼，是周礼作揖的简化；端午节吃的粽子，战国的
时候就已经包好；指导今日中国农耕安排的农历节气，同样始于春秋战国；甚至我们的姓氏，赵钱孙
李周吴郑王⋯⋯也来自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翻开本书，查看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时不时茅塞顿开，时不时眼前一亮。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讲述了：
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接踵而来，春秋时候的国际秩序被彻底洗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魏文侯称霸
一时；甚至连偏居西北的秦国也在暗中积累起觊觎中原的实力⋯⋯
中原霸权的争夺战日益激烈，列强运用军事和外交的手段也更为纯熟。但在他们如火如荼博弈的背后
，无时无刻不闪烁着诸子百家的智慧谋略——李悝、商鞅变法图强，吴起、孙膑驰骋疆场，王侯将相
和思想家一起，共同将天下再一次推入风起云涌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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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作者简介

龙镇，男，70后，研究《左传》《国语》《史记》多年，作《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希望以
此发现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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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三家分晋
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
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
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
晋阳消耗战
韩、魏反水，三家灭智
急流勇退的智慧
豫让漆身吞炭

第二章  魏国崛起
魏斯礼贤下士
李悝变法
战神吴起
乐羊的隐忍
西门豹治邺
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
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

第三章  吴起变法
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
公孙痤的阴谋
三晋同盟出现裂痕
改革的代价很惨重
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

第四章   商鞅变法
“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
最大的难题：变还是不变
变法前须取信于民
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
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
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

第五章  孙膑与庞涓斗法
鬼谷子的锦囊妙计
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
田忌赛马
围魏救赵

第六章   商鞅之死
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
马陵之战，庞涓殒命
商鞅作法自毙
魏相惠施的诡辩术

第七章  苏秦游说六国

Page 4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悬梁刺股
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
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
张仪出手，合纵破裂
公孙衍重建合纵

第八章  张仪的连横大计
孟子的性善论
张仪相魏
寓言大师庄子
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

第九章  孟子谈民权
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
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
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
王道与霸道
齐宣王伐燕

第十章   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
司马错论伐蜀
合纵新旗手田文
连横大势初具规模
张仪戏耍楚怀王
郑袖的枕边风

第十一章            秦武王之死
张仪的脱身之计
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
美男计拯救韩国
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

第十二章     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
孟尝君的容人雅量
孟尝君领导合纵
楚怀王之死
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
孟尝君连败秦、楚

第十三章    一代雄主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赵军崛起
传位次子，埋下隐患
北狄易灭，政变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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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章节摘录

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
。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
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
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
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
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
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
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
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
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
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
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
，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
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
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
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
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
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
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
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
（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
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
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
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
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
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
，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
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
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
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
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
、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
，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
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
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
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
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
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
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
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
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
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
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
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
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
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
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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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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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编辑推荐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苏秦合纵六国,张仪连横秦魏》编辑推荐：春秋的思想、战国的计谋，
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翻开《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苏
秦合纵六国,张仪连横秦魏》，查看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时不时茅塞顿开，时不时眼前一亮。仅凭
口耳相传就迅速登上全国各大畅销历史读物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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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精彩短评

1、书写得挺好。送货也很快。
2、战国的故事就是开始无原则的混战，小人物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3、战国是谋略的时代，这本书其实是介绍了古人最高级的智慧，非常有用。
4、很喜欢看关于历史的书，更喜欢看关于讲述战国的历史书，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很多文化
的精华都出自那个时期。这套书写得恰到好处，既不哗众取宠，也很好读。
5、通俗易懂，没有史书的生涩。白话写的也非常精彩
6、5主要就是进入战国。三家分晋之后进入战国之后简直礼乐崩坏，没有人再谈仁义礼智信，不再以
礼为上，不结盟，互相吞并，各种战争已经动辄“斩首数万”。各种变法:李悝，吴起，商鞅，孙斌庞
涓斗法，苏秦孙仪孟尝君连横合纵。还有孟子，庄周思想。
7、很好的书！正在看，有意思的！
8、各种恍然大悟
9、原以为春秋篇结束就收官了，偶然看到还有战国篇，终于把战国的历史补齐了。一直不理解为什
么这套书没有《鬼谷子的局》卖的好，本书的思想深度上要高的多。
10、到了战国篇幅明显小了。
11、春秋战国多的是好看，引人入胜的故事，激励人心的故事。难的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系
列书有很浅显朴实的语言，将这些关系理得一清二楚，完全扫清了现代读者理解春秋战国的障碍。
12、现代社会的人读读春秋战国史，非常有帮助的，真的，很多地方都很像的。
13、战国或许对于春秋来说太短暂了，各个诸侯更加赤裸裸的相互攻伐，小国委身大国，利用大国的
摩擦才得以生存，每个国家都有机会雄起，但是最后都因为一念之差，沦为二流国家，不是秦国太强
大，而是诸侯各怀鬼胎，没有在关键时刻遏制住秦国，顺便说一下，宣太后在战国除了卖身之外，还
真是可听的故事不多，只不过魏崖最后也算善终了吧，
14、从1到5都读完了，期待6
15、很好很强大，非常强大
16、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李悝，吴起，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惠施，庄周，孟尝君，这些
之前就耳熟的名字，算是被连成一根线了。
17、三家分晋，礼崩乐坏，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纷争继续不断。
18、2016年第16本书。249千字，272页。战国时代开始，鬼谷子四个徒弟登场，上演了一场纵横捭阖
的好戏。
19、读完这本，突然想到现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和战国时期怎么那么像呢，各国也都在合纵连横，根
据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着博弈。
20、苏秦游说六国那段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真是精彩。
21、终结了，挺喜欢这套书的，就是进入战国后期结束的太仓促了。
22、看了这本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政治博弈，最终靠的还是实力啊。
23、作者加入了很多自己对战国史事的看法，观点也很标新立异。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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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精彩书评

1、连着买了5本，对于春秋战国这段将近500年的历史脉络越来越清晰，也越来体会到书名的深意：确
实，对于每个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无论你如何衣食住行全盘西化，观念上也接近西方，
有一样东西，恐怕是无法改变的：你的思维方式，以及潜意识里的价值倾向。这就是春秋战国史的意
义，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一些东西肇端于此，也许现在没有国人会为了一句承诺，像春秋时的贵族那样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绝大多数人看了这样的故事都会不自觉的内心涌上敬意。而现在人们津
津乐道的中国式的谋略和生存哲学，以及机谋诡诈，又是在战国时期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春秋战国并
称，但是这两个时代是如此不同。春秋尚有贵族政治的游戏规则，到战国竞争趋向白热化，就只剩下
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了。这部历史对于国人极为重要，但又非常难写，主要是因为：史料简略稀少，缺
乏细节；列国史事互相穿插影响，而很难提出一条通史的主线，对叙事能力要求极高；而那些生僻的
人名、国名和职官、制度，则是现代读者顺畅阅读的拦路虎。然而龙镇的这部通史做得相当不错。既
兼顾了我们现代人的阅读趣味和一气呵成的顺畅感，又能把这段历史还原得相当准确，名物制度风俗
甚至对白上的细节描述精细、古味儿很浓。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价值感非常
强，当然，不同的读者应该会有不同的收获，比如前四部中的春秋时代，为人处世的哲学几乎页页可
见；而到了这部的战国，做事的谋划、治国的方略、竞争的手段、领导的艺术，以及如何控制人心，
如何说服人主，这些成了战国竞争智慧的重点。最后，春秋时的孔子、老子，战国时的庄子、荀子，
这些中国思想先贤们，作者都将他们以常人化描写，没有高不可攀的距离感，写得相当可爱，甚至带
有喜感。对于他们的思想，作者以现代角度的评述，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呵呵。看起来，比之孔子
的儒学，龙镇似乎更倾向于庄子的思想。这也是我很喜欢《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一大原因。
当然也有缺点，这部作品每一本书，并不是那种看了开头就能一下看进去，抓住你连看一通宵的书，
看这书得要些耐心，因为历史有时跌宕起伏，有时较为平缓，而智慧总是需要细细品味的。
2、《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这系列的第五本，终于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段历史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混战不休，几乎年年大战，且战争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动辄数十万人、持续数年的围城战、
拉锯战在春秋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换句话说，在战国时期各国的竞争以达到白热化，进入了互相吞并
、急剧扩张的时期。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第一个高峰就是可以
理解的了。各国之间攻伐不断，社会秩序被极大破坏，民众在连绵不休的兵乱中流离失所的惨景，在
前所为有的乱世和混乱的秩序中，恰是创造性思想的温床。当然，能符合君主们的需求的学说自然在
当时在政治上被发扬广大，这一部中详细介绍了李悝、商鞅、孙膑等思想者以法家、兵家思想契合时
代所需，一逞平生之志，各辅一国崛起于战国初期，名显当时乃至后世的故事；而苏秦、张仪的例子
更明显，并无思想理论体系，利用各国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以三寸不烂之舌随时变换立场游说各方
，竟然也是在列国中纵横捭阖，一时间主导了国际政治格局。而另有些思想家们则站在了底层民众一
方，为战乱中的民生发声，最著者当然是孟子，他与齐宣王对话中提出的民生、民权观点，堪称当时
的时代最强音。《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5部，写的就是这些时代英雄的故事，即在整个中
华史中，他们也是留名千古的人物，他们多出身平民，以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凭借时代的势，终于在
当时成就非凡的人生，于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虽然龙镇写得轻松，一读之下依然是激动得浑
身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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