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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挑强邻》

内容概要

横挑强邻（942－947年）
后晋本可以不亡，却亡于景延广先生的横挑强邻，当时最不重要的事，莫过于应不应向辽国称臣，景
延广却急于解决这个最不需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政治野心家的功用就在这里。历史教训也是如此明显
，可是宋王朝仍然无畏无惧的先行动，向金帝国打出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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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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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帝国覆亡记
2、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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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横挑强邻》的笔记-李昪

        观李昪待宋齐丘，足见其宽容。

2、《横挑强邻》的笔记-张易谏李景达

        “李景达性情刚强正直，对谄媚之臣，每次都厉声呵斥，并用重话向李璟规劝。张易警告说：‘
一群小人交相陷害，是祸福的关键。殿下既没有力量把他们排除，却不断当面羞辱，促使他们因恐惧
而反扑，恐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从此之后，每次皇宫游宴，李景达很多时候都声称有病，不去参
加。”

3、《横挑强邻》的笔记-耶律德光

        “最初，耶律德光占领贝州、博州，对居民的态度十分温和，还给有些人官职爵位，发给他们官
服印信。然而，在马家口跟戚城一连串失败后，恼羞成怒，对俘虏来的后晋平民，全部斩首，对俘虏
来的后晋军人，都用火烧死。因此激起汉人普遍愤怒，纷纷反抗。”因为个人的失败，迁怒怨恨他人
。从此一事便可知，耶律德光难以夺取中原，即便以武力暂时夺取，也终会失去。

4、《横挑强邻》的笔记-胡三省评李建勋、冯延巳

        “李建勋只因在官场太久，才会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至于懦弱怕事，优柔寡断，也正因为在官场
太久，才学会巧于避祸。像冯延巳所作所为，正是年轻人的常态，说话多而做事少，广结党羽，满足
私欲。这两种人，都不适宜居宰相高位。”

5、《横挑强邻》的笔记-杨昭俭谏石重贵

        黄河决口被堵住之后，石重贵欲立碑记录功德，中书舍人杨昭俭谏道：“陛下与其在石碑上刻字
证功，不如颁布措辞哀痛的诏书。用笔赞美，不如写出责备自己的文章。”石重贵遂告停止。——这
就是为什么帝王要下罪己诏。

6、《横挑强邻》的笔记-后晋军

        后晋军稍稍后退，便失去控制，作鸟兽散。令人震惊。

7、《横挑强邻》的笔记-郭威

        辽国进攻后晋时，石重贵调动刘知远的军队，刘每次都误期不到。石重贵开始怀疑。虽然任命刘
当总指挥官，但实际上并没有交给他统帅全权，有关军事上的决策及谋略，都不让他知道。刘知远发
现自己已被疏远，遇到事情从不自作主张，只是谨慎，但求自保。郭威看到刘知远满面忧愁，提醒他
说：“河东山川险要，城塞坚固，民间风俗，崇尚武力，又生产大量战马，和平的时候，投入农耕，
战争的时候，投入军旅，这是成就一方霸主的雄厚资本，有什么可担心的！”郭威当时只是一个小小
文书，便能有如此见识气概，断非凡品。

8、《横挑强邻》的笔记-桑维翰

        后晋亡国前夕，开封尹桑维翰看出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请求进见石重贵奏报国事，可是石重
贵正在御花园专心调理猎鹰，推辞不肯接见。桑维翰又进见宰相，宰相们认为他小题大做，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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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挑强邻》

，不以为然。桑维翰退出后，对他的亲友叹道：“石家祖庙的祭祀就要中止。”桑维翰虽然无力翻转
局面，头脑依然清醒，洞察力仍在。
“帝国覆亡后，有人警告桑维翰赶快逃走，桑说：‘我是帝国高级官员，往哪里逃？’坐在家里等候
情势发展。张彦泽用石重贵的命令传见他，他走到天街，遇到李崧，对李说：‘帝国所有的政治军事
，都是你当权时才有巨大改变，如今帝国覆亡，却要我负责，这是怎么回事？’李崧满脸羞愧。张彦
泽态度傲慢，瞪视桑。桑责备他说：‘去年，我在罪人行列中，提拔你主持重要战区，再交给你兵权
，你怎么忘恩负义到这种程度。’张无法回答，派军看守桑维翰。”桑对李说的话，甚是无谓，都已
是亡国之臣，再细究是谁的责任，又有何益，反让人觉其心胸不广。对张说的话，更是无谓，识人不
明，失察如此，自责尚不及，还作口舌之争。桑不愿逃走，看似大义凛然，其实最是无谓，说明他早
已认命，无再起之心。总之，桑不是名相之选。但饶是如此，他已是国家之栋梁，王朝之冀望，通鉴
对他着墨甚多。由此可见，后晋覆亡难免。

9、《横挑强邻》的笔记-家事国事

        李昪最小的儿子李景替的娘亲种女士，最受李昪宠爱，嫡长子齐王李璟的娘亲宋皇后，反而很难
见李昪一面。李昪有一天突然前往李璟的王宫，正遇上李璟在那里弹奏乐器，李昪怒不可遏，一连责
骂了好几天。种女士抓住机会建议说：“景替年龄虽小，但聪明智慧，可以当你的继承人。”李昪大
发雷霆说：“儿子有过错，老爹教训他，是件平常的事，国家大计方针，女人怎么可以干预！”立即
送出宫外改嫁。

10、《横挑强邻》的笔记-刘知远之妻

        刘知远跟官员讨论向民间征收财产，用来赏赐将士。刘知远的妻子李女士劝阻说：“你以河东做
基础，创立帝国大业，对人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恩德，却先剥夺他们谋生的工具，不是新登基的皇帝
救国救民的本意。现在宫中所有的储藏应该全部拿出，作为犒劳，虽然不够优厚，但大家不会口出怨
言。”刘知远说：“太好了。”立即停止征收，把宫中所有财物都拿出来发给将士。全体军民一片欢
腾。

11、《横挑强邻》的笔记-冯道

        “冯道虽然居首席宰相高位，但处理国事，自己从来没有意见，而只揣摩当权者的意见，模棱两
可，绝对不做果断的决定。”柏杨在此评道：这是中国官场保身固位最厉害的秘密武器，至于谄媚拍
马，乃更低层次的做官术。

12、《横挑强邻》的笔记-桑维翰

        后晋帝国，手握军权的强人景延广、杨光远外放出京后，桑维翰终于得以主持国政。他反应迅速
，军政事务，随时裁决，看起来好像没有经过思考，有人因此怀疑他有疏忽草率的地方，但是等退出
后反复研究，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不过，桑维翰当宰相期间，常常感情用事，别人对他有一饭之恩
，他一定报答，但对他有一眦之怨，也一定报复，人们因此降低对他的评价。

13、《横挑强邻》的笔记-耶律德光之败

        中原得而复失，耶律德光自认犯了三大错误：第一，向各战区道搜刮金钱粮食；第二，纵容辽国
军队奸杀烧掠——“打草谷”；第三，不早送各战区司令官返回任所。

14、《横挑强邻》的笔记-中原毁败

        耶律德光见所经之处，全成一片废墟，举目荒凉，对身边的官员说：“把中原破坏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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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行。”回头对张砺说：“你也出了不少力。”
柏杨在此评道：中国五千年历史，至少有一点是至为明显的。当奸细、当卖国贼，没有一个人有好下
场，不一定非家破人亡，也不一定非像秦桧那样长跪，而是，即令他再为主子卖命，在主子眼中，他
仍是一个奸细、一个卖国贼，无法得到尊敬。

15、《横挑强邻》的笔记-司马光论刘知远

        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官兵一千五百人，不仁。欺骗张琏，把他斩首，不信。杜重威罪大恶极而竟然
赦免，刑罚不当。仁爱才可以团结民众，守信才可以发号施令，刑罚用来惩治奸恶。失去这三种治国
的动力，又怎么治国。后汉政府的寿命不长，原因在此。

16、《横挑强邻》的笔记-王栖霞

        李昪曾经向道士王栖霞请教，问道：“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全国统一、天下太平？”王栖霞回答说
：“领袖人物应该先治心、再治身，然后才能治家、治国。而今，陛下仍停留在饥饿则怒、温饱则喜
的阶段，谈什么全国统一、天下太平！”宋皇后在帘幕后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李昪所有的馈赠赏
赐，王栖霞都拒绝接受。

17、《横挑强邻》的笔记-遗诏

        李璟查知李昪遗诏中的“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儿女”乃是伪造，仍以遗诏已经颁布为由，不做修正
。这登位后的第一件事，便做得不够光彩。

18、《横挑强邻》的笔记-柏杨论景延广

        “景延广以‘为国争格’、‘民族大义’亮相时，引起不少爱国人士的共鸣，很多人迷失在他的
包装之中。我们必须有一种警觉，大言不惭地横挑强邻，是一个危险陷阱。”

19、《横挑强邻》的笔记-景延广横挑强邻

        景延广横挑强邻，各人反映不同。桑维翰不断警告石重贵，应该用谦卑的言辞，向辽国道歉，请
求原谅，可惜都被景阻止。刘知远知道景延广一定会招致敌人进攻，但畏惧他正受石重贵的宠爱，权
势鼎盛，不敢出口，只是扩大招兵买马，上疏请准设置兴捷、武节等十余个军，防备辽国。（在此，
胡三省注到，刘知远不仅不敢出口，也是因为怨恨石重贵而不愿开口，而只坐在那里观察谁胜谁败，
从中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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