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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内容概要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
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出现了楚悼王吴起
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
，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它所提示的特点与
规律、所显示的历史与教训，我们不得不说，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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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作者简介

顾伯冲，历史学者、著名军旅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长江大学客座教授。
曾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多部作品被收入 “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年度散文”和“中国
散文排行榜”，以及高校《实用语文》教科书。
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心远地自偏》、《思想有多远》和《多少瞬间烟雨中》，杂文集《思想的跋
涉》，纪实文学《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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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战争是“催生婆”
就这样席卷而来
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
第二章 殊死变革为哪般
不想眼睁睁等死
励精图治当自强
王位才是真正的“圆心”
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忽而老路又上邪路
地域文化是隐形“导航器”
第四章 既得利益：变法不能承受之重
贵族本有“种”
戒不掉的“鸦片”
革命还是妥协，这是个问题
第五章 人才兴，则变法成
比拼的就是“头儿们”
能识人，善用人
用对手击败对手
第六章 治病除病根
体制才是要害
修修补补难长久
政治有多清，变法走多远
第七章 得民心者得天下
百姓看中的是实惠
铁血缰绳
血腥的“福祉”
第八章 战略：乱云飞渡谁从容
以不变应万变 VS 用万变应不变
弊在赂秦
结盟是把“双刃剑”
第九章 靠的就是眼光
号准社会的脉
看准了就痴心不改
等死也要半途而废
第十章 历史并不如烟
横扫六国试锋芒
千年余响
功过任人评说
历史是叫人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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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精彩短评

1、好处是，对于几场变法，本书有横向对比有纵向对比，但如果能把几次变法过程独立厘清更好。
缺憾是——缺乏考古证据以及数据的支撑，因此感觉有些像小说了。
2、遥远的历史总是让人能更客观的看待和理解它的意义，战国时期的变革和战争体现了很多人性和
社会发展的必然
3、战国时期的一部改革史～值得多了解和品读！力推～
4、战国纷乱，乱世造英雄。
5、战国时期的历史一向很吸引人，春秋战国的各方面改革最终促使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本书
讲述战国历史感觉很不错，点赞
6、32个赞。很好看的一本书。力荐～
7、战国，天朝的冰与火之歌。。连纵合横。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8、历史总是相似的，以史为建，才能看穿这个世界
9、不好
10、总的来说还是将一件事情拆分成很细的各个方面讨论，尤其是后半部分，转而从另一个角度评价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增色不少。
11、不错，对各国的变革从头到尾分析的很透彻，但是本书重复的内容也有不少，看起来更像是散文
。4.5吧。
12、跟历史有关的书我都喜欢看，这本书讲诉了关于战国的发展与改革，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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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精彩书评

1、——读《战国》文/大隐隐于山纵观历史，像战国这样水深火热中又维持着高度自由的时代是不多
的。带着自己所学和主张的人游走在各国间，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一展抱负的统治者，各路思想铺天
盖地而来，在这个乱世碰撞出璀璨的火花。春秋稍有些柔和，残喘衰微又谨慎地维持着短暂和平，直
到“三家分晋”，战争像凌空的雷声劈开了浑浊的社会，玩政治开始讲究策略了，权利之争夹杂着鲜
血，是为战国，作者顾伯冲用“怪胎”来形容：“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实在恰当。所谓“乱
世出英雄”，这样的年代注定是各路人才施展自己的时候。马陵之战、乐毅破期、长平之战，每一场
战役都是无数森森白骨和血流千里，在这些赤裸裸的战争之后，各国内部实力是重要的支撑，对比后
可以发现，秦国最后统一六国，变法在其中功不可没。作者顾伯冲明显对战国历史的熟悉度让这部《
战国：一部改革史》变得清晰透彻。作者先是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指明变法的必要性，然后开始
横向对比剖析各国改革时的现状和改革中的措施及问题，置身当时环境下分析问题，然后再跳出时代
局限，用现在的眼光给出评价。犀利的言辞中偶有调侃的话语，不说废话，非常过瘾。变法中最重要
的两点：人才和统治者。商鞅、吴起、张仪、乐毅、邹忌、申不害... ...那个时代的人才太多了，然而
前文已说，战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有志之士确实会首选自己的国家服务，然而君王若不能
用，就转去别国服务，像含屈入秦的张仪、蒙冤入秦的范雎、楚人晋用等等，“颇有现代职业经理人
的味儿”。这不少人才去了秦国，也可看到当时秦国统治者知人善任，也难怪最后商鞅变法会成功，
而其他诸国皆半途而废了。不破不立，不敢大胆推翻，就无法建立新制度，畏手畏脚，不过是隔靴挠
痒，缝缝补补，终究无法长久运作。“指望用怀柔的妥协来换取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如同与虎谋皮”
，趋从利益是人的天性，改革家如果没有与之对抗的魄力和坚毅，就永远无法从旧思想中踏出一条路
。商鞅做到了，是有秦孝公敏锐的目光和支持，也有他的策略和铁血。商鞅变法以利益为牵引，驱动
民众的力量，使改革成功贯彻在秦国上下，是秦统一六国的力量源泉。然而商鞅太过偏执严酷的做法
，也使得他最终下场悲惨，且支持变法的秦国百姓也无动于衷，可见“唯有宽严相济，才是治世之道
”。对比秦国，六国在变法中，作者用了这样一个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要么得过且过，要么
想着攀附强国，或有了点阻碍就实施不下去，多少改革半途夭折，如此，最后怎么能不灭亡呢？然而
那时候的人们并不是说空抱着满腔热忱一头热血就大义凛然去改革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隐秘的欲望
和个人需求，归根到底，他们也不过是当时环境的下的社会人，书中有句话说的好：“只要他们的主
张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现在我们不
过是站在两千年之后，带着现代的思维去看他们，谈论他们的功过，他们赋予那个时代的意义，是永
远无法被否定的。2015.8.8  13:37阴天作品均为原创，如需转载，请豆油或留言授权。未经授权，标明
作者也不可转发，谢谢。
2、战国，众所周知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战国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
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其历史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
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在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
是文化方面的改革，最终促使战国由奴隶社会转型进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大
转折点。作为一名文科生，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代史的内容而不是近现代史，久远而神秘的古代史更
能吸引人深入，吸引着我们不断去探索，尤其是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各方面大变
革是中国变法、、新政、革新的母本，也是后世政治家、改革家发展变革的“蓝本”。事实上，这一
时期的变革无一例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者的利益 ，为了更好的巩固他们的统治，但
是变革的行为却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方面的改革尤为重要，在这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占据主体，成为
自此之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主体，经济基础。文化方面少数民族的汉化努力，百家争鸣的思想共
存，将思想文化推向另一个高点，军事改革，富国强兵，诸侯争霸，为天下统一奠定基础。这本书对
战国历史的评价客观冷静，从时代背景、变法动力、指导思想、战略眼光等等方面，对战国史做了比
较全面深刻的分析，感觉很不错。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或1031569832@qq.com
3、终于读完了，书中有很多抄袭网络的段子，有剽窃别人书中的段落，有大段抄袭别人的论文、书
籍，或者抄袭别人的经典句子，还有的是篡改别人的句子作为己用。书中鲜有自己的观点，文风前后
不一，观点不一。大部分是剽窃自多人的，所以肯定自己也搞不明白自己的看法，观点。作者自己的
段落很有特色，碰到用感叹词“啊，啦，呢，嗨”基本上是作者自己的，还有那种自以为很搞笑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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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双引号加起来的描述词。书中的字词错误，年代日期错误， 小问题；书中出现大篇幅复制的百科式资
料，只是稍加改动，小问题；书中出现引用网络的经典语句也是小问题。 书中出现抄袭别人论文、著
作中的语言，稍加改动作为己用，有点问题；书中抄袭别人著作中大段落，很有问题；书中大篇幅抄
袭别人论文，文章，拿来分割到多个段落，多个篇幅中，重大问题。如果去掉以上这些问题，书中作
者自己原创的观念，甚至说原创的段落，原创的句子，几乎等于没有。看完了明白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按照各国变法分章节进行阐述了，因为是抄袭别人的东西，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拼凑。作者引用
，抄袭的书籍，文章，帖子，论文 主要有以下几种孙皓晖： 大秦帝国，中国文明正源新论祝勇：从
未屠城的“暴军”——秦国战车 李亚平：男人的天方夜谭鲍鹏山：谁的成败吴晓波 ：商鞅主义的幽
灵是否仍在徘徊，祝勇   ：变革者的咒语，盛世的疼痛，文人的骨头祝和军 ：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林
东林 ：谋国者洪兵  : 战国杀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5025-1.shtml戴旻棣 ：从商鞅变法看军事制
度改革孟彭兴 ：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岑大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曾
纪鑫 ：历史的刀锋--中国历史的11次偶然苏全友 ： 清末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黄中业 : 战国盛世跃动
的九州王福生 ：历史的拐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辛田  ：春秋战国时期社
会转型研究任中义 ：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刘昶/吴昶：作者不确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聂作平 ：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3_10/07/30097229_0.shtml  龙镇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
秋战国 张炜 ：棋形不好刘国祥：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闻中  ：生命就是伟大的朝圣之旅--读但丁
《神曲-序曲》前12行许小年  ：成功改革的意义远超革命黄卧云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西南大学历
史串讲第12讲：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云海孤月： 战国非常人物 原 厚黑说史之战国霸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dbc3ea0100j4sb.html网络帖子，博客文章等：中国十大变法人物失败势在
必然，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207/09/1597147_91111056.shtml合纵连横成败探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98f450100083e.html透视历史兴衰，纵观战略定力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14/20/479061_345300173.shtml   站在21世纪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回
望与思考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14469战略定力决定未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gIr2WM0lg1A9G4efVooZj1Up-BgUnmxlNjdotneuA_zIOQmiv2Q2pLRKhj
WlBWIKOkHlZ8wF0CwR2xcjzgQz6z18R3MexqvEtY2eWiqdnu科力评《通鉴》之42：六国以土地换和平
是灭亡之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266690100bmcr.html铁血缰绳——秦法细
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43aa60101b288.html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
因http://tieba.baidu.com/p/2205390909欢迎人民日报“改革有风险 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的公开言
论http://forum.home.news.cn/phonemore/94827058/1.html朱本军：改革到底有多
难http://opinion.hexun.com/2012-04-02/140022630.html东方六国为什么软弱为秦所灭
？http://www.wangchao.net.cn/xinxi/detail_439578.html《战国策》的故
事http://bbs.tianya.cn/m/post-no05-221985-5.shtmlp3  “战争的贵族原则” 出自 世界倒退至中国的“战国
时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gkhi.htmlp6   “秦国人特别嗜好战争“ 出自 网文  中国
历代战争死亡人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be77950100p95v.htmlp7-9  关于战争的论述  出自 试论
春秋战国之战略战术思想及其战争艺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c10c5010008sr.htmlp8  关于弩兵
的描述 出自  《孙子评传》 杨善群  http://www.fox2008.cn/foxdzs/zgsxjpz/003html/mydoc3060.htmp9  “那
时名义上还是周天子是家长&quot; 应为  “那时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家长”p9  “周王朝不再是文武、周
公的时代”  出自 《战国非常人物》云海孤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dbc3ea0100j4sb.htmlp9-10 
“周天子...沦为小国” 出自  任中义：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 后面还有大篇幅抄袭这个论文的p10  
“春秋争霸和战国初期频繁的兼并战争 ” 出自  战国时期的经济
http://www.szsky.com/article-294685-1.html 百科词条 战国p11 “原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 出
自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17006/217878/218417/14691821.htmlp11 “生存的艰难赋予了生命最原
始、最根本的东西——改变” 出自 塔克拉玛干/倪学礼　张 渺p11  “哲学思潮犹如一朵朵争奇斗妍的
鲜花，” 出自 曾纪鑫 ：历史的刀锋p11    “那时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 出自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
慧较量的战国p12  “养士之风” 出自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p15   “孔子可能只比释迦
牟尼小十几岁” 出自 余秋雨：稷下p15  “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出自 余秋雨：西天梵音p16 
&quot;在这个既虚幻又现实的宇宙中，&quot;  出自  张天夫：壶瓶独卧p17 “改革的几种类型” 出自  
西南大学历史串讲第12讲：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p17  “战国的变法主持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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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时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 出自  陈红：感受细节魅力　感触研究乐趣p17  “马恩的话”出自
http://www.cssn.cn/shx/shx_lsshx/201406/t20140604_1197155_1.shtmlp18，19   “魏国李悝变法” 抄袭自 陈
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抄袭证据  原文中有“出则乘车马衣美袭“，作者照抄，实际袭当
做裘， 其他变法的描述也是抄袭p20  &quot;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也有恶&quot; 出自  洪兵  : 战国杀
p20,21  “韩国申不害变法” 出自 网文“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及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
量的战国p21 “齐国的变法好像一个人久病之后突然爬起来练气功以求强身健体似的” 意思很明显，
先衰弱后才思考变法的，作者下文引用的五国伐齐的例子也正事像说明这一点，可惜时间先后错了，
是齐威王改革在前，五国伐齐在后，能不会引用下齐威王前的例子么？p22-24 “齐威王改革” 出自 网
文“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及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p22  “姜太公于齐地，位于
今天的湖南省”，湖南当时是蛮夷地区，别说湖南了，湖北都不可能，最初分封地只能是中原地区河
南，所以错了，而且湖南这个说法还是网上炒起来的谬论，出自互动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9%BD%90%E5%9B%BD照抄都不考证下么，至少百度下啊p24-26 “赵国的
变法” 出自 改革与纳谏—赵国政治文化的两大优良传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9550540100e4ug.htmlp25  “但赵武灵王企盼民族大融合的美好意愿”出
自网文，形容北魏孝文帝的p26-28  “楚国吴起变法” 出自 网文“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及 陈
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及 吴起变法简介：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 三文糅合而
成抄袭证据  原文中有“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言不敢荀合，行义不顾毁誉“，作者照抄，实际荀
当做苟p26 &quot;楚国的王族芈熊氏是中原人，受封赏跑到湖北那里统治教化当地的土著蛮民&quot;  
作者很喜欢不加思索的引用网络这些口水分子的语言，上文的齐国封地在湖南，下文的毛遂之死等等
，孰不知楚国在周成王时被封丹阳，领地50里，子爵。p26  “公元前390年，吴起投奔楚国” 人家公元
前387年还在为魏国打仗，怎么还投奔楚国去了 不过也是抄的，不管对错，拿来就用。出自
http://j.news.163.com/docs/99/2014091117/A5SOA8PI9001A8PJ.html   关于吴起离开魏国去楚国的时间，郭
沫若《述吴起》（《青铜时代》）、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均在魏武侯十三年、楚悼王十八年
，即公元前384年。如此则吴起在楚国只有三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吴起离开楚国和变法之事
放在一起叙述，年代在周安王十五年，即公元前387年。则吴起变法，当有六年时间。p27  &quot;这位
曾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的君主&quot; 出自 余秋雨 丛林边的那一家   引用在这里不伦不类。p28 
&quot;一个人的好恶决定了历史的偶然性&quot; 出自  周树山：汉代权贵霍氏之覆亡 发表于2013年《随
笔》第4期p29,30 “燕国变法” 出自网文“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及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
较量的战国 及 大秦帝国中的迂政亡燕一篇还有 百科词条  燕昭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8454/7905573.htmp30   “清除子由当权时拉帮结党、滥用亲信的劣迹” 
子由  应是子之  作者也不考察下子由是谁？写的还没看的仔细p30   “公元前278年，燕昭王死“ 应是 
“公元前279年”，抄袭不知道改又一例， 出自 互动百科 燕国 词条p30  &quot;最大成果的伐齐连下70 
城，让齐国从东帝沦为二流强国&quot; 这一句话也是网文p31,32  &quot;商鞅变法“ 出自  出自网文“浅
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及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p32  “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
后继者”  出自网文 p33 “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小国”  出自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卫
国”那一段也出自网文 p33  “齐威王” 出自 陈敏昭：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p34  “在空前的武
装冲突的驱使下” 出自 网游推广软文 “战争与和平 天道相辅相成的极端世界”p34   “他们中确有一
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 出自 余秋雨 遥远的绝响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
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
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p34，35  “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出自  陈寒鸣  先秦诸
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p35  “战国给军事谋略家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出自 云海孤月： 战国
非常人物 原 厚黑说史之战国霸图 p35  “争霸事业不是请客吃饭” 出自 毛，泽，东  “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p36  &quot;马戛尔尼&quot;  出自   刘亚洲谈甲午战争：是民族之哀 同时
还是民族之幸p36  “苏秦 ” 出自 毛塘柳 谋国巨商吕不韦 　人才永远最贵 这一段p37  “战国 人才的春
天 ” 出自网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f72bd90100vfea.htmlp38  “时间的橡皮擦”  出自  王开林 
民国女性不寻常p40   &quot;人类社会就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quot; 出自 李劼文革透视——
毛氏家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quot; 从后向前，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
骨牌。假如想要让共，产，党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quot;p40--42  
魏国的描述 出自  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的“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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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p42,44  变法的背景分析  抄袭  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 及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 下面会发现还有
章节抄袭自这本书p42  “公元前413年，秦国又进攻魏国郑地” 魏国进攻秦国的郑地，不是郑国p43 
&quot;齐威王如果不是当年他老爷子被三晋、秦、楚联军打得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孤城外，可能还在
昏睡百年呢！&quot; 笑掉大牙，五国伐齐是齐闵王时代啊，是齐威王的孙子辈人物啊，怎么反而变成
老子了，由此看出作者的历史知识实在有限，之所以能这么长篇大论的侃侃而谈，那就是抓住一本书
，改吧改吧就变自己的了。p43 “秦败我马陵”应为 “魏败我马陵”p43  “一年后，即公元前382年，
楚悼王任命为他令尹之职”上一章里，说吴起是公元前390年投奔楚国，第二年晋升为令尹，到这里时
间又变了，抄袭也不知道思考下，楚悼王公元前381年就死了，变法还不到1年么？ 从这个错误看应该
也是抄袭，只是抄袭自不同的文章，暂时还没找出这段抄袭哪里的。p43 “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刚刚
即位时” 应为  “公元前401年”p44  “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这事 鲁仲连说的
，战国末期邯郸保卫战时的事情，这时候的秦国早已经变法得很彻底了，不是需要变法的原因，用在
这里有点扯。p47 “历史上无数的统治者都希望身后被供奉在高堂大殿” 出自 周瑞金 弗农凝思  p47 “
商朝早、中期王位继承” 出自 《中国政治制度史》 p47  “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法律制定
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 出自网文p47 “秦国早期流传过两则神秘预言 &quot;  出自 大秦帝国  
原文为六代人，不是七代人 p48  “秦族群自公元前770年由周平王封为诸侯” 出自 透视历史兴衰，纵
观战略定力p48,49  “到秦厉共公时代...那些真正勇武的战士开始走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出自  祝勇 变
革者的咒语 大段抄袭p49,50  赵氏孤儿  出自   互动百科此词条 
http://www.baike.com/wiki/%E3%80%8A%E8%B5%B5%E6%B0%8F%E5%AD%A4%E5%84%BF%E3%80%8B
%5B%E6%96%87%E5%AD%A6%E4%BD%9C%E5%93%81%5Dp50 “如果没有这段传奇的故事”  出自 
盂县悲歌 http://www.tydao.com/sxsen/minchen/41-yuxian.htmp50 “公元前340年，赵国传至赵武灵王时”
下文说 公元前326年他爹才死，这前后间隔这么短，没看到区别么，敢情作者的纪年法是公元前326年
，公元前327年依此记下去的p50-52 赵武灵王  出自  互动百科词条
http://www.baike.com/wiki/%25E8%25B5%25B5%25E6%25AD%25A6%25E7%2581%25B5%25E7%258E%258B
&amp;prd=so_1_docp52 “君主排名“ 出自  http://tieba.baidu.com/p/2793103655  语言神相似p52  “田建
” 出自  http://www.baike.com/wiki/%E9%BD%90%E7%8E%8B%E5%BB%BAp52 “追求名利，追求不朽，
是人世间从没灭绝过的欲望”出自 赵国勤 初冬夜思p53 “青史留名也好，无声无息也罢 ” 出自 赵国
勤 初冬夜思p52,53  “专治历史黑洞”及下文“专制轨道 ” 出自 李　劼  文革透视——毛氏家天下与党
天下之争“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公建制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毛泽
东文革则是这个黑的出口。当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
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p53 “春秋是一个争霸的时
代&quot;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3ff240100hj0c.htmlp54 “周王室” 出自  《秦前历史
》http://www.quanxue.cn/LS_ChunQiu/QinQian/QinQian32.htmlp54 “韩非子的霸业公式“ 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p55，56 五种特权  出自 熊乡江  浅析中国古代王位之争 p56  朱大可说过，
“美女不仅是细腰的性奴，也是镶嵌在权杖上的宝石。”  第一次应用别人的话，带上原作者姓
名p56-58  赵武灵王之死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65a8590100ayk7.htmlp58-59  田氏代齐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7287410100h8h3.html p59 &quot;中国封建时代617位帝王中，被杀、俘杀
、赐死、自杀者有305人&quot;  出自 熊乡江  浅析中国古代王位之争p62,63  出自  才华  试论法家思想对
中国现代化法治的影响 p64   “一断于法” 出自  战国法律指导思想 
http://www.cnedu.cn/news/2006/10/ta2895315729901600215504.htmlp64  “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
之道” 出自  大秦帝国 铁血文明p65,p67  孟子的王道，出自 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http://www.xzbu.com/5/view-2149859.htmp66 赵国，魏国，楚国 的描述 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
史经验p67,p68 “张仪骂孟子的话”还有史记载，明明是大秦帝国原版照抄的，欺负不懂历史的人么。
上文说的秦国求贤令发出后要密使尽可能设法少让儒家士子到秦国来传教的话，本来还想查诸史料，
求证下原文出处，看到这段“有史记载”之后，也是从大秦帝国抄来的吧。一部当代小说也可以当成
史料了。看到这有种看不下去的想法，想想算了，为了书钱，继续纠错吧。p68  “墨家” 出自 大秦帝
国p69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出自 苏全有 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的反思——以清末新
军为考察中心p69,70  “商鞅和他的后生们”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p70  “这就好比一
个重症病人” 出自 聂作平 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后文还有大量抄袭的p71   “术治
亡韩” 出自 大秦帝国 p72  &quot;迂政亡燕&quot; 出自 大秦帝国  及 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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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国策摇摆“ 出自 洪兵  战国杀   纵横捭阖最摇摆（下）  原文为&quot;中原诸侯伴随着《最炫民
族风》的旋律，一起蹦迪&quot; 可以看出作者抄袭的水平 p73  “小白用管仲，就不重视礼仪法制”  
出自  网文 http://tieba.baidu.com/p/739232249  后面还有抄袭这篇的p73  “偏安亡齐” 出自 秦文明的启
示：组织成长基因分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9afd9d0100qehr.html 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43aa60101a1v8.html (这个博主的文章后面还有大量抄袭）  两篇糅合而
成p74   “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开放”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43aa60101a1v8.htmlp74-77  “秦
国变法”  出自  秦文明的启示：组织成长基因分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9afd9d0100qehr.html  
及 大秦帝国 栎阳潮生 迂政亡燕  及  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糅合而成p75,p76页  围绕变法问题争
论的文言，和百度百科翻译的一模一样《商君书·更法第一》http://baike.baidu.com/view/11638921.htm  
都不带变的，一字不该照抄。而且其中的两句翻译很有问题，“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
也，不易礼而亡”。意思很明显，商汤周武之所以称王天下，正是不修古才兴起；夏商的灭亡，正是
由于不懂变异（更改）礼而亡。这样前后语句才显得通顺，作者复制时难道不理解一下子前后的文意
嘛？p77  “正所渭燕赵慷慨悲歌” 出自  林东林 谋国者p78   “文化，有着鲜明的区域特性” 出自 地缘
文化看山西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3805ea40102vkvc.htmlp78  “各种地域文化包括了” 出
自《中国传统文化概论》p78  “地域文化是人们寄命于尘世的胎记，也是人们一生中或英勇奋进，或
碌碌无为的底气和精气所在”出自  林东林 谋国者 “那是他们寄命于尘世的胎记，也是他们一生中英
勇奋进的底气和精气所在”p78 “其中的风俗习惯则作为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一种思想形态，是埋藏在
一个民族文化土壤里的丰富金属。无论越过多少年，这样的金属都是不会变质的。” 出自 民歌小笺
“民俗更是埋藏在一个民族文化土壤里的稀有金属，无论越过多少年，这样的稀有金属是永远不会变
质的“p78，79，80  秦人的事功主义  出自  关中平原与关中文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35cd801008w7k.html 及任中义 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 p80 “诸侯各
国承接春秋以来以强凌弱的兼并之势”  出自  站在21世纪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回望与思考 这篇文章
下文还有抄袭p81  “地域文化就是这样，从其本身来说都有两重性” 出自  马仙玉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的意义 http://www.zhlzw.com/qx/dfw/719628.htmlp81-83  “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及后文的
描述 出自 大秦帝国及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 及网文
http://www.huaxia.com/hb-tw/hubytw_jsdd17.htmp83 “驾着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舟的
胆力纵身往江里一跳”  出自 梁衡 乱世中的美神 “她驾着一叶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
舟的胆力做了好一场恶斗”  下文还有出自这个人的文章的内容p83页，说屈原死，是他的宿命，也是
他的悖论。 这个悖论用在这里不伦不类p84, 齐文化 出自  齐文化发展简史
（http://news.iqilu.com/other/20100914/321976.shtml） 及齐文化的模式、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http://www.gmw.cn/01gmrb/1998-09/11/GB/17812%5EGM7-1103.HTM）p85页，齐国五大问题 出自
http://tieba.baidu.com/p/739232249p86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
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文化这个软地带” 都是出自大秦帝国p86 “地域文化作为” 出自地域文
化百科词条 以下文字出自大秦帝国 迂政亡燕 p87  “赵国” 出自 大秦帝国 及 黄金台现象与燕赵文化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9356/867111.html）及百百科词条 燕赵文化p88 “燕国文化” 出
自 百百科词条 燕赵文化 及 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p88 “矛盾的统一体，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
” 出自网文 地域与性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1b95d6010008px.html）p89  “三晋文化” 出
自 战国七雄对外战略比较研究p90 “是中国文化注重现世”出自网文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
？http://money.163.com/10/0919/09/6GUFJFN200253G87.htmlp92  “大禹想出了一个办法”  出自 余秋雨 
《寻觅中华》总序p93  “原来的家长称了天子” 出自 王明德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
转变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gudaishi/special/zhaoshiguer2/detail_2010_12/05/3355194_0.shtmlp93页
关于爵位封地的话，怀疑古代怎么会有开平方不尽的说法。查下资料，原来是杜佑的《通典·职官·
封爵》里记载：“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摄改制
，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孟子·万章篇》“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看到这里明白了作者什么
意思。 作者不懂得”方“的意思，错理解为面积了，方在古汉语里是纵横的意思，方百里意思是纵横
百里，也就是2500平方公里，1万平方里(不过一般没有平方里的说法）。作者不是误人子弟么。这段
话也出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1767041.htmlp93 ”三种贵族“  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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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114085.htmlp93，94   “四种地主” 出自 网文  战国时期的地主与农民
http://news.cang.com/infos/201010/127429.htmlp94  “商鞅规定” 出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6821.htmp95 “贵族从分封制下的社会政治阶层转化成了郡县制下的社会
阶层“ 出自 王明德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p95  “除了吃饭、做爱亲力亲为之外
”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guizujingshen/detail_2011_04/28/6039634_1.shtmlp96，97 “
季札挂剑”  虽说是常识，但和别人相似度极高，而且感叹于都一样， 不得不说是抄袭了， 原文 中国
也曾有过贵族：春秋战国是其黄金时期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guizujingshen/detail_2011_04/28/6039634_1.shtmlp97 “催动人
类社会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总是那个时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出自 春秋是中国贵族文化的顶点 人文教
养辐射整个社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gudaishi/special/zhaoshiguer1/detail_2010_12/05/3356891_0.shtml?_fro
m_ralatedp97  “无令而擅为” 出自 马卫东，黄中业 的 战国七雄富国强兵的动力与阻力p97 “较少考虑
民意或不考虑民意“出自　朱本军：改革到底有多难
http://opinion.hexun.com/2012-04-02/140022630.htmlp97 “主要靠宗法血缘、姻亲纽带 ” 出自 论春秋战
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p98 “在商鞅变法的高潮之后” 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
经验p98  “径阳君” 当为“泾阳君” “继位前41年中” 前字多余p98 “贵族控制下的生产关系已经不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 ” 出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1886306.htmlp98，99“变法之初的主要
矛盾是....” 出自 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魏国条目 看来作者不把这篇帖子的内容抄完不罢休p99 
“白公胜 ” 出自 陈敏昭 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p99  “如同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 出自 洪兵 战国
杀 p100 “直接针对贵族势力的致命基础” 出自 战国时代的基本特
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gl0w.html  p100  “宗族旧家如果没有军功” 出自白寿彝 中
国通史 上古时代（上册）乙编综述·第五章战国时期·第二节 战国“七雄”与各国的变法图强 p100  
“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 出自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p100  “他们也讲
变法，但他们的变法 ” 出自 从反纳粹斗士到红色独裁者 http://yanchh.blogchina.com/1354766.html他只
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
腩p101，102 “甘龙”出自　　孙皓晖　人物解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ddb4f0100b0hr.htmlp102  “商鞅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战鼓的鼓点” 出自
狼图腾 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战鼓的鼓点，敲得他的心通通通通地连续颤疼。p103  “贵族们忙着宫
廷政变 ”出自　为什么六国不效法秦变法图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716f5b01015ami.htmlp103  楚国变法  出自  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及 李玉洁  论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的负面影响p104-106  “六国宗室专权”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
历史经验 及 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p104  摈弃士卿世禄 士当作世p106 “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 
出自 权力家族化催生畸形官场生态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417/259090.shtmlp106 “官本位的基
础是权力的通吃性,而权力通吃又是赢家通吃的一个变种” 出自 挂职锻炼与分配正义 p106   “变法者必
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 出自  黄卧云  黄卧云：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p107  “忽视他
人的利益和感受”及下文“妥协不是强压下的退缩” 出自 妥协的意义
http://zw.liuxue86.com/z/2282490.htmlp108  “在万众一心盼改革的大环境下” 出自 改革需要利益妥协
http://paper.dzwww.com/jjdb/data/20131111/html/1/content_6.htmlp108  “魏国变法”出自 浅析六国变法
不彻底的原因p108,109  胡服改革 出自  改革需要妥协？──二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
录》 http://www.wyzxwk.com/e/DoPrint/index.php?classid=21&amp;id=42849p109  “赵武灵王贯穿了妥协
精神”及下文 “变法需要妥协“ 出自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多以失败
终http://news.sohu.com/20080422/n256442122.shtmlp109 “政治强人” 出自 朱本军：改革到底有多
难p110,111 犹犹豫豫的人  出自 鲍鹏山 谁的成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cc8850101aqfn.html?tj=1p110   ”秦法无情“ 出自 从《大秦帝国》看企
业管理  http://www.chlngg.com/hot/the_n_view_9072.htmlp111,112  围棋的譬喻  出自 黄卧云：对中国改革
历史的思考p112  “庙堂迷信暴力” 出自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多以失败终局p112  “吴起改革” 出自
 魏楚秦改革成败的当前启示
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2-11/01/content_1137190.htm?div=-1p113  “楚肃王即位后” 出自 
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p113  “英国历史上也有类似利益大洗牌的”  出自  改革需要妥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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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p113  “缺少妥协精神‘ 出自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多以
失败终http://news.sohu.com/20080422/n256442122.shtmlp113 “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不停地运动、
发展、前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保持了平衡&quot; 出自考研试题，书里还有许多地方是考研的试题
或者是参考资料或是练习题等等p114  “如果从宏观的中华历史来看，其他各方也同样是主角” 出自 
余秋雨《寻觅中华》之 乱麻背后的蕴藏 p114 “战国的变法运动实质上是政治形式下的” 出自 从商鞅
变法谈改革p114  “变法者如果在战略上退缩不前” 出自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变法改革失败原因
和借鉴意义p114  “七雄之中，唯有秦国” 出自 黄中业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  一篇文章分散在多个
篇幅中p114,115  &quot;李悝吴起等变法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quot; 出自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变
法改革失败原因和借鉴意义p118  靖边安民、洛河黄沙、万马千军   洛河黄沙 费解p120  白起坑杀四十
五万赵兵 ，目前通用说法是四十万 下文 “九王之尊”，应为 “九五之尊”p129  毛遂劝说的是 楚考烈
王，不是楚顷襄王p135  田方子  应为 田子方 p141  赵王用毛遂致兵败身死。毛遂兵败自杀只是网络上
的帖子，竟被拿来当作史料了，这是写小说呢？p148,149,150 对公孙衍的介绍 大部分和 百度百科 公孙
衍条大部分雷同，而且文中“合纵再次失败后“，文中根本没有介绍上一次合纵怎么失败的，复制都
不看看上下文么，不想说什么了。p151 说白起甚至是个文盲和草民。 不知道白起，又叫公孙起么。知
道公孙二字的含义么。p154  ,155,156，157  关于商鞅变法的内容，完全照抄 《从商鞅变法看军事制度
改革》戴旻棣的论文 p157  引用的文言文 翻译漏一句“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志
，而立所欲焉。”p162  “上三针，下无针”  当作  下五针p167 引用的文言和翻译比起来少一段，当然
翻译也是照抄。p179 上文为魏武王，下文为魏武侯，当为魏武侯。前后只差别竟然视而不见。p174  
《无衣》的翻译和阐述 照搬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44844.htm“这首歌谣反映了.....”，一看
这么形式化，一查果然是抄。p180 点睛之处，全在响尾。 响尾不解何意。大致是后面末尾的意思，查
了几个字典都没找到什么意思。还是网络上的段子p180-186 关于商鞅变法的阐述 好像出于 《秦国是怎
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聂作平 对比了下，只是换了次序，大段摘抄，偶尔改变下其中一些文
字的描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60ef50100ds1y.html    “强国包括富国可以凭暴政而速成” 
这一段和文中一样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29b89d0101fss5.html   “商鞅用自己的牺牲这一段” 《
变革者的咒语——祝勇》p187 p18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cc8850101aqfn.html?tj=1  摘抄鲍鹏山
的文章《谁的成败》 凌志军《变化》中的“...没有一把刀能斩断浩浩的长江一样...” 引用就引用了，
还把人家原话都给改了，这就好像引用了别人的名言当自己说的一样，无耻。p189 &quot;战国后期,魏
国每石粟&quot; ，明明是战国初年，引用资料时间也给弄错，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改的p191-197 关于商
鞅变法的阐述 好像出于 《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聂作平 p192 “商鞅被成为魔鬼”这
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dbc3ea0100j582.html  妈的，各个段子抄来拼凑，p193  关键词搜索 
&quot;商鞅 边缘性偏执狂政客&quot;  出在天涯帖子，“弃灰于道者被刑”，“渭水尽赤”引用网络帖
子《中国十大变法人物失败势在必然》p197 “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d54170100gk6u.html?tj=1 《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p197 “一股阴柔、
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历史的刀锋--中国历史的11次偶
然》 曾纪鑫 p198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 《 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的
性格历史》p198   “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quot;  《大秦帝国》中的迂政亡燕p199   “我们首先
”p199  “过去中国人在历史教科书上造了不少神 ” 《身不由己的英雄》 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蔡子
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高级讲师）p201,202 “赐爵原则”出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5079481.htmp201  食禄制度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236/5138173.htm?fromtitle=%E6%88%98%E5%9B%BD%E6%97%B6%E6%9
C%9F&amp;fromid=945182&amp;type=synp202  统计数字 出于 《盛世的疼痛——祝勇》p203,204  军功爵
制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xrrOfq-n2Pt4NAkEfTNvJ54EqePj4JOPBilZgse1Ixk4B-b5RIXyEERFzijmeh1OI
GwtRFQxE7a9RLuhJkDJap202,203  出自  《商鞅主义的幽灵是否仍在徘徊》（作者：吴晓波）p203 
&quot;那些肉消失了..&quot;   《盛世的疼痛——祝勇》p204  ”先军政治一段文字“   祝勇：从未屠城
的“暴军”——秦国战车p204  “与国家对立一段文字”《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聂
作平 p205   “战国时期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纵连横成败探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98f450100083e.htmlp206   ”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  出自 
记耶鲁独秀林樱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2-09/25/content_426917.htmp208  &quot;春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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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不是主权国家一段文字 &quo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909c0010009q9.htmlp208-210  “春
秋战国”救援问题的一段文字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14469p214  关于范雎远交近
攻 “秦国若想称雄诸侯...”和别人的话一模一样就不可忍了
http://www.xunread.com/article/18b52564-3d91-47f1-8d46-f0f5b97fa5ed/34.shtmlp208-218  这一节关于战略定
力的讨论，请搜索关键字”透视历史兴衰，纵观战略定力“ 其中大段文字 可以看到怎么抄袭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14/20/479061_345300173.shtml   p216  “思路决定出路” 战略定力决
定未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gIr2WM0lg1A9G4efVooZj1Up-BgUnmxlNjdotneuA_zIOQmiv2Q2pLRKhj
WlBWIKOkHlZ8wF0CwR2xcjzgQz6z18R3MexqvEtY2eWiqdnup216,217  齐赵楚燕的论述出自  《 战国七雄
对外战略比较研究》任中义p218 “弊在赂秦”书是讲改革，却讲起了六国灭亡原因。p219 最后正如贾
谊所言“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则成败，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明明引用是贾谊和苏洵俩
人的。并且后两句也引用错了，应是“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则成败”找不到出处。p220 赂
秦  实际上《六国论》翻译的阐述，p221-225  资治通鉴的六国灭亡之路 抄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266690100bmcr.html 连翻译都不带差的p225  韩国贿赂秦国宠妃  出自《
战国策》“美人之价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并没有说明是韩王的宠妃p226   “秦国在对
土地资源加强管理的同时“  出自 战国时期秦国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法规（张仁玺)p226 “行贿者往往通
过感情联络、心理接近、思想沟通，使有权者警觉逐渐泯失、道德逐渐沦丧、信仰逐渐变异”也是别
人的话p227-231 张仪的简介 好像出自“ 战国杀（一部波澜壮阔的混战史）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5025-1.shtml行文很相似。“他跟公孙衍一样”，但书中并没有先介绍
公孙衍，直接先介绍的张仪，“跟”字说不通，而帖子里是先介绍的公孙衍，然后之张仪，一字之差
，应该可以判断是抄袭。另一个是作者的文风乱变，很容易看出端倪，细察之，果然。p231 战国七雄
的态势  出自“ 战国杀（一部波澜壮阔的混战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5025-1.shtmlp232  公
元前318年以及下文的战争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98f450100083e.htmlp232  斗牛场的描述 
铁血缰绳——秦法细谈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65396-1.shtmlp233 张仪的描述  
http://www.shufa.com/co/baibian/introduce.asp?id=207136&amp;u=zhangyi1909p234  &quot;张仪的成功是一
个草根的神话,而他的失败却是一出赌徒的悲剧&quot;,本来是别人拿来形容尼克松的，这类小事无妨
。&quot;尼克松的成功是一个草根的神话,而他的失败却是一出赌徒的悲剧&quot;p234,235  尉缭的简介
出自  李亚平《男人的天方夜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87e880102dqy4.html 中尉缭子的段
子p235  方东六国  应为东方六国p235 关于苏秦的介绍是出自 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0131.htmp236,237  “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利益在冲
突“，东方六国在结成同盟的同时”  合纵连横成败探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98f450100083e.htmlp239 “苏秦最后活到了53岁，” 上文已经说苏秦被
刺杀了，这儿又说最后活到了53岁，好像还没死的样子，应该也是抄袭别人，忘了改了。但还没找到
出自哪儿，p242 公元前503年，应为公元前513年p242,243,244   出自网文“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变
革” 这类的文章无所谓抄不抄，每个人都有自己总结的方法。p244       “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
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       《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p244
，245    “史籍有载...”出在  网文  “中国战国时期的资本主义”p246，247，248  关于宗族，社会结构 
大段复制，常用手法，变换段落次序，不可忍   《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叶文宪p247  “编
户” 出自  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辛田 p250 秦孝公的描述  出自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主
要人物精神解读之秦孝公嬴渠梁 》还有互动百科的词条，杂采之p251  千年变剧 应为 千年剧变p251  眼
光长远的人 一段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819770100jskd.html  无所谓，大家都引用，我发
现作者很少有自己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从别人拿复指过来拿来用，发现的好句子，好段落，都是别人
的，作者只会加个开头和结尾。p252   商鞅的描述
http://blog.163.com/0769_6656066/blog/static/57026449201031384634348/p252，254 商鞅和赵良的描述   《
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聂作平 一篇文章被作者分割进了几个章节中p254，25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43aa60101a1v8.html 抄人家一个女大学生的，无语了p255,256  &quot;那
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quot; 出自  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引言)p256 ”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
方式“  孙皓晖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p256  “王朝鼎革，想到世间所有的变幻与无常”《文渊阁：文
人的骨头》 祝勇p256  “六国没有敏锐的眼光,没有真正认识天下形势”《假日思战国 梦醒一身寒》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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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朝   作者的学生？或者作者到底读了多少书p258  马拉松比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819770100jskd.htmlp259  “纤尘不染的洁净,让他有一种超理性”  《谋
国者》林东林p259-262 第二次变法内容 脱胎于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 岑大利 中央党校文史
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商鞅变法说我们的改革”http://sztigerj.blog.sohu.com/118413026.html  两篇文
章杂糅而成p262  东方六国改革的三个阻力  出自  “主动改革才能不丧失机遇”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explore/201212/t20121226_157924.htmp263 ，264 &quot;韩国，楚国
变法&quot; 出自 网文“浅析六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http://tieba.baidu.com/p/2205390909p263  “守成，
法祖”  《清朝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积弱贫穷》李凌  “接班人”心态导致嘉庆皇帝错失最后的改革机
会   张宏杰  敢情作者你能创作出一个完整有趣的话不，总是改别人的。p264  “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
词”  出自 梁衡《把栏杆拍遍》p265  “无论是通观人类社会历史” 出自 网文
http://forum.home.news.cn/phonemore/94827058/1.htmlp265  “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精英” 透视历史兴衰，
纵观战略定力      http://www.bjqx.org.cn/qxweb/n110739c712.aspxp265 “人不同政不同” 出自 《改革到底
有多难》 朱本军 http://opinion.hexun.com/2012-04-02/140022630.htmlp266  “撞一天钟”  出自 “接班人
”心态导致嘉庆皇帝错失最后的改革机会   张宏杰p265,266   盛衰自有定数， 杜鹃啼血的哀痛  出自 《
文渊阁：文人的骨头》 祝勇p268  “寻秦记 ” 出自 写在《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出版之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d54170100gk6u.htmlp268  “经过五个半世纪的风雨兼程” 出自 祝勇：
从未屠城的“暴军”——秦国战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29b89d0101fss5.html  上文言战国254年
，这里说五个半世纪，很容易看出行文不连贯，抄袭无疑。p268  “战国末期的战争” 一样出自 祝勇
：从未屠城的“暴军”——秦国战车 p269 “赢政亲政前,先辈已灭六国军队150万” 出自网文  东方六
国为什么软弱为秦所灭？  http://www.wangchao.net.cn/xinxi/detail_439578.htmlp269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 祝勇：从未屠城的“暴军”——秦国战车 p269,270  韩魏齐楚赵燕 描述出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7390989.htm   历史背景条目 摘抄应该也点检查下吧。秦始皇初年 准确的应
该是秦王政初年确切。始皇毕竟是统一六国后的称号。p270  秦国的战车带着强大的势能从黄土高原上
俯冲下来    祝勇：从未屠城的“暴军”——秦国战车 p271  司马光  出自 网文
http://bbs.tianya.cn/m/post-no05-221985-5.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21985-5.shtmlp217-278  灭亡
六国之战 出自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qinchao/01/11044447/20081023/15150897.htmlp272，273 
上文 “公元前232年，秦始皇十五年，赵王迁四年“，下文就变成了”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七年，
赵王迁七年“,西历的1年等于秦国的2年，赵国的3年，这纪年法，这么明显的错误，还抄错？ 大地震
和旱灾的时间没错误，作者这样颠倒上下文，是意在突出赵国雪上加霜的境地，可实际情况是公元
前231年地震，公元前230年旱灾，公元年229年（秦始皇十八年，赵王迁七年），秦国再次攻赵的。抄
袭都抄错，无语了。p273  “冤杀李牧” 出自 《男人的天方夜谭》 李亚平p274  “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
般的政治家” 这段矫情的话也不是原创，出自 《小人》余秋雨 p274  “魏国灭亡的原因” 出自 孙皓晖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p275   &quot;王翦伐楚“  出自 《男人的天方夜谭》 李亚平p276  “大贬大荣”  
自造词？ 感觉还是用大起大落比较合适。p276 灭燕和荆轲的故事出自 网文 “东方六国为什么软弱为
秦所灭？  ” http://www.wangchao.net.cn/xinxi/detail_439578.htmlp277 “风起云涌般的马蹄声永远回荡在
耳边” 余秋雨《寻觅中华》连载之 乱麻背后的蕴藏p277   “齐国40年不打一仗” 出自  网文 “齐国去
哪儿了”http://tieba.baidu.com/p/3842531172p277 “被大米和美食喂养得像绵羊”  出自 《狼图腾》第二
章 “被粮食蔬菜农作物喂养得像绵羊一样怯懦”p278  “来自人质与舞女的基因” 出自 《男人的天方
夜谭》 李亚平p278   “从周天子东迁算起” 出自  网文 “齐国去哪儿了
”http://tieba.baidu.com/p/3842531172p278   “政府兴替是以社会支付巨额成本为前提的”出自 《 清末
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 苏全友  p279   “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  出自《乡关在何方
》http://www.sanwen.net/subject/528471/p279  “秦国统一六国绝不是天赐”  出自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qinchao/01/11044447/20081023/15150897.htmlp279  “历史总是雄辩地证
明” 出自 战国杀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5025-1.shtmlp280  &quot;战国变法运动自上而下“  出
自 《战国盛世跃动的九州》 黄中业  其中的一章“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p280  “奠定中国自秦朝
后2000多年”出自  《历史的拐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 王福生p280  “
前面讲到，中国自夏朝以来的五千多年历史可以分前后两大阶段”  可前面却没有讲到，所以这个也
是抄袭别人的而忘了修改，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辛田 下文 一段也是出自本文p281  “
古代的中国无论多么分崩离析&quot; 出自 《变革者的咒语》 祝勇p280-283  “商鞅变法阐述” 出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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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 王福生p281 “封建王朝的兴亡交替” 
出自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刘昶/吴昶 作者不确p282 &quot;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
运动&quot;也是出自网文p282  “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  出自 《商鞅主义的幽灵
是否仍在徘徊》 吴晓波p283，284 “各国先后实行按户授田的制度” 小农经济  出自 杨宽《战国史》
中 战国史对今后的深远影响 一节p285 &qu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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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 出自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 龙镇p284 &quot;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
经过去的变法运动并未真的过去&quot; 出自 《八十年代：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遗产》p285 “实施严刑
峻法与愚民政策所带来 ” 出自  《秦史稿》 林剑鸣 及网文 ”商鞅变法之我见“p285  &quot;国民性劣
化的第一个推手&quot; 出自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张宏杰  p285  “商鞅变法是黑色的” 出自 林东
林《谋国者》p285,286  “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人人强悍好战”及以下一段  出自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 张宏杰  p286  极终目的 应为 终极目的p286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出自  网文 ”商鞅变法
之我见“p287 “手段与结果往往相互弥补，相互映照” 出自 《棋形不好》 张炜p287  “其巨大的成功
背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出自 《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刘国祥p287  “千古哲人揣摩不透
的地方 那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  网文p288  “在尘世已经失去了安慰” 出自 生命就是伟大的朝
圣之旅--读但丁《神曲-序曲》前12行   闻中 http://www.my510.com/ac/wrd.php?arid=789304  后两段   “风
沙吹来了岁月，吹不老后人真切的思念” 也是网文p288   “两千年的风云变幻，带走了无数时代的痕
迹” 铁血缰绳——秦法细谈（序言） 一个大学生的文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43aa601019xlv.htmlp288  “商鞅不畏艰辛和强权” 出自  初三历史题目
http://www.chinadmd.com/file/6u6sxvezzrc3pc3ssxrvuwpi_1.htmlp289  “史学家夏曾佑”  出自 《历史的拐
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 王福生p289   “秦汉以后的改革” 出自 《历史
的拐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 王福生p290-292   “对商鞅的评价” 出自  
《高二历史精编教案》 第二单元   商鞅变法第2课  “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  p292  &quot;千古暴政
教父&quot; 也是出自教材课件 网文 p292  &quot;如果没有秦国统一“  出自网文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2171906/2733/70/43/6_1.htmlp293 “历史上的重大人物”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435fe0100mrts.htmlp293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
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4/16/25/2_1.htmlp294  &quot;世界上没
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出自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amp;id=171577p294  “角度，立场
，功过”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435fe0100mrts.htmlp294  做一个“看戏”的人真的很容
易，做一个“评戏”的人也不难，难的是做一个敢于“上台”的角色 出自
http://zhoubiao1129.blog.163.com/blog/static/228196152007111010920283/p296,297  两种情况   出自  《中国
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岑大利 p297 “松动了封建生产关系中落后部分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出自 
西南大学历史串讲第12讲：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 第四部分p297 突破型变法，修补式变法  出
自  成功改革的意义远超革命  许小年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xuxiaonian/shilu/detail_2013_11/11/31151189_0.shtmlp298-306 
出自 西南大学历史串讲第12讲：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 第四部分p298  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阐述  
出自  http://m.tianya.cn/bbs/art.jsp?item=free&amp;id=2515308p298,299 刘晏盐法改革出自  唐末商人政治路
径的不同制度因素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7088.htmlp300 “改革者忽视这个社会
有多种多样的力量”  出自 黄卧云：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5/07/5863660_404411072.shtmlp300 “改革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只
有把她们中的优秀分子遴选出来” 脱胎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p300  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 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  这是李斯的话，把什么都安到商鞅头上，也不看看对不对。p300，301  引用的 李渊的故事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3466701000i0x.htmlp301,302 元朝的故事 出自  《中国史纲要
》p303  自秦至清  出自   黄卧云: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p303 “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  出自《浅谈
改革顶层设计》 季 明  反正不是自己原创p305  “国人循规蹈矩” 出自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变
法改革失败原因和借鉴意义》 曹振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445e80101ckc9.htmlp305 “统治的
安全不取决与严防死守” 出自 黄卧云：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p306  “人类是野兽变来的,本来有兽性
”连接豆瓣给屏蔽了p306  “重塑国民性格” 出自《狼图腾》 “如果中国人能在中国民族精神中剜去
儒家的腐朽成分，再在这个精神空虚的树洞里，移植进去一棵狼图腾的精神树苗，让它与儒家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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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重视教育和读书功夫等传统相结合，重塑国民性格，那中国就有希望了”p307    &quot;历史定
律&quot; 及本片开头引用的杜牧的文字  出自 http://www.dooo.cc/2014/12/33505.shtml
4、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此间254年的历史，既辗压着万千血肉，又绽放着无数梦想，在战争
的号角一次次响起中，让人地撞进了一个个沉迷于此又想拔脚就走的梦里。战国，最早由司马迁老先
生所发明，寥寥二字，就将那个纵横捭阖、连年征战的时代高度概括，准确而生动。那个时代就是这
样：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联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真可谓战乱不休。若说春秋
时的战争是体面而光荣的，那么战国时的战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目的转变为兼并诸侯列国的土地
、城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兵不厌诈”四字，在这两百多年中随处可见。有言道：危机是改革
的酵母。而其中，危机最大的便数秦国，积贫积弱、野蛮暴力、地散人稀，使所有诸侯国都鄙视秦国
。哪知短短数十年后，它通过改革兼并了众国，如此巨大的转变，真是令人一惊。在这危机重重的浓
雾之中，功不可没的当属商鞅。其变法之速、变法之深已广为人知，从这场变法中，可见其人之脾性
。他有眼光，当时秦国虽颇为羸弱，却因其广纳贤才，听用良策而留了下来，成为辅佐君王的良臣。
他也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来做符合时代特征的变法。人虽向往文明，在乱世却是力大为王，痞气比
脾气更重要，他便采取了铁血政策使国家整体强大。与此同时，他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将变法与时俱
进地去做改变。功过三七分，当今世人看来的冷酷的铁腕手段，却符合战国时的强国需求。虽说商鞅
太相信自己，从不考虑民生，致其落得五马分尸亦无人同情的惨境，但从大局来说，君王世代更替，
皆一心一意使国家强盛；良臣主动变法，且做到人亡政不息，亦非易事。相比其他大国，要么醉生梦
死，要么消极逃避，种种退缩与内斗，不断地消耗着国力。“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的严酷，让大人物无暇顾及其他，养士之风盛行，使得一大批文人墨客涌现而出。事实如此：诸
侯权力下放，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学习，而战争需要知识，这在客观上培养了人们的谋略、技能和才学
。这才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出现“百家争鸣”的新气象。那是一个才情肆意张扬的时
代，那是一个豪情与血气交织的时代，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让诸子百家纵横驰聘，
意气风发。活跃的思想为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诸子百家将精神殿堂装扮得富丽
堂皇，乃至其后各个朝代的思想都未跳出思想巨人们画的圈。乾坤朗朗，岁月无情，人做天看。即使
硝烟已散，斯人已逝，历史的影响仍留存至今。商鞅的变法运动，使中国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化、集权
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制度与发展模式。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穿越悠悠岁月，今日
仍渗透进中国人的血肉之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并不如烟，它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
，总有惊人的相似，这让人掩卷三思。喵呜2015年10月2日
5、文/河北小珊   评《战国》我是一个历史知识匮乏、已经认识到学习历史的必要性、正在有意填充
历史知识的人。这样一个人读过《战国》之后，除了对于这个时代和它所造就的人物的感慨，更有对
于作者五体投地的敬佩，以下是一些个人的体会，有不准确之处，还请各位书友指正、见谅。在我的
脑海里，春秋战国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想到这四个字就想到百花争鸣，毫无疑问，这是个文化大
繁荣的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盛世，是个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没有对比过春秋和战国各自的
时代特点，忽略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更忽略了这一片兴盛背后的代价。有句话叫做时代造就英雄，大
多数人都热爱和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足够幸运，出生、成长、死于和平盛世。乱世中的英雄们不是
为战争而生，却是在社会需要变法的时候顺应时代对于胆量、智慧的需求，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
、成就大业的。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迫切需要走上变法的道路，因为慢了就可能挨打、灭亡。为了
取胜，各国的君主招揽能人志士、供养门客为己所用。他们钻研兵法、计策，学会了排兵布阵，为了
取胜不惜失掉礼仪道义，并将之称为“兵不厌诈”。就连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商鞅，也是采用“诈”的
伎俩变法成功的，不会使诈、被人诈只能说明不够聪明。《战国》这本书中，作者紧扣变法这一主题
，讲述了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岁月的变法运动。
那时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出现了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
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其历时之久、范围
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它所提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历史
与教训，让我们看到，战国，犹如其名，就是一部争斗史、改革史。那是一个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
黎民百姓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每天夜里睡下，都不知道能否看到第二天的曙光。士兵将领不管
是精力充沛还是疲于应战，也都是讲生死系于一线，想来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是最能畅快淋漓、最能安
抚人心的事情了吧！另一方面，文人地位却被抬高到空前的高度，只要头脑里有思想，如果有幸被赏
识，那么就算交上了好运气，不仅学识被认可，还能带领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就如作者顾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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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战国是个“怪胎”，是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实在恰当。然一切已成历史，历史无法用对
错、好坏来评判，只能是辩证的分析、看待。对于变法，不变则不动，没有进步就没有现在的生活，
然而变，也是需要沉重的代价的！（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6、战国，群雄割据，风起云涌。在历史作家顾伯冲看来，这是一个“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
要想成为这个舞台的重要角色，就必须“励精图治当自强”。顾伯冲对历史有着独到的思考，他以《
战国：一部改革史》问诊战国脉搏，本书并不以故事见长，而是处处显露着思考的成果。顾伯冲以时
代背景入手，用两章的内容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其余各章则紧扣着各国改革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
分析深度挖掘其成败得失。谈七国变法，商鞅排在首位。商鞅就像一个大手笔的魔术师，手中的红绸
子使劲一抖，立即就笼盖住了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全方位出击，齐头并进，
锐意进取，这样的效果好不好？立竿见影！谁也不能否认秦国崛起与商鞅变法的关系。为什么是秦国
而不是其他国家呢？顾伯冲说，地域文化是隐形“导航器”。秦国旧势力比较小，所以商鞅变法成功
，这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遇到极大阻碍很不一样。吕思勉曾说，“秦国开化较晚，所以
风气朴实”，民众比较听话。只是商鞅这种法家政治风格过于独裁、刻薄、寡恩，这些“听话”的民
众最后终究被逼得愤起掀翻了秦王朝，可谓是“得也商鞅、失也商鞅”。顾伯冲在书中畅谈“两条道
路”，以及秦地的“事功主义”文化，读者可以从中明白为什么商鞅式变法只能有此一回，中国历史
的发展为什么抛弃了这种改革模式。改革重在创新，创新必须除旧，这就必然会侵犯既得利益。革命
还是妥协？这是个问题。顾伯冲细缕分析，寻找答案。换一下衣服嘛，有啥大不了的，君王下个命令
不就好了？赵武灵王不是这样。他亲自跑到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大臣们被感动了，换了衣服，
其他改革也就顺利开展了。赵武灵王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尊重和妥协。我想起另一桩事儿。清末李鸿
章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一段涉及到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谈话，李鸿章认为，衣服旧制是祖
先遗留，决不可更改。换个衣服还这么难，我们可以想见清末改革派的阻力有多大。人们常说改革之
难在于触犯了利益集团。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样都是触犯利益，为什么有些改革
成功了，有些改革却惨遭失败呢？“切蛋糕”是一个现代常用比喻，顾伯冲将其引入战国形势，指出
七雄变法，谁能从容自如地“分蛋糕”，“蛋糕”相对均匀，改革的面貌就会为之一变。我国历史缺
少这种妥协，很多改革的失败就在于新、旧派的互不相让，非要斗个你死我活。适度的妥协是智慧，
是长远的目标，也是大局意识。改革需要人才。苏秦、乐毅、孙膑、申不害等，纷纷亮相顾伯冲的笔
端，但关注点更多放在了君主们的身上。顾伯冲说，比拼的就是“头儿们”。纵观战国的变法史，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君王对于变法的成败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是人治社会，认的就是这个理
。君王是聪明睿智，还是昏聩无能，往往直接关系变法的质量和百姓的祸福。人在政在，人亡政亡，
使得改革难以继续。赵武灵王改革成功了，他的继承者却没能进一步深入。赵武灵王因宠姬遗言而废
长立幼造成了赵国政局的动荡，而秦国即使刑杀了商鞅，却继续了变法的各项措施，可见得稳固的制
度的重要性。中国历史充满了类似的故事，保持头脑清醒确实不易，而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君王之身更
是许多改革失败的根源。这是“人治”的根本弊端，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依法治国”，完善的制度
可以吸收大量的人才，也可以防止人才的变质。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
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显然顾伯冲的思想与他们灵犀相通。本书较全面、深刻地分析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改革的战国变法运动。改革皆有相通之处，温故可以知新，辨析能够沉思。透
过故事的层面，看到历史背后的东西，读而思之，由作者所悟而有所悟，或有独到之悟，那岂不更妙
？主要方向：历史、人文、社科、财经、科普、教育类书籍。喜爱具有知识深度、逻辑严谨、思维周
密的书籍。欢迎约稿，书籍如果不合口味，婉拒还请见谅，多理解。
7、齐被燕国打的只剩下两城应该是齐宣王时 齐宣王是齐威王的儿子而不是他老子
8、《战国》挺好看！相比于战国时期，我更喜欢春秋时期呢。原来春秋时期中国人的贵族申士已经
那么牛了。没有什么腹黑，两国对弈的时候，某个国王（我的记性后，刚看即忘）摆好阵势却不开打
，硬要等对方的军对过了河列好阵大家一起数“一、二、三开始”才能正式开打，结果自己却大败，
被战国时期的各人拿来诒笑万年。但那时候的公平竞争真的如此可爱啊。所以如果要选一个朝代穿越
的话，不是唐宋，我要选择春秋。但是必须成为一个贵族，因为在春秋时代等级严分，平民是没有任
何机会的。所以的公平挑战也仅限于贵族之间，并且他们也不牵扯百姓，战争也只是小规模，百姓只
有围观的份儿。其实这样的世界，还是很好的。只是春秋之后的战国，情况就变了，变得相当腹黑，
各种战术，各种功利，各种残酷，一场征战能杀对方45万人！这残烈程度相当可怕，商鞅也使用反间
计，两国对战，对方的首领是他的旧友，朋友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只因各事其主才互相为敌。于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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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修书一封给对方，大念旧情，说咱俩以前情同手足，感情多么好，为什么要做敌人呢。不如我们做
做样子，相峙几天然后互相退兵吧。多年没见，来我军帐叙叙旧如何？对方捧着信估计是涕泪俱下了
，是动了真感情哈，居然真的自投罗网来会商鞅。哪知一进门立马被拿下，然后被商鞅杀了几十万的
兵力。还有那个吴起，领兵作战，可是自己的领导并不完全信任他，怕他不好好打，因为他老婆是对
立国的人。吴起为了获得百分百的信任，回到家就把老婆的脖子给抹了。哎，战国才是真正的战场，
跟春秋时期简单的贵族们想比，战国可是复杂多了，环境险恶一万倍，要想活命就必须改革，所以变
法运动变成了战国的主题。每个国家都在寻找良臣变法。而且那个时候的孔孟思想，得不到重用，因
为说得好看，但是完全没有战斗力。战国乱世，倒是出了不少的英雄和名流。“战国变法这出好戏，
以及其中的名与利、是与非、美与丑、苦与甜、还有那些时哭、时笑、时扼腕叹息、时击节称快的故
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无穷的营养。与其说这是一部离乱史，不如是说
中国史上第一次大改革史。”其实在后人看来，战国是无比精采的，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改革变法丛
生，社会被推进文明被推进，各种制度在健全。读读战国史，真的可以明白许多事。历史就是拿来叫
人明事的，牢记改革的历史教训，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当下与未来。只是可惜，现今的时代，没有催生
许多战国时期的变法名家。宁越、徐尚，苏秦，杜赫，孙膑，田忌，赵奢，商鞅⋯⋯太多闪闪星辰哦
。
9、对于历史并不熟悉的我来说，这本书刚好给我科普了一下。对于战国时期的记忆，应该是停留在
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科幻电视剧《寻秦记》。而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还不断的回想起剧中的画面，拼
命的对号入座。对于历史，电视剧的形式总能让人印象深刻，但电视剧的一些剧情也难免会和历史有
些偏差。战国时期，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变法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落后必遭挨打”是每个时期
都适用的。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它明明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但君主却安于现状，只想做一代霸主，
而不想做统一的君王。而赵国，也只有一位赵武灵王有统一天下的心，但最后死于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赵惠文王之后也并未继续变法，随之，变法也就落后于秦国了。要我变法还是我要变法，被动和主
动的关系。而这种意愿的变法是原始动因，决定这变法的走向和长度。自然，主动变法，是自我革新
，自我发展，具有长远目光的。被动变法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得不变法。而秦国是不甘于现状，
选择主动变法，这种主动变法肯定比被动变法要坚定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秦国的变法是最彻底、
最深远的变法。秦国的变法，商鞅采用了极端的严厉的手段，决不跟任何人妥协。尽管现在的我们看
来，有些手段未免太多残忍，但在当时，如果不是这种强硬的手段，变法又如何实行下去呢？就像一
个人老说着要变得优秀，但从来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到最后，其实什么都没改变。而历史总能很好的
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变法兴起的时候，很多诸侯国都纳贤变法，但当这些变法
取得一些成效时，随着诸侯王离世而结束变法。比如，赵国、魏国、齐国等，这些国家的变法都是断
断续续的，不彻底的。书中提到对于战国时期的国君与变法主持者有四种人，第一种醒得早起得早的
人，这一类人聪明绝顶、从来是自己掌握命运。第二种是起得早而未清醒的人，这一类人喜欢靠运气
，随大流，做事没有主见。第三种是醒得早起得晚的人，这一类人很聪明，但过于懒惰，不思进取。
第四种是不醒不起之人。这一类人完全是平庸之辈，国家必定毁于这些人手中。我想，秦国则是属于
第一种。秦国由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秦国各代君王为打下了统一天下的坚实
的基础。如果其中一代君王昏庸无能，废除变法，那么统一天下的人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我
们不是君主，没有他们远大的抱负。但从历史中，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要变得优秀，还
是甘于平庸。优秀的定义因人而异，但绝对是从改变开始的。是革命，还是妥协。对于我而言，自然
还是革命的好。不敢说要变得有多优秀，但起码要在进步。　PS：作品均为原创，如需转载，请豆邮
或24685251@qq.com联系笔者。
10、首次全景展现战国时代社会变革全貌　　书中不仅纵向梳理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情况，而且分
别从时代背景、变法动力、指导思想、变法瓶颈、人才作用、体制机制、人心向背、、战略眼光等方
面，对各国变革的兴衰成败作了立体式、全过程、多角度的横向剖析对比，试图以这种方式洞察改革
的特点与规律，总结改革的历史教训。　　通过改革了解战国，通过战国认识改革　　改革贯穿了整
个战国时代，既成就了它的辉煌，也不可避免地为其打下了血腥野蛮的烙印，改革的成败直接决定了
战国以及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了解战国的改革，了解它的成，它的败，它的方方面面，对
于认识改革的本质，看清当下与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独到的观点，隽永的文字。顾伯
冲先生作为历史学者与散文家，其作品既有史家的客观冷峻，又具散文家的笔触情怀，本书在阐述历
史的同时不失独到见解，常能给人醍醐灌顶之感，其文笔犀利流畅，读之在厚重之外更有直指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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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快感。 具体观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
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
出现了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燕昭王乐毅改革，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
它所提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历史与教训，我们不得不说，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 
11、战国时代，自三家分晋起，至秦一统终。历时二百五十余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中，这二
百余年几乎是白驹过隙一般。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它拉开了中国几千年封建
史的序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谱写了一曲血与火之歌
。其中笑到最后的，便是秦国。很长时间里，猫靴印象中的秦人，就是粗粝，这种粗粝源自大西北贫
瘠的土地，常言道，荒山恶水出刁民，这种土壤上养育的自然是野蛮凶恶的。但通读这本书之后，让
我对秦国有了不一样的认识。秦人骨子里的坚韧不拔，高度的执行力，以及充分考量列国，和自我剖
析的诚恳态度，再加上历代明君们的励精图治，才是其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本，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在各国中，秦人算是最底层的屌丝了，他们没有楚人衣食无忧的浪漫文采，也没有齐国那种曾雄极一
时的优越感。秦地很穷，地广人稀，秦人劳作之余，还要受周围少数民族的欺负。在列国眼中，也耻
于与秦人来往。甚至在联合盛会上，也不带秦人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秦国国际地位低下，
倒也成了举国奋斗的动力。人贵有自知之明，秦人自知文化低，的确，战国文化百家争鸣，却也没见
哪家是出自秦人。那便招贤吧。于是便来了个商鞅。其实商鞅一开始也不叫商鞅，叫公孙鞅，卫国人
，所以也叫卫鞅，他的一系列变法措施，对秦人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一般。这种革命，自上而下
，内外双修，论细化程度和执行力上，战国无人能出其右。商鞅深谙法家思想精髓，先是从改变传统
生产关系上调动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进而将其合法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诶，是不是听着感觉很熟啊，喊了几千年的口号，还在喊~对内重农抑商，对外按功行赏，这
些都是相当必要的，在商鞅最初推行变法时，可以说是立法，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第一次变法中
，确定了秦国之后的大方向，改革户籍制度，什伍连坐，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重农抑
商等等一切改革，都是为调动人民积极性，同时招收流民所做，可以说是在为战争积累能量，蓄势待
发。而在第二次变法中，更多的是巩固成果，在基础上更加细化和进一步激励民心，同时，也是对贵
族们伤害最大的变革，实行土地私有，再加上上一次的取消世袭，贵族不如狗。这也是为商鞅之后的
命运埋下了伏笔。果然，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诬告，潜逃后起兵反抗，兵败身死，尸身还要遭车
裂示众。但这是后话，秦惠王虽然杀了商鞅，给贵族们一个交代，但商鞅之法却从未动摇。在战国这
动乱年代，每个国家都藉改革改善国力，其中花样翻新，因地制宜，上及权贵，下至庶民，然而马克
思早已看穿了一切，说道，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通知，都会消除或改变过去的历史，并力图
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各个国家不论主动也要，被动也罢，审时度势都在力求改
变。但唯有自上至下的执行力度、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深度，以及变法的手段方法不同，而决定了
列国最终的命运和走向。这一切都写在书里，自己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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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战国》的笔记-第288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旋律。两千年的风云变幻，带走了无数时代的痕迹
，但是后人对.......的评述却始终没有停止....
站在历史的墩子上极目远眺，在改革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里，改个价与费改个价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就是他是否真正为国家、为民族做事......

言论很是精辟至极！

2、《战国》的笔记-第156页

        任何制度的渊源都存在于利益中，利益对制度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力。游离于社会法规之外并未
民众广发接纳的“潜规则”，就是固有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反应，这种“潜规则”既可以成
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能从侧面消灭制度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因此，制度只有与利益契合，发挥其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才能真正深入民心..

3、《战国》的笔记-第2页

        战国变法运动的“催生婆”不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个魔鬼，并且是人类良知共识的魔鬼——战争

4、《战国》的笔记-第17页

              总体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

二是地主阶级封建化政治改革，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

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五是开国之初相对贤明的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革。

5、《战国》的笔记-第1页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趟在改革的洪流中看过去的改革，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吗？也许有
，那绝对是少数人。在庸常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的利益观中生存的。回眸历史时，难免
伴随着复杂的感情。理性的反思只有克服被当下的利益左右，才能“旁观者清”，才能比较接近历史
的实际。因而，要清醒地看待史上的改革，必须睁开清纯的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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