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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

内容概要

《气吞万里》内容简介：刘裕一手拉开了跌宕起伏的南北朝大幕。论文治，他的政策促成了“元嘉之
治”的太平盛世；论武功，他使南方在乱战一百多年之后首次统一。两次北伐，奠定了南朝最大疆域
，若不是最后一刻功亏一篑，第一个由南向北完成统一的就不会是朱元璋。让我们重温那段金戈铁马
的历史，再现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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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老师，资深文史研究者。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文笔平中见奇，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诙
谐幽默，不落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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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三月，东晋帝国的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京口为其
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一位名叫刘翘的小功曹(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心情很郁闷。郁闷的原因是本山大
叔说的那句话：人还没死，钱已经花完了！    根据东晋帝国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在晋陵郡像刘翘这
一级别的低级公务员，编制共有一百零八人，正好与水泊梁山鼎盛时的干部总数相当。虽然东晋帝国
政府在给官员发工资时并不特别吝啬，但这样的芝麻小吏，薪水也实在不能太丰厚。当然，刘翘的工
资比上固然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较之大部分小老百姓，他的生活不能算拮据。但人对贫富的感觉
，并不仅仅来自于绝对收入，更来自于对比。看看他的老爹吧，刘靖，东安太守！再瞧瞧岳父赵裔，
平原太守！夫妻俩可都是市长家里出来的公子、千金啊！目前的日子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太苦了，《宋
书》直接用两个字概括：“家贫。”特别是现在，娄子赵氏已怀胎十月，刘家马上又要添丁进口了⋯
⋯    其实东晋帝国这一年原本应该是隆和二年。但就在新年后不久，晋哀帝司马丕的生母周太妃突生
重病。为了给母亲祈福消灾，司马丕便不顾改元在岁首的惯例，于二月宣布改年号为“兴宁”，大赦
天下，想求一个兴盛安宁。    虽然俗话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但那讲的是天下一统的
太平岁月，如今可大不相同。这一年的华夏大地上，即使不算那些草头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就
有五个：东晋、前燕、前秦、前凉、代，年号有七个：隆和二年、兴宁元年、建熙四年、甘露五年、
太始九年、太清元年、建国二十六年。而且这种状态自从司马家的一群王爷们为了争权夺利，不要命
地自相残杀以来，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因此也害得老天爷对改元这档子事产生了审美疲劳，就像一
个天天受贿的贪官老爷，已不大记得清有多少人行贿一样。结果，老天爷对司马丕的讨好顶多打了个
不耐烦的哈欠，什么福也没有降，周太妃只撑到这年三月十七日(公元363年4月16日)便病死了。    司马
丕很伤心，但朝中大臣如仆射江虨等一班老学究说了，只允许他表现出适度的伤痛。因为司马丕是从
小宗入继大宗当上的皇帝，所以从礼法上讲，他的母亲已经变成了当朝太后褚蒜子，而不是周太妃了
。既然只是死了个“婶娘”，自然不许太难过！和东晋的其他皇帝一样，司马丕只是被世族豪门们推
出来的门面，既无魄力，又无实力，不敢像明世宗朱厚熄那样和大臣们玩一次“大礼仪”事件，只好
妥协了。他原想服丧三年，大臣们不准！想服丧一年，大臣们也不准！最后定为服丧三个月。假如他
知道司马皇家的终结者也在此刻诞生了，会不会更难过一点？    大人物的伤痛会有史书记录下来，广
大芸芸众生则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尽管他们感受到的哀伤一点也不会比大人物小。就在司马丕望着母
亲周太妃无奈辞世的这一天，小公务员刘翘的妻子赵安宗正在承受着分娩的阵痛。很不幸，是难产，
急坏了屋内的接生婆和屋外的刘翘。天色渐晚，当屋内终于响起婴儿的啼哭声时，妻子的呻吟和气息
却渐渐消失了。关于刘裕的出生日期，史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宋书·武帝纪》认为，“晋哀帝
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即三月十七日，与周太妃的死在同一天，本文采用此说；《宋书
·后妃传》记为，“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    刘翘走进屋，眼前是非常冷酷的现实：二
十一岁的妻子已经香消玉殒了！小公务员又把视线移向还在啼哭的男婴，目光里充满无奈与愤恨：要
怎么养活他呢？那时候京口可没有超市，连“三鹿”都买不到。雇一个奶妈？光办理妻子的丧事已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再加上这样一笔长期开销，对于早已人不敷出的刘翘家来说实在无法承受。而
且这个孩子简直是个灾星，一出世就克死了娘，留下恐怕不吉利！想到此，刘翘心一横，牙一咬，抱
起孩子走出了屋子⋯⋯    片刻之后，一个哺乳期的少妇急匆匆走进这个因刚刚死了女主人而显得有些
阴郁的小屋。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脸上怒形于色：“再难也不能扔掉孩子啊！这对得起我刚走的妹
妹吗？”刘翘低着头，无言以对。见此情形，少妇道：“好吧，你不养，这个孩子交给我来养好了！
”    于是，这个刚出生便死了娘，又被爹抛弃的孩子便寄养到了这位少妇家。这个孩子也因此得到小
名——寄奴。他的大名，是刘裕。按《宋书·刘怀肃传》的说法，这位少妇是刘裕的从母。从母也就
是母亲的姐妹，那么她应该也姓赵。有文章称，此人是刘裕的从叔刘万之妻杜氏，此说与《宋书·刘
怀肃传》的记载相差很大，也与《宋书·符瑞志》中“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的记载
相矛盾。    不论是赵氏还是杜氏，刘裕这位从母待他极好。她当时刚生下第二仑孩子刘怀敬不久，为
了保证小寄奴有充足的营养，甚至给自己的儿子断了奶。很多年后，刘裕已成为极有权势的大人物，
他特别照顾这位因自己而被亏待的表哥刘怀敬，授予他会稽太守之职(相当于绍兴市市长)。因为刘怀
敬资质愚钝，能力低下，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但刘裕不为所动，说：“故去的姨妈对我有再生大恩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见《南史·列传七》)刘怀敬终因母亲的善举而频得好运，刘宋代晋之后又
升任尚书(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金紫光禄大夫(荣誉加官，无实职)。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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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历史上，我们也
可以见到不少轻拍翅膀的蝴蝶：假如在那个晚上，刘裕的从母想的是“我家也不富裕”，南朝历史将
失去最高亢豪迈的一章！我们将见不到辛稼轩词中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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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的文娱活动还比较单调，即使只是和大人一道去看场露天电影，在那时也是珍
贵的记忆。记得那时年幼无知，每见到荧幕上一个新角色出场，最常问大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好
人？还是坏人？”    几个月前，似曾相识燕归来。我的一个不属于历史爱好者的朋友，听说我在写刘
裕的传记，再次向我提出了这个童年时的经典问题：“刘裕是谁？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禁
语塞，是啊，如果说刘裕是谁我还可以解释一下，但他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真有能力正确回答吗？ 
  老电影中的世界正如它的色彩一样，好人坏人，黑白分明。而且要辨别，难度也很低：甚至都不用
去看他们做了什么事，只要看见浓眉大眼、一脸正气的角色，就肯定是个好人；假如长得獐头鼠目或
者面目狰狞，那一定是个打死也不冤的坏人，需要小心提防。    不过，这种识人方法虽然简便易学，
但相应的适用范围也实在不广泛，对我回答朋友这个问题并无帮助。    首先，我和朋友一样，也没见
过刘裕。古史中，对大人物外貌的描写，常常让人怀疑是遇见了乘UFO而来的外星人，什么“胸有四
乳，目角鸟鼻”或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等，怎么看都非我族类。但对刘裕，史书只提过他的
身高，连这类天外来客式的素描都没有留下。更何况，就算我们准确知道了刘裕的相貌，也同样毫无
用处，因为他并没有生活在老电影里，他所生存的世界，虽然已经远去，但与我们一样，也是彩色的
。在充斥着复杂色彩的真实世界中，真能找到纯黑或纯白的人生吗？    我也许可以说刘裕是个好人，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史实证明他的恩怨分明，他的艰苦朴素，他的勤政爱民，还有他对复兴华夏文化的
努力，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个好皇帝。更不用说他矢志北进、恢复山河的英雄气概，与横扫
千军、让羌胡丧胆的雄才伟略，更是挺起了在那个悲壮年代大汉民族最硬的一根脊梁！足以让后世无
数志士仁人为之心潮澎湃！    但我们也有充分的史料昭示刘裕的邪恶。他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大阴谋家
，所谓“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之类口蜜腹剑’的花招，在同时代没有谁比他玩得更精熟。在刘
裕龙飞九五的登天之路上，他的双手溅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其中不乏众多曾誓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以
及更多的无辜者。他私心自用，为达到自身目的不惜伤害国家元气，最后又做出篡位与弑君这两项在
古人看来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从而长久被后世史家非议。可以说，和刘裕曾犯下过的恶行比起来，
世界绝大多数死囚的罪行根本就不值一提！    不过，这些事是否都能算做刘裕的罪恶，恐怕还值得商
榷。因为正像一句俗语说的那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刘裕二十岁那年，在前秦官居太子洗
马兼万年县令的慕容宝，为了劝他的父亲慕容垂忘一次恩负一次义，冠冕堂皇地宣称：“立大功者不
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平心而论，慕容宝其人虽不足道，但这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政
治家这一特殊行业的实情，尽管这一实情往往被太多的人为因素有意掩盖。    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从
业人数最少但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每一个大的举动，波及的通常是整个社会。    不
言而喻，人类社会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工作对象，是由千千万万人通过经济、文化、血缘等种种错综繁
复的纽带结合而成的，牵一发就要动全身。    不管多么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其推行政策的每一具体步
骤，基本上都要靠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愿望，除非不做事，否则完全不让任何人
受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政治家必须学会让理想适时地向现
实妥协，哪怕现实是丑恶的，哪怕必须加入丑恶之中。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他只配做个愤青，撞
个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绝对当不了政治家。    实际上，这与军事上的以退为进也有几分相似。例如
当国家遭到强大外敌入侵，并且强弱悬殊之时，“寸土必争”就只能作为爱国口号喊喊，在实际作战
中对这一原则必须灵活掌握，必要时就得主动放弃一些土地，哪怕这看起来有卖国嫌疑，哪怕这会使
一部分民众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因为最终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位统帅不顾战局战况的不利，
坚持一味死拼，那只能是先失人，后失地，最终什么也保不住，难逃失败。    虽然相似，可我们往往
能对军事家的迂回策略抱宽容态度，对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类似行为却大多深为反感，这又作何解释
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军事家的对手一般是外敌，而政治家的对手大部分是自己人。对
敌人狠，大家容易接受，对自己人狠，就容易让人非议，尽管两者都是必需的。    二是一个理想的政
治家应该是绝对理性的，但同时又应该能博得民众的好感。很麻烦的是这两项要求存在矛盾，过于理
性的人常常显得冷血，一般不讨人喜欢。为了综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内心颇为冷酷
，而外表极具温情，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本身不被感情所利用，容易给人产生表里不一的感觉。
虽然这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需要。    由于以上原因，对政治家私德的求全责备，正和“既要马儿
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样，是一种过分的，也是不合理的苛求。    不过，如果有人因此认为政治家
都是不讲道德的，所以没有善恶之别，恐怕就和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简单分为好人、坏人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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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绝对是有道德高下的，例如他们的奋斗目标主要是为了造福于民，还是为了造福于己，或者
人己两不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是完全不择手段，，还是尽量避免伤及民众等，这些差异都不是
可以无视的。而且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政治家的善恶对世界的影响通常会远远大于其他职业。只
是他们的善恶不能简单套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罢了。    那么，就让我们更换标准之后，重新审视刘裕
的为人和他做过的事。    “惟阴移晋祚，迭弑二主，为南朝篡逆的首倡，实是名教罪人。”清末民初
的蔡东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北朝演义》中，列举了刘裕的不少优点后，又用这句话，给刘裕一生做
了一个否定的总结，而这一论点也差不多代表了古人对刘裕一般评价。    不过，对于前人掺杂了太多
“家天下”观念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一概盲从。依我看，刘裕篡位这件事其实无可厚非。皇天无亲
，有能者居之。刘裕的能力超过司马家的任何一代皇帝，干得明显比他们称职，比他们更能治理国家
，比他们更能关爱百姓，比他们更能抵御外侮，一言以蔽之：刘裕登上皇位对治下的大多数民众是一
种福祉。    更何况早在刘裕崛起以前，司马皇家就已成为政坛的装饰材料，晋朝早已在实质上结束，
它的实际灭亡并不是由刘裕造成的。刘裕的篡位只是揭去了罩在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层薄薄的细纱而已
。    让名实一致，也让百姓得利，这能算多大的罪？  、    刘裕真正不可原谅的罪行是他得寸进尺，在
篡夺之余，又杀害了司马德宗与司马德文这对不幸的兄弟皇帝。    当然，死在刘裕手中的无辜冤魂多
了去了，我也不认为曾经当过皇帝的人的命，就一定要比其他人高贵。晋安帝与晋恭帝的死之所以与
众不同，是因为刘裕弑杀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增加两个枉死鬼，而是大大
毒化了中国传统中已经足够残忍的政治文化。    从此以后，一条本非真理的观念，被中国后世的帝王
及帝王竞争者们在数百年间奉为金科玉律，并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在角逐天位的大棋局中，冠军将
独得一切，亚军只有死路一条！    根据这条规则，帝王或帝王的竞争者们是不能失败的，一旦失败，
便如一位睿智老妇人的总结：“求为匹夫而不可得！”如此巨大的反差，逼使所有投身这一行当的人
们，都不得不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线，为夺取或保住权位，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是两个草民打架，受
损受伤的一般也就只限于他们自己。假如把规模放大，两个黑社会团伙火并，就会有很大的几率伤及
无辜，同时砸点儿车子、烧点儿屋子，也就变成了平常事。何况能参与帝位角逐的竞争者们，一般说
来，总是人类社会中那几个最具权势、最有能量的人，他们一旦不顾一切地把能量进行破坏性释放，
“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灾难，就可以被很快创造出来！而且也因为统治者必须保住权位才能保全
生命，所以后世才会有“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高论，才会有那么多精忠报国的英雄死于冤狱⋯⋯ 
  这些发生于后世的事情，固然不能一股脑算在刘裕头上，但作为创造了这一规则的始作俑者，刘裕
仍罪无可恕，而刘宋王朝自身的遭遇，也正应了孔夫子的名言：其无后乎！    综合来说，至少在刘裕
生前，他建下的功业仍远远超过他犯下的过失，他的短暂统治，也为南朝的唯一一个盛世打好了基础
，他的出现绝对是那个年代大汉民族的幸事与光荣！但最让人叹息的还是那一言难尽的身后事⋯⋯    
在刘裕之后，南北双方暂时都无力打破已经形成的力量平衡与文化隔阂，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又维持
了一百多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一同无言地注视着建康的宫阙，看着一
个个新主人昂然走进，又黯然退场，就像走马灯上的人偶，继续重复着王朝更替的古老故事。    只是
，其中再也没有了刘裕，再也没有那份金戈铁马的壮志凌云。有的，是统治者们越来越多的醉生梦死
和风花雪月，还有骨肉相残与尔虞我诈。    正像后来功业盖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告诫太子李治所说的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刘裕留给后人的精神与政治遗产，也非常无奈地
被后来多数南朝帝王们有选择性地部分继承了。    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个性中的慷慨豪迈，却学会了
刘裕处事时的阴险诡诈；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自奉时的节俭，却学会了刘裕赏赐时的挥霍；他们多数
没学会刘裕让天下折服的军事指挥才能，却学会了刘裕为后人诟病的用人权术；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
对百姓的爱民如子，却学会了刘裕对政敌的翻脸无情；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对敌国外邦的开疆拓土，
却学会了刘裕对前朝皇族的赶尽杀绝！    于是，在此后的南朝历史的曲谱上，激昂向上的乐章越来越
弱，终成绝响。“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的壮志凌云渐渐散去，只留下“玉树流光照后庭”的纸
醉金迷。    在南北朝这出历史大戏中，南方政权就像一个过气的明星，从曾经的领衔主演，先沦为联
合主演，再沦为侧身于历史大潮一旁的配角。南北分界线，由黄河南退至淮河，再退至长江，疆域缩
小到不足刘裕时代的一半。    终于，在刘裕逝世一百六十七年之后，继承了北朝衣钵的大隋帝国，出
动五十万大军，攻入了建康城，金陵王气，黯然收场。    难道我们的民族就不能继承一些好的东西吗
？    又是六百一十五年过去，又是一个南北对立的危机时代，刘裕的故乡京口早已改名叫镇江府。一
个一生都以收复故土、杀敌报国为目标，却无奈成为一代文豪的六十四岁老人到这里上任。烈士虽已
暮年，依旧壮心不已。一天，他在积极备战之余，登上北固亭，想到这里就是曾大举北伐、威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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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

的民族英雄刘裕的出生地，一时豪情澎湃，有感而发，写下了一曲传颂千古的豪放词章。    是的，这
个老人叫辛弃疾，此作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终于释怀：汉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历无数次
天翻地覆的磨难与挫折而不灭，即使暂时倒下也会重新站起，不是没有原因的。英雄气吞万里的豪情
与业绩从来没有被人真正遗忘过，哪怕它在统治者那里被视若敝屣，暂时抛弃，也会有能代表民族脊
梁的人们将它传承下去，华夏终究不会亡！且看辛稼轩词中，父老的耳口相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英雄一世，能长存于民众的口碑之中，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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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宋武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
之过人，安能如是乎！    ——崔浩    宋武帝刘裕自是定乱代兴之君。    ——李贽    雪中原之涂炭，光先
人之令闻，寄奴、元璋之绩，知其不远。    ——章太炎    二十四史中，人主得国之正，功业之高，汉
高而外，当推宋武，不得以混壹之异，而有所轩轾也。    ——夏曾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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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吞万里》编辑推荐：刘裕，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卓越的军事统帅之一。他的北伐，是中国战争史上
最成功的北伐之一，著名词人辛弃疾曾用“气吞万里如虎”来形容。他执政时期的疆域为南朝最大疆
域，他也是士族执政时期唯一一位草根皇帝。从赌徒到帝王，从一无所有到权倾朝野，宋武帝刘裕走
出了一条完全不可复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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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终于出书了，而且还是写的俺喜欢的刘裕，不能不买啊
2、刘裕 刘秀都是不为人知的当世豪杰，立大功业，握天下权，何其快哉！
3、麦老师的几本书都很赞。推论严谨、观点新颖。很喜欢作者的写作风格。从天步维艰、气吞万里
到现在血色神州，一直再追，我是麦老师的粉丝
4、专门跟帖数年 终于买到麦老师的书啦
5、！！！！！！！！啊啊啊啊啊总老师麦加你的书居然出了⋯⋯跟着追了好久啊！！！！！果断收
了。但是作者名字为何乳齿的囧。。以及天步维艰为啥木有捏@@
6、全书看过了，总体上还是可以的，把宋武帝刘裕的一生陈述了一遍，书中的语言比较通俗，对于
历史初学者来说正适合！
7、很有意思的书，资料翔实，语气幽默诙谐。
8、语言写的比较风趣，内容也不错
9、终于看完了，心里木木的。刘裕的英雄一生对我们这些凡人总有些热血激荡的启示，如果我在32岁
贫困潦倒之际，会敢于下一个一生的赌注，弃家从军么？我们会在一点点展露头脚的时候，不骄不躁
，保持自己的进取心么？这样一想，刘裕是何其伟大？大丈夫当如斯啊。。。
10、才发现出书了，必须买一本~
11、名家推荐，值得一读
12、还是湿大牛推荐的
13、真的很好，同桌很喜欢
14、以帝王文治武功论，宋武帝刘裕在武功上可谓完人。能以南朝北伐中原取天下，千年后也就朱元
璋做到了。搞笑的是，蒋介石也做到过，但最终却成了亡国之主，历史真是匪夷所思。
15、写得不错，都标出了出处，有自己的考证，可读性强
16、把刘裕的故事娓娓道来，现在很多写历史都是抄当年明月的风格，看的多了就觉得浅薄了
17、一代英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8、模仿当年明月笔法，颇有一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一曲振奋人心的英雄史诗！最好看的人物传记！
20、书的外面有点脏，而且刚买了就降价，小郁闷
21、写得很好，对于一些史书上没有或者一笔带过的地方，能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给出自己的看法
，并且这些看法很客观，令人信服。
22、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23、看的天涯楼主版 写得很好
24、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我爱死这书了
25、书仔细地看了一遍，不错。
26、刘裕的北伐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由南到北的北伐，仅次于朱元璋的北伐。正如辛弃疾说的---金
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27、长篇刘裕的故事，紧凑、紧张、有趣！
28、气吞万里:刘裕北伐（文武全才辛弃疾盛赞，崔浩、李贽、章太炎、夏曾佑高度评价）
29、很难的的一部写南北朝历史的好书
30、不够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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