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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乱局》

前言

【前言】我爱读史，但很少读史书。总是看到某个好玩的故事，有趣的人，再回过头去找资料来看。
我爱写东西，从高中开始，不管是用笔还是用键盘，不管是在考卷底下偷偷写，还是被人约稿，我总
能在写作中找到一种快乐，和小小的满足感。曾有人问，为什么我写的历史故事，总是有很重的地理
味道？因为，历史与地理，总是密不可分的。老爸年轻时曾是一位测绘工作者，曾骑着马、别着枪，
在没有标注的大西北走过一大圈，遭遇过土匪，留下过伤疤。我没有如此拉风刺激的经历，偏偏遗传
了他对历史、地理的敏感，小时候翻看他的书架，在辞海中找到一本“历史地理”卷，如获至宝。古
代的地名，大到省路府、州郡县，山川关隘，小到集镇、湖泊，古代叫什么，现在叫什么，都有详细
的注释。长大之后，看的书杂了，多了，慢慢有了一个认识——历史，是基于地理之上的历史；每一
个发生在历史中的故事，都能在相应地点找到蛛丝马迹。这个地点，往小了说，是真实存在的地理方
位；往大了说，是其发生、发展的大环境。还有人问，为什么要写东北亚？所谓东北亚，大致就是古
代的辽东，近代的关东，现代的远东。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充满了战乱，人们对这
个区域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这便是我想要去再现这个区域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原因。现代中国的版
图像是一只雄鸡，高高昂起的鸡冠指向东北，漂亮的尾羽便是西域；有人说，中国的版图像是一个张
开双臂的武士，右手是东北，左手是西域，而连通两条臂膀的锁钥，便是辽东与河西走廊。中国的古
代史，就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各族政权的角力史——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两条手臂和周围的领土便
尽入囊中；中原战乱衰落之时，辽东与河西走廊就会为外族所占据；就像一个被砍掉了两条胳膊的男
人，不但无法继续向外扩张，还会处处挨打，全面被动。辽东与河西，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更迭
与演进。拥有河西走廊，就等于打开了西域的大门；打通西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足迹，中国人开
创了伟大的汉唐文明。当陆上丝绸之路被外族所控制，中原与西域的往来被阻隔时，海上丝绸之路则
伴随着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和科技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地处中国东北边陲的辽东，更
因其特殊的海陆战略位置而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辽东，自古就是关外苦寒之地。辽东西接蒙古
草原，东连朝鲜半岛，北望白山黑水，南眺辽海登莱，西南经由辽西走廊与燕赵大地相通，山海环抱
。独特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辽东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中国古代，辽东曾是汉族移民地
，其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也为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为了避免北方胡族直
接骚扰中原腹地，自秦汉起，中原政权就开始了对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控制；而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
也需要通过辽东来争取生存空间。一场位于该区域的角力赛就此拉开，延续千年。在争斗的同时，民
族融合也在或悄然或明显地进行，完成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化。辽东，在古代是兵家必争之地。隋唐
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从关中一路东移，北移，最终落在了北京。北京地处燕山腹地，东临渤海
，南接华北大平原，西北望蒙古草原，东北通关外辽海之地，长城环抱、襟带山河，既保留了定都北
方的“雄健”之气，又兼顾水陆交通之便，更重要的是，它与大海更近，与辽东更近。也正因为此，
定都北京的各个政权受辽东以及周围各种地方势力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东北亚地区民族众多，从纵
向看，有四股势力始终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政权更迭——中原汉族势力，北方少数民族势力
，朝鲜半岛势力，日本势力。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各种势力和日本都是通过东海丝绸之
路与古中国进行交往，东胡、高句丽、鲜卑、、契丹、女真等强盛一时的少数民族莫不是在白山黑水
之间发展壮大，继而以辽东为踏板，一步步与中原王朝争夺霸权。关外苦寒，却是龙兴之地。千里长
白山，就像一条横卧在东北亚腹地的巨龙。这片山水相间、烽火不断的黑土地，恰好处在中国与朝鲜
半岛之间。从陆地到海上，在以辽河流域和朝鲜半岛为轴心的整个东北亚范围内，各个民族的崛起，
各个国家的壮大，都与这个区域密不可分。东北亚各种势力间的角力、争霸，既是一部持续千年的战
争史，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全方位的竞争。为了争夺辽东的霸权，从战国时
代到明清，东北亚范围的各个势力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陆地和海上，白山黑水和汪洋大海，
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中的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共同演绎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诉说着一段
段令人难以忘却的悲歌往事。而东北亚的各个民族、各种势力在厮杀角力的同时，也在分裂与统一的
反复交替中不停演变。而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聚聚散散，不仅加剧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间接
促进了中华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历史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大融合。地处中原的汉民族，具有优越的自然条
件和相对稳定的疆域，社会制度先进、文化博大、经济发达，加之包容性强，因此不断接受并融合其
他民族及其文化，反过来又对东北亚地区其他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服饰、习俗，尤其是古
代朝鲜半岛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镜可以知形，往事可以知今。我要写的，就是这一段波澜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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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有争斗有融合的历史。

Page 3



《千年乱局》

内容概要

《千年乱局 争霸东北亚1:从燕昭王远征辽东到高句丽强势崛起》以丰富的史料、雄浑的笔调、新颖的
观点，生动再现了中国历代王朝和地方割据势力与高句丽、鲜卑、乌桓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东北亚
地区争夺霸权的宏伟画卷，讲述了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尘封往事。这是一部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血脉
赍张的东北亚争霸史，《千年乱局 争霸东北亚1:从燕昭王远征辽东到高句丽强势崛起》从战国一直讲
到南北朝，故事跌宕起伏，战争残酷激烈，是每一个关心东北亚的人都不容错过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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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俞，80后人，曾北漂，今南下；涉猎广泛，尤好读史。

    十年来，创作不少，挖坑不多，著有《玄奘精神》《南宋大航海时代》《点评李小龙》《关山海》
等多部作品，被书友誉为“才学底蕴深厚，文风厚重大气”。

    争霸东北亚为中国边疆历史系列丛书的第二部，也是历时两年的呕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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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乱局》

书籍目录

［第一章］长城万里今何在
从卧底到将军
白马雄风尽蹉跎
公孙度当上了土皇帝
［第二章］白狼山之殇
长缨直指向燕幽
奇人田畴
乌桓，大患也！
［第三章］三足鼎立背后的一刀
东吴大帝的海上纵横
公孙氏辽海图霸
有使自倭国来
［第四章］古国高句丽
高句丽起源
高句丽建国
［第五章］白虏传奇
鲜卑起源
慕容部崛起
乱世到来
一统辽东
［第六章］慕容雄风
燕赵争雄
问鼎中原
名将的悲哀
命中注定的冤家
［第七章］百年恩仇
乐浪风云
做人不能太单纯
艰难的复国之路
［第八章］双城记
江山代有才人出
魂归参合陂
后慕容垂时代
向南，征服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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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乱局》

章节摘录

从卧底到将军战国七雄中，燕国和韩国实力最弱。燕国是周王朝最早分封的诸侯国之一，资格很老，
但国力有限，仅仅靠着地处偏远，才没有被其他大国所吞并。韩国曾经有过著名的申不害变法，加之
国民剽悍，又盛产强弓劲弩，所以有“劲韩”之称。而燕国，在战国初年，除了摆摆资格，基本上就
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了。别说超级大国秦国和齐国，就连新兴的赵国也没把燕国放在眼里。当时燕
国的国都蓟城（今北京），完全不像现在的北京这般繁华拥堵，就是一座稍大一点的边陲城池罢了。
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实力，但不能没有尊严。为了富国强兵，燕王哙主动学习尧舜，把王位
禅让给了聪明能干的相国子之。子之这个人能力很强，也很能表现。上位之前，他忠心耿耿，事事替
君王谋划；王位到手，就开始暴露本质，变得独断专行。他的上位，直接引起了以太子姬平为首的燕
国旧贵族的不满。很快，两拨人拉开架势，大打出手。结果，燕王哙、姬平、子之，统统死于内乱。
邻居有难，岂能袖手旁观！燕国最大的邻居是谁？齐国。当时的赵国虽然新锐，但还没有吞并燕国的
实力。野心勃勃的齐宣王看准机会，派大军趁火打劫，一举攻下蓟城，然后赖着不走，堂而皇之地当
起了燕国的新主人。燕国再窝囊，那也是几百年的老诸侯，一大块肥肉，岂容你齐国独吞！其他国家
看不下去了，可齐国已经占领了燕国，只好软硬兼施，外交斡旋和军事威胁一起上：你齐国要么把燕
国平分给大家，要么退出燕国，如果不干，我们就联合起来弄死你！好汉不敌人多，齐宣王没办法，
只好下令撤兵，临走前把燕国财货扫荡一空，狠狠地捞了一票。齐国和燕国就此结下世仇。可齐国强
，燕国弱。怎么办？唯有富国强兵。但谈何容易！卧底东胡 可燕国确确实实在齐国和赵国的威胁下强
大起来了。燕国的强大，离不开四个人——燕昭王、苏秦、乐毅、秦开。正是这四个人，定下了开发
辽东的大计。燕国开发辽东有三个目的：驱逐东胡、开荒屯田、秘密练兵。驱逐东胡，是为了解除北
方东胡对燕国侧后方的威胁；开荒屯田，是为了让燕国获取军粮和木材，储备战略物资；秘密练兵，
是为了避开诸侯的耳目，为一举打败齐国做准备。燕昭王、苏秦、乐毅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这里
说的是秦开，开发辽东的真正执行者。在成为燕国名将之前，秦开的身份是一名人质；准确地说，是
卧底。战国中期，生活在现在山西、河北北部的东胡部落逐渐强大起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更多
的东胡部落被赶到了东边的燕国边境。他们见燕国不怎么强大，就得寸进尺，不断侵扰燕国北部边界
，对燕国本土造成了极大威胁，也极大地牵制了燕国的兵力。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和。求和，需要表
示诚意。于是，燕国就在名门望族中开始挑人。请注意，燕国挑的不是少女，而是少男。自诩周礼正
统的燕国王室觉得，用女人来解决国家的外交问题，实在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做派（看起来似乎比后
来的汉朝更有男人气概）。当然，燕国也不像后来的高丽那样把漂亮男人送去元朝当娈童和宦官，而
是挑选了一些年轻、有志向、有节气的名门子弟去东胡做人质。所谓人质，实际上有三层用意：第一
，当然就是去当人质，向东胡人表示诚意；第二，让年轻人去草原苦寒之地锻炼几年，等他们回来，
就是合格的战士和将领；第三，就是刺探情报，去敌人那儿摸底，为将来收拾东胡做准备。就这样，
带着国家的使命，秦开来到了东胡。万事开头难，刚来到东胡的时候，秦开饱受歧视，生活得十分艰
苦。但他坚持了下来，并且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勇气，战胜了种种困难，顽强地在大草原上生存了下来
，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并且逐渐得到了东胡人的认可，获得了勇士头衔。但这只是他卧底生涯的第
一步，接下来，他需要完成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熟悉东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人情，从东胡人身上学习
游牧作战的要领，牢记东胡人的生活规律和兵力部署。此后，燕昭王即位，变法革新，锐意进取，燕
国的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东胡的外交政策也变得强硬起来。东胡见燕国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了
，军队也变得能打仗了，愤懑之余，就拿那些在部族中的燕国人质出气，削去了秦开的勇士头衔，限
制了他的行动自由。秦开在东胡生活多年，结交了很多好友，他们不愿看到秦开成为两国交战的牺牲
品，所以就帮助秦开逃离东胡营地，护送他返回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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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千年乱局 争霸东北亚1:从燕昭王远征辽东到高句丽强势崛起》编辑推荐：国内首部全景展示东北亚
千年战争史的力作；龙兴之地，得东北而逐天下；虎狼辈出，揽猛士而定山河！这是一个历史发烧友
的全景解读，带你领略东北亚充满杀伐的前世今生，重温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多角度呈现群
雄争霸的东北亚，深层次解读持续千年的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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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了之后历史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让我们换个角度审视中原王朝！
2、东北亚是进入亚洲的一块跳板，今日的朝鲜、韩国是也，占据东北亚，可以打通入主关东的门户
，进而分割东北，威胁中亚，历来为争夺亚洲的中心焦点，这本书将那段历史传奇从头到尾详细说来
，令人叹为观止，前后衔接有致，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我给满分！
3、不错的一本书，讲的挺有意思
4、内容还没看，封面有点脏了
5、书刚收到，还没看呢，印刷很好。
6、赞一个,第二部多会儿上市.
7、很喜欢，不知日韩对这段历史是怎么记录的，估计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期待第三部。
8、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书很好看 流畅 吸引人
9、在新华书店偶然发现这本书，但书店没有第一本，所以转到当当来买。一口气读完，很期待下一
部尽快面世。
10、很好,很详细,也生动,就是人物多了,看了看的关系就记不清了,特别是慕容那一大家子人,叔叔侄儿搞
不清了,呵呵
11、价格高了一点，要18块，只有两百六十页，应该是新书所以贵一些，可以理解。刚开始内容跳动
太快和简短了，不过后面写公～和慕容，挺好的，文笔挺好的，值得支持，建议背后加个大事表，尽
量再详细点，加点地图，因为太少图了，特别是重要战争，地图不能少啊！⋯⋯
12、难得的一本关于东北的历史书。东北的古代史很少，能读上瘾的更少，这本书可以说是上乘之作
，文笔活泼，很让人受用。
13、基本是作者的个人想象和发挥
14、战国之前还有很多历史则呢么没写出来呢？
15、千年乱局：争霸东北亚.1从燕昭王远征辽东到高句丽强势崛起。好得很
16、还没读，包装完整。
17、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啊！强烈推荐历史爱好者读读！
18、特别好看！酣畅淋漓！
19、慕容争霸  箕子朝鲜  卫氏朝鲜  汉朝四郡
20、东汉末年分三国，却鲜有人关注遥远的辽东，公孙家割据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辽东的地区的历
史从公孙氏开始变得精彩纷呈，英雄辈出。金庸大师笔下矢志复国的慕容复，其先祖便是东晋十六国
时期雄踞辽东并曾入主中原的鲜卑慕容氏。这段历史错综复杂但又精彩纷呈，不容错过。
21、看完后，终于明白韩国人老说中国名人是他们国家的，因为他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所以不能愿他
们，合着在汉朝北朝鲜都是中国的地方，期待第2部
22、写的挺不错，没想到东北这片蛮荒之地竟然有如此精彩的历史，不过作者在描写汉朝时期汉武帝
东征高句丽的笔墨不多。
23、不同于课本上的
24、这本书真是好，上瘾了应该说，现在特别期待第二本，乃至所有的快点出来！！急着想一口气读
完！可以说以往我们所接触的历史都是正统中华史，既是以汉文明中原文明为核心的历史。而周边的
历史完全是配角。让我们误以为那里没有文明，实则不然！东北地区人类文明活动史从很早就有了，
并不比中原出土的各种文明段，而且现如今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工业重心，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周
围的势力则遍布了世界权力的核心——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所以其地位可知
十分的重要！这本书还真是好！
25、书很不错，包装精美，正版！今后会常来买。只可惜第三本遥遥无期
26、横跨了好几个朝代，内容有些简略，随便翻翻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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