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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内容概要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内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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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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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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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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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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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忍”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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鹬蚌相争，南楚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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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
本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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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
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
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
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
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
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
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
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
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
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
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
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
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
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
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
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
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
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
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已有，连表演的
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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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编辑推荐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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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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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精彩书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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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有
一个例子举的非常让人明白。华夏是一个大村子，周天子是村长，每户人家就是各个诸侯，大家都是
一个村的，虽然有时闹闹别扭打来打去，但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大家往上寻，都是亲戚关系，所以
有了外来的野蛮人（北狄，南蛮，犬戎，早期的楚国），还是会团结一致对外。而这个大村庄，因为
灿烂的文明，也一直吸引着其他的野蛮人慢慢加入，中国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的形成了我们
的文化。我一直以为，中国人识字后，就应该多读这样的故事，这样，以后才能读懂《春秋》，《左
转》，《论语》这些书，才能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有两个不满意的地方，这部书，为何是“公务员读
史”系列，这个划分，实在是败笔，惹人生厌。就我所见，我觉得是归入“中国人读史”“或者“中
国青少年读史”更好。还有，古代中国的人名，地名有很多生僻字，书中有的有注音，但是只注一次
，后文出现就不再注音，其实全书的生僻字都注音，这样才能让人记住这些字的读音。还有，最好在
人名和地名下面加一个下划线，这样，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一些。瑕不掩瑜，是一本好书，期待作者出
第二本吧！
2、一直对春秋战国的故事充满期待，不可否认这本书的标题吸引了我，读客出的《卑鄙的圣人》读
着也还不错，所以充满期待的买了这本书，我只能说哥你写的实在对不起这个标题，思路混乱，毫无
章法，简单的罗列横跨其中，除了稍显的愤青和幽默赢得了我的一点好感，关于这段精彩历史的描述
缺乏驾驭的能力，让我怀疑你是在边看《左传》《春秋》《诗经》边在编写，更让人气的是还有第二
部未完待续，欺骗了我的感情，好歹你写清楚这是第一部也好让我做好思想准备。
3、很喜欢看关于历史的书，更喜欢看关于讲述春秋的历史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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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相当于贾志刚说春秋的精华版吧，故事叙述言简意赅，语言幽默，作
者也加入了很多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观点也很标新立异。当然其实书中的故事在《说春秋》中都
已经看过了，权当将精华部分温习一下吧，尽管讲述没有《说春秋》详细。其实说起春秋的故事，史
学家还是把《春秋》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比如说郑庄公杀弟的故事。《春秋》记载此时
只有六字：“郑伯克段于鄢。”分析一下内涵很多。其弟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群臣之意，
所以直呼其姓名。庄公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克。称庄公为郑伯，不称其
为郑庄公，是讽刺其没有尽到兄长义务。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就全
在段身上，其实庄公也有责任。感叹史官的笔锋是如此之锐利。书中的一些历史知识就不在一一阐述
，有一句话引用了几次，那就是北岛的那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不知道是否真有因果，让卑鄙也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但在春秋时期，高尚之人总是结局很惨，比
如卫宣公大子急子、晋献公大子申生。到现在依然如此。故事从僖庄小霸讲到了晋楚城濮大战前夕。
可以买一本第二部看看。
4、一开始看的《大秦帝国》，对春秋战国产生了兴趣，后来看的《东周列国志》是带点文言文的，
没那个语境，比较枯燥也没什么味道。这次看《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浅白易懂，有时还有点
小搞笑，讲的故事有些跟前两本差不多，也有些新鲜的。比如商鞅变法讲的都有搬柱立信的，在这本
书里就写得就比较好玩。还有苏秦合纵被他写就几笔，倒是跟燕后私通就花点笔墨。然而最大的感触
是，生产力可以提高、科技可以进步、政权可以优胜略汰，但原来我们现在看到让人恶心、鄙视的人
跟事，在两千年前就不断发生，人心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过。用孔夫子的话就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
人的阴暗面处处都有，嫉妒也不只是女人的特权，男人干起来也很阴损。不过在历史面前，再好的演
技来掩盖也是徒劳的，历史会无情的撕破人的那张伪善的脸。这本书非常适合对历史感兴趣，又不想
太枯燥的同学，推荐！
5、http://towerjoo.github.io/blog/2015/07/27/chunqiu-history-1/似乎从《明朝那些事》起，这些年开始流
行这种通俗的历史叙述方式， 唐宋明清，还有就是这本《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事实上，我
对于这样的历史通俗讲述也不是很感冒，大体读过部分的 当年明月，剩下的就是这本（系列）。究其
原因，也大致是因为我很喜欢 春秋战国那段历史，就像古希腊一样，我们也有一个百花齐放，让人心
驰神往 的时代，而那时或许只是朴素的言论自由，朴素的君臣伦理，朴素而完备的 周礼。而2000多年
后的今天，似乎这些都已远去，留下的是什么呢？看着 浮躁的城市和人际关系，我们又能如何？春秋
战国除过诸子百家，还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以及数不尽的在历史上已然销声匿迹的 形形色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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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于是，国学基础欠奉的我们，只好通过作者的演绎能够更直观地 了解那段历史，这是值得肯定之处。
历史往往是严肃的，哪怕是2000多年前的历史，当为了取悦某些人而扭曲或者演绎 某些历史时，读者
似乎已然远离的历史真相，或者说是必然远离，信息在传播中 是不断失真的，当然历史也不例外。所
以，无法分清历史与小说（作者的演绎） 这是这类小说的致命缺陷，也是我不感冒这类题材的原因。
字里行间，对于《左传》《国语》《春秋》的引用，倒很是不错，互相印证，大致 也是对于上面我所
提到缺陷的一种回应，但还是及其不足，印证的相比未印证的 基本上都不用提了。最后当然，看完第
一本后，还是顺便买了系列剩余的几本，闲暇时当做对于历史脉络的 了解参考，对于春秋战国有个稍
微具体的印象，倒是不错的选择。参考资料《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6、五部书的大合集，洋洋洒洒，花了我好长的时间才读完。看到最后那一页，竟然有种意犹未尽的
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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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豆瓣上对作者寥寥几笔的介
绍，这个70后从研究古籍着手，长久的苦读之后，有这样高质量的产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比当
年的当年明月要成熟一些，这是他在写书时的优势。足够客观地陈述历史的细节自不必说，逗逼和偶
尔犀利的点评也精彩万分。史书由后人书写，李斯这厮一个混蛋主意，被嬴政这个鸟皇帝放大以后，
无数把的大火，竟然给后人没有留下多少靠谱的史料。唐宋元明清和天朝的后人们，只能通过仅有的
那几部史书和那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文字去揣摩细节。写春秋战国史，比写明史要难太多了。这550年
间的历史，充满了所有的政治斗争、冷兵器与血肉搏杀、君臣大义的博弈、百家争鸣、思潮迭起、儿
女情长，始皇一统之后的2000年，这片土地竟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春秋战国之后，无需读史。
7、明朝那些事儿之后，中国朝代除了夏商史料匮乏幸免于难之外，每个朝代都被通俗解读了一番。
吃别人嚼过的馒头虽然不一定香，有时候碰到牙口好的别人，也能帮助消化，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信息
空前丰富的时代。语言平实，偶尔甩包袱，没有当年明月那么“卖”；内容呢，春秋战国乱哄哄的国
际关系和乱哄哄内部斗讧实在是如今处理内政外交最好的学习材料。
8、最喜欢这样的书啦！朴实，直白，大大方方把历史的基本轮廓讲清楚了，还顺带普及一点小知识
。本来是很害怕看这类“用大白话来戏说历史”读物的，因为会参杂很多作者自己的私人见解，这种
见解越有“个性”越有“文采”，就越是会破坏读史书的那种追求真相的基本需求。说白了，读史书
就像看纪录片，一段一段影像抛过来就是了，各种分析解说越少越少，请相信读者自己消化资料的能
力。《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就是这种朴素的纪录片噢！就是很直白地把当时发生的故事给说
清楚了。语言朴朴素素的，充分相信读者，在必不可少的地方介绍一点基本背景知识，在必不可少的
地方讲一讲某个人、某个国家的来龙去脉，在必不可少的地方做一点少少的、最基本的总结。总之，
看得可舒服啦！而且，又因为春秋战国的历史，本身就是那么丰富精彩，有棱角，有味道，有各种传
奇人物，有各种风流韵事，只要能准确讲述，就能让人一瞬间回到春秋战国。而且，看完书了才明白
，其实，我们从未离开过春秋战国，我们一直就活在春秋战国⋯⋯多么美好的旧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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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章节试读

1、《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的笔记-第6000页

        其实这本书就跟书的名字一样，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作者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和利益衡量标准去看春秋时期之间的各国博弈，既使人读起来毫不阻塞，又
带来全新的感受。
以往我们看春秋时候的古籍或者是文章，常常不能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尤其是涉及到一
些具体利益的时候，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作者以一个大国博弈的视角去解释，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虽然是古代人，可是在智力上并不比现代人差，也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迷信鬼神，这只不过是他
们用来支持自己行为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完全寄托在卜算这件事上。
而且在大国博弈之间，各个诸侯之间也都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各个国家领导人
和智囊团一样，分析形势，制定策略，迈向目标。
作为一个现代人，也不禁为古代人的智慧发出感慨，更有甚者，古代人虽然礼崩乐坏，利益为先，可
是他们仍然知道尊王攘夷，德配天命。努力的让自己的行事是朝着好的有模范作用的方向去行。看来
他们早已经明白，群众都不是傻子，你是好心还是坏心，看行为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而在春秋时期，能够称霸的诸侯，也确实不算完美，有不少瑕疵，可是在做人的准则上还是在努力的
做到榜样的，并没有任意妄为者可以随意窃据高位，这是应该我们后人引以为戒的，而这些霸主之所
以失败，也确实是因为他们犯下的错误。
所以不管是在哪个时代，谨小慎微，努力完善自我，不要偏袒自己的小毛病，都是应该的。
而对于道德的追求，对于信任和担当的理解，都是不可缺失的，这才是我们民族的魂魄。

2、《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的笔记-第21页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收录于《诗经.卫风》，形容古代美女。

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的笔记-第44页

        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太锋芒必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
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
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

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的笔记-第1页

        看了当当的书评，开始阅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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