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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内容概要

《战国志》内容简介：战国烟尘，波谲云诡，群雄逐鹿，一归于秦，它以近二百年的兵戈迭起。告诉
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智慧强权。决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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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作者简介

　　嵩阳云树，本名刘义光，草根学人也。壁立数卷书，一支烟，一杯凉白开，夜色就这样打发了去
，倏尔十多年，已是中年、依旧读书。依然不求甚解、读书偶得间、结成《历史的性恪》《天下蓝图
》等书问世。

Page 3



《战国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战国云诡造反有理戎狄来袭智果慧眼识智伯赵简子二试赵无恤晋阳之战（1）晋阳之战（2）晋
阳之战（3）晋阳之战（4）晋阳之战（5）意外之神（1）意外之神（2）悲情豫让（1）悲情豫让（2）
悲情豫让（3）晋阳之战之遗响第二章 超级流星西河势力（1）西河势力（2）西河势力（3）魏国的崛
起（1）魏国的崛起（2）魏国的崛起（3）魏国的崛起（4）吴起的西部战线（1）吴起的西部战线（2
）吴起的西部战线（3）吴起的西部战线（4）吴起的西部战线（5）吴起的西部战线（6）昊起的西部
战线（7）吴起的西部战线（8）昊起的西部战线（9）与狼共舞（1）与狼共舞（2）与狼共舞（3）与
狼共舞（4）第三章 二日奇观压迫与反压迫（1）压迫与反压迫（2）压迫与反压迫（3）压迫与反压迫
（4）压迫与反压迫（5）魏惠王的折腾（1）魏惠王的折腾（2）商鞅的豪杰雄胆（1）商鞅的豪杰雄胆
（2）商鞅的豪杰雄胆（3）商鞅的豪杰雄胆（4）商鞅的豪杰雄胆（5）商鞅的豪杰雄胆（6）稷下学派
（1）稷下学派（2）稷下学派（3）稷下学派（4）孙、庞斗法（1）孙、庞斗法（2）孙、庞斗法（3）
孙、庞斗法（4）孙、庞斗法（5）商鞅的“二次革命”申不害的改革清算（1）清算（2）清算（3）寻
找孙膑（1）寻找孙膑（2）第四章 群雄并峙商鞅之死（I）商鞅之死（2）商鞅之死（3）商鞅之死（4
）商鞅之死（5）魏惠王的维稳（1）魏惠王的维稳（2）魏惠王的维稳（3）关于苏秦公孙衍与张仪（1
）公孙衍与张仪（2）公孙衍与张仪（3）公孙衍与张仪（4）公孙衍与张仪（5）头牌间谍（1）头牌间
谍（2）头牌间谍（3）头牌间谍（4）头牌间谍（S）头牌间谍（6）有秦分水岭第五章 异军突起齐宣
王称雄（1）齐宣王称雄（2）齐宣王称雄（3）齐宣王称雄（4）张仪耍猴（1）张仪耍猴（2）苏秦出
山（1）苏秦出山（2）苏秦出山（3）伟大的屈原（1）伟大的屈原（2）张仪之死攻占宜阳（1）攻占
宜阳（2）攻占宜阳（3）王位之争（1）王位之争（2）王位之争（3）王位之争（4）王位之争（5）王
位之争（6）倒霉的楚怀王（1）倒霉的楚怀王（2）倒霉的楚怀王（3）消灭中山国（1）消灭中山国
（2）消灭中山国（3）赵武灵王的妙想孟尝君桕秦（1）孟尝君相秦（2）孟尝君相秦（3）楚怀王之死
第六章 雷霆万击第七章 战略转型第八章 熬战中原第九章 扫灭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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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章节摘录

　　智伯拿出黑吃黑的架势，鸡蛋里挑骨头，没茬找茬，专门与韩、魏、赵三家过不去。　　这个世
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越是亲近的人，越是容易上当受骗。道理很简单，有诈骗想法的人，只有
在亲近的人身上才容易下手。　　这事相当的不厚道，问题是，智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不厚道的人。
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是会不择手段的，诈骗算什么，没绑票算是烧高香了。　　没有任何先兆，智伯
直接要求韩康子（名虎，韩氏当家人）割一块地皮给他。　　强盗，十足的强盗。韩康子气得发疯。
可是家臣段规却献了一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计等同于挖了一坑，将不知死活的智伯活埋在深坑
里。此一妙计就是坐观虎斗。段规说：“如果不答应智伯的要求，凭他的流氓脾气，一定会灭了我们
。不如给他，食髓知味的智伯必定变本加厉，只要有一家敢说‘不’，“我们就有机会了。”　　于
是，韩康子就将万家之邑这样一块大肥肉拱手送给了智伯。　　智伯非常高兴，一高兴就想喝酒，酒
能助兴嘛。而喝酒得有气氛，陪酒的人是断断不能缺的。这倒霉的差使又落到了韩康子和段规的头上
。　　这两年，韩康子的生活实在很纠结。　　我们在前面说过，智伯的酒品相当不好，喝昏了头竟
然拿酒盅砸赵襄子的脸。这次他虽然没有再次拿起那该死的酒盅，但酒品不好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智
伯竟然在酒席上把韩康子和段规当猴耍，出言戏侮他们。　　智伯的手下有个叫智国的人警告他小心
遭到报复。　　智伯说：“什么？他韩康子想报复我？我不卸了他一条腿算是客气了，他敢？”　　
智国说：“您不要忘了，就是黄蜂蚂蚁也会害人，何况是拥有军事实力的对手。”　　智伯一笑了之
，并不以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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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编辑推荐

　　战国时期，精彩纷呈，阴谋阳谋，合纵连横，诸般争端，听懂为何业，不外乎⋯⋯王权霸业，血
染前程！天涯煮酒论坛超人气的点击，继《天下蓝图》之后又一力作，高阳云树领您走近失车纵横的
战国乱世，看血染王权的霸业，感受阴谋的智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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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精彩短评

1、挺有趣的一本书，结尾仓促了点
2、哇啊哦，首赞
3、喜闻乐见呀
4、　　       最初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随手翻到这本书的，坦白地说其实是作者的简介吸引了我，“草
根学人，壁立数卷书，一支烟，一杯凉白开，夜色就这样打发了去”，这种从容的心境，倒是先给人
一种读书享受的感觉了。
　　       总体地来看呢，确实比较草根，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有一些见解也比较独到，有几分《明
朝那些事儿》的风格，不过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比较适合用来科普一下。其实我也是大部分在睡觉之
前看完的。
　　       故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秦始皇一统天下，其间诸侯争霸，斗智斗勇，多有精彩之处。尤其
是商鞅的变法，张仪的坑蒙拐骗，最是让我觉得妙不可言。
　　       以前看一部网络小说叫《流血的仕途》，主要讲的是李斯的故事，那个时候还觉得李斯好伟
大，竟然首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央集权制度。后来才发现李斯其实只不过是把商鞅的成果从秦国扩展到
了全天下而已，而商鞅也不是首创，之前还有吴起的尝试，还有西河势力法家意识的萌芽。伟大的东
西从来就不是横空出世的，总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可能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良，才最终成就了
它不朽的一面。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挺有道理的。而巨人与凡人其实也无多大区别，只不
过前者能从往事获得智慧，加以积累，厚积而薄发，才能一举而功成，创不世之伟业。
　　        商鞅如此，秦始皇也是如此，正是有了秦孝公以来几代秦王的励精图治，嬴政才得以顺势而
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至于凡人，就像六国，虽然也有过魏国的雄霸天下，有过齐国
的日出东方，但是终究不能长久。他们没有达到这种战略的高度，或是执着于几座城池的小利，或是
被内部的争权夺利搅得一塌糊涂，或是有那么一些败家子让千秋功业毁于一旦，徒留一声叹息。
　　        另外，关于张仪苏秦、合纵连横。之前读了寒川子的《战国纵横》，觉得纵横家真是大手笔
，凭三寸不烂之舌左右天下大势，戏弄诸侯于股掌之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在《战国志》里面
就平淡很多了，张仪再厉害，也只不过是秦惠文王手中的一枚棋子，一代代的秦王们才真正算得上是
大手笔。而且书中纵横家的角色显然也没这么辉煌，我怎么看里面的苏秦都像个酱油。曾经沧海，难
免感觉落差太大了。
　　       最后，我觉得结尾也显得仓促了一些，这么几代人的兴衰，说没就没了，总觉得没品出什么
味道来。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了，过去了，一切都是那样平淡地进行着，再多的总结也不能说
尽其中的妙处，就当听听故事吧。
　　       一杯凉白开，几度兴衰，不过谈笑耳。
5、比较通俗，感觉不错...
6、首先，这本书不是按照正史的思路书写历史，而是按照讲历史故事的思路，那么既然这样就应该
注重文字的生动活泼，可是作者没做到，这本书文笔极差、可读性不强，我不推荐读这本书。
7、语言朴实，但是显得很粗浅，没有太深的内容，可以作为战国的科普读物吧
8、达不到明朝那些事儿的风趣可读性，作为这一历史时期入门书来读还不错
9、思路很清晰，也能严格按照史实。就是个别地方稍显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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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精彩书评

1、最初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随手翻到这本书的，坦白地说其实是作者的简介吸引了我，“草根学人
，壁立数卷书，一支烟，一杯凉白开，夜色就这样打发了去”，这种从容的心境，倒是先给人一种读
书享受的感觉了。总体地来看呢，确实比较草根，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有一些见解也比较独到，有
几分《明朝那些事儿》的风格，不过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比较适合用来科普一下。其实我也是大部分
在睡觉之前看完的。故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秦始皇一统天下，其间诸侯争霸，斗智斗勇，多有精彩
之处。尤其是商鞅的变法，张仪的坑蒙拐骗，最是让我觉得妙不可言。以前看一部网络小说叫《流血
的仕途》，主要讲的是李斯的故事，那个时候还觉得李斯好伟大，竟然首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央集权制
度。后来才发现李斯其实只不过是把商鞅的成果从秦国扩展到了全天下而已，而商鞅也不是首创，之
前还有吴起的尝试，还有西河势力法家意识的萌芽。伟大的东西从来就不是横空出世的，总是有一个
积累的过程，可能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良，才最终成就了它不朽的一面。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还是挺有道理的。而巨人与凡人其实也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前者能从往事获得智慧，加以积累，
厚积而薄发，才能一举而功成，创不世之伟业。商鞅如此，秦始皇也是如此，正是有了秦孝公以来几
代秦王的励精图治，嬴政才得以顺势而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至于凡人，就像六国，
虽然也有过魏国的雄霸天下，有过齐国的日出东方，但是终究不能长久。他们没有达到这种战略的高
度，或是执着于几座城池的小利，或是被内部的争权夺利搅得一塌糊涂，或是有那么一些败家子让千
秋功业毁于一旦，徒留一声叹息。另外，关于张仪苏秦、合纵连横。之前读了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觉得纵横家真是大手笔，凭三寸不烂之舌左右天下大势，戏弄诸侯于股掌之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
。不过在《战国志》里面就平淡很多了，张仪再厉害，也只不过是秦惠文王手中的一枚棋子，一代代
的秦王们才真正算得上是大手笔。而且书中纵横家的角色显然也没这么辉煌，我怎么看里面的苏秦都
像个酱油。曾经沧海，难免感觉落差太大了。最后，我觉得结尾也显得仓促了一些，这么几代人的兴
衰，说没就没了，总觉得没品出什么味道来。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了，过去了，一切都是那样
平淡地进行着，再多的总结也不能说尽其中的妙处，就当听听故事吧。一杯凉白开，几度兴衰，不过
谈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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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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