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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非正常死亡》

前言

　　非正常死亡，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正常死亡来说的。在我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正常死亡”与
“非正常死亡”，基本可以对应理解为“善终之死”和“横死”。善终之死，指的是自然而死，没有
灾难，更不是他杀，而是因为身体的衰老而死，是人们认可的并不突兀的死亡方式。而横死，则指的
是自杀、他杀或意外死亡。　　一个人的死亡如果能够理解为非正常死亡，这说明，这个人的身上一
定具有了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死亡方式，并且被世人所关注。对于横死的人，或者说是非正常死亡的人
，人们总是抱有莫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是因为非正常死亡的“非”或是横死的“横”，总是出乎
人们的意料的。　　本书描写的非正常死亡的功臣，选取的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且为世人所熟知
的历代名臣，他们为自己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拜将封侯，他们功高盖世而又被帝王所器重，
他们才智过人且地位显赫，但就是这样一群被写进中国历史的功臣，无一避免地成为了政治权谋的祭
品。这是因为，他们身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并且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一系列的政治权谋当中去。他
们的死并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他们的死同时也牵动着时代的脉搏，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连
。　　历史具有多个侧面，仅看某个功臣之死，当然无法看清其全貌，但不可否认，“上佐天子理阴
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大各尽职务”的功臣的非正常死亡，对于
历史全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而且这个细节可以让普通大众细致而洋细地了解历史辉煌而
凝重的一个场面。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为功臣，他们或残死，或冤死，或自杀．或受刑，或他杀，都
是对历史很好的解读。剖析他们凄惨下场的深层原因，不仅对我们透析历史的深层规则大有裨益，还
可使我们从中破解灵魂深处的人性密码。　　功臣的非正常死亡总是为世人所惋惜，这是因为他们的
故事成为了对历史的另一种诠释，由于他们的存在，历史不冉乏味，因此他们可谓是凝固在历史上的
美丽瞬间。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以为，自己对死亡的认识相当丰富和深刻，而且认为死生之事“一
而二，二而一”，知生可以知死，那么，反过来讲，知死亦叮以为健在的人们提供一个人生的告诫。
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对死亡投以极大、极深的关注，无非是由死观生、由死向生的需要。而功臣的
死亡则更具有代表意义，人们可以从中体悟㈩一些深刻的道理，并且感悟出人世百态和做人为官之理
。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带来的理解错误，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非常重视这些古人生平
的解读，并且从他们的成长和成功以及为人处事上的细节中，解读出他们非正常死亡的深刻含义。此
外，作者还注意到了死亡事件的因果分析，并且给读者留出了思考的空间。熟悉历史的读者可以觉察
到书中的某些文字和场景有些似曾相识，这是因为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并巳引用了这些史料的关
键段落，以更有力的史证来解读这些功臣的人生百态和非正常死亡的深层原因。　　书中还很仔细地
选用了这些人物的代表作品，有些采川白活，有些使用原文，力求达意而已。通过阅读他们的这些作
品，读者可以品味其中或深或浅的历史意义，体察出隐藏在历史当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同时，作者也
希望利用这些可贵又可靠的文字材料，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这些人物的生死历程。　　本书在出版过
程中，王彦、陈璋、吕静霞等人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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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非正常死亡》

内容概要

《功臣的非正常死亡》主要内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厉害，你辉煌，可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盯着你，想方设法弄死你。他们跟你没有什么仇，仅仅是因为嫉妒，他们不明
刀明枪的跟你动手，常常是借助一个拥有权力的蠢货去干这事儿。看到这样的冤案，我们常常会无名
火起，拍案痛骂。这也是历史的另一种魅力：让人愤怒、悲凉和无奈。
综观中国历史，能够善始善终、全身而退的功臣少之又少。所谓“伴君如伴虎”，即便你是功勋卓著
的肱股重臣，被主子视为“国家栋梁”，倚为“国之长城”，但如果不知进退，或让主子不爽，或让
小人妒火中烧，那么离掉脑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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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非正常死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狡兔死，走狗烹——文种之死　　一、出使越国，饱受磨难　　春秋末年，各诸侯国之
间的争霸十分激烈。吴、越两国兴起于现在的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它们都与楚国接壤。开始时，吴
国国力较强，越国国力较弱，两国关系素来不好。后来晋国联合吴国牵制楚国，而楚国则联合越国来
对抗吴国，吴越两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吴国集结精兵
五万到吴、越两国的边境，给越国施加强大的压力。　　文种，楚国人，当时任大夫一职。他鼓动楚
王派两万军队到楚越两国的边境，想以此给越国助威，他还建议楚王联合越国一起对抗吴国。楚王听
从了文种的建议，于是派文种出使越国，商讨与越国结盟一事。楚王希望双方的联盟能给强大的吴国
敲响警钟，让吴国明白，小诸侯国联合起来的实力不容小觑，现在这样的行为不会再发生。　　受楚
王的命令，文种出使越国。而越王允常因为没打算过要与吴国开战，他害怕得罪吴国，因此他不喜欢
来越国游说的文种，但表面上还是敷衍文种。就这样，文种在越国备受冷遇。　　吴国的侦探得知楚
国派使臣去越国谋求联盟，急忙把这一消息上报给吴王阖闾。吴王大怒，决定先派兵攻打楚越边境的
两万楚兵。在楚越边境，吴军将楚军重重包围，结果吴军诛杀了五千楚兵，其余的一万五千楚兵也全
数被擒。吴国统帅伍子胥命令带兵统帅王子累将俘虏押去挖煤，王子累嫌路途遥远，最后竟然将一万
五千楚兵悉数活埋。楚王得知后暴跳如雷，把罪责全部归咎于文种。他命人去越国抓捕文种，准备押
他回楚国问罪。　　而这时期的越国正经历着一场劫难，老越王允常刚刚驾崩，石买等少数几名权臣
利用允常刚死，发动了宫廷政变。勾践是太子，他终于挫败了石买等人的罪恶阴谋，得以继位为王。
勾践继位后，先是重用范蠡，范蠡又向勾践举荐了文种。范蠡告诉勾践，文种有经天纬地之才，重用
文种，越国必定会强大。听了范蠡的建议，勾践马上拦下押送文种回楚国的囚车，让文种成为越国的
大夫。危难关头被解救的文种自然而然对勾践感恩戴德，为越国鞠躬尽瘁，以至后来文种成为传颂千
古的谋臣、干臣和铁骨铮铮的谏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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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非正常死亡》

精彩短评

1、只能共苦，却不可共富贵！皇帝永远都是孤家寡人，始皇帝的无奈？还是臣子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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