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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军事学家统计：全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战争的天数只有六天！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西晋、东晋两朝时期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
自三国归晋，司马炎一统天下，尚未曾经历中兴时代，传至第二代即开始衰落，原因起于司马炎不为
天下计，“同胞之谊毕竟淡于骨肉之情”，出于血脉相承的私念，让天生弱智、白痴的司马衷继承了
皇位，从而直接导致了天下大乱。
司马衷在“八王之乱”的内讧中死无对证，怀帝、愍帝皆享国短暂，不得身死，西晋旋告终寝。
司马邺于建康承继，是为东晋，实为半壁江山。
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群雄纷纷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天下之乱甚于春秋、战国、汉
末。
东西两晋时期，以今长江为界，江北历经成汉、汉赵、后赵、前凉、前秦、代国、冉魏、前燕、后燕
、西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南燕等五胡十六国之乱，江南经王敦、苏峻之乱，也几近
灭顶。
　　真实地反映东西两晋时期群雄逐鹿的历史不同于历史演义，有其严肃性，故本人在研究《资治通
鉴》及《晋史》的基础上，以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以石勒争雄为主线，再现了群雄起
步、发展、建业的全过程，并根据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
　　因历朝历代的变迁，一些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城市，因朝代不同名称亦变化无常，这给想
了解历史及研究军事、地理的读者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为此本人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根据中国地图出版
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及[宋]
袁枢著、辽沈书社出版、袁阊琨主编的《通鉴纪事本末》(三)进行了逐一考证，弥补了历史小说在此
方面的不足。
　　古人征战除采用兵法、谋略、策略等用兵之道外，尚受山川格局的限制。
本人力求在反映历史征战的同时与军事地理结合起来，既能对成汉割据、刘汉居晋、东晋偏安等做出
正确解释，又有“故在其次在于地利，纵观九州地势恰如鼎之三足。
东方北河水、中淮水、南江水，将其实分为三，江水辽阔是为天堑，易划江而治；河水稍宽，济渡易
于江水，并处于中原地带，征战之中唯雄者居之；淮水短且窄，且无地势可守，于此立足艰难，只为
南北推移地带，北下过此则直面江南，南上过此则直面中原，是故南北双方屡屡争夺于此。
巴蜀在淮水一线，位居于西，以山而论，自渭水、河水一线，沔水、汉水东南流，则有终南(今秦岭)
、龙门、大巴、巫山、小巴等崇峰峻岭将巴蜀围绕，于河水(黄河)北、江水(长江)南隔绝，易守而难
攻，终南为其外蔽，汉中为其缓冲，其山险之隔不亚于江水之隔，故其易于割据”对汉末三国鼎立的
诠释，并根据历史精心绘制了一幅反映东西两晋时期山川地理格局的地图，以便于读者在了解历史的
同时研究和掌握古人因受山川格局限制攻与守的军事规律。
　　两晋时期战争频繁，征杀异常血腥，写作时即感到极为压抑，为使读者轻松了解历史，如“石勒
携张宾、孔苌等举目四顾，望村落一簇，望河水一线，望群山一抹，望田陇复田陇。
村落虽小，群山绕之，河水又绕之，平田不陂，陂宜耕宜稼，水宜泓而不泓，池宜柳而无柳，暑水可
以渔钓，寒山可以采樵，群山可为牛眠，河水可与羊饮，石垒垒人皆可横卧”、“众人迤逦下得山来
，顺幽路、庇竹荫、涉流水、渡小桥、踏花径、扶樊篱，迤迤逦逦来至隆中。
犬吠声中村人知有陌路人来，纷纷启窗开户探视”等随处可见散文般的语言可令读者在领略血腥历史
事件的紧张时刻耳目为之焕然一新。
　　战争的发生除利益诱发因素之外，还源于诸多野心勃勃之政治目的的趋动。
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往往都是无数的无辜平民，正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
战争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其结果是制约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甚至是倒退。
人类要和平，社会要进步，为此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撰有此文，权为序。
　　宋永利　　2008年6月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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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是一个较大的历史军事题材小说。
主旨在于以石勒创业为主线，再现两晋时期诸雄争霸的历史的同时，对古代军事家在征战谋略、策略
，及攻守动机等方面有所突破，使之不落于重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及事件的精心描述，而忽视古代军
事家军事思想精华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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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司马氏一统天下建晋晋惠帝羸弱政失其鹿　　司马氏建晋的奠基者司马懿，出身士族家庭
，是三国时期一位富于谋略和善用权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历仕曹魏四朝，曹操时只为丞相府的幕僚
，曹丕时便担任了侍中、尚书右仆射、抚军等军政要职，曹睿时升任大将军、大都督，西拒诸葛亮，
东平公孙渊，成为魏国最具声望的大臣，同时于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政集
团。
　　齐王曹芳时，大将军曹爽企图铲除司马氏政权，结果因其懦弱、无能，非但未能除掉司马懿，于
公元249年为司马懿装痴卖傻所赚，反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从而奠定了司马氏
政权的基础。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先后继承权位，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控制着曹魏政权
。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均为颇具才智之权臣，精明强干、善弄权术，一方面用高官厚禄笼络那些有
权有势的官宦和统兵将帅，赐以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使为已用；另一方面，他们针对曹魏后期的腐朽
统治，下令减免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苛刻的刑法，即'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还采取了诸如'
举贤才，恤穷独'等手段，从而使其政局得以稳固，朝野为之肃然。
　　然而曹魏皇室及其曹氏军政集团并不甘心大势已去，寻机铲除司马氏。
司马师执政时，魏帝曹芳曾伙同曹氏集团骨干李丰、夏侯玄等密谋废黜司马师，却被司马师侦知，采
取先发制人手段，将李丰、夏侯玄等一网打尽，反将曹芳废黜，立曹髦为帝。
之后他又亲帅大军下淮南平定了由曹氏集团骨干文钦、毋丘俭等人发动的军事叛乱。
司马师在回师途中病危，他命其弟司马昭统率三军，掌管兵权。
魏主曹髦见有机可乘，便命司马昭留镇许昌，醉翁之意不在酒。
但司马昭却亲率三军直返洛阳，曹髦迫于无奈只得让他继承其兄司马师之位。
不久，司马昭又坚决地平定了诸葛诞发动的军事政变，将曹氏政权掌握的武装力量消灭殆尽，从此司
马昭之心也就路人尽知了。
　　魏帝曹髦难为傀儡，盛怒之下，草率行事，亲率宫中卫士、奴仆讨伐司马昭，于公元260年反被贾
充怂恿成济临阵倒戈将其杀死。
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司马昭也因此由晋公升爵为晋王。
司马昭为给其子孙打下坚实的帝业基础，于公元263年又选派精兵强将，分兵二路，一举消灭了刘蜀政
权。
　　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承王位。
公元265年，魏帝曹奂在万般无奈之下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是谓晋武帝，从此建立了由司马氏统治的晋
朝政权，因其所在的都城洛阳与后期司马睿在建邺(今南京，后因避司马邺之讳，改为建康)所建立的
东晋政权为中国版图的一西一东，故历史上称之为西晋。
　　司马炎建晋之初，尚能勤于政事，‘颁诏’宽型宥罪，抚从息役，敦本息末，务尽地利'，使人民
得以休养生息，十余年之后已是国富民强。
公元280年，在中书令张华、征南大将军羊祜和尚书杜预的支持下，毅然发动了灭吴战役，几路大军以
破竹之势一举将江南平定，实现了“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但司马炎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为西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建晋之初他鉴于曹魏政权后期由于宗室的羸弱、至使大权旁落的经验教训，便大封同姓宗族宗室为王
，不仅授予他们军政大权，而且派镇四方，即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镇(镇东、镇西、镇
南、镇北)。
虽知这些嫡系的王公大臣自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两世就已功名显赫，在纸醉金迷中，个个膏粱、
纨绔，即无雄韬武略，又野心勃勃，司马炎死后倒酿就了'八王之乱'，反为西晋的灭亡垫了底。
　　司马炎的同胞兄弟齐王司马攸德才兼备，人心所向，并为晚年的司马昭所欣赏，几乎取代了司马
炎而继承晋王王位。
司马炎占了长子的便宜，又兼他使用权术，笼络了司马昭的几个亲近大臣，取得了晋王王位、继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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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晋武帝之后，便对司马攸大肆嫉妒。
虽然司马攸本无篡位之心，并一心想辅弼他的兄长，但司马炎出于为他子孙后代皇位的考虑，对司马
攸采取了软禁的方式，使之身心交困。
在司马攸忧虑成疾之时，他听信了庸医谗言，使之不治身亡，从而使之失去了整个晋室唯一一位能支
撑起其半壁江山的栋梁。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天生弱智、白痴，司马炎虽对此心知肚明，但出于私心便硬立了司马衷为太
子。
因司马炎晚年沉溺后宫、不理朝政，又为车骑将军贾充所蒙蔽，使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为太子妃。
这贾妃身材短小、皮肤黝黑，是历史上著名的丑王妃、皇后。
贾妃人丑德亦丑，阴险毒辣、凶狠狡诈。
待到司马炎死，司马衷成为皇帝、贾南风成为皇后之后，她便控制了皇帝司马衷，限于她本性所至便
诱发了天下大乱。
　　司马炎弥留之际，杨皇后的父亲临晋侯、车骑将军杨骏受遗诏辅政，他非常讨厌贾皇后的为人，
抑制她染指朝政，而越越欲试的贾皇后便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她联系了年轻气盛的楚王司
马玮和淮南王司马允发动政变，杨骏及其党羽被全部夷灭三族之后，又将杨皇后幽禁起来活活饿死，
彻底地消灭了当权的杨氏统治集团。
在新的辅政大臣里，贾后虽然安插了自己的母舅郭彰和内侄贾谧，但对掌握兵权的辅政大臣楚王司马
玮和东安王司马繇却耿耿于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借口罢了东安王司马繇的官，并将其废为庶
人，贬迁带方(今朝鲜境内)。
除去司马繇后，贾南风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她利用辅政大臣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獾与楚王司马
玮之间的矛盾，先笼络了司马玮，并逼迫晋惠帝司马衷下诏书给司马玮，让他诛杀太宰司马亮和太保
卫獾。
在司马玮将司马亮(八王乱阶之一)和卫獾除掉之即，她又以惠帝名义宣布楚王司马玮矫诏作乱，一箭
双雕地又将司马玮(八王乱阶之二)处死，至此贾后便完全控制了朝政。
　　贾后虽然善杀及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已，却也知道用人。
地位稳固之后，贾南风起用了一心只以朝事为重、颇有统治经验的中书监张华、中书令裴楷、司徒王
戎等几位大臣处理国事，因此晋庭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
　　待太子司马鹬年长，他虽然不成大器，却生就了一副倔强的性格。
贾谧恃宠骄横，常常对太子无理，太子也以牙还牙。
因太子不是贾后亲生，贾谧便在贾后面前下谗言，贾后亦担心太子一旦继承皇位将对贾氏家族不利，
便设计陷害太子，她先将太子灌个酩酊大醉，然后让太子抄写意在逼皇帝退位的奏书，太子本来就醉
得一塌糊涂，抄也抄不成样，贾后不得不补笔之后才交于皇帝司马衷，要挟晋惠帝在早朝上出视群臣
。
皇帝司马衷原本就昏昏厄厄，难辩是非，又慑于贾后的淫威，不置可否。
众多大臣明知道贾后指鹿为马也不敢置辩，只有张华、裴楷等人提出质疑，态度坚决。
贾后无奈只得将太子废为庶人，使太子免于一死。
　　太子被废，朝中部分大臣出于义愤，便酝酿废掉贾后。
时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执掌兵权，谋臣孙秀便为其谋划一石二鸟之计：借贾后之手处死太子，再反以
此为借口废掉贾后，然后取代皇帝。
贾后果然上当，在处死了太子之后，赵王司马伦也将其赐死，并将贾氏家族斩草除根。
　　晋惠帝司马衷本就形同虚设，皇储太子一死，贾后又命归黄泉，于是个个野心的司马氏子孙为了
皇位计便开始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从此天下便大乱了。
　　晋失其鹿，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中国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群雄角逐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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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晋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作者在研究《资治通鉴》及《晋史》的基础上，以大量详实的历
史资料，按时间顺序，以石勒争雄为主线，再现了群雄起步、发展、建业的全过程，并根据历史做出
客观的评价。
　　《晋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力求在反映历史征战的同时与军事地理结合起来，既能对成汉割
据、刘汉居晋、东晋偏安等做出正确解释，又有“故在其次在于地利，纵观九州地势恰如鼎之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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