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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齐风

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是人类

文明的 “轴心时代”, 当时的希腊、 中国、 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

思想家,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 并一直影响着人类

生活。 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争霸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也是中国文化百

家争鸣、 思辨融汇的鼎盛期, 是中华文明的 “轴心时代”。 而齐鲁文化

则是 “轴心时代” 的重要中心。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在 《夷夏东西

说》 中提出, 从春秋到王莽时, 中国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 这一个

重心, 便是齐鲁。

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璀璨夺目。 诸子百家多出齐鲁, 孔子、

孟子、 墨子、 管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大家就生活于齐鲁, 而稷下学宫更

是汇聚百家, 自由交融, 引领天下思想学术。 尤其是在列国强调君

权, 对学术进行实用性选择, 合则扬, 不合则弃、 则斥的环境中, 齐

国不但允许诸子百家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 百家争鸣, 畅所欲言, 而

且提供优厚的待遇, 兼收并蓄、 开放包容达到顶峰, 为催生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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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轴心时代” 提供了一个襁褓。

二

周王朝初年, 实行封邦建国, 以屏藩王畿, 形成了诸侯林立的局

面。 齐国是周朝功臣太公望的封国, 最初不过是数百里的方国, 而且立

国条件也不好, 地多盐碱, 少五谷而人民寡。 然而, 经太公一世, 齐国

便成为 “冠带衣履天下” 的经济大国, 人民多来归。 后世吴札赞叹说,

“泱泱乎, 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 其太公乎, 国未可量也!” 经过后世

几十代君主的经营, 齐国终成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七雄之一, 成为当时

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诸侯国。 司马迁在 《史记》 中称赞说: “洋洋哉,

固大国之风也!”

本是地狭人稀、 贫穷落后的齐国, 春秋时期已经是粟如山丘, 其民

无不吹竽、 鼓瑟、 击筑、 弹琴、 斗鸡、 善蹴鞠, 国都临淄则车毂击、 人

肩摩, 就是到了西汉初年, 曾经的齐都临淄, 依然市租千金, 巨于长

安。 齐国曾经是一个经济富足之国。 立国之初的百里齐国, 几经拓疆,

战国时期西北已经越过今河北沧州而到天津, 西南越过鄄城而至河南濮

阳一带, 南至日照, 东至大海, 与西秦、 南楚成鼎足之势, 不愧为一个

疆域大国。 齐地属东夷, 向有尚武之风, 到了战国中期, 《史记》 记

载: “齐地方二千余里, 带甲数十万……齐之强, 天下莫能当。” 齐国,

曾经是称雄天下的军事强国。

然而, 曾经如此国力强盛、 文化璀璨的齐国, 却与统一天下失之交

臂, 完成天下更始大业的, 偏偏是被后世诟病极深的暴烈秦国! 齐国兴

盛的经验和没落的教训同样深刻, 值得思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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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我的一位同事调走前赠给我一本宣兆琦、 杨

宏伟主编的 《齐国史话》, 专业而又可读。 我的家乡先属鲁后归齐, 我

对齐国和齐文化天然亲切。 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 读了好多遍,

而且诱发了我对齐文化的浓厚兴趣, 陆陆续续购买了十几本齐文化方面

的书籍, 比如 《齐国社会生活史》 《齐国政治史》 《齐国人物志》 《齐

国史料编年考辨》 《齐文化通论》 等。 我一直有个愿望, 将来能创作一

部关于齐国的小说。 算起来, 这个愿望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几年前有一次见到齐鲁书社的王路社长时, 他问我创作情况。

我当时已完成近代名臣系列历史小说, 正在创作近代商人系列。 近

代太窝囊, 我写过的人物, 无论曾经做过多大的探索和努力, 大都以悲

剧结局。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中国近代国家民族受辱蒙尘, 个人能好到

哪里去!

我说: “都是大变局时代, 但春秋战国时期就豪壮多了, 大开大合,

大起大落, 大忠大奸, 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

时代, 真正是群星璀璨。 尤其是齐国, 更为耀眼呢!”

“对, 你应该写一个系列, 把齐国的历史讲清楚,” 王路社长十分

激动, 建议说, “书名就叫 ‘大齐’。”

我顺口应和说: “好, 我就写写 《大齐》。”

我只是顺口说说。 因为对齐文化虽早有涉猎, 但离创作小说的条件

相差甚远。 过了没多久, 接到王路社长的电话, 让我拿一个 《大齐》

的创作计划, 社里要作为重点选题研究。 我这才知道他是当真了。 大话

已经说出, 我只好重新检阅齐国的资料, 拿出了系列小说的大体计划:

拟创作四部, 第一部 《会盟天下》, 描述面对周室式微、 天下失序的大

变局, 齐桓公、 管仲敢于担当, 创建春秋首霸的功业; 第二部 《稷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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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描述稷下学宫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为孕育中华文明多元化、 包

容性而做出的突出贡献; 第三部 《失国复疆》, 描述齐国几乎被燕灭国

而又复活的故事, 重点突出齐文化的坚韧、 顽强; 第四部 《河海汇

流》, 描述泱泱齐国与统一擦肩而过, 并入大秦的结局, 重点表达仅有

经济壮大不是真正的强大, 必须葆有奋争精神和铁血脊梁, 同时表明,

齐国虽灭, 但齐文化并未消失, 而是融于中华文明之中。

王路社长办事真是太雷厉风行了。 不久他告诉我, 已经与齐文化博

物院的马国庆院长联系, 随时可以到淄博去参观考察。 几天后成行, 同

行的还有齐鲁书社的许允龙主任, 王路社长说, 允龙是我这套书的责任

编辑。

到了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齐文化博物院, 见到了马国庆院长。 他是

齐文化的专家, 又是作家, 创作有长篇小说 《神鞠》。 他一再告诫, 不

要创作成猎奇的作品, 一定要有大视野、 大胸怀, 把齐文化在今天仍然

闪光的价值点真正挖掘展现出来, 让历史观照现实。 这也正是我的努力

方向。 我们越谈越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又提了几个历史细节

问题, 他很轻易地给出了答案。 有马院长这样的专家随时请教, 创作中

遇到问题不难解决! 我因此信心大增。 接下来的两天, 我们参观了齐文

化博物院、 管仲纪念馆、 中国古车博物馆, 还有正在发掘的稷下学宫遗

址。 临别时, 马院长还赠送了管子、 稷下学宫的相关资料。 此行收获极

大, 两天下来, 我已经涌起立即创作的冲动。

四

我着手创作准备。

第一步当然是筹备资料。 原有的齐国史料远远不够, 写齐国, 必须

是放在先秦大背景下来考察。 《史记》 《国语》 《左传》 《礼记》 《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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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考工记》 《春秋列国地理图志》 《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

《商周彝器通考》 等, 这属于全面背景类资料, 是必备的。 与齐国直接

相关的资料以及齐桓公、 管仲、 鲁庄公的专门研究资料, 我又紧急购买

了一大批。

我创作历史小说, 先用望远镜: 就是先了解大的背景和人物的重

大事件, 明白大的历史脉络, 有几个起伏和关键, 功夫应该下在哪

里。 具体创作过程中, 更多的要用显微镜: 大量的历史细节、 生活细

节、 社会细节、 情感细节、 思想细节, 不能凭空臆想, 需要大量资料

的支撑。 这时候, 更多的是进行专题性的资料挖掘。 从 A 找到 B, 又

从 B 找到 C, 超星数字图书馆、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知网以及

最新的文心一言等工具, 给寻找资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总会给我意

外惊喜。

齐国以盐铁之利富甲天下。 而冶铁发明于何地, 至今尚未有定论,

但至少春秋初期已经发明, 学界大都认可。 当年筹建中国莱芜钢铁博物

馆, 我是材料组成员之一, 曾经阅读了大量冶铁资料。 淄博市曾经组织

专家论证, 冶铁发源地就在淄博的铁山。 铁山和冶铁的发明过程, 成为

我创作的一个重点。 我搜集到了铁山的考古资料, 参阅了中国冶铁资

料, 塑造了一个执着、 刚直而又略带偏执性格的冶工吕冶子角色。 早期

冶铁炉、 冶铁燃料、 鼓风技术等细节, 更是耗费了大量心血。

这种专业性资料, 我参考的多是高校学者的专著、 博士生的毕业论

文, 而文学作品则坚决不看。

五

当然, 下功夫最多的还是对霸业的理解和展现。

霸者, 伯也, 诸侯之长也。 如老父年迈, 兄长主其事。 而我在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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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前, 所理解的霸业, 一直是以强凌弱, 以大欺小, 仗势横行。 实在

是惭愧。

齐桓公、 管仲所处的时代, 的确需要诸侯之长。 周平王东迁洛邑

后, 周室式微, 礼崩乐坏。 诸侯强并弱, 大欺小, 天下混乱, 而人民思

安。 许多有志之士、 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 管仲是其中之一。 他的

幸运在于, 遇到了胸襟似海的齐桓公, 弃一箭之仇, 拜为仲父, 立为位

高权重的相国。

管仲的志向, 不是仅做位高权重的齐相, 而是要辅佐齐桓公创建霸

业, 否则, 他宁愿弃相不就。 管仲辅佐齐桓公, 坚持王霸之始, 以人为

本。 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 我存安

之; 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 通过官山海, 大兴盐铁之利, 使齐国富甲天

下, 具备了创建霸业的基础。 就处理与他国的关系而言, 有 “为天下”

的胸襟, 尊王攘夷, 扶危济困, 以齐国之富强, 补天下之不足。 管仲一

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齐桓公, 创建霸业难免要做出牺牲, 有时会痛比割

肉。 齐国北逐山戎以救燕, 迁邢存卫以继绝, 不仅要付出人力, 更要付

出巨大的财力。 许多时候, 齐国财力的三分之二用于外。

桓管霸业, 不仅仅是力保中原诸侯国土完整, 还为华夏文明存亡继

绝, 孔子称赞说: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齐桓公曾与管仲一起率齐燕联军, 北入燕山, 大败山戎, 刜令支,

斩孤竹, 战后却未立即返回, 而是遍访濊貊、 屠何、 肃慎等国; 齐桓公

也曾率数国之师南下征楚, 却未与楚国大战, 而是在召陵会盟。 桓公九

合诸侯, 不以兵车, 而是以会盟、 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 这是桓管霸业

的创举。 而对夷族文化传统的包容、 尊重, 促进了夷夏融合, 也是他们

始料未及的。

齐国的霸业之路与南楚北晋的以强并弱、 以大欺小不同, “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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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而不惜牺牲齐国利益, 推行起来谈何容易! 朝野之间, 君臣之间,

国际之间, 阻力重重, 但四十余年, 桓管从不改变初心。

桓管所处的时代, 遇到的困境, 以及他们的探索和努力, 至今具有

重要的启发意义。 历史映照现实, 永远是历史小说创作最得意之笔。

六

创作齐文化历史小说, 我一直有疑虑和犹豫。 有人问我, 你欣赏齐

文化, 可是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是秦国, 一个被灭掉的国家和文化有什

么好说的。 我曾经无言以对。 今年张炜先生赠给我十几年前他出版的

《芳心似火: 兼论齐国的恣与累》, 里面有句话说, “伟大的文化和传

统, 有时候真的会孕育一次失败, 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这句话让

我茅塞顿开, 的确, 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 也不该以成败论文化。 齐国

被秦灭国了, 但齐文化犹在, 它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洪流中, 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就了中华文明美美与共、 多元包容、 海纳百川的气

魄和胸襟, 值得大书特书。

七

春秋战国离我们太遥远了, 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 喜怒哀乐等细

节, 都是我创作的难点。 我虽然尽量查阅大量专业资料, 但仍属业余,

在专家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 对我而言可能闻所未闻, 因此难免闹笑

话, 还请方家和读者批评、 谅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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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捷足先登

小白详 (佯) 死, 管仲使人驰报鲁。 鲁送纠者行益迟, 六日至齐,

则小白已入, 高傒立之, 是为桓公。

——— 《史记·齐太公世家》

一

由泰山而东, 山脉绵延不绝四百余里后, 又与南北走向的沂山

山脉相接, 在此形成方圆数百里的半弧形山地。 重峦叠嶂中, 河溪

蜿蜒, 最终汇成三条河流, 山南西流者曰汶水, 南流者曰沂水, 北

流者曰淄水。

淄水源头, 是数条曲折迂回于泰沂山脉间的溪流, 合流后沿着

一条长近两百里的山谷, 一路向北, 再汇众流。 出了山谷后, 转而

向东, 又折向东北。 就在这淄水拐弯处的北面不远, 枕山临水, 建

有一座巨大城池, 南北长周制十里有余, 东西宽周制九里还多,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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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高逾五六丈, 远在十余里外也能辨得清角楼和雉堞。

这就是齐国的都城临淄。

临淄城的营建者是齐国封君太公望, 也就是民间鼎鼎大名的姜

子牙。 他是助周灭商的首功之臣, 周天子分封天下, 把他封在海岱

之间的齐国。 当时周朝国都远在西陲, 海岱之间实力强大的东夷诸

国需要有人来镇抚。 周朝上下, 有谁能比太公望更合适? 因此, 首

功元勋太公望并未得封中原沃壤, 而是就封了一个方圆不过百余里

的齐国。 东夷风俗独特, 与中原文化差别很大; 齐国缺乏大片的沃

土, 南是山, 北是海, 地多盐碱, 但有鱼盐之利, 且制陶、 养蚕、

冶炼等手工业十分兴盛。 太公发现在齐国无法强制推行周礼, 因而

变通办法, 尊重东夷的传统, “因其俗, 简其礼”。 在经济发展上,

则推行 “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 尤其是在国都的营建上, 太公

望更是气魄宏伟, 营建了天下诸侯国第一大城, 为后世留足了发展

余地。 经数百年经营, 到春秋时期, 齐国已经成为东方大国, 国都

临淄早已雄甲天下。

一个夏天的上午, 沿着临淄城东西大街, 一辆三马大车由东而

西奔驰而来, 随着马蹄节奏銮铃叮当作响, 街上行人、 乞丐和兵士

连忙躲避。 仓皇躲闪中有人跌倒在地, 但看一眼豪奢的马车和峨冠

锦衣的主人, 连骂一声的胆子也没了。

马车一路飞驰, 到了齐宫南门前, 驭者身体后仰, 猛地收紧缰

绳, 嘴里发出 “吁吁” 的声音, 三匹高头红鬃烈马几乎同时屁股后

坠, 四蹄抢地, 稳稳地停了下来。 门军迎上来, 一手抓住马嚼口,

一手拍拍马头, 抚摸着马额上一拃余长、 花纹精美的青铜当卢, 仰

着脸和车上的主人打招呼: “公孙大人, 今天当卢又换了样式, 比上

次的还漂亮! 啊, 怪我眼拙, 马冠、 樊缨也都换了。”

驭手抖抖缰绳说: “岂止是当卢、 马冠, 车较、 軓饰也都换了。”

门军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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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上的主人姜无知, 爷爷是齐庄公, 因此人都尊称一声 “公

孙”。 他的父亲没能当上国君, 但他的伯父齐僖公对他宠爱有加, 当

年所受待遇与太子姜诸儿无二。 堂兄姜诸儿平白多了个对手, 对他

又恨又妒忌, 所以一登上君位成了齐侯, 立即剥夺了无知的各种特

殊待遇, 没少给他小鞋穿。 无知非等闲之辈, 变着法子巴结齐侯,

十余年下来, 几乎成了齐侯的心腹。

“这是君上特准的, 而且准许我的马车进到雉门前。 你们应该奉

到君令了吧?”

齐宫三重宫门, 大门是眼前的虎门, 二门是雉门, 三门是路门。

驱车到雉门, 是特别的恩典和荣耀。

“是的, 公孙大人, 小的已经奉到上令。 您不必在此下车, 可一

路直到雉门。” 门军微微哈腰, 做一个请的手势。

驭手一抖缰绳, 三匹马同时起步。 宫中不比大街, 马儿迈着碎

步, 嘚嘚嘚地向着雉门而去。

望着远去的马车, 一位年轻的门军对百夫长说: “这位公孙真是

有一套, 前些年君上还恨不得剥了他的皮, 现在倒抖起来了。”

百夫长哼一声说: “世事难料, 人欢无好事, 狗欢挨石头。 马

冠、 樊缨只有天子和公侯国君才配用, 若在从前, 他脑袋早就搬家

了。” 百夫长又叹息一声说, “现在老礼都不大讲究了, 僭越的事情

多了去了。”

“可不, 我爷爷老是说, 现在这世道, 太不讲究了。” 年轻门军

附和说。

公孙无知的马车, 沿着宫中青石铺筑的大道向北而行。 以道路

为中轴, 东西两侧, 按照 “左祖右社” 的布局, 东边是祖庙, 东西

一字排开, 共有七庙, 供奉姜姓祖先; 西边是社稷坛, 是祭五土和

五谷之神的地方。 宗庙后面有空旷的广场, 遇到国家危难、 迁建国

都、 废立国君这样的大事, 就在这里举行朝会, 国都官吏士民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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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称外朝。 祖社之外, 西边还有数十间坚固的库房, 兵甲、 齐

币、 锦绣、 彝鼎等, 都储存在这里。 各库都以青石筑成, 坚固无比,

又有重兵驻守, 关防极严———这也是第一道宫门又称库门的原因。

穿过广场, 来到齐宫第二道门———雉门前。 雉门比库门略小,

但两侧筑有高过宫墙的阙楼, 用以悬挂政令, 供国人观知。 无知指

指腰间悬挂的腰牌, 门军根本不必去验, 微微哈腰点头, 做个请的

手势。 无知跳下马车, 突然从阙台后面窜出一个小军官, 拦住他的

去路, 急匆匆地行完礼, 大声说: “公孙大人, 小的是连称大夫的护

军, 有事请公孙大人帮忙。”

无知想想, 此人的确有些面熟。 连称大夫去年被齐侯派去葵丘

戍边, 送行时似乎见过此人。

“小的受连称大夫之命前来送瓜、 面君, 瓜送下了, 门军却不允

进宫, 见不到君上, 小的无法复命。” 小军官说, “请公孙大人看在

连称大夫的面子上, 帮小的说个情, 无论如何见到君上。”

“你休要啰唆, 不要耽误公孙大人进宫。” 门军把小军官推到一

边说, “你一个月前已经送过一次瓜, 现在瓜都罢市了, 你又送来一

车破瓜, 谁稀罕! 库上答应收下, 已经给你面子了, 还要面君! 真

是笑话, 国君是你想见就见得上的?”

小军官也自知此事有些过分, 跺着脚说: “我要见不到君上, 完

不成将军的军令, 只有死路一条!”

门军说: “要死要活随你, 干我何事?”

无知摆摆手说: “要我帮忙也可以, 可是, 你总要告诉我, 连称

大夫要你面君所为何事。”

小军官说: “公孙请借一步说话。” 把无知请到一边, 嘀嘀咕咕

说了老大一会儿。

连称大夫的妹子是齐侯的姬, 在宫中不受宠, 一年见不到齐侯

几次。 齐侯后宫粉黛如云, 像连称妹子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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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仗着知兵, 受齐侯高看, 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几次为妹子鸣不

平。 齐侯不胜其烦, 撤销了他宿卫宫禁的军职, 打发他到葵丘去戍

边, 当时向他承诺, 瓜熟的时候就派人换防。

今年瓜刚熟的时候, 连称就派眼前这个小军官, 带着数车甜瓜

送到宫中, 并交代无论如何要让齐侯吃上葵丘军前送来的瓜。 小军

官费了不少功夫, 据受托的寺人说, 瓜是送到齐侯面前了, 齐侯吃

了一个, 还夸瓜甜, 但等了个把月, 却无下文。

“你们将军的意思, 让你再次送瓜来, 是想提醒君上, 该派人换

防了?”

“正是, 我们将军责怪小的办事不力, 怀疑上次的瓜根本就没有

送到君上面前。 请公孙大人无论如何想想办法, 让小的能够面君。”

无知直皱眉头: “这恐怕有些难办。 你们将军有没有给君上的呈

文? 我可以代呈, 那时候也可以借题发挥, 帮你说话, 君上或许能

够召见你。”

“我们将军有点———” 连称大夫有点倔, 他认为一国之君金口玉

言, 何须他出什么呈文。 但这话无论如何不能实说, 小军官为自己

的将军弥缝说, “将军的意思, 只要君上记起他在戍边, 就一定能够

想起瓜熟而代的事情来。”

“葵丘离临淄也不是太远, 地方物产又丰, 又没有战事, 多守个

一年半载有什么了不得, 何必如此亟亟?” 无知有意打探军前情况。

“公孙大人有所不知, 当初将军对下面说, 最多一年, 就一定能

够回都。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尤其将军说话, 如同军令, 怎

么好轻易食言。 再说, 戍边向来是一年一换防, 尤其是家里人丁少

的, 庄稼缺人侍弄, 是要饿肚子的。 兄弟们都准备瓜熟返都, 下面

怨言极盛, 将军也很着急。” 小军官又附耳说, “何况, 远离国都,

连称将军怕君上把他忘了。”

无知点头说: “我明白你们将军的处境。 好, 此事包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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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替你想办法。”

小军官千恩万谢。

无知徒步进入雉门。 雉门内中轴线上, 是治朝的朝堂, 是国君

每天会见朝臣的地方, 朝堂两边, 分别坐落东西两室, 是朝臣们候

朝的居所。 因为是商议治理国家的大政, 因此有治朝之称。

绕过朝堂, 便到了宫城的第三道门———路门。 路门之内, 是齐

侯燕寝之地, 即俗称的内宫。 路门除了门军守卫, 还有专门负责交

通内外的寺人。 寺人看到无知, 连忙施礼说: “公孙是来见君上吗?

请稍等, 小人这就替公孙通报。”

等了一会儿, 寺人回来了, 说: “公孙请到路台去面君。”

路门之内, 也有朝堂, 是国君会见公族商议家事之地, 偶尔与

近臣密议, 也在此地, 称为内朝或燕朝, 规模比起治朝来要小得多。

此外就是国君燕居的后宫, 夫人姬妾亦各有所居。 齐国宫室甲于天

下, 可是齐侯犹嫌不足, 别出心裁, 在后宫西北, 夯筑起高高的土

台, 称路台, 路台之上又建亭台宫寝。 路台的西、 南两面, 当初取

土掘出了一大片洼地, 后来蓄水成池, 沿岸建有廊榭亭轩, 水中有

荷, 又养着专门从大河中捕来的鲤鱼, 成了齐侯冶游的新去处。

寺人头前带路, 沿着路池边曲曲折折的游廊, 走了老大一会儿,

然后又拾级而上。 终于登上了路台。 无知被带到了一个凉亭前, 齐

侯姜诸儿披散着头发, 穿着短袖便衣, 懒散地靠在亭柱上。 无知到

了跟前, 躬身请安。 齐侯一把撩开额前的长发, 说: “无知, 你说

你, 让我安闲一会儿不行吗? 午觉还没醒, 你就来打扰!”

“君上, 这可就太冤枉我了, 前天您吩咐我, 帮您想想齐国该干

点什么大事, 让天下诸侯刮目相看。 我两天两夜, 吃不好, 睡不好,

就为帮君上出主意。 我冒着酷热跑来, 从雉门跑到路门, 又从路门

跑到路池, 再气喘吁吁爬上台来, 出了一身臭汗, 结果得来君上一

顿埋怨。” 无知揪起浸出汗水的前襟让齐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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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扑哧一声笑了, 说: “我站在亭子里, 早就看到你一路小跑

过来了。 筑路台的主意不错, 居高临下, 临淄城尽收眼底。”

路台高出宫墙一大截, 不仅宫城、 临淄城尽收眼底, 城外远山

如黛, 淄水奔流, 系水蜿蜒, 给齐侯增添不少乐趣。

“看风光倒在其次, 君上雄才大略, 丰功伟绩, 非有此高台不足

以彰显君上之功德。” 无知说, “天下第一国都, 配以天下第一高台,

奉以天下第一国君, 君上此举, 领天下风气, 我敢断定, 不出数年,

列国都将大兴筑台之风。 不过无论他们筑得多高, 也是步齐国

后尘。”

“怪不得先君偏爱你, 你的鬼主意最多。” 齐侯说, “说说吧,

你冒暑进宫, 一定是又有好主意。”

“谈不上好主意, 不过是按君上的谋略, 依样画葫芦。” 无知说,

“齐国应当着手准备, 像灭纪一样, 灭掉莱国。”

灭纪, 是齐侯姜诸儿最得意的事情。 纪国是齐国的东方邻居,

几乎与齐国同时受封为侯国。 其面积与实力都不亚于齐, 是几百年

来齐国的强劲对手。 两国更有世仇, 齐国第五世国君齐哀公被周天

子烹杀, 据说就是纪侯进的谗言。 二百年来, 齐国历代国君都未忘

记报仇, 无奈纪国与鲁、 郑等国结盟, 齐国未能如愿。 齐侯姜诸儿

趁郑国内乱、 鲁国新君初立之机, 果断出兵, 夺取纪国三邑, 迫使

纪侯逃亡, 纪侯的弟弟臣服齐国, 纪国成了齐国的附庸, 虽保存了

宗社, 与灭国无异。 无知的意思, 纪国已经臣服, 齐国与莱国完全

接壤, 接下来齐国就得收拾莱国。

“收拾莱国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他国干涉。”

莱国是东夷古国, 虽然接受周天子册封, 但他们的衣饰习俗几

乎未变, 仍然被中原国家视为夷国。 而且莱国三面环海, 只与齐莒

接壤, 无知认为收拾莱国无异于关门打狗, 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掣

肘。 当然, 莱国太大, 无法一口吞下, 首先把他们西部的国土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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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他们把国都东迁是能办得到的。

“莱国都城离临淄不过数百里地, 齐国用兵, 朝夕可至, 取他国

都如探囊取物。 国都一丢, 他们只能往海边跑, 大片沃野良田收入

大齐囊中。”

齐侯姜诸儿雄心大起, 深以为然。 两人在亭中密谋良久。

“君上, 从雉门进来, 实在太远了, 要是您再赏臣乘车进雉门,

那就方便多了。” 无知趁齐侯高兴, 又提新要求。

“无知, 你不要得寸进尺, 多少老臣也都在雉门下车!” 齐侯突

然间声色俱厉, “还有, 我听说你有时候乘驷马招摇过市, 要是追究

起来, 治你僭越之罪。”

无知说: “君上, 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说到这里了, 我为君上

不平。 楚国蛮夷之国, 竟然也称王了, 楚王早就坐上了六马大车,

那可是天子之制。 与楚国比起来, 君上乘六马大车也不为过。”

“这些都是虚荣, 非我所关心———如果真有灭掉莱国那一天, 我

乘六马大车也说得过去。”

“君上, 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无知突然想起来, “哎呀, 我差

点忘了。 君上, 今天我在雉门外还管了件闲事。”

无知说的, 正是连称大夫派人送瓜的事。

“这件事, 我并没忘。” 齐侯说, “连称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我

实在不愿见他。 你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关键不在于君上愿不愿见他, 而是他行事太狂悖。 对

君上本有所求, 可又偏偏不讲在明处, 非要三番五次送瓜来逼迫君

上。” 无知说, “对他这样的人, 必须时时敲打, 让他勿忘本, 勿忘

身份。 我的意思, 应当恩威并用, 先给他一番教训, 等他悔悟了,

再加恩给他不迟。 教训他, 是为了他好, 谁让他是君上的至亲。”

齐侯轻蔑地一哂: “他算什么至亲! 后宫这么多人, 若都以至亲

自居, 临淄城里遍地都是至亲了。” 齐侯一拍栏杆说: “赏那个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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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数的军士五十鞭子, 让连称清醒清醒。”

无知出宫, 回到家里, 立即找妻子密谋。

“今天我又在姜诸儿面前给连称拱了一把火, 以连称的毛躁脾

气, 非跳脚大骂不可。” 无知说, “连称那边, 我会想办法到葵丘一

趟, 再摸摸他的实底。 连姬那里, 非你出面不可。 她受诸儿冷落,

早就怀恨在心。 你得说服她, 他们兄妹与我联手, 想报仇雪耻不难。

一旦事成, 他们兄妹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哥哥肯定是我的心腹, 一

人之下, 万人之上; 至于连姬, 我做了国君, 一定让她当夫人。”

夫人, 便是国君的正妻!

无知见妻子脸上难看, 连忙劝道: “你可不要给我吊脸子, 我真

有当国君的那一天, 夫人非你莫属。 这样哄连姬, 无非是给她个甜

枣, 让她帮着我办事。”

无知妻子说: “非要如此不可吗? 受憋屈好些年, 现在君上总算

信任你了, 你就好好辅佐他, 过几天平安日子多好。”

“哼! 都是庄公子孙, 他做得了国君, 我更应该做。 论相貌, 论

才能, 论智谋, 他哪一样不败在我手下! 我咽不下这口气!”

无知狠狠一掌拍在案上。

转眼到了秋天。 秋高气爽, 野物也都吃得膘肥体壮, 正是秋狩

的好时候。 宫中传出消息来, 齐侯将巡视葵丘戍军, 并到贝丘狩猎。

葵丘位于临淄之西, 济水之南。 葵丘东南, 渑水与时水交汇处,

有一片低丘, 据说下面全是东夷先人吃剩的贝壳, 也有人说是当年

东夷造贝币的地方, 总之, 从很久以前就传下来了地名———贝丘。

这一带土地肥沃, 有成片的树林, 也有方圆近十里的草坡。 齐僖公

时就下令圈禁起来, 作为狩猎围场, 同时兼种牧草。 姜诸儿即位齐

侯后, 立即下令在这里建了离宫, 方便出巡游猎。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 天空一片湛蓝, 有几片云朵闲散地飘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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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贝丘围场的草坡, 此时颜色最是斑驳, 河岸及浅水中, 仿佛天

上的云朵飘落了下来, 那是成片的蒹葭开出的白色花穗; 近河的缓

坡上, 还露着绿意, 那是尚未干枯的蒲草、 水芹、 半枝莲; 而大部

分地方已经变成一片金黄, 那是当地人所称的黄麦草, 高可齐腰,

入秋叶茎均变黄色, 草籽聚在梢头, 像一小枝麦穗; 金黄中点缀的

枯黄、 暗红, 是羊草及蓬草、 狗尾巴草等杂草的颜色。 麦草、 羊草

秋后都结小穗, 是马、 牛、 羊的上好刍秣。 树林的颜色也同样赏心

悦目, 高大的杨树叶片已经变黄, 黄栌树叶则被秋风涂成鲜艳的红

色, 而榆树、 杨柳仍带绿意, 远处那一片深绿, 是大片的松林。

围场东南, 也有一片杨树林, 树身笔直, 树皮闪着亮光, 高高的

树冠上, 轻风拂过, 叶片发出唰啦啦的声响, 不时有巴掌大的淡黄叶

片落下来。 这片树林是精心栽植的, 每一棵、 每一排之间的距离都整

齐划一, 每排的宽度, 恰好可容下一辆战车。 齐侯姜诸儿华丽的四马

青铜轺车就停在杨树林中, 另外还有十几辆轻车停在轺车后面或近旁,

驾车的马儿领会了主人的命令, 都静静地站着, 偶尔喷一下响鼻, 或

者甩一下尾巴。 杨树林外, 有数片荆丛, 高约齐胸, 叶子已经落了大

半, 褐色的麻雀眼大小的种籽挤满枝头。 此时齐侯正透过荆枝间的空

隙, 向远处的树林观察。 他的身边有宫廷禁卫石之纷如、 心腹寺人费

和仆大夫孟阳。 稍远处, 是驻守葵丘的连称和管至父。

他向连称招招手说: “连称, 你过来。”

一身戎装的连称左手按剑, 大步流星走过来。

“连称, 有点将军的样子了。” 齐侯赞许地点点头, “我没去葵

丘军营, 把你们的人马调到围场来检阅, 你们没有怨言吧?”

“服从君令, 天经地义, 臣没有怨言!” 身躯高大、 双目如炬的

连称毫不犹豫地回答。

齐侯点头说: “好, 这就好。 你还有什么要求, 不妨对寡人

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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