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A12 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乐建中 美编/严勇杰 照排/章译文责编/乐建中 美编/严勇杰 照排/章译文书 摘书 摘

《曹操残梦》
作者：（日）陈舜臣
译者：荆 莹 王成武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编辑推荐词：本书没
有以蜀汉为正统来写，曹
操不是篡逆者，司马懿只
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已而
积聚力量。没有白脸的反
派人物，推理与史料糅合
在一起，把三国故事复原
为彩色的神韵丰满的人物
与场景，历史也就此流淌
开来，进入那个色彩缤纷、
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魏有监国谒者这一职务。
魏国继承了汉朝的官制。中

央除了有任命官吏的州、郡、县以
外，还有名义上分给皇亲国戚的内
属国。州、郡、县设有刺史、太守、
县令等，国家设有相府掌管军事、
行政、司法。而皇族牵涉到皇位的
继承问题，对官制也必须特别注
意。对分封了属国的皇族进行监
视的，就是监国谒者，他们专门负
责传达汇报对皇族的监视内容。
监国谒者直接隶属于皇帝，虽然很
少被记载却有很大权限。《三国志》
中，出现的监国谒者估计只有灌均
一人吧。

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
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

这里特别写上“希指”二字，是
为了迎合皇帝而写的。

灌均的上司是朝廷的丞相府。
魏朝廷首先考虑的是皇位，把关系
较近的皇族随便安上个名义发配出
去，离皇帝越远越好。特别像曹彰、
曹植这样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关注
的程度更加严密。

魏朝廷的意思，已经背离了皇
帝个人的意愿。即使是作为皇帝的
曹丕，也要受到朝廷相府维持长治
久安意向的约束。皇帝的兄弟们要
尽量地远离权力中心，不仅仅是指
被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还有种把
他们送到黄泉去的一层意思。

听到二哥曹彰病死的噩耗，曹
植的心绪自然是波澜起伏，悲怆异
常。这绝不是正常的死，聚首洛阳
为迎接节日而来的皇族们内心惶
惶。

在皇族当中，也是年龄相仿的
兄弟们更有亲近感，毕竟从孩提时

候就在一起了。
曹操光是儿子就生有二十五

人，在当时夭折的孩子也不少。晚
年，他又得爱子曹干（由王昭仪抚
养），比曹彰要小二十岁之多。

曹植在洛阳最谈得来的兄弟，
要数小他三岁的曹彪了。曹彪是孙
姬之子，字朱虎，幼年时与曹植同是

竹马玩伴，他们相见时无话不谈。
“二哥太过粗心率直，有时我在

他身边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曹彪
不认为曹彰是偶然死的，曹植当然
也一样。

“我们都要谨慎小心啊，一定要
好好活着！”曹植言道。

“没办法，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
会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了。什么同
胞骨肉皇族兄弟，简直把我们当囚
犯了！”曹彪垂头丧气地抱怨。

节日过后，诸侯王族们要返回
各自的封地。曹植和曹彪本打算途
中同行，但是朝廷竟然不允，意思好
像是说：你们这两个人一起走，是商
量谋反的事情吧？太可疑了。曹彪
气得似要争辩些什么，但最终还是
什么也没说。

作为文人的曹植，创作了一首
长诗，抒发当时抑郁忧愤之情。在
他留存的大量作品中，此诗堪称千
古绝唱。这就是《赠白马王彪》，序
文翻译一下大意如下：

黄初四年（公 元 223 年）正
（五）月，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
与我一起前往京城朝觐，迎奉节
气。到达洛阳后，任城王不幸身
死；到了七月，我与白马王返回封
国。后来有司（监国谒者）以二王
返回封地之故，使我二人在归途上
的住宿起居相分隔，令我心中时常
忧愤！因为诀别只在数日之间，我
便用诗文自剖心事，与白马王离别
于此，悲愤之下，作成此篇。

这一年，曹植三十二岁，曹彪二
十九岁。

魏国皇族的封地时常被更换，
他们不会在每个封地上居住太久。
朝廷出于对皇族积蓄谋反力量的担

心，短时间内就要几度更换他们的
封地。

曹植自魏国建立后，依次被封
为临淄侯、安乡侯、鄄城王，基本一
年换一处地方。他去洛阳朝拜前还
是鄄城王，可返回的时候又被改成
了雍丘王。

曹彪也被频繁地更换寿春、汝
阳、吴等处的封地。进洛阳时是吴
王，第二年又回到寿春，之后到了白
马，但在白马封地上待了七年多，和
其他皇族相比实属少见。

《赠白马王彪》的序文中的白马
王彪，本该是吴王彪。自古以来，这
一点存在着争议。有人怀疑序文是
别人所作的，但从内容看——自剖，
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这样的言辞，
除了曹植本人，还会有谁写得出呢？

当时洛阳的文学氛围很浓，建
安诗歌为文学爱好者们争相抄阅，
本作品通过文人的反复抄写，一时
洛阳纸贵。曹彪被封为吴王、寿春
王的时间很短，因为当白马王的时
间相对长些，在这段时期作品被反
复抄录流传，序文中的“赠白马王
彪”就不难理解了。

以下节选自这七章长诗中的最
后一章。曹植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
中，表示了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
否定的悲愤情感。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
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浊鹿城来客（第四章节选）

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最初
派遣使者到魏国是在景初二年。灌
均和使者后来一同返回了倭国，南
台将军在倭国使节回国一年后，乘
带方郡的海船经由对马也东渡到倭
国。

卑弥呼被封为亲魏倭王，魏赠
予女王金印紫绶，封使者难升米为
率善中郎将，赐予银印青绶，除此之
外还赏赐了各种物品，其中有铜镜
百枚。近代从日本古坟出土的三角
缘神兽镜就被认定是其中的物件。

使者除了难升米外，还有副使
牛利，他的职责是管理几年前跑来
的吴国的逃兵。牛利也受封为率善
校尉，赐银印青绶。当时，魏吴两国
时有渔民和商人到倭国去。牛利从
他们那里了解大陆的情况，学会了
汉语，和灌均进行交涉的主要是他。

回到倭国的使者们建议说，通
过辽东往来魏国比较方便，希望再
次派遣使者到魏国。魏赏赐的物品
很具魅力，卑弥呼命令做再次前往
的准备。魏国赏赐的铜镜，分别赐
给了她的大臣和邻近的部落族长。
实际上前些年，吴国逃难而来的人
中就有能提炼出铜的匠师，所以邪

马台国也能制造出粗糙点儿的镜
子，虽然没有魏国的精美，但作为邪
马台国的特产也深受欢迎。

倭国在当时，涌现出了部族长
等很多有势力的人，他们的坟墓规
模也很大，即所谓的“古坟时期”。
镜子作为殉葬品是不可缺少的，需
求的数量也很大。邪马台国的镜子
成为该国的特产也是有时代背景
的。从这一时期的古坟中，偶尔会
出土精巧的魏国铜镜，估算在当时
价格必定非常昂贵。

被难升米带回国的真正的魏镜
有百枚之多，而且是魏国宫廷特意
为倭女王制造的，这才是纯粹的真
货。而且，以往妨碍和魏国交往的
公孙氏也被魏国消灭了。往来通
畅，倭国的舆论一致倾向于和魏国
建立睦邻关系。

“真不愧是魏国的东西！好漂
亮啊！”“和我们的镜子比较，精致和
粗糙是如此鲜明！太厉害了！”在魏
国的铜镜面前，邪马台国的人们赞
叹不已。当时基本没有人识字。铜
匠们把样品摆放在旁边，仿制魏
镜。古坟中出土的镜子之所以能分
辨出是本地产的最主要理由就在

于：镜中的汉字弄倒了！其中“多”
字被反过来刻在了镜子中。这也是
不识字的悲哀，但他们当时没看出
来。

和魏国朝廷渊源颇深的南台将
军曹宙、灌均这时都来到了倭国。
魏的官方使节是建中校尉梯俊，倭
人从梯俊对南台将军的态度上，明
显感到曹宙在魏国是个身居异常高
位的人物。“听说是和皇帝有联系的
贵人。”梯俊偷偷地告诉了倭国的大
臣们。当时有消息称马韩的南方、
现在的全罗南道、庆尚南道附近的
小国都和倭国关系密切，倭人也有
很多移住到了那里。曹宙去倭国稍
晚的原因是要和留在魏国的妻女们
商量今后的安排。他还想知道魏国
在穷途末路上能走多远。

倭国这边治理得非常好。女王
很受拥戴，她作为巫女也在虔诚地
向诸神祈愿和平。从祈祷中能够感
受到女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
豁出性命的强大意志。

倭国使节再次去魏，是正始四
年（公元243年）。使者是大夫伊声
耆、掖邪狗等八人。魏国赐给他们
率善中郎将的玺绶。之后的第二

年，魏国大举进攻汉中。
曹宙已经让家人迁到倭国定

居，并再次随着伊声耆渡海。倭国
正式和魏建交，不想，却在分配得到
的魏国赏赐的事情上，引起了倭国
内部的一些番邦诸侯国的纠纷。“再
去，再去！分给那些没得到的小国
不就好了！”大臣们只能想出这种简
单的解决办法。

“像那样的物品不带回来就好
了，不是吗？有了欲望，倭地的淳朴
民风像是被污染了似的。”曹宙哭笑
不得。

“如果我们不带来的话，也会有
别人带来。比如说镜子，这里的吴
人铜匠们不是之前就做出来了吗？
现在虽然有些粗糙，不久就会越做
越好。这些，谁也阻止不了吧？”灌
均发表看法。

“好在风景没有变！比起中原
来，这里更像江南吧。”

“是啊，吹着江南的风。”灌均随
声附和。

“比起江南，还是朔北的风对我
比较适合啊！”说完，南台将军打了
个哈欠。

汉中之战（第十三章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