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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哥哥之言最好

——吴用的心机（之三）

□胡杨

上回我们说到，吴用为了摆脱宋江梦
魇般的身影，就要想方设法地欲除宋江而
后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生活总是充
满着许多不可预料的喜剧色彩。那宋江
行刑日期的不断延期，李逵在江州法场的
横空出世，以及李俊、张顺等人的仗义相
助，这些发生在江州的事情，却是远在梁
山的吴用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情况。

江州劫法场，晁盖、宋江他们不但毫
发无伤，还大获全胜。而且，更让吴用目
瞪口呆的是，晁盖、宋江他们从江州法场
逃出生天后，竟然还连带着打了无为军，
杀了黄文炳。

宋江这一大大出乎吴用预料的登场
表现，不得不引起吴用的深思。吴用从宋
江打无为军时所展现出来的高超军事指
挥才能，从宋江带领众多江州好汉上梁山
的强大江湖号召力中，又一次敏锐地捕捉
到了自己人生转机的机会。

因为吴用觉得，宋江的到来，必定会
改变梁山的权力格局，从而就会从根本上
改变梁山的发展方向。于是，为了能巩固
自己在梁山的地位，使自己在梁山的利益
最大化，这个善于投机取巧的吴用又要有
所行动了。吴用的行动很简单，但是效果
却极好，那就是弃晁投宋。

第三，吴用通过弃晁投宋，稳固了自
己在梁山的话语权。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吴用的政治选择
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吴用看
来，晁盖领导下的梁山，充其量只是王伦
时期的放大版。大家的终极人生，仍旧跳
不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的
旧窠。

但是，宋江的抱负和气度就要远远高
于晁盖了。吴用觉得，宋江必定会带领梁
山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于是，吴用的策
略便不再是对抗宋江，而是改为追随宋江
了。

这时，杨雄、石秀两人的上山入伙，给
吴用公开向宋江表露心迹，提供了一个绝
好的契机。

小说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秀两人想
上梁山入伙，但是，晁盖却对这两个“把梁
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的入伙者很是
不屑。个中原因可参看《晁盖为何要杀杨
雄》一文，在此不赘。

晁盖对杨雄、石秀的态度很明确，那就
是要将他们两个推出去斩了。可是，宋江
却对晁盖的决定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于
是，吴用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宋江的一
边，说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
自斩手足之人？”

吴用的这一表态，不但让宋江听了欣
喜万分，而且也让晁盖彻底看清了吴用的
投机心理。于是，吴用在晁盖的心目中，
再也不是往日那个无话不谈的心腹兄弟
了。晁盖与吴用两人，自此分道扬镳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后来晁盖领兵
去打曾头市的时候，叫上了原来参与智取
生辰纲的所有部下，却唯独没有点已是梁
山泊头号军师的吴用的将。

自从吴用弃晁投宋，加入了宋江的团
队之后，宋江立即与吴用建立了影响梁山
今后战略走向的“宋吴体系”。而吴用也
因此成了宋江的得力军师，在三打祝家
庄、两打大名府、大破曾头市等战役中，始
终追随在宋江左右，立下了汗马功劳。

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宋江为了破解
晁盖遗言的政治困境，名正言顺地坐上梁

山泊主的大位，就与吴用密谋赚取卢俊义
上了梁山。

卢俊义擒获史文恭之后，宋江又置晁
盖遗言于不顾，与卢俊义抓阄为约，分别
领兵攻打东平、东昌两府，哪个先破城得
胜，哪个就为梁山泊主。

可是，就在攻城的紧要关头，身为卢
俊义部军师的吴用，不但没有尽心辅佐卢
俊义夺取东昌府，反而是“身在曹营心在
汉”，竭尽全力地帮助宋江打下了东平府，
从而使宋江顺利就任了梁山大位。而吴
用本人，也就在这一次次的攻城略地，一
次次的出谋划策中，牢固确立了自己在梁
山的话语权。

虽然后来在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
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排在了吴用的前
面。但是，梁山好汉谁都知道，在梁山泊
的权力体系里面，那卢俊义只不过就是个
摆设而已。

梁山泊的大权，其实是牢牢掌握在宋
江与吴用手里的。梁山事业的真正决策
者，始终只有宋江与吴用两个人。

可以这样说，以后无论是梁山受招
安，还是征辽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
卢俊义始终只是以梁山决策第一执行人
的身份，在梁山泊的众多好汉中不停地刷
着存在感。

“宋吴体系”的建立，让吴用的感觉比
晁盖时期更好了。吴用觉得，这梁山的天
是那么的蓝，这梁山的水是那么的清，这
梁山的日子过得是那么的舒心。但是，如
果吴用就此安安心心地享受梁山这一亩
三分地的快活，那他就不是吴用了。

心气颇高的吴用，并没有把自己局限
在水泊梁山这个弹丸之地，一旦梁山的事
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之后，吴用就与
宋江一起，把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地
方。因为，吴用与宋江明白，只有功名上
了凌烟阁，才能万年青史播英雄。于是，
谋求朝廷招安之事，也就自然而然地摆上
了宋江与吴用的议事日程。

第四，吴用通过谋求朝廷招安，进一
步抬高了自己和梁山的身价。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朝廷曾经先后三
次招安梁山。但是，前两次招安均以失败
告终，直到第三次宿太尉出马，朝廷招安
梁山方才成功。

而吴用在三次招安中的言行表现，更
是清晰地反映了他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的投机心态。我们先来看朝廷第一次招
安梁山时吴用的表现。

小说第七十五回，宋江听闻朝廷要来
梁山招安的消息，大喜过望，便同众人说
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
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

可是，吴用听了宋江的这番话语之
后，却不以为然。

吴用笑着说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
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
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
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
招安，才有些气度。”

吴用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不向朝
廷展示一下梁山的实力，就这样匆匆忙忙
地接受了招安，那么，肯定是会被朝廷看
轻的。所以，吴用的建议是，只有教朝廷

“着些毒手”，把朝廷的军队杀得“人亡马
倒，梦里也怕”，那个时候再受招安，才能
抬高梁山的身价，显出梁山的气度。

可是，宋江对吴用的建议并不在意，
而是一门心思地去安排招安事宜了。于
是，吴用就传令梁山众头领道：“你们尽依
我行，不如此，行不得。”

那么，吴用要求梁山众头领“尽依我
行，不如此，行不得”，这吴用的“行”，又是
些什么行动呢？

从小说接下来的描写可知，吴用对朝
廷这一次招安梁山，作了这样两方面的安
排：一是让阮小七倒船偷御酒，二是让李
逵扯诏骂钦差，从而让朝廷的招安变成了
泡影。

容与堂本有两句眉批，都直指阮小七
倒船偷御酒和李逵扯诏骂钦差这两件事
均是“吴用主张”，只是为了凸现《水浒传》
的忠义，而将吴用此举归为“可恶可恨”
了。殊不知，吴用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正
是为了能更好地接受招安，以便将来更好
地报效朝廷。容与堂本的眉批其实是误
解了吴用的心思。

我们先来说阮小七倒船偷御酒。
为了接朝廷钦差陈太尉上金沙滩，梁

山准备了三艘战船。一艘用来装载马匹，
一艘坐裴宣等梁山一干前去迎接的人，而
陈太尉一行人恰巧“正”坐在了阮小七的
船上。小说写道：“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
小七监督。”一个“正”字，用得可真是意味
深长。

那阮小七的船载着陈太尉一行人刚
驶离岸边，上流头就有两只快船驶了过
来。阮小七见了，就悄悄拔了船舱里的榍
子，将预先准备好的两舱水全都放了出
来。然后，阮小七就谎称船漏了，那两只
快船就靠拢了过来，把陈太尉一行人全都
救了过去。

见那两只快船载着陈太尉一行人走得
远了，阮小七他们就将那十瓶御酒全都私
自喝了。然后，就将备好的村醪白酒灌进
空瓶，仍旧将原封头缚了，放在龙凤担内。

对朝廷的这次招安，宋江虽然很重
视，但是梁山众头领的感觉却很差。看见
朝廷钦差如此的目中无人、傲慢无礼，那
招安诏书又写得这样的居高临下、不明不
白，于是，梁山众头领一个个都面有怒
色。只是碍着宋江一个，没有发作。

宋江为了安抚众人，就叫人打开御酒，
教众人都来沾沾皇恩，消消气。孰料这御
酒打开来一看，竟然全都是村醪白酒。

小说写道：“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
个个都走下堂去了。”大小头领，有一大半
都闹将了起来。

阮小七这酒一换不要紧，直接就黄了
朝廷这次的招安之策。那么，李逵扯诏骂
钦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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