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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长生不老药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原本有一个统一强盛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周，在中华历史的

大家族中排行老三，老大叫夏，老二叫商。 

周年轻的时候很强大，但仍然也敌不过岁月的蹉跎。800年后，它老了，虽然挺过了人

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但元气大伤，不得不自镐京迁都洛邑，改名东周。从此，天下大乱。 

东周的老年生活总共持续了 500多年，却一点也未得清闲。在这下半辈子它就干了一件

事儿——打仗。 

前 300年有 140多个小国乱打，叫春秋；后 200年只剩二十几个大国继续打，叫战国。

其中有七个打架最猛的，人称战国七雄，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 

在东周的最后 200年岁月中，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原本春秋时几百人几千人

的伤亡便已是大战，到了战国，要是没个几万几十万的伤亡数字，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且春秋时尤尊礼重信，但到了七国时则

绝不言礼与信矣，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 

但就是在这看似世风日下的两百年间，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上却是一片星光璀璨，无数

的名将、枭臣、学者、文人、杀手、说客、左道、旁门，都争先恐后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辉！

在这里，有杀戮、有拯救、有权谋、有牺牲、有信任，也有背叛，有着荡气回肠的热血，也

有着柔肠寸断的牵绊。 

 

战国时，有个叫平吕智的人。平吕智的职业比较特殊，他是一名方士。 

古代的方士成分很复杂，有搞迷信为主的职业神棍式的江湖骗子，也有不少学识渊博身

负绝艺的旷世奇才。他们精通诸如医药、天文、地理、航海等高科技技术，就连出将入相也

不在话下。比如西周大名鼎鼎的周公旦，一代神医扁鹊，还有战国最神秘的阴阳家鬼谷子，

以及创立五行学说奠定方术理论基础的学问大师邹衍。 

因此，方士的职业特色决定了上可以接触帝王贵族，下可以联系平民百姓。在当时的社

会中，他们是比较受瞩目的一群人。平吕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方士的成员构成很复杂，三教九流无一不包，所以方士的研究范畴也很广，几乎什

么都有，而平吕智研究的就是炼丹术。 

当时各国的君王成天吃得好玩得好，站在权力巅峰的感觉让人十分迷恋，自然想长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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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恨不得与日月山川同寿。于是很多方士为了发家致富，便四处捣腾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炼丹之风尤为盛行。 

可是平吕智却比较特殊，他师承五行大师邹衍门下，本来也可以侍奉君王，走上金光大

道，可他却闷头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脚踏实地地去炼制确然有效能治病强身的丹药。

可以说他是一位有良心的医学家，也是一位古代最早期的化学家，所以，当他的同门宋无忌、

羡门高、王伯侨和充尚在上流社会中混得风生水起时，平吕智却并未显名于天下。 

可是老天往往是公平的，虽然没有给予平吕智多大的野心，却赋予了他极佳的资质，平

吕智只靠自己的实践摸索，就炼制出了不少灵丹妙药，在家乡韩国的平邑县附近名望颇高。 

平吕智不仅专业功底扎实，还教出了一个好徒弟，而在丹青史册之中，徒弟的名气比他

要高得多得多，此人名叫徐福。 

徐福干过什么？ 

话说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地域偏西，原本实力很弱，被中原称之为西方夷蛮。然而秦国

有着关中人特有的不屈不挠，各任君王励精图治，上下一心求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

大增，迅速赶超中原各国。 

到公元前 247年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秦国已是“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

下不如”了。嬴政登基后，积极向中原用兵，一统天下始见端倪。 

在秦国的强势与六国相对弱势的同时，秦王嬴政的私欲开始膨胀，不仅表现在对一统天

下的野心，还有对无限生命的渴望。嬴政自从掌握了秦国大权后，便开始幻想长生不老，让

自己永远站在权利的最高峰（这貌似是所有君王的通病），于是嬴政广结方士，让他们为自

己寻找和炼制长生不老药。 

其中就有徐福。 

说来这个徐福应该算是自古以来最为有名、最为成功的大骗子之一了。 

徐福最为伟大的壮举，就是在嬴政统一天下，建立大秦王朝之后，愣是在这位杀人不眨

眼的铁血君王面前，骗走了大量的金银器皿和工匠，以及大量的童男童女。说是他发现了东

海外有处蓬莱仙境，要前往为嬴政求得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大喜之下，徐福所要求的条件全

部照准。 

徐福有如此胆量敢坑这位千古一帝，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始皇被长生不老的欲望蒙蔽了神

智，徐福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 

徐福年轻之时，为生计所迫到处流浪，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万幸的是，他在饥寒交迫中

遇到了一名方士，方士遇到的流民不计其数，但就看徐福顺眼，不仅收其为徒，还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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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术倾囊相授。这位方士自然就是平吕智。 

后来徐福学有所成，还真是炼出了一些十全大补丸之类的丹药，很是为自己提高了不少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到泰山封禅完毕之后，路过黄县，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方士徐福

以地方名流的身份晋见了始皇，并随同始皇的车队继续东巡。到了琅琊（今山东胶南）的时

候，徐福正式上书说渤海中有三座神山，名为蓬莱、方丈和瀛洲，里面住着神仙，吃了山里

的仙药，人人能长生不老，他愿意前去为皇上求取仙药。 

秦始皇很是高兴，给了他许多金银财宝，命他入海求仙。但没过多久徐福就回来了，他

对始皇说：“我见到了神仙，但是人家嫌礼薄，需要俊俏的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

献礼，才能得到仙药。”秦始皇求药心切，于是增派三千童男童女和大批工匠随徐福再次出

海。 

第二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顺便来找徐福。可惜的是，始皇并没有见到徐福。他再次

见到徐福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后，他的第三次东巡了。 

不过那时徐福依然没有找到仙药，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来我就要拿到仙药了，但是

海上有一条大鱼护卫仙山，所以我才功败垂成。” 

这次，秦始皇亲自率领精锐的弓箭手到海上与所谓的大蛟鱼搏斗。在杀死一头鲸鱼之后，

始皇就兴冲冲地回去了，心想这下可好了，徐福终于可以拿到仙药了。 

不幸的是，始皇还没有等到仙药，就在返回咸阳的路上病死了。这一年是公元前 210

年。 

没有了给秦始皇求药作借口的徐福一时也骑虎难下。不久，他带着数千人的求仙团队浩

浩荡荡漂洋过海，寻找虚无缥缈的三神山和灵丹妙药去了。 

徐福沿着海岸线，从家乡北海岸的黄河营古港起航东渡，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最后

抵达日本的北九州。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

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再也没回中土。这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徐福得

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中平原广泽就是今天的日本北九州。 

日本至今还保存着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

日本的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而且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

当地的人民都十分怀念他，感激徐福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在这些地方，世代传说着徐福教授

人们种植水稻、开凿水井、制造农具，传播医药、纺织等知识的故事。尤其是日本，徐福求

仙团队的到来，给日本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从一直徘徊不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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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推向了奴隶社会。也因此，徐福被日本民间奉为神，并尊其为日本首代天皇——神武天皇！ 

话说徐福最初向秦始皇进言，要出海求取仙药的时候，一是他自小生长在沿海地区，对

海外事宜非常了解；二是真的看到了所谓的蓬莱仙境（日本列岛的海市蜃楼），所以在秦始

皇面前，徐福说得不可谓不详尽，由不得始皇帝不信，再加上秦始皇对长生不老药的迫切渴

望，于是忽悠始皇的过程顺利无比。 

然而，徐福最大的资本却远非这些。 

徐福最大的自信，来源于一颗药，一颗真正的长生不老药！ 

这颗灵药是徐福的师父平吕智临死前交给他的，叫做九转金丹。 

听平吕智讲，这九转金丹本来有两颗，是他年轻时在华阴山下偶然得到的，其中一颗为

真，一颗为假。 

平吕智当时并不知道哪颗是真哪颗是假，如果胡乱服用，说不定吃错了药就翘辫子了。

平吕智还是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但是前文提过，此人天纵其资，眼珠一转，就能想出一个

妙招儿。 

平吕智乔装冒名，在齐国用一个假身份向当时的秦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

献上了两颗灵药中的任意一颗，因为秦昭襄王也对长生不老药有着强烈的嗜好（都说了这是

通病）。如果献上的那颗药是真的，那么秦昭襄王必有重赏，拿这些钱财可以继续进行自己

喜爱的炼丹大业，也不算太吃亏。 

如果所献为假，那么平吕智手里剩下的这一颗就肯定是真的，自己服下就能长生不老！

就算秦昭襄王吃假药有副作用挂掉了，自己在齐国献药的身份是假的，只要安排妥当也可以

轻松逃走！ 

没过几年秦昭襄王就挂了，秦孝文王继位，耐心等待着的平吕智就判定手里的那颗灵药

是真的！ 

平吕智虽然判定手里的灵药是真的长生不老药，但却一直舍不得吃，他把这颗灵药仿佛

当做了绝世艺术品一般，不忍心让它就此绝世，反而忽略了这颗灵药不吃拿着就是废物，顶

多可以利用它的香味儿熏熏衣服。 

直到收了小徐福做徒弟，平吕智就一心教授他方术。他心知徐福才智逾自己数倍，说不

定可以将自己的方术发扬光大，甚至能够研究出九转金丹的配方，再炼制成哪怕一颗九转金

丹，自己也就死而无憾了（说透了，平吕智就是一位典型敬业的科学家）。于是，平吕智在

临死前把金丹交予了徐福，希望他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有朝一日炼出属于他们师徒知识产

权所有的九转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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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事无常，那一颗献给秦昭襄王的九转金丹，真的就被秦昭襄王服下了吗？徐福

手里的那颗就是真的长生不老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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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赵括挂帅 

公元前 263年（赵惠文王三十七年、秦昭襄王四十四年），秦昭襄王攻取韩国野王，将

韩国拦腰截为两段，使上党郡完全和韩国本土隔绝，孤悬在外。 

韩国一看上党郡成了一块飞地，想要去救援恐怕是不可能了，于是想干脆做个顺水人情，

献出上党郡向秦国求和。 

然而秦国当时的国家形象不佳，一提起秦国，前面必然要加上虎狼两字儿。所以中原的

老百姓都不大稀罕秦国的国籍，上党郡的守将冯亭更是自作主张，直接把上党郡十七县平白

献给了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赵国。 

冯亭主动献出上党，赵国上下自然皆大欢喜，这样平白无故掉下的大肥肉岂有不吃之

理？于是赵惠文王在平原君赵胜的劝说下欣然接受，派出赵国名将廉颇率大军前去接收上

党，并计划就地构筑防线，抵御秦军。 

秦国自然不甘心到嘴的肥肉被别人叼了去，恼怒之下随即向赵国开战，兵锋直指上党。 

秦军不愧是战斗力超强的虎狼之师，还没等廉颇的大军到达上党，上党郡十七座城池便

已全部沦陷。廉颇的大军到达上党边境时，迎接他的，只有冯亭带出的残兵败将。 

战况出现了变化，几十万秦军驻扎在上党，随时都有可能乘势进攻赵国，廉颇必须找到

一个地方来抵御秦军。最终，他选择了长平这个地方，于是赵国驻兵 25万于长平，以抵御

秦军。 

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浓墨重彩的长平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说来这秦赵二国也算是世仇了。几十年来，双方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不计其数，基本上

胜负相当。 

秦国位于崤山以西，即今天陕西关中一带，而赵国包括今山西东南、河北大部，往东就

是燕国和齐国。其中齐国盐铁富甲天下，但军事实力稍弱。秦国做梦都想灭齐国以收其财富，

可中间却夹了个赵国。 

这赵国可不好惹，燕赵之地多豪杰。而且赵地北接匈奴，民风彪悍，尤其是经历过赵武

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赵国军事实力大增，曾一度和秦国势均力敌，是东方六国中唯一

可以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赵国又多出名将，之前如赵奢、廉颇，晚期如李牧、庞援、乐乘等，

随便派出哪一个就够秦国喝一壶了，因此秦国对赵国是恨之甚深，又忌之甚深。 

此次，统率赵国大军抵抗秦军的廉颇，正是赵国的名将之一，与白起、王翦和李牧被后

世尊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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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3年，廉颇统率大军进入长平战区，然后由此分兵布防。同年七月，秦左庶长

王龁（读 hé）开始攻赵。 

初期，秦军士气旺盛，锐不可当，很快就突破了赵军空仓岭一带的防卫体系。先后占领

东鄣城、西鄣城和光狼城（今山西康营），秦军由此进入长平地区。 

首战告捷，王龁一不做二不休，大军长驱直进，兵锋直达丹水河一线。这条当初廉颇借

助天然水道构筑的纵深主体防线，便为秦赵所共有，即赵军据丹水河东，秦军据丹水河西，

隔岸对峙。 

在之前的战斗中，赵军先后损失了将近 5万人。此时廉颇充分利用占据的有利地形，固

守阵脚，以不变应万变，成功地将秦军牵制在长平的预设阵地前，开始了长期的坚守。 

此后，秦赵两国近百万大军在长平地区相持了近三年，使急于求战的秦军一筹莫展，始

终不能跨越丹水河一步。 

战况僵持不下，吃亏的必然是秦国。长平就在赵国家门口，赵国好歹还有主场优势，秦

国却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拖的时间越久损失越大。一看王龁搞不定老头子廉颇，秦国就

想到了换将，换将不仅仅是要换掉王龁，最好是把油盐不进的廉颇也一起换掉。 

战争好看，就在于它经常会出现戏剧性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变化无穷。 

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赵惠文王说死就死了。虽然赵惠文王没有秦昭襄王那般的雄

才伟略，起码他对廉颇能够给予充分的信任，这就足够了。而糟糕的是，比赵惠文王还昏庸

无能的赵孝成王继位，他比他老子更差，连起码的知人善任都做不到。   

于是，也算是秦国一代名相的范雎，在这关键时刻使出了孙子兵法中最狠毒、最龌龊的

一招——反间计！   

范雎秘密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让他们散布流言。 

流言说，廉颇人老怕事，不敢与秦国决战，而秦国最惧怕的人乃赵国大名鼎鼎的马服君

赵奢的儿子——赵括。 

刚刚继位，正急于建立功业以巩固自己地位的赵孝成王，早就对廉颇死守不出打持久战

的策略大为不满，再加上流言的蛊惑，赵孝成王便招来少壮派军官赵括进行了一番谈话。 

赵括毫不怯场，当即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通高谈阔论。年轻气盛的赵孝成王听了赵括这

番同样年轻气盛的话，立刻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兴奋异常，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军狼狈

逃窜的情景。赵孝成王当即拍板，拜赵括为将。 

于是，这场战争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公元前 260年，赵孝成王任命赵括为赵军最高统帅，替换了已经扼守长平近三年的廉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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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命令赵括率兵主动出击秦军。同时，对长平增兵 20万，长平的赵军人数一下子达到了恐

怖的 45万。 

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对廉颇的军队纪律以及号令全部进行了更改，撤换了

一大批各级军官将领，并把分散成列星状的军垒合并成大营。赵括还豪气冲天地命令，秦兵

若来，各军都要坚决予以还击；若胜，各军都要奋勇追击，让秦军一兵一卒不得生还！ 

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地撤换将领乃兵家之大忌，赵军中一时间人心惶惶，战

力直线下降。 

于是，阴谋得逞的秦昭襄王也立刻换将，暗中命武安君白起为上将，降王龁为副将，并

且下令，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 

就这样，赵国一步步走入了秦国狞笑着设下的圈套。   

时间到了这里，历经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即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并将彻底结束

奴隶制的割据时代，使中华大地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在这个名为长平之战的大舞

台上，秦昭襄王和赵孝成王这两位君主代表各自的国家，联袂上演了一幕耗资极其庞大的鸿

篇巨制，惊心动魄而又轰烈、激烈、壮烈以及惨烈的历史大片！   

 

公元前 262年，七月，长平东南韩王山西麓赵军军营。 

西风烈，残阳斜。辕门外，一道尘土飞扬，一队骑兵如风驰电掣般急速而来，一路踏碎

了满地烟尘。 

为首是一年轻男子，估摸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此人体型高大匀称，虽不甚魁梧，却看得出体格健壮，全身披挂轻甲，左腰佩长剑，马

鞍前右侧挂着一支单手弩，左侧插着一把长弓，右手靠近马臀处还挂着一壶羽箭。面无须，

肤色较古铜色略浅，棱角分明的脸庞，线条刚毅而充满英气。从下往上细看，嘴唇方方正正，

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鼻梁挺拔而又修长，浓黑如墨的剑眉之下，双眸炯炯发亮，稍显狭长

的眼形更显得神光内敛，凝而不散，眉宇间不时透露着一股淡淡的杀气，非长年征战沙场的

人不会有这种气质。 

这队骑兵径直奔到辕门口，值哨士兵认得是骑兵斥候千骑长——姜魁，便立刻放行。所

谓的斥候，就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侦察兵。 

 

姜魁的这支斥候部队虽然比不上现代的侦察兵，但性质却是相同的，侦查敌情，破坏敌

军哨卡，消灭敌军落单部队，甚至有时还要混入敌军军营，或是放火配合大部队攻营，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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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敌军将领，让敌军不战自乱。论单兵作战能力，姜魁的一个部下打普通士卒三四个也毫

无问题，因此姜魁率领麾下三千斥候军屡立战功，在赵军中颇有威望。 

进了军营，姜魁只带着几名亲卫部属直奔中军帅帐。 

姜魁在帐外下马，把战马交给了亲兵队长韩章，便一人昂首挺胸走了进去。 

进得帐内，姜魁单膝点地，双手啪地一抱拳，朗声说道：“报！斥候千骑长姜魁奉命察

看敌情，现来复命！” 

帅案之后，一名白衣男子正襟而坐。此人面白少须，眉梢细长，双眼有神，嘴鼻略小，

下巴略尖，正伏案察看地图。元让、苏射、王容、傅豹、冯亭等几位贯甲武将按剑肃立，围

于案前，皆形容冷峻，不时地向着案上的地图指指点点。而帅案后低头端详地图的白衣男子，

正是新任的赵军最高统帅——赵括。 

赵括听闻来报，也不抬头，漫不经心地说声：“讲。” 

“前方探知，有大批秦军在丹水西岸集结，人数约有 10万，领兵的是秦国大将王贲，

不日即将渡河攻击！” 

“嗯，”赵括微微点头哼了一声，“知道了。” 

“末将告退。”若是换做之前的廉颇老将军，必会对姜魁勉励一番，只因廉颇深知斥候

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不敢对其怠慢轻心，但此时的姜魁早已对赵括的冷漠司空见惯。待把话

说完，看赵括反应冷淡，姜魁当下便自行起身，拱了拱手，转身大踏步退出帐外去了。 

姜魁走后，埋头看地图的赵括蓦的发出一声冷笑：“秦狗终于耐不住了，想强行突破我

军丹水河的防线？哼哼，哪有这么容易！王贲？他也算是个人物？” 

赵括的左手摸了摸下巴上略显稀疏的胡子，右手在地图前一指，朗声说道：“诸位请看，

这秦赵之争，必争上党。这上党嘛，党者，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又曰，地

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其意即此。” 

赵括小小地卖弄了一下学识，几位赵将纷纷马屁拍上。无非是说什么赵括学富五车、博

闻强识之类的，只有原上党守将冯亭微微皱了皱眉，而另有两人没有任何反应。 

赵括马屁被拍，顿时神清气爽，微微扬起脸继续说道：“要争上党则必取长平，长平的

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诸位将军请看，我军现在设防北起长子、南达高平的丹水河东岸一线，

而秦军则在丹水以西的光狼城一带。” 

说到这里，赵括顿了一顿，拿眼角瞥了一下旁边的冯亭。 

本来，这光狼城和东鄣城、西鄣城共为赵军第一道防线，即空仓岭防线的三个重要据点。

其中冯亭驻守光狼城，结果却被赵括眼中的庸才王龁一顿胖揍，连下三城，东西鄣城的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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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阵亡，只有光狼城的冯亭跑了出来，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光狼城扔给了秦军，现在

成了王龁的大本营。 

赵括心想，丢三城损二将，涨秦军威风灭自家锐气，廉颇也真是老了。不过如今换成自

己来指挥，几场交锋下来，已经让王龁知道了我赵括的厉害。赵括心中坚信，用不了多久，

必叫那个王龁把先前占的便宜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赵括见冯亭低着头，脸上没有任何羞愧之情，不禁略带不满地哼了一声，接着说道：“如

今秦军在丹水西岸大规模集结，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强行突破我军设在丹水东岸的防线，长

驱直入，进攻长平。只要拿下了长平，我军第二道防线就此丧失，秦军便可直扑故关，拿下

第三道防线，赵国的腹地便全都敞露在了秦军的面前，邯郸旦夕可破。10 万大军，哼哼，

这次秦狗也算下足了本钱，秦军在丹西憋了两年多，如今不顾伤亡想要强行突破丹水河防线，

看来秦狗真的是耐不住性子，要和我们来个鱼死网破了。” 

“嗯，没错……”其余将领诸如傅豹、王容等将纷纷点头。开玩笑，眼前这位爷可是高

傲的很，代替廉颇为将后，他就将对自己的号令有异议的将领统统撤掉，自己敢说个不字吗？

况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赵括说的也确实没错。 

赵括看旁人没意见，便很是意气风发地道：“哼哼，他们想得倒是挺美，可惜本帅怎能

让他们如愿！” 

傅豹有些讨好地说道：“大帅高见，可是要迎头痛击？我军士卒都已经憋闷很久了，这

次定要出一口恶气！” 

赵括嘿嘿笑笑，略带自傲地说道：“等着敌人打上门来，这可不是我赵括的风格！秦军

此次进攻给了本帅一个绝佳的机会，本帅要利用这次机会一举击垮秦军主力，结束这场战

争！” 

赵括有此自信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到任之后，立即命令赵军向秦军主动攻击。赵军休

整快三年了，而秦军三年来不管如何挑战，赵军就是坚守不出，秦军多少有些懈怠，因此一

上来抵挡不住赵军凶猛的攻势，一连输了几仗，赵括的傲气更是膨胀得没了边儿，以为王龁

早晚必成自己的阶下囚。 

旗开得胜使得赵括踌躇满志，而这次秦军大举反攻早在他意料之中，因此赵括心中便有

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赵军大将元让皱皱眉说：“不知道大帅有何妙策？可是要半渡而击？” 

只见这元让长着一副宽厚的身板，方脸长须，虎目剑眉，一双深沉的眸子光华内敛，冷

静而又稳重，双手粗大而布满硬趼，此时正摸着地图发出沙沙的响声。这元让是赵括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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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将领之中，为数不多的智勇双全的人物，虽然用兵中规中矩，没什么突然爆发的可能，

但好在老成持重，带兵十分稳健，而且兵法娴熟，从来不犯什么错误，在赵军中有着相当高

的威信，也是刚才不屑拍赵括马屁的二人之一。 

“哈哈哈哈，元将军想得太简单了，半渡而击旨在出其不意，秦军既然明目张胆要渡河，

必然早有准备，就算半渡而击也未必会有多大的收获。而且，本帅要的不仅仅是吃掉这股秦

军，本帅还要顺势夺回光狼城！” 

“大帅妙计，但不知该如何实行？这光狼城一带四山环卫而三水汇流，是一处可进可退、

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要想拿下恐怕很难。”赵军大将苏射在一旁道。 

苏射长得身体健硕，胡须浓密，大黑脸，双目炯炯有神，看起来强横而又彪悍。苏射乃

邯郸人氏，年少时就孔武有力，能徒手摔倒一头壮牛，从军后每战必身先士卒，能打硬仗，

立功无数，是赵军中有名的悍将。更难得是，苏射绝对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将领，

多年的领兵生涯让苏射具有了一定的军事智慧。而正是因为这点，苏射才能在以往战役的关

键时刻，经常出人意料，扭转战局。一直以来，苏射和元让都是好搭档，一攻一守，配合默

契，以他的性子，自然也不会拍赵括这个小子的马屁。 

“嘿嘿，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括此时也不计较苏射不客气的话语，双眼发亮，

指着地图的一处大声说道：“诸位请看这里！在长子西北方，仙公山至秋裕这一带以西的秦

川水河道较高，雨水少的年份甚至可能会断流，这几天本帅秘密派人查探过，现在也不过是

刚逾膝而已。本帅的计划就是，派一部精锐骑军过此向西南，可直达秦军丹水西岸集结处，

突袭之！秦军怎么也想不到我军会出现在他们的北面，而且丹水西岸地形广阔，适合我军铁

骑大规模冲锋，秦军毫无防备之下必然一战而溃！秦军势败，必向光狼城一带逃窜，我军可

紧随之，同时我军丹水东岸之主力迅速渡过丹水，汇合前军，待秦军败兵冲乱光狼城之防御，

堕其士气，我大军可一鼓而下！” 

众将低头沉吟，心中不得不承认此策可行性很高。苏射和元让不禁想，这赵括虽然有些

书生意气，但只要多加磨炼，日后或许能成为一代名将也未可知。 

赵括见众人都看好自己的计策，尤其是自己最为看重的元让和苏射也无意见，更是兴奋

地说：“如若对面是武安君白起为将，此计本帅还无十足的把握，但既是那王龁，哼哼，本

帅有十成把握一战而定！” 

元让还是有些不放心，开口问道：“若是我军一时无法夺下光狼城，而秦军也顺着秦川

水河道向东北进攻长子一线，我军岂不是被堵在丹水西岸无法得回？” 

“元将军过虑了，且不说光狼城被我大军压境，朝不保夕，哪来的力量去抄我军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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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也不过是一两万兵力而已，长子、长平、高平一线我军固守多时，哪有那么容易就被

夺去？退一万步讲，就算长子真的被秦军拿下，到时赵王必派援兵夺回长子一线，以保我大

军后路，我军只要在丹水西岸固守几天，待援兵一至，我们就可汇往一处，再攻光狼城，城

必破之！” 

“大帅考虑周详，我等不及。”元让想不出什么破绽，遂点头同意。 

赵括嘿嘿笑着，看着苏射说道：“此次领军突袭西岸秦军非苏将军莫属！” 

苏射有些兴奋地一搓手，笑道：“大帅放心，末将必不辱命！” 

“哈哈哈，那本帅就在东岸静候将军的好消息了！”赵括当即眉开眼笑。 

“来人！”赵括随即对帐外喊道：“传本帅令，即刻埋锅造饭，吃完饭让士卒带足干粮，

一个时辰后大军集结，随时准备出兵！” 

 

姜魁从帅帐出来就和韩章等亲卫回到了自己的营帐。走进帐中，姜魁摘下头盔挂到一边，

倒身躺在了榻上。 

姜魁闭上双眼，胸口规律的起伏着，他的脑海中却不由得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想想从军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自己，从一介小卒起步，屡立战功

成为了现在的千骑长，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将军了。虽然比不上秦国那位也是从一介小卒开

始拼杀，后来被封为武安君的白起，但是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只是这些年来从未回过家一次，一直转战各地，有数次回到邯郸也未能入得家门，平时

只能通过一些书信大致了解家中的状况，想起离家时母亲满面悲戚的模样，父亲半白的头发

和不再挺直的后背，姜魁不免为自己的不孝而感到深深的愧疚。 

姜魁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是赵国的老兵，立过功，曾任队率一职，手下也有上百的兄

弟。可以说，姜魁是一名战士的后代。 

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姜魁自小练武，而且父亲对他非常严厉，姜魁小小的年纪就经常

背着大土袋绕着邯郸城罚跑。为此姜魁的母亲和邻里都十分不解姜父的做法，觉得上过战场

的人就是冷酷无情。然而，等姜魁参军以后才彻底明白，当初父亲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在这个战乱不止的年代，有一身精湛的武艺绝对是一大资本，凭借小时候苦练出来的过

人身手和坚韧的毅力，还有父亲言传身教在战场上的种种经验心得，让姜魁数次从死亡的边

缘把命捡了回来，并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姜魁到现在仍记得小时候父亲教自己练剑时的情景。当时，父亲让小小的姜魁吃力地拿

着和自己一般长短的铁剑，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学会用剑，首先就要熟悉它，熟悉到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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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才可以发挥出剑的真正威力，到了那个时候，你用起剑来会如

臂使指，剑势圆润顺滑且毫无阻涩，每一个动作之间衔接流畅，丝毫没有多余的动作，你就

可以用最少的体力做出最有效的攻击，你在战场上的存活几率才会大大提高。”之后还不忘

威胁一句，“从今天开始，每天哪怕吃饭睡觉上厕所，你都要把剑带在身边，要是让我发现

你没有照做，哼哼……” 

经过这么多年战场上的生死磨炼，姜魁早已把父亲的教训当做了保命杀敌的不二真理，

现在他自认已经成为了一名用剑的高手，但是令姜魁感到遗憾的是，他无法回家给父亲显露

两手，如果父亲能看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一定会感到很欣慰，很骄傲。 

在姜魁的心目中，除了父亲之外，值得让他崇拜的，还有赵国的马服君赵奢和廉颇廉老

将军。 

这两位将军都是当世之名将，可惜马服君赵奢已经病逝，姜魁并未能亲眼目睹赵奢的名

将风采，但是让他倍感庆幸的是，姜魁曾在廉老将军麾下当过兵，而且一当就是三年多。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廉老将军的名将风范让姜魁折服不已。就是这名年过半百的老人，

以弱势兵力硬是将几十万虎狼秦军挡在丹河以西长达三年之久！ 

姜魁私底下把廉老将军当做自己的老师，很用心地去学习和感受，所谓的名将和军事大

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有着过人之处。于是，廉老将军大到战略规划，小到排兵布阵，每一个

举措、每一个细节姜魁都会拿来仔细研究一下。还别说，姜魁的悟性的确很高，时间一长，

还真是让他琢磨出了一些东西，而这些都将成为他日后驰骋沙场的最大本钱。 

姜魁有些无聊地在榻上翻了个身，转念又想到了这次秦军大举来犯的态势，看样子一场

血战是免不了了，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命回去。本来廉颇将军领军时自己还有信心能够取得

胜利，虽然最初秦军攻势猛烈，己军接连战败，损失不小，但并未伤及根本，坚守长平后更

是成功遏制了秦军的攻势。 

而自从这赵括为帅后，不仅将原先廉颇将军定下的战略部署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大换将

吏，军中人心浮动。听说这赵括乃自己最为崇拜的名将赵奢之后，邯郸城中都称其熟读兵法，

胸中甚有韬略，但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真才实学，反正自己对赵军能打赢这场仗是越来越没

有信心了。 

想到这里，姜魁不禁长叹了口气。 

突然，姜魁的右脚碰到了一个东西。他起身看去，是一个土蓝色的小包裹。 

姜魁这才想起来，此次出去探查敌情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一支秦国骑兵，由于对方人

数很少，一场并不激烈的歼灭战之后，姜魁在一名秦兵的身上得到了这么一个包裹，并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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