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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乔编著的《今古咫尺间》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
我曾清夜默思，在我求知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文革”，结果弄得满脑子愚昧，还落下赢弱的
体质，我叹息生不逢时。
但我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又感叹生正逢时。
若不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若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
想，我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写了也发表不出去。
《今古咫尺间》，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精神轨迹的一点记录，同时也记下了一点时代风云。
虽是敝帚，亦自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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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乔，一九五四年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毕业生，现为北京日报编委、理论周刊部
主任。
著有《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的师爷》、《清代官场图记》、《烈日秋霜
》、《人在史中》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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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初建文帝是个没坐稳皇帝位子的皇帝，但他勤于政事，也有认错的雅量。
有一次，他上朝晚了，御史上书进谏，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建文帝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大度地把御史
劝谏自己的事宣示天下，让全国百姓都知道自己的过失。
建文帝当时在民间的形象，是个仁厚的皇帝，这或许与他知道认错有关。
　　明成祖是个暴虐之君，但也知道有错自责。
对于自己处理过的奏章，他规定必须由六科复查，发现不当，便改正过来，通政司的官员劝他说，这
样会损害天子威信，明成祖却说：“改而当，何失也？
”意思是把错误改成正确，又会失去什么呢？
明成祖虽然暴虐，但建立过很大的历史功绩，寻其原因，能够有错自责，恐怕是其中之一。
　　正德皇帝是明朝的一个花皇帝，荒淫得很，但临死前也有自悔之词。
他向守在病榻旁的司礼太监说；“我的病已无药可医了，请转告太后，还是国事重要，多和阁臣们商
量吧。
过去的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与你们这些太监无关。
”这个荒淫了一辈子的皇帝，临死前总算承认了自己有过错。
　　清朝，除了乾隆皇帝下过罪己诏，还有好几个皇帝也下过罪己诏，或是以其他方式自责过。
　　顺治临终前，下过一个长篇的罪己诏，检讨自己亲政十年的过错，诏文从“朕罪之一”，一直检
讨到“朕罪之十四”，严肃自责，情词恳切，被史家认为是一篇奇文。
写作时，先是由翰林起草，每写完一部分，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
于此可见顺治的自责心之切。
　　嘉庆皇帝是个平庸天子，扮演了清朝从极盛而转衰的皇帝角色。
自莲教纵横数省，天下扰攘，为此他自责道：“官逼民反之语，信非谬也。
”“予受玺临轩，适逢此患，实予不德所致。
”嘉庆虽然平庸，但自责之语却还算有些见识。
　　咸丰皇帝失政失民，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事。
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咸丰下罪己诏说，由于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祸乱，对此，自己“寝馈难
安”，“再三引咎自责”。
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统治酿成了大祸，但为时晚矣，已然是河溃鱼烂，自责又有什么用处呢？
　　上面所举的，只是手边资料中的几个例子。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肯定不会只有这几个皇帝认过错，做过自我批评。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中国历史上好几百名皇帝是否做过自我批评都一一统计出来，但我相信，曾经认过
错的皇帝，肯定不会只有上面这几个。
　　皇帝认错，当然不是常态，而且，认错的皇帝，可能有的是出于真心悔恨，有的则是为了敷衍群
臣和百姓，收买人心，还有的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那些临死前才认错的皇帝，大概就像是俗语所说
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前有了些良心发现吧。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帝毕竟认错了，毕竟没有死不认帐，死不认错。
作为一个口含天宪、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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