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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盗理：水浒潜规则》是一本从北宋官场和江湖两个对立又互补的角度解读《水浒传》的一本有
趣的书。
水泊梁山为代表的江湖，是小盗，宋徽宗、高俅、蔡京为代表的官场是大盗。
本书所讲的盗理，除了黑社会分子的相与之道，也包括上层精英的治国安邦之道，从中可以窥探传统
社会秩序由治而乱的原因以及乱世众生的心态。
全书分为“江湖之远”、“庙堂之高”、“黑社会政治哲学”、“好汉那些事儿”、“末世众生态”
、“净土在哪里”等六部分，四十篇文章、配文漫画四十副，风趣幽默地把北宋末年的好汉、道君皇
帝、基层公务员、高级干部、红尘女子、太公们、和尚道士、普通百姓等人皮袍下的小，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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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分，也终于有所领悟。
此后，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外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
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
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
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
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
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
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推敲。
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60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思想。
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
外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
的史料。
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想不到外老一方面批胡适，另一方面又按胡适理论办事。
当然，如今方知，这句流传颇广的胡适先生之语，竟是讹传。
最近看到《邓广铭全集》第十卷《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如果在“文革”前，肯定会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恶毒攻击，但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
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
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
”参加那次任务的一个重大收获，竟是心目中一尊偶像的倒地。
我当时既然作为小伙计，就更有理由提出，自己无力撰写，只为两位师兄提供一些史料。
因为我确实无法按外老的理论违心地写些什么。
当然，两位师兄最后还是分了我一笔稿费，记得是30元。
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笔额外收入，在贫困的年代，已经觉得相当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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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也许到这个时候，天真的诗人刘禹锡才明白，他所遭受的处分虽然仅仅是贬谪，但在执政者眼里，由
于政见不同，由于党同伐异，他和他的同道们的罪恶，要远甚于刑事犯。
毕竟，在执政者看来，刑事犯危害的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政治异见者危害的却是他们自身的权柄与威
福。
　　——聂作平《从拯救到逍遥（上）——永贞革新的另一种解读》坦白地说，我写此段文字时，曾
犹豫再三。
我想，自己的系友、侯外庐先生的女儿若见到此文，肯定会很不高兴。
但转念一想，写历史，不应当虚美或虚恶，“文革”期间，把他作为三反分子，骂得一无是处，如今
似乎矫枉过正，过分虚美，还是决定动笔。
好在我与外老距离那么远，根本没有半点私人恩怨，而对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也绝不可能写此类文字
。
我绝无否定外老的奋斗、成就和长处之意，但人无完人。
侯外庐先生肯定在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让将来的治当代史学史者，从另一角度调查他，也不
能说是没有必要的。
　　——王曾瑜《忆侯外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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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学家茶座(总第25辑)》编辑推荐：孟祥才：何兹全先生印象记，王曾瑜：忆侯外庐先生，魏宏
运：南开大学往事（一），陈梧桐：苦涩的回忆（上）——教育部“五七干校”生活片段，聶作平：
从拯救到逍遥（上）——永贞革新的另一种解读，王道浮：救市中国与救世中国，李玉尚：1582年的
风暴潮与江南历史，李杨：胡汉民的“以党治国”之制度保障为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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