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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义和团有何难解之谜？
文学戏剧有甚意外影响？
    回望百年教育，考证另类国粹，品读投契之作，反思外交得失。
    组合边角料，复活大历史。
    本书从作者五年来大量的历史文化随笔中择选72篇精华之作，集中体现其对各类问题的独到观点，
突显张鸣式说史之魅力。
 　　本书为张鸣精选集丛书之一。
 本书作者从其五年来大量的历史文化随笔中择选出72篇精华之作，集中体现了作者他对各类问题的独
到观点，突显张鸣式说史之魅力。
书中，你可以揭密义和团的难解之谜，文学戏剧的意外影响，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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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
做过农工，兽医。
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
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
均遗憾多多。
电邮地址：rdzrm5703@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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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义和团的谜团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
外。
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
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
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
干过。
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
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
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唯法术失灵，而且还会
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
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
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
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
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
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
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
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
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
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
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
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
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
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
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
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
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干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
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荣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
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
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
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
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
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
和低贱污秽的地位。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
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
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
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
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
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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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2000年，对于搞义和团研究的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
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
即谢幕。
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
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
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
，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
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
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
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
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
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
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
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
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
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
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
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
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
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
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
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
。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
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
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
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
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
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
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
，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恰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
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
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
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
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
族主义的愤怒。
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
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
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
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
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
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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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
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
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
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
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
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
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
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
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
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
和少量论文。
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
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
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
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
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
过弯来。
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
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
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
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
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
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
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
，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
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
批判。
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
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
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
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
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
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
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
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
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
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
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
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
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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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
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
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
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
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
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
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
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
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
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
”“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
”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
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事，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
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
），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象。
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
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入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
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
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
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
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
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
津有味。
其实，用不着把话题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
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
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
（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20%自创加80%抄袭的功法，再
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
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
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
，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
吗？
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
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
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
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
刀枪不入也不管事。
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
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历史的边角料>>

编辑推荐

《大历史的边角料》从作者五年来大量的历史文化随笔中择选72篇精华之作，集中体现其对各类问题
的独到观点，突显张鸣式说史之魅力。
《大历史的边角料》解答义和团有何难解之谜?文学戏剧有甚意外影响? 回望百年教育，考证另类国粹
，品读投契之作，反思外交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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