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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彷徨在十字路口的天朝王树增近代中国的沧桑岁月，缠绕着太多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
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奋争和苦难，激情与梦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国离乱与民生沉浮。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
迷雾重重的历史玄机深处，总是有万般愁绪缠绕着我们：中国为什么与世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惊天绝响，而中国皇帝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
现？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这样无私伟大的人物，而我们的国家历经战乱，却冒出无数
个袁世凯之流的大大小小的军阀？
年轻的作家王龙深知将一部《二十四史》中所有王朝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加，也没有近代中国的外部环
境更复杂险恶；所有王朝面临的内外挑战相加，也没有“千年大变局”这样深重严峻，于是他试图立
足中国，兼顾全球，把“天朝上国”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审视分析，带领我们在历史长河之上经
历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穿越滚滚烟尘，去体味那种清夜闻钟、游园惊梦的恍然顿悟之感。
对于读者来讲，这无疑是一趟新奇有趣的历史旅程。
这本书写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将相但无常见的官经匪气，写到才子佳人却无宫闱秘事。
王龙独自点燃一支火把，敲开一扇黑漆漆的大门，全不顾及脚下的艰难湿滑，一步步摸索着走进幽暗
历史隧道的最深处。
他笔下对比解读的每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或
英雄末路，或一飞冲天，或功败垂成，或光芒四射。
他们个人际遇无不投映出国家民族的命运，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归宿。
作家透视近代中西博弈的关键节点，剖析国运沉浮的深层缘由，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张X光片
，为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座透视迷雾的灯标。
王龙写道：“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
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是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
理性的制度探讨。
本书掌故和正史互为佐证，诗笔和史笔融于一炉，从小细节处看大关节，从琐碎事中探大趋势，纵横
古今有妙趣，于无声处听惊雷。
本书还在历史的时空情境里还原了多维复杂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写到慈禧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见
我们惯性思维中穷奢极欲的暴戾和“欧洲的祖母”式的慈祥。
王龙对于国民性格的“硬心肠”式的反思颇见功力。
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王龙不是一个好奇的看客，他的笔游走于中西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从中
可见一位作家内心情感的丰厚与真诚。
本书涉及十组共二十位中西著名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王龙选择这个领域写作需
要些勇气。
充实的知识准备使得其行文清新流畅，这对于一个“七零后”的年轻人来说殊为难得。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层探讨，还是对制度传统的把脉梳理，我们都可以
看到一位年轻人对民族道路的冷静反思，对国家未来的真诚求索，颇显作家的思想深度。
该书所作的个性化历史结论未必不可探讨，这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进展，这种针对中西方的历史文化探讨必将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显得更
为重要。
因此，这本书的生命力将是长久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力长久的书，定是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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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是一部对比解读中西方名人的拍案惊奇之作
，更是一次令人深思浩叹的历史探险。
作者驻足于近代中西方社会激烈交锋、动荡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那些主导、影响国运民生的风云人
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在急剧变迁的历史关
头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透视近代中国迷失落伍的深层原因，剖析大国兴衰的关键节点，为今天的中
华复兴之路寻找宝贵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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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龙，四川射洪人，20世纪70年代出生，少校军衔，四川省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中华散文》《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在全国、全军文学大赛中多次获奖，几十篇作品
入选各类文集并被《新华文摘》《领导文萃》《读者》等刊物转载。
近年来潜心研究近代中西历史，总结大国兴衰之路，文章发表后被多次转载，反响热烈。
本书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2009年度全国重点扶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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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一 血泊里登上王位 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用野蛮
制服俄国的野蛮 二 截然相反的治国之路 康熙的政治蓝图 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向上 “儒家仁君”输给
了俄国“秦始皇”三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 “史上最热爱科学帝王”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四 
“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俄国沙皇成了“优秀工匠”国家科学院≠皇宫“如意馆” 五 康熙与彼
得取法西洋的差异 “科学法官”VS“霸业利器” 余秋雨先生高估了康熙皇帝 六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
无凭守土御侮竟然不如侵略扩张 康熙被关在世界大门之外 七 变起一朝 祸积有素 两种文明的矛盾撞击 
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 八 大道行思 余音未绝 “彼得堡就坐落在眼泪和尸骨山上”独裁者们的
凄凉秋天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剧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电视
剧《走向共和》说起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
清栋梁黑船汽笛惊醒了伊藤博文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开拓万里
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四 漂亮的“拳套”与致命的“拳术” 大清“裱糊匠”李鸿章谁真正拿到了西
方的通行证 五 桔生淮北则为枳 沸腾的日本与冰封的天朝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六 天道无常 谁人可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棺盖百年待定评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一 两个女
人，两种命运 祸福相倚，悲欣交集 谁是更幸运的女人 二 同样天生丽质，同样才干出众 金色年代开始
了 慈禧其实多才多艺 三 女人当国，注定是“红颜祸水” 慈禧真有那么坏吗她为什么遭到万人唾骂 四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 维多利亚并非清心寡欲 进退两难的慈禧太后 五 女王也不能无法无天 王在法下，
王在议会 维多利亚女王屈服了 六 中国人的千年死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真到没有榜样的时代了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近代中日变革的关键时刻 一 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 史上最苦命的皇
帝 喝“狼奶”长大的明治天皇 光绪能够摆脱慈禧吗 二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两个
皇帝同时转向西方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西方之皮毛与文明之精髓 三 天朝残局与大和雄风 知人善
任的明治天皇 光绪终于发怒了 戊戌变法演变成“休克疗法” 风雷激荡的明治维新四 落日辉煌与岛国
焦虑 不得不说的一本书偷偷爬上美国黑船的年轻人 五 内外交困与天赐良机 大清朝的运气不如小日本 
并未完结的历史悲喜剧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之路 一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 戊戌
变法的尴尬处境 他的头像为何一直保留在日元上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康有为：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武士精神哺育下的福泽谕吉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大清知识分子少了些什么三 文人
与官场：永远纠结不清的难题 康有为伏地痛哭 福泽谕吉为何拒绝做官 四 成也儒家，败也儒家 “跪着
造反”的康有为 福泽谕吉向儒学猛烈开火 他们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 五 徘徊在中西之间 康有为的西学
“三脚猫”功夫取法西洋，南辕北辙 日本人不止有一个福泽谕吉 中国的启蒙之路依然遥远谁才是睁
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为何没有渡边华山看得更远一 生前屡遭打击，死后万丈光芒 二 日本也有个
“林则徐” 三 林则徐成了“千古罪人”？
 四 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 五 历史没有给他同样的机会 六 中日考卷都一样，为何答案却两般七 科举制
度成为勒死大清朝的绳索八 孤军奋战的林则徐“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
光看弱国与强国的外交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
大清朝的“敌人” 二 春风得意的陆奥宗光 从阶下囚到外务大臣 简直胜过好莱坞大导演 三 “鬼使”与
“神差”背后的中日大决斗儒家信徒PK“海龟”团队 羞羞答答的“天朝” “鬼使”与“神差”的中
日外交 四 天朝梦醒了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荣辱悲欢一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
死亡结局 洪秀全的骨灰被大炮轰上了天 “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 秋风埋骨故乡山 二 “叛乱逆贼”盖
过了“农民领袖” “天国”神话破灭了 从叛贼到英雄的西乡隆盛 三 谁才是真的英雄 洪秀全的历史真
面目 武士之风，山高水长 英雄不会诞生在文化酱缸里 四 洪秀全少了哪几根骨头人格信誉：投机逃避
识见才能：愚昧僵化情感魅力：自欺欺人五 “叛徒”们的下场为何不同 一边碧血横飞，一边高官得
做 但愿多一点抚哭叛徒的吊客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同途异运 一 文人并非都是吃
香喝辣的 “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好运气 二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红
楼梦》其实是一部英雄血泪史 三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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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的书桌该摆在宫廷还是田野他们都是苦闷的独行客 四 曹雪芹与莎士比亚，谁更厉害？
 铁屋中的呐喊与太阳下的宣言 “非为一代独有，实为千秋共宝”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为
何做不成“中国华盛顿”？
一 华盛顿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政治神话” 洋鬼子竟然也有一位“异国尧舜”大清巡抚为何得到美国
人的表彰二 要好制度，还是要好国王 “华盛顿神话”为何不服水土 不丹国王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三 中
国人的华盛顿在哪里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华盛顿为何拒绝当国王有华盛顿者之风范，无美利坚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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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
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
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
。
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
的俄国沙皇。
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
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
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
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
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
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政治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
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滑向盛极而衰的落日辉煌，由孤芳自赏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
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连远在西方的马克思，也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
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
间与中国擦肩而过？
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一 血泊里登上王位§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
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
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
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
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
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
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
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
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
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
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
母亲去世时，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
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这一幕幕还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
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
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
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
基础。
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
抱负、有作为的人物。
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
端坐”，中规中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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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岁发蒙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
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
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
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
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手不释卷。
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
谓“全能皇帝”。
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
这位蓄势待发的少年天子，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
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
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 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
局面。
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
界。
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专制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命运多舛的少年彼得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
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
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
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
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
尖上。
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
索菲娅这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
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并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
吊胆的日子。
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
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
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
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
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
，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
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更讲求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
都充满浓厚兴趣。
而他最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
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
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
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
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
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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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
不问世事，索菲娅求之不得，不禁喜从中来。
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
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批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
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
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
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
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
的正式军队，精锐程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当时控制的射击军。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
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
”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
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
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
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叛乱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
他把叛乱者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中，建立起的他绝对权威。
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
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
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
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
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暴力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显示出过人
的胆魄与能力。
专制王朝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
但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又锻造出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
少年时代那些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强烈的叛逆精神，促使他以疾风暴雨的方
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信奉恪守仁政宽怀的人生理念，并终生
用它来治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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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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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多歧路 今安在十年砍柴一个民族前进的历程犹如一个人的成长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关键的其实就是
那几步。
而在关键的节点上，选择往何处走、如何走，将对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时，回首往事，若此生无悔，则会庆幸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反之，则懊悔当初
一步不慎，放弃了一条康庄大道。
战国时代的杨朱子听说邻人寻找丢失的羊，无功而返，乃是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
所以反也”。
于是戚然变容。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感慨人生：“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歧路前选择之艰难，今古同理。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面对歧路时如何选择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主要在于主宰这个人行动的大脑
和这个民族命运的执政者的智商乃至秉性，并受到那一时段整个人和整个民族综合状况的影响。
王龙先生在其著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中，将清朝特别是清末重要
人物和同时代的西方及日本重要人物的才华、命运进行一对一地比较，得出的结论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这些在史册中享有盛名的人物，一旦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精英人物相对照，就不免相形见绌。
在王龙先生的笔下，无论是有天纵之才的“圣君”康熙，还是果断精明的慈禧太后，比之于俄国彼得
大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具有折冲樽俎之宰相大才的李鸿章，比之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为造反英
雄的洪秀全，比之于日本的西乡隆盛；同为启蒙知识人的康有为，比之于日本的福泽谕吉⋯⋯前者的
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后者甚至超过后者，可是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给整个中华民族
带来的福祉，远不如后者对其本民族的作用更显重要。
这些近代中国的精英人物，他们尽管也曾殚精竭虑，也曾呕心沥血，但最终却没能将古老的中华民族
带往一条正确的道路。
特别是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日两族，在面临同样的机遇时却走向截然
相反的方向，其间巨大的反差更是让后代人叹息难过。
中华大地，不缺资源；中华民族，不缺人才。
可几百年来，为什么在歧路之前，经过几番犹豫、迷茫之后，总是踏上一条事后史家看来最不应该走
的一条道路？
难道原因仅仅在于中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
或是整个统治阶层颟顸短视、于事无补？
或者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善于消融一切革新的因素？
难道屡屡犯错，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也许，这些是晚清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明末以来，几百多年间无解的天问。
“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
”这句俗语不能仅仅理解为后世读史者操闲心，乃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下长大的人，基于对现实的认知
，而对历史作种种合乎自己期望的设想，因此读历史时必然带着强烈的价值取舍和情感倾向。
读明亡到清兴，再到清室逊位的三百来年历史，我有时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做事后诸葛亮，判断起来就很明晰了。
崇祯对“流寇”、后金的战争中，进退失据，往往在重要的时刻，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就如打麻将
的臭手一样，沉思半天打出一张最不该出的牌。
如此给清廷以可乘之机，进而入主中原，一时间清廷统治者将专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大地扼
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
等到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者又在重复明朝末年统治者的覆辙，关键时刻犯不可挽回的错误。
比如夭折的“戊戌变法”，比如一次次欺骗民意的“预备立宪”，比如最后让国人彻底失望的“皇族
内阁”，比如仰仗权力公然剥夺民间资产而导致“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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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要到煤山自缢前才知道自己曾做过那么多错误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恐怕只有到了颁发逊位诏书
时才后悔没有把握住那么多的机会。
王龙和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喜欢拿中日两国做对比。
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对比清朝戊戌变法之失败，固然让人惋惜，但更应该目光往后延伸，看到日本军
国主义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能在美军的占领下，建立起一种权力得到有效制约
与监督的体制，整个民族很快地从战败中崛起。
这样的历程，值得我们思索。
历史证明，没有哪个所谓的优秀民族从来不犯错误。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纠错机制，犯错后能不能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
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只给一次，一旦错过了，就很难有弥补的机会。
而如果一错再错的话，人们就会审思：这个民族不同世代的掌舵人为什么难以建立起一种较为理性的
抉择机制？
本书的作者王龙是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他不像许多军旅作家那样热衷于关注军事战略、传奇军人和
检讨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将眼光投向整个民族数百年来所选择的路径，用本族的杰出人物和外族的
杰出人物一个个对比，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大视野。
只有用这种大视野看历史，看现实，才可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
今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许多中国年轻人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正面临巨大社会转型。
所谓社会大转型，就是巨变，是走到了岔路口。
何去何从，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而民族大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小命运紧紧相连。
这个古老的民族历经磨难走到今天，有过无数血与火的教训，现在是否已具备在歧路前更理性、更从
容、更博大、更长远的抉择眼光和胸怀？
我相信，读完王龙这本书，多数人会引发对国运民生的进一步思考。
基于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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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的十位风云人物，对比西方世界的十大时代精英透视近代中西交锋的关键节点，剖析大国兴
衰的历史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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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大变局必然酝酿大变革，大时代必然面临大挑战。
王龙先生在这本书里，以其犀利尖锐的观察力，揭示东西方文化的最初碰撞；以其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重现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画面。
追根寻底，探究成败之因；望闻问切，稽考兴亡之变；剖析中外名流的人生轨迹，追寻近代中国的衰
落原因。
虽时过境迁，但点点滴滴，未敢尽忘，犹可发人深省；虽一家之言，但登临览胜，雪尽江清，令人感
慨悠长。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清新之作，也是一本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值得一读。
——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李国文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
奈，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王龙不是一个好奇的看客，他的笔游走于中西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从中
可见一位作家内心情感的丰厚与真诚。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作家  王树增本书的作者王龙是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他不像许多军
旅作家那样热衷于关注军事战略、传奇军人和检讨某场战役的得失，而是将眼光投向整个民族数百年
来所选择的路径，用本族的杰出人物和外族的杰出人物一个个对比，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时、一地、
一党的大视野。
——著名专栏作家、评论家  十年砍柴作者登高望远，极目苍凉，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从中
西方大人物的命运中洞察国运浮沉的深层玄机，探寻近代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关键节点，让历史照亮现
实和未来，从大国的兴衰中为中华复兴寻找借鉴。
这无疑是一部独特新颖的中外拍案惊奇之作，也堪称一位军人忧国心切的当代盛世危言。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柳建伟  这本书吸引我之处在于：它描述的是近代中
国历史，采用的却是全球视角；它只是一部源于兴趣的历史随笔，却充满独特新颖的学术思考；它选
择的是纸上书写方式，却拥有电影、电视般绘声绘色的新奇情节。
中外名流轮番登场，时代风云激荡交错，其间的国运苍生、民间疾苦、民族命运，都那么真切而强烈
地激励着我们。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裘山山王龙所要探究的是，今天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所折服，他在他的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智慧，集中反映出当
代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深刻见解和彻悟，必将引起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出版人、《小说界》主编  魏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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