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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犹如烂漫夏花我爷爷喜欢看历史演义，他在意“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因此我的启蒙书不是公主和王子的童话，而是《隋唐演义》。
这个奇怪的阅读经历在多年后开始发生作用，这便是我写历史的缘起。
也许有人会认为，历史就像绷脸儿的先生，斟词酌句，让字一个一个蹦出来，犹如钢镚落地，噌噌作
响。
其实不然，历史犹如烂漫夏花，既不刻板也不冷酷。
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生为它挽起蝴蝶结，即使偶尔的惊颤使它陷入低潮，但下一波浪花正在路上，高
潮很快就会来临。
当然，历史并不是戏子的脸，可以任人涂抹，它的冷酷和哀伤一直就在那里，无法掩饰。
岁月湮灭，人来人往，曾经发生过的事像琥珀一样在沉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候前来看望它的人们
。
历史事件看似孤岛般矗立，其实它们默默相连，无数的细节组成风云变幻。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在岁月的冲刷下已变得斑驳陆离，但人们回眸时，一定会看到一些希望。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虽然无法用各种符号来证明其内在的正确性，但它就像爆炸中的宇宙一样向未来
释放出无穷的能量，试图带领大家到达一个无需“胜负成败”来支撑的世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烩历史>>

内容概要

　　读历史不能白读！
“烩历史”得“烩”出营养！

　　亲密接触时空那边被无数人忽略的关键小细节，现场直播时代牛人风云际会背后的各种小情绪。

　　【一网打尽】男人崇拜的偶像和鄙视的典型！

　　型男、肌肉男、痴情男、音乐发烧友、艺术范儿、“二”货、弱智、“伪娘”、纯爷们儿、情调
男、工作狂、“妻管严”、非主流、技术男、火星人、潇洒哥、悲催男、“超男”⋯⋯
　　【全景挖掘】女人所不知道的女人和女人具备的潜力！

　　狠女人、名媛、才女、“大美妞儿”、文艺女青年、励志姐儿、自立姐儿、御姐儿、“灭绝太后
”、女强人、“牛×老娘”、热情奔放姐、冷若冰霜姐、“花痴”、“物质女”、气场女⋯⋯
　　《烩历史》以轻松、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数千年的中国史，是一部简单却详略得当，轻松又好看好
玩的历史常识读物。
它通过众多原始史料，并参考诗歌、绘画、音乐，包括野史轶闻在内的众多资料，仔细梳理，不仅还
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
(展开全部) 　　读历史不能白读！
“烩历史”得“烩”出营养！

　　亲密接触时空那边被无数人忽略的关键小细节，现场直播时代牛人风云际会背后的各种小情绪。

　　【一网打尽】男人崇拜的偶像和鄙视的典型！

　　型男、肌肉男、痴情男、音乐发烧友、艺术范儿、“二”货、弱智、“伪娘”、纯爷们儿、情调
男、工作狂、“妻管严”、非主流、技术男、火星人、潇洒哥、悲催男、“超男”⋯⋯
　　【全景挖掘】女人所不知道的女人和女人具备的潜力！

　　狠女人、名媛、才女、“大美妞儿”、文艺女青年、励志姐儿、自立姐儿、御姐儿、“灭绝太后
”、女强人、“牛×老娘”、热情奔放姐、冷若冰霜姐、“花痴”、“物质女”、气场女⋯⋯
　　《烩历史》以轻松、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数千年的中国史，是一部简单却详略得当，轻松又好看好
玩的历史常识读物。
它通过众多原始史料，并参考诗歌、绘画、音乐，包括野史轶闻在内的众多资料，仔细梳理，不仅还
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还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新线索，从中可以看到宫廷秘闻、皇家秘事、朝政内幕
，也可以看到市井街巷、豪家大族、小民百姓的多彩生活；可以看到风云人物、英雄豪杰、文人墨客
，也可以看到巾帼红颜、闺秀才女、名伎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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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宏娟，生于苏州长于苏州的江南才女。
自小沉迷于文史诗词，深受江南文化熏染，业余以笔名“浅泓”发表多篇小说、散文；对于历史写作
尤其用心，曾在国内某著名论坛发表历史文字，引起大量网友围观，粉丝众多。
“浅泓”立志写简单句子，让纷杂、繁琐的历史以一种全新面貌和轻松形式呈献在读者面前，拉近历
史与读者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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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南北朝江南风花，江北雪月 15.提倡一夫一妻制 宇文觉便是北周孝闵帝，排行老三。
相面的说，这孩子贵不可言，只是命短。
果真，15岁便死了。
 他是被宇文护杀死的。
宇文护是他堂兄，本来是辅佐他的，可堂兄一攥上了权力这块香馍馍，就再也不肯放手。
 宇文觉一死，宇文护也没敢取而代之，而是让老大宇文毓做皇帝。
这娃看着温和，其实骨子里硬着呢。
老婆独孤氏死后，他一直想念，不肯册封新皇后。
宇文护看着不爽，这人咋这么不听话呢？
就想害他。
 有一次大伙一块吃饭，终于逮到机会，让人悄悄塞一块毒饼给宇文毓。
宇文毓没提防，吃了，被毒倒。
临死前，脑子转得飞快，当众人的面，念遗诏：传位于四弟宇文邕。
宇文护没办法，只得拉宇文邕出来。
 宇文邕就是北周武帝。
他就厉害了，铲了宇文护自己当家作主；还灭了北齐高家，高纬和老婆视察的阵地就是被他的铁蹄踏
平的；“三武灭佛”，他是其中之一，叫人拿着喇叭喊：在寺院道观混饭的就别混了，给咱种地干活
，为北周的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宇文邕这么能干，可惜儿子宇文赟是条虫。
虽然皇帝老子对他管得够严，可也管不了身后事。
宇文邕一死，宇文赟由着性子胡来，居然同时立五位皇后。
每人身上挂一块牌，即使这样，宫女们还是有点分不清。
 杨丽华13岁便嫁他，温柔敦厚，多么好的一个姑娘，可这宇文赟一点不念旧情，看着不顺眼，就想杀
。
丽华妈妈独孤氏赶紧入宫，为女儿求情，总算逃过一劫。
 能喊刀下留人的必定是狠角色。
这位独孤氏便是杨坚的老婆，杨坚瞧着厉害，也是“妻管严”。
日后她做了皇后，不许杨坚讨小老婆。
关于这事，杨坚有一次怒了，“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
也就是说，气急败坏的杨坚策马狂奔，准备离家出走。
为啥？
因为独孤氏把他喜欢的一个女人给杀了。
他大恨，对着空山大喊： “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 其实，大臣们也不得自由，独孤氏也不许大臣讨小老婆，谁讨小老婆谁就被打入官场冷宫。
清朝的历史学家赵翼评论说： “独狐皇后善妒，殃及臣子。
” 其实，这是看问题立场不同，所以结论也导致了偏差。
人独孤皇后不就是在提倡一夫一妻制嘛，啥殃不殃的？
 这会儿一共有两位独孤氏出现，都是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就好比乔国老，女婿都是狠角色。
要真说起来，乔国老比起独孤信还要稍逊一筹，你看看独孤信的这两位女婿就知道了，全是皇帝：一
位宇文毓，一位杨坚。
再加上有一个也当了皇帝的外孙——李渊。
李妈妈也是独孤氏，李渊叫杨坚姨夫，杨广是他表弟。
 显然，独孤信生女儿生得很有成就感，选女婿选得更有成就感。
 五代十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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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爸爸年轻时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他被选进公社的宣传队拉二胡。
    小的时候，我常常能在衣橱里翻出半块松香或是卷着的琴弦，只是这些东西爸爸再也不会用到了。
    爸爸曾经去考过县里的锡剧团，他的大脸盘很符合当时选演员的标准，但是，变声期改变了他的命
运，他唱不出高音。
奶奶有时会说，你爸爸差一点就进锡剧团了。
如果他能进锡剧团，他的生活就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那就不会有我了。
    这就是命运。
我是老太太带大的，我称爷爷的妈妈为老太太。
    老太太有很严重的哮喘，一到冬天，会喘不过气来。
所以，她抱我的时候，会让我的后脑壳对着她。
就这样坐在门口，等待日暮，等待爸妈从地里回来。
    能说会道的奶奶一直拒绝在田问劳作。
她坚持做小生意，背着布包走南闯北。
有一年，她从南通背回来一张四方桌。
这张桌子后来被爸爸涂上暗红的漆，直到现在还能用。
不光如此，她还把我的四位姑姑都嫁给国家工作人员。
有工作是她选女婿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她的举措让姑姑们的生活较之村上的其他姑娘，要舒适得多。
在困苦的农村，吃饱之后才会有爱情。
    奶奶做过各种各样的小生意。
记得有几年暑假，我为她打工，剪布条。
我不知道这些布条剪了有什么用，但奶奶能将它们换来钞票。
    奶奶有个储钱罐，里面装满了一分或两分硬币。
学校开学后，她开始卖彩色贴纸、糖果以及各种吸引孩子的小玩意儿，那个储钱罐里的硬币全是小顾
客给的。
    后来，奶奶开始卖“冥通钞票”。
她叫人刻一个木模子，粉笔刷大小，然后将图案印在纸上。
赶集的时候，她就拿出去卖。
平时，“仙奶奶”会来拿一点卖给那些求神仙保佑的人。
    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开始帮奶奶印刷“冥钞”，机械的重复中也有乐趣，因为我能够不断改进印刷方
法，不断得到表扬。
但是，这种纯手工还是被印刷机给取代了。
说到印刷机，其实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它就被电脑取代了。
    隔壁的姐姐在一家小小的印刷厂里做排字工，她带我去过那个地方，有很多铅字。
出于好玩，她甚至送了我一套字母铅字。
但后来，她失业了，因为出现了电脑排版，那些铅字不再被需要了。
    爷爷是个渔民，在船上摇橹，在长江里捕鱼。
曾经，长江里的鱼虾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稠密。
    爷爷读过私塾，会写毛笔字，他有用毛笔在墙上记事的习惯，“借某某一斤米”，或者“欠某某一
斤米”之类。
等那件事结束了，就用湿布将那墨迹涂了，后来，墙壁成了灰色的，但是，天地都是灰的，谁会在意
墙壁灰不灰呢？
    后来，爷爷离开渔业社，开始在生产队里看菜园子。
菜园就在江边，是一块泥沙堆积的浅滩，在巨大堤岸的外边，被一道小堤岸围着，几亩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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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江水拍打着陡峭的堤岸，风大的时候，江水就漫过来了。
即使这样的险峻，也住着人家，我记得有三户，后来才慢慢搬走，厨房的窗外就是江水，洗碗水泼出
去，刚好喂鱼。
渔业社渔船回来时，与坐在正屋里的人们高声打招呼。
生产队在这几亩地上辟出菜园，修了草棚，让几位老人轮流守着。
    有时我会跟爷爷去菜园子。
通常是在夏日，总有几只将要腐烂的香瓜等着我，香瓜长得太熟，已经来不及去卖，他们就将它们挑
在一边。
夏日的瓜田除了灼热还是灼热，如果手捧一只香瓜，一定要找一处阴凉。
    这里毕竟不是秀色可餐的庄园，而是闷热寂寥的菜园，没有树，除了草棚，附近没有一个可供庇荫
的地方。
我通常将香瓜放在爷爷除草的篮子里，一路奔回去。
    说到江边，少不了要说一下江滩上的芦苇。
这是童年记忆里唯一值得夸耀的部分。
    冬日的芦苇才是美的，雪白的芦花飘扬起来，像雪那样，只是，它不会滑过衣襟，而是附在衣上，
如不招人待见的小儿，耍一下心眼，才会被人留下。
    冬天，生产队通常会组织社员割芦苇。
这个时候麦子还是地里的小苗苗，人们便转战江滩。
芦苇被运走后，江滩就光秃秃的，终于不再美了，江水退去遥远的航道里，孤独的鸭子因为觅食，走
着走着就会从视线里消失。
    密不透风的夏日芦苇滩里总是有无穷的故事，被风暴打翻的船的残骸，漂浮的水的泡沫，将细碎的
垃圾拢在一起，时间长了，像结石那样，留在芦苇丛中。
夏日的江水严格遵守着潮汛，一次又一次没过芦苇顶，潮水来的时候无声无息，退的时候无声无息。
来不及走的小鱼小虾只好留下来，在滩上的水洼里折腾。
    爸爸是个相信幻想的人，他常常在一些事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去相信，奇迹将会出现。
相反，妈妈从不相信幻想，她一直督促我，务实一点，再务实一点。
她甚至在我痴迷看书时为我担忧，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孩那样，织围巾，织毛衣，或者烧一手好菜
。
  妈妈在嫁给爸爸之前，学会了大部分女红。
我小时候，妈妈每天坐在一辆小小的纺车前，纺石棉。
石棉被妈妈从大队拿回来时，缠在一起像一节一节灰暗的香肠，后来，它们被绕在筒子上，成为线。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有一次，我在用镰刀剁竹子的时候，弄伤了手，妈妈用石棉放在伤口上，血
就止了。
这个伤口至今仍在左手虎口那里，月牙一般卧着。
    那时，每家每户都会养猪，我经常帮妈妈做的亨是拌猪食。
稻谷褪下的皮叫“糠”，粗糙，麦子碾出来的叫做“麸皮”，营养成分多一些，拌上剁碎的菜叶子，
便是猪食。
猪吃这种东西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到一百斤，才可以上磅秤。
每隔一阵，妈妈便会将猪圈里的猪粪以及垫底的烂稻草拉出来，挑到田边，堆成馒头状，用河泥抹上
，这便是农肥。
但自从化肥能够代替这些时，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养猪沤肥了。
    爷爷告诉我，他的爷爷挑着担子，从南通来到这里。
    我生活的地方在成为张家港市之前叫做沙洲县，所谓沙洲，即是长江泥沙冲积的土地。
鉴真东渡的渡口，现在已成为良田一片。
长江向北漂移的时候，许多土地浮出水面。
    此地生活的老居民称我们为“沙上人”，而他们则是“江南人”。
这种区别很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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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足下踩黄泥，我们足下踩沙泥。
他们操江南话，我们操沙上话。
    说到语言，由于张家港市位于江阴市与常熟市之间，加上四周涌来的新移民不断，语言之繁杂非常
人所能理解。
    18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德积的小镇上，这里紧邻江边，我家就在江堤下，每日爬上江堤，
沿着护漕港，去上学。
我们把通往长江的河道称为“港”。
    每年冬天，家里就会有人被生产队叫去“挑港”，也就是挖港底的淤泥。
    爸爸这时已开始跟镇上的工程队外出打工。
留守在家的妈妈成了主要劳力，每天很早就骑着自行车赶去挑港工地，很晚才会回来。
    有一年轮到挑护漕港，我站在堤岸上看妈妈，在长长的堤岸上，一担泥由三人接力挑，号子喊得震
天响。
    爸爸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一个又一个工地上做施工员。
虽然爸爸读到六年级就不再读书了，但他有超凡的自学能力，他把建筑用书堆在枕边，居然通过考核
成了施工员。
    暑假的时候，我和妈妈去看爸爸，我们躺在工棚里，看着被电灯映亮的工棚的顶，觉得很幸福。
    18岁出门参加高考，需要坐一小时车赶到市区，也就是杨舍镇。
坐在教室里，才发现，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教室里有些人说的话我听不懂，“江南话”和
“沙上话”此时泾渭分明。
    从德积镇到杨舍镇的班车由于要照顾沿途的群众，因此路线弯弯绕，搞得时间很漫长。
但我还是很羡慕这条路的路面由细石子铺就，不像与我每日相伴的马路，像从迷宫中穿过一般，脚要
抬得高高，才不至于被凸起的巨石绊倒。
记得有一年寒假，大姑家的大姐姐从湖南回来，妹妹像牛皮糖一样黏着她，问长问短。
大姐姐说，我教你说普通话吧。
    妹妹很得意，告诉大家，大姐姐教我说了普通话，长大了我要到“普通”去。
    众人大笑。
    大姐姐是所有亲戚中最大的孩子，春风得意的她开始向我们询问长大后的理想。
    她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说，当一名作家。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作家能做什么。
    在大家眼里，我只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在所有童年的照片上，我都在茫然地看着前方。
    有时，我会在斑驳的墙壁前站很久，那里是一个尘土飞扬的战场，马在嘶鸣，刀剑在碰撞，各种各
样的仓皇在水渍的掩映下，变得异常清晰。
    妈妈经常会为我担心，她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将来能做什么。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一座陌生的城市读书。
回来后在一家工厂上班。
按照规矩，一开始得在车间干活。
晚上坐在灯光下陪师傅钻孔，帮他拉横杆。
窗外的阴影在月色下变得异常迷离。
    这个时候就假装成尿频患者，频频去厕所流连。
    即使是这种充满绝望的青春，我也不愿告诉妈妈，我过得不好。
    我总是说，挺好的。
    如果说，我有比别人多一点的坚强，那必定是妈妈给的。
记得有一次在桂林，和朋友一起玩“十二滩漂流”。
那条漂流之道非常美丽，湍急的山泉像顽皮的孩童，行到半路，掌舵师傅将橡皮艇停下，让我们到水
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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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清澈的泉水刚好盖过足背，很多美丽的鹅卵石就躺在那里。
    因为忘不了那种清澈，我开始用“浅泓”作笔名。
写作对我来说是个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
至于写什么则像邂逅一个人，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在特定的时刻，有股不可名状的冲动会来催促
，写吧，写吧。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有一位朋友这么对我说，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自觉，而不是自发。
    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分清写作的“自觉”和“自发”。
    在我看来，文字是圣洁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灵的召唤，还是不写的好。
因为，这个世界有无穷无尽的事物可以让我们沉湎。
    最后想说，要不是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无法完成这本书。
    感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世界才会如此美好。
    如果我接着写，你们的名字将写满整张纸，那么，还是将你们的名字刻在我心里吧。
如果你们看到这句话，一定知道，此刻我正诚挚地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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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烩历史》编辑推荐：历史就是一盘菜，烩得好，色香味俱全；烩不好，也会五味杂陈。
你知道女强人怎么对付“小三”吗？
你知道汉朝也讲“星座”吗？
你知道有个因“同性恋”而出名的皇帝吗？
你知道魏晋男人追求美比女人还专注吗？
你知道有个“禁止全国结婚”的皇帝吗？
你知道皇帝和皇后也会在宫里做小买卖并大赚一笔吗？
你知道宋朝男人出门逛街爱戴花吗？
你知道历史上的“情调男人”是什么范儿吗？
你知道中国也有一个“吸血鬼”皇帝吗？
你知道哪个“愣头青”把皇帝骂的脸上挂不住吗？
你知道慈禧要当“青天大老娘”平反冤案吗？
⋯⋯这些你都知道了？
！
嘿嘿，省点银子，买本别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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