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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些文史研究者一谈到中国历史文化就尽说好听的，而且说得那么美，反之，则把世界说得那么差劲
，好像中国不在这个世界之列似的。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中国历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味地歌功颂德”显然是不全面的，否则阿Q精神、酱缸精
神等又-应该归属到哪儿去呢？
    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美的一面。
二者发生碰撞，便不知不觉地拐了弯儿，期间不得不好好谈一谈那些改变预期轨道的拐点。
所谓拐点，一开始不过是数学中的名词，之所以将它用于历史走向的剖析，意在遵循一定轨迹和曲线
的基础上，完成历史发展、朝代更替、时移势易等诸多N的简略勾划。
这是拙著的大体脉络，每一个拐点都、是一次机会，在种种冲撞的矛盾中，我们更容易透彻地陈述、
分析历史。
认清整个进程中的每一个拐弯儿处，是历史辩证法所推崇的精华。
    其实，历史文化本溲有“优劣”之分，但我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历史总有着自己的“先后”
次序，而这次序早已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事实。
纵观大局，“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习题，但这不代表着历史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如果说经济是基础，那么文化就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往往是与当时文化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
的。
我们悄悄绕到这个潜藏的“规律”背后，就会发现一只无形的手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这就是所
谓的历史拐点。
    拐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超越或者跳过它，都是行不通的。
但作为后人，我们却可以走出来再回头去将其好好地审视一番。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那些远去故事中被人忽略的矛盾冲突，以及那些形色各异的人物在面对这
些矛盾冲突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从而在一刹那影响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
本应直线前行的历史车轮，就这样在．他们不经意的冲突和抉择影响下拐了弯儿，向着另一个方向渐
行渐远。
    就本人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万历皇帝这个人，拙著中有一个章节几乎都在说他。
作为明代历史盛衰分水岭式的人物，他无论是规划人生，还是规划政局，其实都有意无意地规划了历
史。
他的一句话、一个决策、一个失误，随随便便地就让历史的走向拐了好几道弯儿，整个国家的前进方
向就这样让他来来回回地鞭策了无数个拐点。
    唐朝的李世民是我钦敬的一代伟人，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在于他制造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拐
点，这就是尽人皆知的“玄武门之变”。
但谁料到他晚年信奉炼丹术，最终中毒身亡，留给儿子李治一个难以规整的烂摊子，直接或间接地导
致了武周的形成，对历史的走向来说，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拐点。
    在拙著中，我为读者们逐一分析了200多个类似的拐点，意在为大家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审阅视角。
也许以这种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会让我们更加贴近历史真相，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也更容易走
近我们的心里，映入我们的眼帘。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清些东西妄图把历史抽空，因为抽空历史并不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应该干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古今之事混为一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当代入们的精神去改铸古人的思想的资本
。
这种行为对古人而言也许是无所谓的，可对于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却影响巨大。
与其在今夕中顿足，不如坦然走出历史，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审视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或许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理论这个东西，作者姑妄写之，而阅读的人差不多也是姑妄信之。
它就好比今天众人关注的炒股一般，若是书架上的各种宝典、窍门管用，那些作者干吗还要辛苦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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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我就曾在自己的文字中对其深感质疑，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句话本身没什么错误，因为它符合“二分
法”的原理——积极面与消极面并存。
如同“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如果局部的观感是积极的，那么整体上看必然会备感消极；倘若你能
够跳出此山看此山，局部就成为消极的模糊，而整体却变身为积极的恢弘。
理解了这层意思，再去看每一个历史拐弯儿处产生的影响，就会更觉形象生动了。
    另外，由于中国古人的思维比较讲究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记录的历史，应该
是一种组合结构，我把它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
所谓阴阳，就是有两个命题同时互相对应或者对立。
这也是历史拐点之形成原因。
研究历史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很难用一个拐点来诠释一段历史，只要揪出一个必然还要
引出更多的焦点和转折点。
只要说到三国，就不能不说汉末后党、宦官与皇帝的三方权力斗争，更不能不提及司马氏缔造的三国
归晋大结局，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组合结构。
倘若你只妄图抓住其中的一点就可以把握整个历史进程脉络，那绝对是一种空洞无为的妄想。
想要真正地看清历史规律、走势，以及期间事件、人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
历史进程中的拐点。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跳出历史回看历史的目的。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对历史文化的短暂研究而言，真的还不敢自吹是一个勇于跳出历史、敢于质疑历
史的人，我只能说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已意识到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拘泥于白话历史对于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是多么
的重要，这始终是我备感骄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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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在历史拐弯处》内容介绍：历史记录的是不同时代的风情，是过往之人的悲欢离合，潮起潮落。
它像一个沉默的老者，默默记载着一段一段的王朝更替，爱恨情仇。
在那无数的历史拐点中，无数英雄闪亮登场却未必能够华美收尾；几位帝王昏庸无度却各有所长，多
少女人被誉为祸水红颜而多少女人却因为刚烈贤良名留青史。
尽管历史没有详细地记录下他们每天部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却记录下了他们左右那个时代的有效政
绩。
尽管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鲜活的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

历史无法左右历史，它只是一个代笔者而不是一个杜撰者，可一个人的人生尚且有些许选择的余地把
握在自己手中，阅读历史，领悟拐点，以史为鉴，必然会止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活得更加理智更加
从容。

《就在历史拐弯处》的作者是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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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炎，并非说相声的那位，也非借名搏出位，而是有些迷信的一个苏北俗人。
原名琰，自知不是可琢之玉，乃去王宇旁，留一把生命之火。
68年出生的猴子，四处蹦跶，干过记者，做过广告，当过老师，现居某环境杂志混生活。

赵炎作文，一不投稿换钱，二不哗众求名，三不树碑立传。
有约则履约，无约则发之于博客，悦人悦己，倒也知足。
至于《意林》《文苑》《百家讲坛》《杂文选刊》《民生周刊》诸刊物散载文章，虽铅印成行，其实
并无夸耀之处，徒使方家贻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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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美酒醉死了商纣王 看此文标题，你可能会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莫非酒精比飞机大炮还厉害
？
你还别不信，历史明摆在那儿。
想当年，英国人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短短数年间，就对我们整个民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相信没
有人会忘记吧。
酒精和鸦片一样，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全沉醉，并丧失进取的意志。
中国古代殷商王朝的灭亡和美洲印第安民族的衰弱，都与酒精有着相当的关联。
 先说说印第安人，这个民族是拉丁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曾有四万多年的文化，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
族和语言，在历史上建立过四个帝国。
哥伦布等探险者发现他们的时候，还以为是印度次大陆，就称他们为印第安人（印度一词的英文发音
）。
如今，印第安人的辉煌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全球只剩下大约3000万后裔，残存的古文明也少得可怜
。
 一般观点认为，印第安民族的衰落，主要是因为英、美及欧洲殖民者（西班牙人）夺走了他们的家园
，肆意毁灭印第安文化、武力绞杀、沉重的劳役折磨、不堪忍受的贡税负担、合法或者非法地占有他
们的妻女，以及他们自身不易抵抗的疾病和瘟疫等。
但是，我却觉得，酒精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催化角色。
 在欧洲白种人进人工业革命时代时，印第安人还处于刚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阶段，整个民族狂热地迷
信。
他们的天文、数学、文字、文艺等文明成果，几乎都是为其狂热的迷信而服务，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生
产力极端低下。
印第安人非常喜欢喝酒，频繁的宗教活动使他们沉迷于酒精的幻觉之中。
这一切使得他们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军事都得不到发展，身体状况也非常糟糕，从而最终被外来
的欧洲白种人征服和奴役。
 与印第安人相比，我们这个民族就要幸运得多，只是出现了朝代更迭，民族却越来越强盛。
 中国殷商时代的文化和印第安文化非常接近，也很迷信，而且好喝酒。
 据史料记载，商朝人的宗教活动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殷商晚期的帝王和贵族都热衷酗酒。
由于当时的盛酒器具多为含锡的青铜器，因此商朝人饮用了含有锡的酒，中毒的不在少数，身体健康
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限制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拐点一：那位发明“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只注重生活的享乐，却忘记了自己要干的那些正经事儿，
最终导致了自己庞大帝国的覆灭。
 拐点二：相反，周朝的兴起，正是接受了殷商亡国的教训，不断发布严厉的禁酒命令，渐渐使我们的
民族摆脱了酒精和迷信的控制，重新扶正了历史原有的轨迹，最终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更加文明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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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在旅途，会遭遇岔路；经营企业，会遇到危机；历史发展，同样不会循规蹈矩、尽如人意。
这就面临如何选择正确方向继续前行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称为拐点。
如何正确面对拐点、分析拐点、利用拐点，化不利为有利，是当事者的根，也是历史走向及文化发展
的根。
岔路与根的缠绵纠结，大抵可以做如下概括。
    历史说到底是人写就的，人，创造了历史，也决定着历史。
通过改变人的意志和行为来调整人的情绪状态，就可以改变历史。
比如，商纣王好酒贪色，性情暴躁，以致亡国于周。
好酒算是商纣王的拐点，可惜他未找到属于他的根来改变、调整自己，是个遗憾。
之后周王朝共传30代37王，存791年，应拜商纣所赐。
    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如果商纣是个琴棋书画爱好者，或者还会太极气功(当时没有)，总之做到动
静有所相宜，情操得以陶冶，从而使心境变得平和，专心于江山社稷．，小小的西周姬氏可能有东向
的机会吗？
恬淡、，平和的人，会带来恬淡、平和的环境，人如此，历史亦然。
    国人的历史热，如今是一种很“酷”的时尚，专家学者爱写，平头百姓爱读，这种“热”的背后，
隐藏了人们怎样的心理需求呢？
赵炎以为是“身份认同”之心理在驱使，或称寻根。
    对国人而言，历史是祖先的故事，可以强化“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并体现对中华民族“根”的
眷恋。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历史文化既代表了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又体现了我们和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
当全球化的大潮使得各个民族的界限逐渐模糊时，历史就成为一条纽带，把每个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使我们拥有一份归属感和安全感。
    在这个心理需求中，历史上的每一个拐点所产生的或恶劣或华美的后果，都有着独特的美感与惊人
的感染力，为我们所津津乐道。
刘邦是个市井无赖，朱元璋曾是癞头和尚，但这二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历史地位无人可比，原因何在？
正是因为他们在民族面临岔路时选择了正确的路，为我们找到了根。
    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读历史，常常能读出哲理来。
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小而化之，亦可具体体现到每个人的身上。
成败得失、待人接物、修身养性，解读出人生的普遍见解，贯通了生活的智慧，具非常醒世的价值。
每一个历史的拐点，仿佛荒漠夜中亮起的几星烛光，能给漫行者以醍醐灌顶般的导引。
    四    能够把握历史拐点的人，都是伟人，不是等闲之辈。
历史不好写，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要以血与火为底色，堆积如山的白骨为架构，权谋机变来涂
彩，是历史人综合素养的表现。
    我说陈圆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其中涉及了包括崇祯皇帝在内的许多人物，却没有一个能与伟人划
等号。
陈圆圆可以是一个利用的棋子，但无人用她，她也不自用。
同为女性，崇祯皇帝之嫂张嫣，却能积极与魏忠贤斗法，最终终结了明代太监乱政的历史，值得圈点
。
明末历史总带着家国之叹、故园之憾、怜物之鸣、惋世之思，就是因为无人能利用“岔路法则”来背
书存根。
    五    一个繁华的时代，民众衣食无忧之后，还需要什么？
赵炎以为，不外乎需要一种更持久、更长期的精神寄托，或称“心灵的港湾”。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必然会去追求心理上的满足。
为此，人们求助于某种可以一生作为立身之本的思想体系。
比如，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儒释道等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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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历史重新受到推崇，可能与此有关。
    读历史，离不开文化的淘汰和提炼，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需要来阅读与吸收，好比妇人选衣，“不
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
”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心中才会美滋滋的。
但愿我的小书中200余个拐点，会有某一个拐点适合读者的选择，尽管它还不成体系。
在你伏案而随意翻动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放闲的感觉，会心默默一笑，那么，我笔下的这扇小窗，就
算没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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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在历史拐弯处》编辑推荐：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美的一面。
二者发生碰撞，便不知不觉地拐了弯儿，期间不得不好好谈一谈那些改变预期轨道的拐点⋯⋯《史上
第一所文艺学院诞生的背景》、《跋扈将军遭遇河东狮吼》⋯⋯《就在历史拐弯处》：一个拐点众多
悲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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