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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丛书真称得上是百科聚焦。
我在翻阅目录后，陆续地将全套丛书“走”了一遍，对其中的好些文章印象较深。
在此，不揣浅陋，点评几篇，也是我读史之心得吧。
《中医精髓之辨证施治》讲了国粹中传统中医的故事。
记载薛生白为旅馆病人治病一节，很精彩。
薛生白的谨慎和大胆，旅馆老板的诿责和趋利之心，在短短百余字之间表露无遗。
时至今日，薛生白的“三妙汤”仍在被中医们使用着，他的刮痧术也被按摩师沿用。
在另一个故事中，尤其是把大文豪苏东坡的才气和自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临终时哀叹的“此而不愈，在天也”与在乌江自刎的楚霸王发出的“此战非罪也，天亡我也”何其
相似。
看来，刚愎自用的个性首先来自于缺乏民主的思维所造就。
对照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美国的人权记录》白皮书，我们来仔细阅读美国
记者撰写的105年前美国社会的乱象。
同时也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著名报纸时至今日还在纪念这本书？
《城市之耻问世105年》中记叙了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许多篇调查采访后汇总的文集。
这些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活生生地披露了20世纪初美国的6大城市中的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他把这些现
象归纳为5大类，今天的读者再来对照这5大类的“城市问题”，就可以不费太大的气力知晓105年前的
美国城市中的政治生活，《城市之耻》的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了。
无怪乎美国的主流媒体刊发社论纪念这本书，充分说明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这一点上说，舆论监督的力量是不容忽视更不能低估的。
《断裂的龙门山》读毕令人心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级地震，让国内国际为之警醒、哀痛。
痛定之余，人们也应多了解一些有关地理的科学常识，知晓地震的来龙去脉。
虽然人类目前还无法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建防震屋和普及抗震知识却是可以做
到的，而且也是应该做到的。
我们在读《中国通史》时，常常会注意到晚清的那位广东巡抚叶名琛。
许多教材上他都被冠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名。
历史真相果真如此？
共产党的理论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按中国传统教材中的评价来看待叶名琛？
究其根源，弱国无外交是定律。
何况区区一介地方官能有多大能耐来挽救摇摇欲倾的晚清帝国？
由此可知，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仍然是后世史学家执笔的道德准则。
从20世纪算起到现在总共是109年，其间发生了几多战争，又有几多最新式最致命的武器覆盖了人类的
海陆空领域，在《狙击手——一个人的战争》中，就有那么一位狙击手使用着传统的武器以1对542的
比例创造了杀敌的奇迹！
这样的事例可不是影视导演指挥下的巨星们所能杜撰的。
这是一个普通士兵用一支枪制造的真实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兵杀敌的时代并未过时，保家卫国的时代也永远不会过时。
丛书的编委会主任是位资深的媒体人，他组织的编写人员中年龄上有老中青三代，学科涵盖了5个专
业，是一个知识结构搭配较为合理的群体。
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勤跑市场调研，了解读者群的需要，秉笔时注重“笔墨当随时代”的宗旨。
我以为，这种编写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更何况“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也是当今学人普世的共
识。
在此，愿我们的图书出版社不断推出有益于人们身心的好书来净化大家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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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诞生之日起，人类文明便应运而生了。
人类从依洞而居、茹毛饮血的极端恶劣的环境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历经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的
洗礼。
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被永远铭记在人类历史的画卷中。
在这里，我们让那些永恒的片段一一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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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史记多面皇室吴王夫差的“冤案”不应湮没的宋仁宗宋太宗毒死李煜皇后才女之死成吉思汗身后的皇
位之争万历皇帝其人其事明太祖对江南“心存不游“木乃伊”皇帝实录历史名人郑成功的另一面双面
悍将曾国藩广东巡抚叶名琛二三事梁启超当“枪手”这才是黄飞鸿重读胡林翼审时度势蒋中正他改写
俄国历史重大事件搜奇文景之治汉匈和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莽改制贞观之治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
安石变法改土归流康熙救灾记太平天国女军团南京条约公车上书保路运动二十一条五四运动西姆拉会
议麦克马洪线印尼惨案1965追赶坟墓——红色高棉漏珠拾遗荟萃封建政治的牺牲品成都唯一武状元清
朝的地域战略北洋水师颠覆120年张之洞迁葬风波晚清版的“华南虎照”黄花岗异国英灵官场“潜规则
”水货状元实尾岛叛乱八代富豪的犹太家族希特勒的恩人真相始末曝光黄河决堤的始作俑者“凌迟”
石达开龙云的恩人国宝金编钟人类太空第一步偶像诞生记维纳斯出土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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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成吉思汗身后的皇位之争1206年春天，铁木真被各蒙古族部落一致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且
尊号为成吉思汗。
这一年他正好40岁。
“成吉思汗”意为“上天赐予”。
在经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成吉思汗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的问题。
他很清楚他的五个儿子的能力。
在他眼里，只有窝阔台和拖雷才能堪此重任，但到底选哪个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汗在决定接班人的问题上踌躇起来，所以他决定让儿子陪同他一起西征，对儿子进
行进一步的考察。
西征似乎很顺利，金、西夏等国都败在成吉思汗的大军铁蹄之下。
在西征的间歇中，他经常给几个儿子讲两头蛇和一头蛇的故事：在一个冬天，天寒地冻，一条两头蛇
要爬进洞里，但是两个头都想先进去，结果两个头争执不下，哪个头也没有进去，这时一条一头蛇很
快就钻进洞里，结果两头蛇冻死在洞外。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儿子们只有团结起来，不要内部纷争，才能成就事业。
1227年春天，成吉思汗染上了斑疹伤寒，病势日见严重。
临死之前，他说：“在我的这几个儿子中，拖雷最理解我，心地善良，但是他太注重感情；而窝阔台
足智多谋，具有雄才大略，我看就由他来继承我的汗位，统率蒙古大军和百姓，保卫国土。
你们兄弟几个要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就要把力量往一处使，团结在窝阔台的身边，一心一意帮助
他治理国家。
当然窝阔台还是要在忽邻勒塔(代表大会)上通过全体贵族的认可。
拖雷在我死后监国，等忽邻勒塔后再将权利交给窝阔台。
我一生征战，积聚了一些金银，你们在我死后可以享用。
我们蒙古人起家的十万军民和漠北的土地交由拖雷掌管。
”窝阔台心里虽然高兴，但还是表现出谦让的态度，说怕子孙不肖坏了蒙古的女、成吉思汗又说道：
“你只管做你的大汗，难道我的这些儿子中的子孙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汗的人吗？
你的子孙不行，拖雷和你几个兄弟还有子孙。
你们要在我面前发誓，等我死后要承认我的遗嘱，把窝阔台当作大汗，把他的话当做你们肉体的灵魂
。
”几个儿子没有任何异议，在成吉思汗的面前立下了誓约。
成吉思汗的遗嘱中“难道我的这些儿子中的子孙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汗的人吗？
你的子孙不行，拖雷和你几个兄弟还有子孙”，没曾想，正是他的这段话引发了他的后人对于汗位、
皇位的争夺，他的后人可是真按照他的遗嘱去执行了。
其实按照蒙古人当时的祖制，家中的儿子不管有几个，大的总要分家另过日子，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业
守家，但是成吉思汗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并没有按祖制来办，因为他觉得拖雷过于注重情义，为人忠
厚，在蒙古这个需要大规模扩张的时代里，拖雷的仁厚恐怕难以担当大任。
而窝阔台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管理这个拥有庞大疆土的帝国就需要这样的继承者。
其他的儿子不是缺乏谋略就是缺乏情义，根本不适合做接班人。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以拖雷、术赤和窝阔台、察合台为首的两大势力逐渐分化，矛盾日益突出。
成吉思汗临死虽然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是他又同时强调了“忽邻勒塔”制度的存在，这就给拖雷
派带来了合法的机会，因此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就按照他的遗言顺理成章地管理起蒙古帝国，因为他是
监国，是成吉思汗指定的在“忽邻勒塔”召开之前的国家最高首脑。
因此拖雷在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下迟迟不召开“忽邻勒塔”，自己监国达两年之久，俨然是蒙古大
汗的继承人。
窝阔台派的支持者也没有放弃，他们搬出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来逼迫拖雷让位，要求拖雷必须召开“
忽邻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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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拖雷主持召开了“忽邻勒塔”，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拖雷的势力明显要大于窝阔台，但
是他又不想自己落下篡夺汗位的罪名，所以就由贵族们出头来推举他为汗。
窝阔台派也不示弱。
双方各自列出理由证明自己才是最理想的继承者。
在长达40多天的时间里，窝阔台和拖雷做了多次交谈，最后让拖雷放弃的是窝阔台的一句话：成吉思
汗的遗言是不能更改的。
虽然你我双方都可以违背大汗的遗言，但是这样对于我们蒙古人是不利的，势必会造成我们蒙古的分
裂。
孰重孰轻你自己考虑。
拖雷经过深思，决定退出汗位的争夺，并说服了拥护他的贵族，保证贵族们的利益不会受到侵害。
窝阔台继承了汗位，他确实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1235年召开贵族大会，决定西征。
术赤的王位继承人拔都为总指挥，速不台为西征的先锋，其他诸王和万户、干户、百户、十户长，驸
马、公主都派出长子参加。
他们首先进攻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里歌，速不台一举轻松攻破城池，然后开始抢掠和屠城。
到1237年，莫斯科等大片俄罗斯土地被蒙古大军攻占。
1241年，蒙古大军攻破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大片欧洲土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所向披靡，整个
欧洲被这个来自东方的铁蹄大军所震动。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汗窝阔台病死，在他死的前几年，曾经下旨若死后就传位给阔出，可是阔出
在1236年就死掉了，最后由窝阔台的六夫人脱列哥那哈敦称制摄政。
她一上任就想改变窝阔台临死“以皇孙失烈门为嗣”的遗言，想立自己亲儿子贵由为汗。
于是成吉思汗遗言后的第二次汗位争夺开始了。
1246年春天“忽邻勒塔”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贵族们借口失烈门尚未成年，推翻窝阔台遗诏，选举
贵由为蒙古大汗。
但是脱列哥那仍然参与朝政，贵由心里非常不舒服，他逐渐采取严厉的手段从母亲手里夺回了自己的
权利。
1247年，贵由西巡，当到达新疆青河县南部时和拔都相遇，拔都是反对贵由即位的主要人物之一，只
是在外远征鞭长莫及，这次相遇，二人在喝酒时发生争吵，互相刺杀，两人都死掉了。
贵由在位三年，实行的是强硬的对内政策，结果导致树敌太多，因此死后汗位的争夺相当激烈，使得
窝阔台派内部开始形成两派敌对势力。
这个时候蒙古最大的势力是拔都，他不断向贵族发出邀请到钦察草原开会选举新的大汗。
当贵族、亲王们来到钦察草原时，拔都对大家说：成吉思汗临死时讲过，我们蒙古大汗应该在他的子
孙有才德的人中产生，拖雷的儿子蒙哥登临大汗之位即合祖宗的规矩，也是他能力的体现，现在我推
举蒙哥来继承汗位。
接下来的几天拔都宴请亲王和贵族们，并订立协议一致推举蒙哥为汗位。
如此以来，蒙哥就在拔都的推举下合理合法地恢复了蒙古幼子即位的祖制。
万历皇帝其人其事明朝万历皇帝爱财，史家已有定论。
即使在这位享国四十八年的皇帝健在时，手下一些不怕死的大臣如雒于仁在奏折中亦直言不讳地指责
他贪财好货。
难道皇帝还需要贪财吗？
万历贪财的一项重要证据，就是万历朝的“矿使”、“税使”之害。
所谓“矿使”就是皇帝特派宫中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开采矿产，然后直接将所得钱财交给宫中，后来
发展为派太监出去设卡收税了。
这两种收入，名日是国库所有，实际上户部管理的公共财政难以支配，而是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派遣矿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最初是民间一些奸商勾结太监，说动皇帝，便有了圣旨这
杆天下第一面虎皮大旗。
这些矿使、税使，名为皇帝生财，实际上是借此谋私，对地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矿监如果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或祖坟下面有矿产，那么就要拆掉房子刨掉祖坟开采，要想免祸，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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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奉送银两才能网开一面。
因此不管人家宅院、祖坟底下是否真的有矿，矿监及随从动辄用这招敲诈钱财。
不但普通百姓怨声载道，连地方官也不堪其苦。
如果地方官不配合，他们就上奏，说某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
矿使、税使的肆虐引起了朝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不断上书，要求废止这项苛政。
然而，廷臣谏言废止的不下百份奏章，全被万历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比财富更宝贵的是生命。
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帝突然生了重病，眼看不治，开始交代后事，大概不想带着骂名进定陵，病榻上
的皇帝当着大臣和太子、诸王的面，提出废除矿税。
首辅沈一贯马上出去拟好旨，送进宫中盖上玉玺准备向天下颁布。
第二天，万历帝的病突然好转了，他还真做得出来，立刻命令一个太监去找沈一贯，把这道圣旨取了
回来作废。
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万历帝驾崩，此时大明朝已经千疮百孔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说法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拥有的物权，一般老百姓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产都
归自己所有，皇家和官家并不能任意剥夺。
而国库里的财产，皇帝同样不能完全支配。
明朝的皇室财政并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从公共财政中每年固定划出～部分，而是和大账混同在一
起。
皇家一办事，就伸手向户部要钱。
万历二十四年，帝国经历了三场大战，张居正励精图治搞改革攒下的那点家底，三场仗一打，很快就
消耗光了。
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府的“大财政”情况不妙，供养皇室的“小财政”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皇帝希望在帝国的财政体系里开一个后门，即建立一套不受户部左右而由皇帝私人支配的
财税渠道。
皇帝要搞自己的小金库，必须选定敛财目标。
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田赋是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豪门避税的
手段越来越高明，再在田亩上做文章难度极大。
万历帝必须另辟蹊径，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矿业和商业作为主要生财之道。
万历帝应该是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明朝中叶以后，全国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采矿以及贸易业已经十分发达，一大批商业性城镇兴起
，农业所生产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但皇帝和整个文官集团都没有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皇帝想到的是收钱而不管方法，有良心的文
官想到的则是减轻百姓的赋税，他们没想到该如何放水养鱼，培植税源。
如是，万历帝用私人充当矿使、税使，百姓不满，文官反对，皇帝本人所得财物有限，造成了三输的
局面，真正得利者则是那些具体办事的太监及其爪牙。
我们再来看看万历皇帝是如何与文官争斗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总数约为2万人。
文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突出者可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
因文渊阁为皇帝的直属机构，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文渊阁事实上承担着政府内阁的职责。
万历皇帝12岁那年，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那段时间，万历皇帝几次接到报告弹劾他的老师、同时又是首辅的张居正。
万历皇帝尚幼，凡事须靠张先生的辅佐。
这样，弹劾张居正的文官就倒了霉，万历皇帝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革去官阶，降为庶人；
第二个攻击者明知皇帝不会听信这些谣言，仍执迷不悟，即是蔑视君上，押至午门外，打屁股一百下
。
那是专门用来行刑的棍棒，一阵痛打，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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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发生真正的冲突是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的。
万历皇帝18岁时(1582年)，张居正去世，从此他独掌大权。
这一年，他喜欢上了14岁的宫女郑氏。
在万历皇帝看来，郑氏最了解他，最把他当人(而不是皇帝)看待，二人形影不离。
郑氏为万历皇帝生的儿子，亦为他所最爱。
万历皇帝为博郑氏欢心，想废长立幼，长是常洛，幼就是常洵。
文官集团自然是坚决抵触，为这，万历皇帝与他的文官集团彻底闹翻了。
至1590年，万历皇帝仍未立太子，京官皆坐立不安。
于是他们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位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皇帝册立皇长子
常洛为太子。
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以集体辞职的方式向皇帝要挟。
皇帝妥协了，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相要挟，他就立常洛为太子。
1591年底，工部一位官员因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期限在即，便做出立储大典的预算报告呈请皇帝批准
。
皇帝借口臣下违反了约定，他必须把立储延后。
文官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成命，将立储一事付诸实施。
这一抗议使龙心大怒。
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他事先不知道。
皇帝批示，感谢申先生对他的理解。
事情本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御览后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
但这一揭帖偏被二辅许国所截获，他将揭帖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
秘折一经披露，当时值班的给事中便参了申时行一本。
万历皇帝气愤之下，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命令申时行照常上班供职。
然而文官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一个接一个递上奏章弹劾申时行。
申时行除了辞职，别无选择。
二辅许国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揭帖，由此被参，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
立储一事，竟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万历皇帝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
决不为廷臣所接受。
但万历皇帝别出心裁地一天册封了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
臣僚们不接受万历皇帝的“缓兵之计”，继续向皇帝施加压力。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最终放弃了他的打算。
在立储问题上，文官集团胜利了，但皇帝的心从此封闭起来。
史载，自1585年后，万历皇帝除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视察过一次外，30多年里，他再也没走出过紫
禁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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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接手这套丛书的编撰任务后，编写组数次到图书市场了解出版情况，一批批地甄选素材，再对原事件
给出自己的解读。
其间，笔者将14年外出游历调研后的实地观感一一详细记载，根据不同的内容敷衍成文，进入丛书之
中，恰逢北师大的于丹教授在谈《论语》心得，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在宣讲《三字经》，多次聆听
后，感叹他们选材精到：人人熟知的典故以及枯燥的说教，被他们用一连串的历史故事穿插其间，就
把大众耳熟能详的事情演绎得活色生香了。
窃以为，这是心得之神妙，诠释之真谛吧。
由此生发到父亲对我的教导：常用的汉字约3000多，有的人能够把它“码”成让人间后千遍不厌的文
章乃至长久流芳，有的人“码”出的却是味同嚼蜡的“文字墙”而不忍卒读。
个中区别大约是时下高科技也难以破译的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上帝给了每个人公平的3个8小时，第一个8小时大家都在睡觉，第二个8小时大
家都在工作，人与人的区别大多是在第三个8小时产生出来的。
父亲在病重时还喃喃告诫我：人一上年纪，由于眼力不济，读的新书就少了，由于腿脚不便，社会活
动就少了。
这两“少”无疑大大限制了外界信息的输入。
再动笔时，难免无病呻吟老调重谈或目中无人。
这当儿，尽量辅助青年人到一线来，把自己穷尽一身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训）都传授给他们。
最好把那些“酒旗风暖少年狂”而犯的错误毫不遮掩地讲给他们听，使之免重蹈覆辙。
要让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说这话时，他浑浊的双眼热泪盈眶，在他看来，年逾五旬的儿女们永远是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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