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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人类最大的“罗生门”，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真相的“不可知”。
不要说两三千年之前的历史，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要弄清真相，有时竟也会“难于上青天”。
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寻真相的冲动却无法止息。
保持客观性和追求真实，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历史研究的最终悬鹄，也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历史学
家和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真相的被遮蔽，原因相当复杂。
或被政治所胁迫，或为名利所驱使，都可能成为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的成因。
明人冯时可说：“今之操觚者，求惊人而不求服人，求媚世而不求维世，此海内所以无文宗也。
”可谓一针见血的洞识之见。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收受礼金，在为人做墓修铭时，违背良知，罔顾事实，阿谀奉承，为
时人所轻薄，被后世所垢病。
同代人刘禹锡指责说：“公鼎侯碑，志遂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宋人司马光则批评说：“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
”可见，连韩愈这等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也会因私心而罔顾公正与事实。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大都是将历史或人物简单化或脸谱化，要么好要么坏，要么伟大要么渺
小，没有中间地带。
如对农民起义的评价，言必称其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对其破坏生产力，践踏社会秩序，涂炭和
危害黎民百姓，则讳莫如深，缄口不语。
又如对李鸿章这类人物的评价，往往也是一棍子打死，将其钉在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对其兴洋
务重实业等实绩却视若无睹。
一些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无视这种复杂和丰富，必然会使历史的真相受到遮
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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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不着眼于那些象牙塔里的空洞讲章，拒绝那些老气横秋的呆板说教，在体裁和写法上葆有开放的
姿态，致力于讨论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本书中的作者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带着灵性的智慧和求真的自信，不断打量历史的方
方面面、角角落落，目光深邃独到，文思遥接八荒，将叙事的触角深入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和情境之中
，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使读者在儒雅温润的叙事中，触摸到历史的
温度，感受到历史的活力。
作者的观点读者也许不一定赞同，但至少会激发出深刻的思索和丰富的联想。
本书所选文章大都角度新颖，行文严谨，论据扎实，在对历史不知疲倦的叩问洞察中，还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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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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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大战曹军几何　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雍正是阴谋夺位吗
　嘉庆为什么要杀和坤　慈禧缘何未能废掉光绪　袁世凯并未软禁蔡锷　《辛丑条约》为何没有割地
的条款　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是武汉？
为何是新军？
历史的谜团　中国古代史上七大谜案　秦始皇身后留下的9大历史谜案　私盐贩子如何成为吴越霸王
　忽必烈两次入侵日本内幕　大儒朱熹“纳尼为妾”事件真相　雍正死因之谜　老宫女揭李连英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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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被刺之谜　刺宋：民国国际性“错中错”行刺疑案　汪精卫如何逃出河
内　故宫怎样收回国宝　1949年长江炮战揭秘：国共炮兵竟同时炮击英舰　中国发给苏联的绝密情报
　两岸当事人揭秘金门“8·23炮战”　蒋介石为何要葬在慈湖　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命令　1978
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历史的真相　新解刘邦的“三杰”礼赞　汉奸的缘起和历史　黄硕下
嫁诸葛亮的烦恼　秦桧为何执掌权柄20年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　中国宝船昙花一现　李自成：
被山民砍杀的前因后果　曾国藩逊色胡林翼  甲午战争幕后真相  张学良痛失黑瞎子岛  最是无名真英雄
，谁打响西安事变捉蒋第一枪  西安事变的另类解读  胡适三劝张学良  李克农智“接”张国焘  关东军
误判遭灭亡  阎锡山被逼抗日  在东京买豪宅，蒋介石曾想逃亡日本  朱枫：牺牲在台湾的中共女情报员
 破落八旗人物的新探  休去轻薄陈胜王  刘备善于用小人  智圣诸葛亮：最是无毒不丈夫  不走运的马谡  
后主刘禅不是昏君  “坏皇帝”的另一面——从秦、隋两朝短命说到炀帝杨广  隋炀帝的“面子”  潘安
的美与丑  一生沽名钓誉的唐太宗李世民  再读岳飞  戚继光的灰暗面  张居正的政治智慧  林则徐的一个
侧面  刘鹗反腐：老僧也有猫儿意  龚橙和圆明园的被焚毁——对一个历史传闻所作的考证和思考　解
读张学良与宋美龄的几封信　另一个吴晗　来俊臣：将酷吏事业进行到底历史的韵事　夏姬秘史：一
个颠倒众生的人间尤物　明争暗斗为美人　齐王妃与李世民婚外情之谜　乱世红颜　清孝庄皇后一世
风流　名人漫记帝娼恋　三宫六院未必真，帝王老婆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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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为何对女人有偏见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人与小人相
提并论。
最近，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国学班”上课时，对孔子为何发出如此感叹，推测出两种原因：一是
孔子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受过挫折；一是孔子婚后家庭生活不太美满。
孔子谈恋爱过程中是否受过挫折，不得而知，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是不是与长得不帅有关。
高安侠在《另眼看孔子》一文中提到，孔子是一个“白眼仁多，黑眼仁少。
鼻孔外翻，牙齿缝大。
脑袋四周高中问低，活像个倒扣的痰盂，而且个头也不高”的人。
长成这等形状，谈恋爱时遭女性拒绝取笑，落下心理阴影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孔子的婚姻生活不太美满却是真真切切的——孔子是个离过婚的男人。
孔子那个时代不叫离婚，叫“出妻”，也就是后来说的休妻。
关于“出妻”，古代礼书中有“七出”的规定，即妻子在七个方面（无子；淫佚；不事父母；多言；
盗窃；妒嫉；恶疾）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问题”，丈夫都可据此宣告解除婚姻。
孔子出妻是有据可考的。
《礼记》记载：“门人问诸子思日，‘昔者子先君子丧出母乎？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这里是门人问子思：“从前你的父亲为被休出的母亲穿孝服守丧礼吗？
”宋代大儒朱熹对此有注解：“伯鱼之母出而死。
”伯鱼是孔子的儿子，这段史料证明孔子确实离过婚。
依我猜测，孔子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学问，获得君王的采用，长年周游列国，
形如丧家之犬，哪里顾得上老婆孩子。
做妻子的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抚养孩子，还长年见不到丈夫，其辛酸苦闷可想而知。
无论多任劳任怨的妻子，也难免唠叨，甚至生气抱怨。
每当此时，估计学成文武全艺，却没能货与帝王家，只能教教学生混口饭吃的孔子，也会有一肚子的
气无处发泄，夫妻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时间长了，虽圣人如孔子也可能会厌烦起妻子和婚姻来，最后找了个理由将妻子扫地出门，某一天借
酒浇愁时发了一番“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感叹，被门人记录下来，成了孔子歧视女人的口实。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孔子活着时没有在政治上混出大名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没有“齐”好。
在女权主义高涨的时代，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我们不必责怪孔圣人的偏见，毕竟瑕不掩瑜。
孔子不是还教给我们一个办法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皇帝老儿真的独尊儒术吗历代皇帝都是秦家店的大掌柜，那么怎样解释汉武帝“独尊儒术”呢？
怎样解释皇帝都尊孔，都对孔府倍加呵护？
他们真的相信儒家的一套理论吗？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的。
透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历代皇帝“独尊儒术”的本质。
独尊儒术汉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独尊法术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因而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矫枉过正，
开始放弃了法家的独尊地位。
在汉文帝和汉景帝那个时候就不再像秦始皇那样了，他们对黄老之学、儒学有所注重。
《汉书?儒林传》载：“孝惠、高后时，公卿皆物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指儒者），然孝文本好刑名
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司问，未有进者⋯⋯及窦太后崩，武安君
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
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文、景并没有立即用儒家，儒家反对绝对君权的理论还是具有革命锋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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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统治者对于儒家是若即若离，经过一段震荡，儒家地位逐渐上升，到汉武帝时终于来一个“独
尊儒术”。
儒家可用之一到了汉武帝时代，孔孟反对绝对君权的思想已经被董仲舒这些汉儒们淡化了。
他们又给加进去了好多“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些消极的东西，所
以新的统治者用这些变了形的儒学来统治天下，也不会影响王权的专制了。
历史上各个朝代主张尊孔读经，也是因为孔孟并不反对君主制。
否则，连这块招牌皇帝老儿也不准备用。
西汉以后在变了形的儒家那里，民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了，各个朝代尊孔读经才更兴旺发达起来。
孔孟思想反对极端的君主专制被后儒们给阉割掉了之后，皇帝老儿才接受过来，岂不顺理成蕈！
不过，尽管孔孟思想里面有一些维护皇权的东西，但它比法家那种露骨的专制暴孽、阴苛险毒、对人
性疯狂绞杀的各种说教，要强得多。
就是董仲舒的汉儒，依然保留着民本主义的一些东西。
如董仲舒建议采取献田、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措施，“以宽民力”。
后儒仍然强过法家的专制独裁。
儒家可用之二后来的儒学还会保留一些民本主义，这也更得皇帝之欢，用它来约束一下各级官吏，也
是再恰当不过的。
当时历代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好看的理论，给别人看，花花绿绿，自己不去实行，但也能欺骗人。
后来的所有皇帝在言论中都讲一些儒家的民本主义的套话，有的甚至去孔府祭拜，其实自己是没有心
思去实行的。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丢掉法家的严刑酷法的政治，常常是为了掩饰而外表尊孔。
汉朝统治者提倡“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
汉宣帝表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本记》）路温舒上汉宣帝《尚德缓刑书》中揭露了统治者尚法严刑的残酷现实。
他写道：“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
《书》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
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日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伤也⋯⋯是以狱吏专为
深刻，贼残而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
”对于这种官吏只知用法，冤狱遍于国中的严重现实，路温杼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
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
”（《汉书。
贾邹枚路传》）事情发生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各级官僚依然奉行着法家的残暴政策，其他朝代可
想而知了。
好在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招牌，否则，路温杼这次讲孔孟思想的仁政也不可得。
封建社会的官吏们要想贪赃枉法，非得用严刑酷法不可。
杀得人们噤若寒、蝉，这样做多方便，讲仁义道德太麻烦了。
你一讲仁义道德，老百姓就高兴，就要求他们的各种权利了。
只要承认老百姓有权利，就得承认自己的官僚权力的局限性。
这样，官僚们干吗？
他们不会干的，他们运用的就是严刑酷法，让你老百姓服服帖帖。
还是愚民政策还有人可能说，汉武帝没说学法家呀？
是的，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没有让人们去学法家的。
这些统治者害怕他人学会，在这点上，他们采取的是愚民政策。
而他们自己是乐不可支地偷着学呢！
韩非在《五蠹》篇里明确告诉人主，不让别人学法家，只能人主一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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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说：“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书法者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比禁无用。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法家这些书，不是老百姓学的，你们都学会了，都知谋善战，这不是对
我的威胁吗？
所以秦始皇焚书时把法家的书一起烧了。
在国家图书馆留一本自己看就蛮可以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如果用在统治者对外鼓吹独尊儒术，其实内行法术上是再
恰当不过了。
当然，有的皇帝或地方上“土皇帝”自己不懂什么是法家，这也无妨，他身边肯定有一个谋士，谋权
、术、势的人物出现在他身边。
如刘邦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近现代史上的幕僚也基本上是这类权谋之士
。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类著作，如《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等。
这些著作都不是治国的，而是治人治官的。
是一种统治术。
这些权谋家，社会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发展，人民怎样安居乐业，人类怎样进步，甚至他们的子孙生
活在什么环境里，他们基本上不考虑，他们只考虑皇帝怎样把自己的政权稳住，把位子坐稳，怎样摆
平各种政治势力，怎样道貌岸然。
当然，有个别历史人物能把治国与治人结合起来，把法家的东西和儒家的东西结合起来，治人服从治
国，某些有为的国君特别青睐这类人物。
诸葛亮就是这种全面的人物。
批儒评法时把诸葛亮当作法家，而历史上各代都把他当作儒家。
从文化人格上说，诸葛亮是集儒、法、道于一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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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为谁“变脸”》：见微知著，以崭新的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去伪存真，用生动的细节还
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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