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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无疑是今世当之无愧的斯文大家。
《历史的暗角：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
而广为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
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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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
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曾获&ldquo;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rdquo;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
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
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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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青云谱随想风雨天一阁笔墨祭举例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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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王朝的背影　  1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
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ldquo;扬州十日&rdquo;、&ldquo;嘉定三屠&rdquo;时眼含泪花，这是
清代的开始；而讲到&ldquo;火烧圆明园&rdquo;、&ldquo;戊戌变法&rdquo;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
尾声。
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
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
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
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
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
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
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
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ldquo;驱除鞑虏，恢复中化&rdquo;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
。
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
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
极大的不公正。
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
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hellip;&hellip;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
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
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
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
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
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
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
争论的麻烦问题。
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
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 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
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
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ldquo;贞观之治&rdquo;和&ldquo;康雍乾盛世&rdquo;
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
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
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
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
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
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
胡同。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
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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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
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
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
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
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
血溅纸扇，染成&ldquo;桃花&rdquo;。
&ldquo;桃花扇底送南朝&rdquo;，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 操守、抗争、奔走，
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
深的怀疑。
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
文学作品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
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
几眼也就够了。
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
少需要校正。
　  2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
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
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
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
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
。
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
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
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
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
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
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
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
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ldquo;外八庙&rdquo;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
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
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
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
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
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
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
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
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
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辩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
，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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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ldquo;避暑山庄&rdquo;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
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
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
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
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
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
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
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
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
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
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
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
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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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韵味悠长、见解独到而备受读者喜爱，被视为智者之思。
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而持续勃兴至今的文化散文即因他而起&mdash;&mdash;文化散文另有别名叫
做&ldquo;苦旅&rdquo;或&ldquo;秋雨体&rdquo;。
秋雨散文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在叩问历史的同时追问天人、古今，哲思绵延，情致高锭，
其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史学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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