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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单纯的身仕二朝的臣子，贰臣应该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相信世界上很多民族在朝代更替之
际，都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但是，像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初年那样，贰臣成为一个特有的庞大的群体，心态表现得那么复杂，对
他们的评价涉及那么复杂的传统伦理道德问题，影响一代士人的心态，影响着文学的风貌和发展．却
是很少见的。
就中国历史来说，频繁的朝代更替，同一时期群雄相争，身仕二朝甚至三朝，身仕二主甚至三主，也
是很常见的。
战国时期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是普遍现象，南北朝时二朝元老甚至三朝元老不在少数。
就异族入主中原来说。
北朝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曾仕南朝又入仕北朝的汉臣也有不少，虽然这样的汉臣文人也表现出心态和
文学的变化，如庾信，但这样的文人并没有形成群体，人们也并没有过多地用贰臣去责备评论他们。
元代也是一个重要时期，宋元易代，士人心理当然极大震撼，整个汉人更受压抑。
人们赞美忠烈，愿为遗民，但贰臣也并未形成被社会道德普遍谴责的群体。
只是在清初，贰臣形成为影响一代士人心态的文化现象。
这是很独特的。
正因为独特，白一瑾继前一部著作研究吴梅村之后，再全面研究清初贰臣心态和文学，就是很有意义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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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论：贰臣，难以言说的话题　　在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的历史中，贰臣现象始终是人们不愿面
对但又无法绕开的尴尬话题。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造就一批死节者和守节者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多将自我生命置于逝去的王朝之
上的所谓失节者。
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中趋生恶死、软弱妥协的不完美一面，可能会令我们惊诧、羞耻，难堪地
背过脸去。
更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对于人性本身的深度思索之中。
张仲谋先生在其《贰臣人格》一书中，起始就是一声喟然长叹：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
　　虽然难以言说，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一庞大的群体性存在本身。
在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政权粉墨登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们那或洋洋得意、或包羞忍耻的身影
。
他们既是前朝臣子，也是兴朝新贵。
他们身为士人，却背弃了以忠君爱国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准则。
他们虽然试图与已经逝去了的旧王朝划清已有的千丝万缕的界限，却终究不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地全
身心归属于新王朝。
他们的人生因朝代迭而被一分为二，灵魂因所忠于之朝代的改变而失去根基、飘荡无依，也由此成就
了一个辛酸而自嘲的绰号——“两截人”。
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还是从文化的、心灵的角度，他们都是一群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与阴影中、无
法定义的边缘人。
　　不仅是这个群体的存在本身，而且历代对于他们的评价之纷纭复杂、莫衷一是，恐怕也只有用“
难以言说”四个字来形容。
基本可分为这样几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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