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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
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
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
浓厚的兴趣。
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
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
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
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
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
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
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
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
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
或类似的政治工具。
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
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
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
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
术著作还要大。
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
呵！
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
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
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
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
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
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所缺乏的。
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
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
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
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
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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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
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
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
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
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
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
活动，反射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
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
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
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
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
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
在写法上，可以学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
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
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
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
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
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
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育上的
缺陷。
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
，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
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
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
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象
的。
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
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使我由衷地感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
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
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闳中肆外”，“居今察古”。
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
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内容概要

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
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
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
本书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
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
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
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
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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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
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物报》总编辑。
陈群，史学博士，原江苏淮阴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葛承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审美双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黄燕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
句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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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创造者”系列01：《士人与战国格局》                      序一序二卷 首 孔子以后的世界时势造英雄，
英雄造时势。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
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200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黄金台的故事一代精英第一章 不仅是机遇——
成功的卫鞅商鞅改说孝公以“霸道”，立即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
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自知地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商鞅一边。
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
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成功的第一步。
黄土地上的渴望择木而栖的良鸟赢得了朝廷辩论的胜利从立木示信到割去太子师傅的鼻子评说不尽的
是非第二章 大丈夫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
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介醇儒“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三宿出昼，犹以为速“大丈夫”气质人皆可以为尧舜第三章 以自苦
为极的墨者他们只能够使自己独自忍受那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够使天下之人乐于听从他们的
教义而甘于清贫、自苦、郁郁寡欢和瘠陋无文。
这，就是墨者集团最终走向式微的原因。
特殊的士人团“夏道”与“周道”战胜了公输般设计理想国从“显学”到绝学第四章 一怒而天下惧的
策士国小而弱的三晋尽管饱受强国欺凌之苦，却兀自培养出一大批叱咤时代风云、左右整个战国局势
的强有力人物。
这一强一弱之间，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佩六国相印的“东周鄙人”张仪问“吾舌尚在否”犀首公孙衍以百诞而成一诚从厕所中救出的濒死者
第五章 不治而议论的学士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有座存在时间长达百余年的学宫，其间学术精
英出入往来，各个学术流派荟萃其中，许多流传后世的诸子著作在这里写就，以至人们完全有理由把
这里视作中华文化的一个摇篮，一个文明的圣地。
学术荟萃的稷下滑稽多智淳于髡形形色色的黄老之术“谈天衍”三为祭酒的荀子第六章 设计战争却不
会设计自己——兵家的悲剧从吴起、孙膑、乐毅到廉颇、司马穰苴、白起、李牧，他们的人生旅途充
满了坎坷：或蒙受不白之冤，或遭到恶人的陷害，或受到酷刑的戮辱，或竟招致飞来的杀身之祸。
孙武的后代从乐羊到乐毅关西出将李牧之死第七章 无待的隐士——庄周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
蝶，栩栩然飞舞在尘埃中，愉快而自在。
俄而梦断，醒来的庄周见自己仍是旧模样，他感到十分困惑：不知此时此刻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许由、务光的遗绪宁做曳尾涂中的乌龟关于浑沌的故事鼓盆而歌与梦为蝴蝶第八章 士之末流——刺客
、食客、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被免去相国职务，他手下的3000食客，除冯驩外，立时如鸟兽散去，气
得孟尝君大骂众食客的不仁。
倒是冯驩劝慰他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此事理之必然，如同市场上人们的交易，大家早晨争着
进去，日暮各自归家，您又何必介意呢？
”并非高尚——刺客的追求脱颖而出的食客鸡鸣狗盗及无赖奸人被豢养的学士卷 尾 被当做了蠹虫—
—诸子世界的终结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拿士人当做蠹虫，焚毁他们几百年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
，诸子世界便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02《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03《游侠与汉代社会》04《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05《女性与
盛唐气象》06《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07《天师、帝师与元帝国》08《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09
《言官与康乾政治》10《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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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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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
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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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年以来，大陆第一套有学术含量的历史普及读物。
所有作者均为史学界名家，创作时间前后历经二十余年，苦心孤诣。
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
场加以分析的历史普及读物。
楼宇烈、雷颐、葛剑雄、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等诚挚推荐！
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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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
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
来的。
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
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
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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