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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民世纪”书系自2003年问世以来，到这本《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已是第5本了。
从前4本来看，无论是发行量，还是读者反馈的信息量，都很大。
作为一套读来并不轻松的学术书，能受到读者热烈而真诚的欢迎，充分说明：有真正的思考者在，就
有真正的读书人在；有真正的爱国者在，就有真正的忧国者在。
正因为有了这些人，就有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梁，就有了中华民族崛起与振兴的希望。
　　本书系以“凝聚大家智慧，共创公民世纪”为宗旨，以“扬弃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世界公民精神
”为目的。
读者可从已出版的几本书得知：不论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还是默默无闻的笔耕者，无论是高官还是
平民，只要你的作品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民主平等之精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
就能在“公民世纪”闪耀自己的思想光芒。
　　这本《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无疑也是符合“公民世纪”书系主旨的力作。
作者綦彦臣先生名气并不大，但书卷所展现的气魄并不小；他的学历也不高，但思想水平并不低。
相信读者对此也会有所同感。
 欢迎读者对本书系提出批评和建议，更欢迎有识之士踊跃投稿。
　　衷心感谢茅于轼、黎鸣、解思忠等前辈的大力扶持，他们三位的大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为“公民世纪”书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已赢得千万
读者的喜爱，也唤起了广大读者对“公民世纪”书系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期盼。
我们将不负读者厚望，为这一宏大工程添砖加瓦，使其更壮观、更辉煌。
 感谢陈大鹏同志对此书系一如既往的满腔热情与鼎力支持！
　　感谢特约编辑杨嵩同志为《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做的认真细致的工作！
 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同仁，为此书的顺利出版所做出的努力！
　　何宗思 2005年3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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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良籍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
知。
本书就秦桧、岳飞之仇、宋江投降、曹操、曾国藩、诸葛亮等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独辟蹊径，另有一
番解读，让人读后不仅不禁换一种思维去重新审度历史⋯⋯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
行的教育和训练。
⋯⋯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
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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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綦彦臣，1964年10月生，自由撰稿人。
自1991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经济、社会、历史、哲学论文（含译文）100余篇；2004年，出版著作有
：译著《地平线并不遥远》、专著《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编著《经济学的智慧》。
2005年新著《中国古代言论史》（通俗读本）即将由资门大学社会人文学院改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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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  1.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符号  2.一位审时度势的大臣 
3.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4.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5.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第二章 圣人
的道德谎话  1.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2.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  3.刘裕终于把桓玄架在火上  4.柴进
是刘裕的好徒弟第三章 专制下的洗脑术  1.篡改历史比焚书更有效  2.说了不该说的是会掉脑袋的  3.我
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4.站在马援臂膀上的曾国藩  5.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6.二哥何以幸福第
四章 英雄们的空手道  1.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2.身陷大话君不悟  3.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4.篡权
者的造神运动  5.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第五章 技高一筹的治术  1.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2.惊人
的“艺术”高潮在持续  3.西门豹比孔丘玩得高  4.谁也不比谁笨多少  5.奉公守法的成本为何大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1.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2.仇恨系数的膨胀  3.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命运  4.体
制内知识分子的悲剧  5.坚持向权力寻真理  6.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  7.小吏门怎么个活法附录：
“公民世纪”书系简介  01.《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02.《中国人性分析报告》  03.《中国人格病态批判
》  04.《中国国民素质危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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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
于秦桧有失公平。
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
这决定了岳飞政治前途的不妙。
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
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
以秦桧与韩□冑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
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
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
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王朝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
”的典故。
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
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
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
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
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
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
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王朝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
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
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
。
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己。
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
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
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复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
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
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多年，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
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
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
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
扩大为平民斗争？
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会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
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观“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的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
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
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
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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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人心！
”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奏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谋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则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贪贿
无度，惟有秦桧算个例外了。
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
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劻、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
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励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都是不惜力量打击异己。
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贪。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惟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
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
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　　　　　　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
和训练。
⋯⋯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
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
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
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用十年的时间修成的。
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支撑的！
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
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
几不可治的痼疾。
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
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
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
王符叹道：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
，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
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
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了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叹，王符的定律，在周奎
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
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之本质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
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
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
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
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
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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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
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惟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
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相差无几。
我所反对的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
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
》、《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
《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来对待秦桧历史评价
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
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
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
辅助作用而已。
”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圣叹大骂《水浒传》教
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史书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
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
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
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 ”在文学之中。
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
。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何等真切地揭露了封建皇权之下惊人的贫富悬殊与社会动乱。
白居易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
　　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 说事”，则很困难。
在中国，惟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
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
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
⋯⋯最有益的，或者说是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一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
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
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
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
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的血腥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
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
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
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求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
何尝又不是林沖、杨志们的真实脚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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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不了的。
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
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
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
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期的佚名作《宣和遗事》。
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
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
　　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
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
，甚至在加强。
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
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
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
故而，古典四大名著，惟《水浒》家喻产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
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
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
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
《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
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
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情的好处。
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
漕运之败坏概由此因。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
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
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
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
《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
线彻底失败。
《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
。
”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
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
与被动两不相容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
向于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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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
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
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皇家工程。
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
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
“窳政”。
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
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 ”——我们真的有义务来
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
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他们自然会认
识到“窳政”的危害。
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
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文化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
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文化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
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
最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
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
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文明的生活方式、构
建美好社会。
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
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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