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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乾隆一辈子写诗4万多首，但一直只是个非著名诗人，对于诗坛毫无影响力。
不过他在史学界却是个“狠角色”，他一道行政命令即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种史书为“正
史”，其他的史书便都沦为了野史。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被作为一项重大历史功绩彪炳千古。
乾隆让正史成为“专卖品”，却有些出力不讨好，时至今日，非议之声依然不绝于耳。
　　“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
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
”这话是台湾作家柏杨说的。
“我们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
”这是内地作家毕飞宇的感言。
类似的评价不胜枚举，可见乾隆在他的时代树立了“正史”的垄断地位，却无法使这种垄断深入人心
。
　　正史无法让人信服，野史又多如牛毛、良莠不齐。
于是为了寻找历史真相，人们往往争论不休。
　　除了史家自身的立场、角度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外，“文史不分家”的习惯，也让史书中经常能找
到虚构的情节，比如帝王或者“祸水”出生时，往往超自然现象频现，神鬼怪兽纷纷出场助阵。
又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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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笑语解说史中事》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叙述，对比，用尽可能济的文笔，思路引导读者思考
。
我们可以从文中古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了解国人心态，分析自己身上的文化DNA。
《笑语解说史中事》绝大多数文章发表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北京晚报》《城市快报》
《青岛日报》等报纸。
一些文章被《意林》《特别关注》等文摘杂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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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辉，写作10余年，发表作品在《中国青年》《深圳青年》《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大公报》等
数百家报纸杂志上开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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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梁山108将之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在老百姓中知名度最高，属于“一线明星”；柴进、
花荣、戴宗等半红不红，属于“二线明星”；混江龙李俊个性特点不太鲜明，因而在老百姓中没有多
少知名度，属于梁山泊的“三流角色”。
将李俊作为《水浒后传》男一号，陈忱的这种选择显示出浙江人的精明。
武松、鲁智深知名度太高，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根本无法重新定位加以描写，相比之下原本不起眼
的李俊接近一张白纸，可以最大程度去编撰出新的故事。
　　《水浒后传》中，以李俊为核心的起义军与湖霸、贪官作斗争，战绩不错。
然而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以区区一湖之地，根本没有军事上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朝廷抗衡，于是毅
然出海去天涯之外的东南亚谋取王业。
不久金兵南侵，攻陷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
另一批后梁山时代的人马，在李应、呼延灼领导下加入以李纲、宗泽为首的抗金阵营，他们处死祸国
殃民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等，大快人心。
最后无力回天，为形势所逼，他们冲破了金兵重围，出海去南洋寻找李俊。
两支后梁山队伍在暹罗胜利会师，李俊被选举为暹罗国王。
　　陈忱生活于明末清初，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的《水浒后传》用幻想抚慰国人的伤痛，符合当时许
多人的心理需要。
不过当时国民地理学知识普遍匮乏，于是泰国在他笔下成了一个由20几个岛屿组成的岛国，这与实际
情况完全不符。
好在我们再次运用国人的辩证思维法宝，依然能从失误中看出好事来。
正因为陈忱笔下的暹罗不同于现实中的古代泰国，所以现在并没有泰国愤青抗议汉人李俊当了他们的
“太祖皇帝”，两国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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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朱辉的文字里，可以看到时评的尖锐，杂文的深刻，随笔的思想火花，他能用轻松的文字去表达
沉甸甸的思想，既有“营养”，也有“味道”。
　　——著名时评家、杂文家洪巧俊　　　　朱辉的“笑语”较好地运用了幽默、调侃的元素，并将
创作的严肃性与作品可读性做了很好的整合。
　　——《百花》杂志执行主编余维庆　　　　好的随笔文章，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就是
：有智慧的幽默，朱辉的文章就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历史随笔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信息量超大，不注水，且他有很强的幽默感，写历史故事能与时俱
进，让人总是不经意间会心一笑。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王瑞　　　　这本书看似没有“规律”，实则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摆脱了形式上的束缚，反而更能自如地发挥，实现在故约堆里寻找国人身上文化DNA的主题。
　　——《城市快报》资深编辑王瑞　　　　戏说与乱说，许多文史作者不容易分清楚。
朱辉的语言貌似“戏说”，其实每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都很“正经”，绝不是插科打诨，为了搞笑而
搞笑。
　　——《格言》杂志社项目部执行副主编朱国印　　　　视角独特，但不晔众取宠，观点新颖，却
都在情理之中。
　　——青岛日报资深编辑王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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