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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大街小巷流行着“中国风”，虽悦人耳目，热闹不已，但“中国”并未因此彰显。
而在高倡“中国梦”的今天，关于中国究竟为何，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变得越来
越迫切。
愚虽不才，却也怀着对国族未来之忧思。
我们知道，无论国人洋人，凡瞩目中国文明者，必会回望其往昔种种，助成认知。
故千古传诵与谬种流传皆有其历史因果，真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
既然如此，中国理当从先秦开始追问下去。
    一友尝与我言，作此等文章乃是自讨苦吃。
我自知甘苦，故发愿将写“快心之文”当作行“快心之事”。
然而怎样厘清千头万绪的先秦史，同时凸显新意与时代性，却令我大伤脑筋。
经过不断摸索，我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创作诚意：    一、梗概。
《头颅·中国》的书名实无须多言，“秦军斩首，秦俑无头”这八字已满是沧桑，大历史总给人以宿
命轮回之感。
至于大、小标题颇有些讲究，大标题全是七言，小标题多为四言，偶有三言。
因标题并不直白，故有必要在此粗略解释——第一话主讲商、周合力催生中华文明；第二话主讲中华
文明史上首次东西之争；第三话主讲大变革时代的伟人贡献；第四话主讲中华文明史上首次深刻变革
的深远影响；第五话主讲诸族联合建国的历史进程；第六话主讲西周王朝体系受到的挑战；第七话主
讲东方贵族时代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第八话主讲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全面动乱与文化衰退；第九话
主讲两周时期经济大发展的明暗两面；第十话主讲几大思想流派对大变革做出的反应；第十一话主讲
“儒法斗争”的真正内涵与圣人的先见之明；第十二话主讲士人时代里儒家脱颖而出与长盛不衰的秘
密；第十三话主讲秦、楚崛起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第f四话主讲专制崛起以及秦发动战争的实质；
第十五话主讲秦得天下的历史哲学问题：第十六话主讲百代行秦政的恶果；第十七话主讲中华文明史
上第二次“东西之争”与近世的相似；第十八话主讲孔儒是非以及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第十九话主
讲个人生命与历史信仰；第二十话便尝试回答中国是什么，从何而来，应向何处去。
    二、寓意。
提笔之初，我已告诉自己，“头颅·中国”这一书名必须有开放式的寓意，理应是一万个读者就有一
万个《头颅·中国》，尽管我无比清楚想要通过《头颅·中国》这本小书表达什么。
就像顺产，我们关心头是否先出来，脚先出来那叫难产，日“寤生”，郑庄公是也。
令人鼓舞的是，本书的前半部草稿在网络连载中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特别是有心人给出了不错的
解读——“头颅”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尊严”、“信仰”、“理想”、“勇气”与“性命”
。
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
    三、地利。
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
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的精神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
秦吞灭六国，主导了历史进程，其间以斩首为尚，也斩掉了先秦这颗“头颅”。
机缘巧合下，我来到了湘西的里耶古镇（秦洞庭郡迁陵县），这里出土了3．7万枚秦简，是比咸阳、
云梦更新鲜的秦文化据点。
我以里耶秦简博物馆作为创作地点，带着那份历史的置入感开始了对先秦文明的思索。
    四、体裁。
章学诚有言：“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作为向蔡东藩的“演义”系列、黎东方的“细说”系列致敬的国史作品，我试验了全新的“话体”
，有意打破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以二十“话”为框架，
每话各有主题以统摄小节，并基本遵循时间顺序，讲述先秦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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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可以视作引入漫画中的“话”模式，也可以算是本土化历史写作的返本开新。
    五、风格。
为了配合史论的深沉主题，我追求文字的庄重典雅与缓急相宜，当然绝不排斥必要的情趣与机锋，这
些都散落在全书的每一话里。
我也尽力将史料编排做得详略得当，并致力推翻陈见，阐明义理。
文中我频繁使用了“看官”一词，以此与读者坦诚相对。
当然，拙作或许会让那些倾心于历史戏说的读者大失所望，可这世上向来是寻“同好”易，觅“同道
”难。
只好说，出来混，尤其在“道”与“理”面前，要谦卑，勿做征服者。
    《头颅·中国》的笔墨多放在殷周之变与周秦之变，这是国史的两大关节，确实耗费了我不少心血
，然而此书终能幸运地与大家见面，这已使我感到非常满足，如还能开卷有益，则之前的一切辛酸都
不值一提。
当然，因个人才智有限，本书的错讹与浅陋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还请开卷诸公先受摩崖一拜，因为我一早就决定甩开后记，在序言里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妻子、
我的挚友，他们都是我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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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大陆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热”，时髦的民国风、民国范儿以及民国八卦，真假虚实，
老百姓多半是弄不清的，可通俗读物一沾“民国”，便有了卖点。
章太炎、辜鸿铭、梁启超、钱穆、陈寅恪、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苏曼殊、周作人、徐志摩
、张爱玲、齐白石、沈从文等等大师名家，各具神采，魅力无穷，好似中国史上文化精英尽归民国。
然而近来人气口碑俱佳的《头颅中国》却为图书市场提了个醒——言中国文化之精妙，先秦还是当仁
不让。
文武周公，孔墨孟荀，老庄商韩、⋯⋯都是不二人物！

“秦军斩首，秦俑无头！
”据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无头俑触发了湖南作家黄摩崖的灵感。
2011年，摩崖先生特意选择崭新的秦文化据点--出土了3.7万枚秦简的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即秦洞庭郡
迁陵县）作为创作地点，对先秦历史乃至华夏文明进行系统的剖析与独到的反思，一边追溯“中国梦
”的源头，一边探索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
而这项成果的残稿竟然被他的夫人拿去参加网络大赛，并正式命名为《头颅中国》。

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
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
黄摩崖对此有几点洞见--
首先，“一代有一代之中国”，中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国史的基本原理。
凡将中国历史当作铁板一块来考量的，都不尊重历史事实。

其次，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思想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
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固然。

第三，历史不总是前进的，相反，历史是曲折的甚至是经常倒退的，这是“头颅史观”，即是说读史
者和治史者都要学会接受被砍脑袋的历史遗憾，从“文明易折于野蛮”中懂得大道，而不是去为砍头
辩护。
虎狼之秦正是华夏文明轴心时代的终结者。

第四，世界文明和而不同，标榜“普适”会带来侵害。
今日学界只迷醉于西方的学术范式，却不懂如何以中国之“精气”与“理路”去解释中国。
基于此，西方价值被神化，中国价值被遮蔽，长此以往，中国人将自绝于中国文明。

最后，作者本人从未丧失对国族文化信仰的自信与尊崇，也对中国人的未来充满期望，以匹夫之责带
着温情之敬意与同情之了解创作此书。

章学诚有言：“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黄摩崖以“头颅”为寓， 打破了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
再以二十“话”结构，遵循时间顺序，精妙讲述先秦文明史。
作者在书中试验了全新的话语模式，所谓“话”体，即是将读者视同“看官”，申论重大命题，这既
是一场情感充沛、气势宏大的平民演说，又是一段逻辑缜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探索。
“话”语深沉，却不失随笔的情趣机锋，更有小说的谋篇布局。
每一“话”都是在跨文化、跨学科、跨古今，且各有主题统摄小节，而标题规整，大“话”题为七言
，小章节为三四言，有的标题甚至直接套用《人兽鬼》、《罪与罚》、《国富论》、《动物庄园》等
名著书名，古韵里透着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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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文字庄重典雅，疾徐相宜，史料编排详略得当，新意辈出，全方位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先秦画
卷。
《头颅中国》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并掀起了关于“头颅”寓意是什么的大讨论。
有心的读者们给出了不错的解读——“头颅”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尊严”、“信仰”、“勇
气”、“性命”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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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摩崖，宋黄庭坚裔孙，现居湘西，著名学者、作家。
才情恣肆，旁征博引，尤其擅长推翻陈见，发明真义，常于故纸堆中得出石破天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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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帝辛既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么他必然成为一切向往光明美善者的靶子。
可“商纣王”毕竟是不伦不类的蔑称，无严谨可言。
不过今人论史倒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何况这种使用习惯还蕴涵着道德批判。
为帝辛说上两三句公道话，并不会减弱“殷鉴”的效果，衮衮诸公不应认为自身距纣王还有相当的差
距，反该从事不关己的梦中惊醒，原来帝辛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便已伏法⋯⋯    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
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
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
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
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
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    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
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    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马基雅弗利《君主论》    “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之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帝辛，并非
如后人所想出自周人抹黑，而是源于周人的王政理念。
在周人那里，君主对于王政堕落是要负全责的，此是后话。
    今人对黑暗神权的反感也是应该获得尊重的。
晚商之暴虐统治也确实不是出自儒家的抹黑，《墨子》便讲到纣王“贼诛孩子”。
“刳剔孕妇”。
把绝对王权视为天公地道的法家亦可为证，《韩非子·喻老》记载：“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
临酒池。
”甚至连殷的朝廷大员都觉得国家病人膏肓。
《尚书·微子》中记录了微子和太师、少师的问答，说天帝要降灾于商，但君臣酗酒，竟不畏惧。
国家祭祀荒废，却刑杀严苛，横征暴敛，民怨鼎沸，亡国不远了，赶紧弃暗投明吧！
    在甲骨文考释工作展开以前．没有人确信商人会以杀人来祭神殉葬；在殷墟发掘之前，人们更无法
想象杀戮的残忍程度。
吴其昌早年所作《殷代人祭考》就认为“伐祭”是砍人头祭祖，但信者寥寥。
其实以今日的文明程度来回顾三千年前“天邑商”这个政教合一的王国绝对是黑暗多于光明。
纣王杀死大臣比干并残忍地剖视其心，这标志着晚商核心人物的彻底疯狂。
即便没有《周书》与《史记》的渲染，甚至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看官们仍可结合世界早期历史来推
想殷商时代的糟糕。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不仅都是严格区分平民与奴隶的，而且都为奴隶准备了悲
惨的境遇。
古埃及对待以色列人的刻薄，以致后世的西方国家广泛地了解“埃及的黑暗”，耶和华所降的“十灾
”便是对埃及的惩罚。
殷商野蛮的神权政治毫无疑问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人祭人殉灾难，这种判断果然得到了近世
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撑。
人祭乃是以活人作为祭品祭献神灵的宗教仪式，《左传》中有“用人”之指，即杀人以祭。
可奴隶像牛羊一般作为牺牲，算不算人呢？
这些奴隶或被活生生烧死、或被投入江中、或被去头沉埋地下，而人殉则是用人陪葬的丧葬习俗。
大批的奴隶多来源于战俘，可商人并未将其用于经济生产，而是奴役他们从事其他的苦差。
等待那些胆敢逃跑之奴隶的，是无比残忍的酷刑，比如刖刑（锯掉一只脚），而受刑之后仍然不能逃
脱悲惨的命运，不是不死，而是时候未到。
他们死后，骨骼还可能被精选一番，以用作骨器的原料，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
按奴隶制的标准来看，殷周都是不合于西方的，但殷人尊神的血腥真相却不容掩盖。
    神权统治的特性决定了部族信仰不能垮、局势不能乱，一旦如此，神权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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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伐纣前曾派出探子，据其回报称，商之王政江河日下，从“谗慝胜良”到
“贤者出走”，再到“百姓不敢诽怨”的极点，简直无可救药，于是武王决定出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决策过程中，占卜并未居首要地位，而让位于情报收集与形势分析。
孔后来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孔子的感情很复杂，他自然知道暴政注定商的灭亡，在形势上，商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道
义上，周人早该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周人还是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发起军事行动。
周人的隐忍至德既合乎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同时也切中了孔子内心对“根”的天然同情。
    《苟子·议兵》记载：“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
”    P2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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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头颅中国》编著者黄摩崖。
    《头颅中国》的笔墨多放在殷周之变与周秦之变，这是国史的两大关节，确实耗费了我不少心血，
然而此书终能幸运地与大家见面，这已使我感到非常满足，如还能开卷有益，则之前的一切辛酸都不
值一提。
当然，因个人才智有限，本书的错讹与浅陋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还请开卷诸公先受摩崖一拜，因为我一早就决定甩开后记，在序言里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妻子、
我的挚友，他们都是我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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