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运190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运1909>>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9069

10位ISBN编号：7561349068

出版时间：2010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雪珥

页数：3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运1909>>

前言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道：“今晚要过河（huo），哪个来背我
吗？
”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
”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
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
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
过河的方法无非有三：架桥、造船、泅水。
架桥与造船难度大、见效慢，而且主事者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想得周
到），也需要文韬武略（既能喊得出动听口号，也能拿得出扎实的技术功夫），更需要虚怀若谷（架
桥、造船等于开创新路，桥通路成之日或许也该自觉或者被迫归隐山林之时）。
尤其关键的是，架桥与造船需要分工协作、精诚团结，少争论或不争论。
傻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条件制约，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简直是苛求。
于是，大家只好纵身入水，哆哆嗦嗦地过河。
好在河里本还有些石头，可以摸着当做路标，踩着当做台阶。
1909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石头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时不时地需要潜到水下才能摸着。
石头摸多了，一部分人摸出了门道，摸出了经验。
他们不再在乎石头的有无或大小，而是靠石吃石、靠摸吃摸，摸石头成为他们先富起来的路标、先贵
起来的台阶。
作为最为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大白鲨，用他们的巨尾扫去别人好不容易踩着
的石头——落水的人越多，他们的食物来源就越充足。
也有一部分人，大声宣称自己手握终极真理、不二法门，可以实现强国梦，对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不
耐烦，他们不需要架桥与造船而能飞跃天堑，条件就是无条件地爱戴他、服从他、追随他。
这些人不断地涌现，不断地试图飞跃，然后不断地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河中。
最后他只是拍拍屁股爬起来，向着淹溺在水中的大多数，一笑了之：就当缴学费了嘛！
更多的人随大流瞎摸，石头没摸着，更没踩稳，摸到的是满手荆棘，甚至摸到了鲨鱼的门牙。
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不幸成为“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躯体成为新造的石头，而踩着他
们前进的人则俨然成了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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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贯印象，清王朝的最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
海外学者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
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正如他的比喻，追寻历史真相如盲人摸象，许多人摸到了象的屁股，他却拽住了象的尾巴。
        　　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意欲在国
内挺腰，在国际昂首。
然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最为郁闷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
”：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
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
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竟是一步步演绎成了王朝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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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非职业历史拾荒者，职业商人。
曾任公务员、记者、财经评论员、律师，现从事地产、金融、电子商务等热门俗务。
除了花费必要的时间去赚取必要的金钱外，其余时间都投入了文物收藏、历史研究和写作，以海外史
料解读中国近代史，在华人文化圈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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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12月的盛夏阳光，明晃晃地有些伤眼。
窗外已是30℃多的高温，花园里的各种花卉和蔬菜都被晒得蔫不拉及。
据说，地球臭氧层的空洞正好在澳洲上方。
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到处飘荡着《铃儿响叮当》(Jingle Bell)那悦耳的雪橇铃声，海滩上的比基尼女
郎们居然也戴着圣诞帽，自信地展示着她们那基本属于肥硕型的身材，而穿着汗衫短裤超短裙的宅男
宅女们则徜徉在用棉花装饰出来的“雪花”中，尽兴购物。
冰火两重天。
即使在如此盛夏，人们依然能营造出一个冰雪天地，假装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纯洁晶莹，充满了温馨
浪漫。
我很喜欢这种季节反差带来的奇妙感觉，尤其是澳洲人那天生的乐观与豁达。
上天安排了四季，人们却可以在自己心里另有一番春秋。
2圣诞节前一个月，我从澳洲的盛夏飞回了北京的冰天雪地。
钻出机舱时，我还穿着短袖，却并不感觉寒冷，而是清冽。
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洒，给大地遮掩上厚厚的白纱，假装一切都是如此纯洁。
踏着厚厚的积雪，站在衔接后海与前海的银锭桥上，当然是看不到西山的美景的。
海子边上酒幌林立，吆喝声四起，泛滥着似乎有点虚幻的盛世浮华。
没有人注意到，脚下的土地百年前差点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名叫汪精卫的青年人，在这桥下埋
下了炸弹，试图谋刺与他同样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以阻止清廷正在推进的改革，为革命创造更好的条
件。
因为执政者的宽容，小汪意外地拣回了一条命，但他从中汲取到的最宝贵经验就是：执政者绝不应该
如此养虎成患。
若干年后，小汪自己也成了执政者，身居总理（行政院院长）高位，在接见“国难会议”代表时明确
宣布：“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显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汪总理的执政能力已大大超越摄政王，民国比前清
大大地进步了。
3银锭桥不远处，大雪覆盖不住的，就是那些曾经显赫的王府，尤其是醇王府和恭王府。
醇王府的主人奕譞，据说是道光众儿子中资质最差的，和其兄咸丰皇帝、恭亲王难以相比；但晚清最
后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就是奕譞一门的天下，光绪、宣统两任皇帝都出自他的门户。
可见，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者和最大受益人，绝非那些聪明外露、个性张扬的人。
“待业”时的醇亲王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对执政的六哥恭亲王多所不满，认为他是个当权的“走
资派”。
等到将六哥挤兑下岗，他喜滋滋地挑上权力的担子，才掂量出那不可承受之重。
据说，尝到当家人的难处后，醇亲王曾跑到六哥家中，道歉认错，虚心讨教。
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恭王府离醇王府并不远，是目前北京城仅存的完整王府，但还是有好大一块被一个宣扬博爱仁慈的宗
教机构占据着。
在北京的一周时间，我五进恭王府，其中三次是冒雪而行，盘桓徘徊，难以割舍。
到恭王府去得最勤的，或许是周恩来。
大量的回忆录证实，周恩来生前曾经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而且十分低调。
周交给谷牧的三条遗嘱中就包括尽早开放恭王府。
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心中，恭王府何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恭王府里如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但他们在乎的只是和珅的故居。
导游卖力地讲解着和珅成为大清国超级富豪的故事，人们张大嘴听着，哈喇子直往下滴，心向往之。
历史，很多时候或许就是被八卦出来的，却还端着个一本正经的架势。
4100年后，我们还在河里摸着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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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也在水里挣扎着想找到个小石块的雪珥，不自量力地萌发了撰写一部“石头记”的梦想——
回顾中国百年改革史。
于是，有了这些浅薄而粗陋的文字。
一年来，这些文字每周一次在《中国经营报》上与读者见面，居然在这打酱油盛行的蜗居时代也能引
起小小的反响。
我深知，那只是因为这话题搔到了大家的痒处：在河里挣扎的你我实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着石头
过河的。
没有任何一部宝典能指引河中的十八摸，但希望这本书能不断提醒你我：此处水深、王八多、鲨鱼凶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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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
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
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国其他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
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纽约时报》，1908年11月22日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
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
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
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
，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
——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Henry P. Fletcher），1909年8月28日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
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
——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3日                                                                                                                                                    
                                                                  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
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
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
目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
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剑桥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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