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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内容概要

《历史的真相》是“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共收入了8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8
部散文集，包括李国文的《历史的真相》、陈忠实的《俯仰关中》、刘心武的《人情似纸》、宗璞的
《二十四番花信》、迟子建的《我对黑暗的柔情》、周大新的《我们会遇到什么》、熊召政的《醉里
挑灯看剑》和刘玉民的《爱你生命的每一天》。“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将多位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散文以丛书的形式集中呈现，反映了他们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和独特风格。书中
不仅包括他们过去的散文佳作，也酌选了每人最新的散文名篇。“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旨在
向读者全面展示这些小说家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们创作的另一个侧面，也以别
样的视角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心灵世界。
《历史的真相》收录的作品包括：皇帝与作家、刘项原来不读书、闲话建安七子、朱皇帝的残忍、义
和拳百年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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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作者简介

　　李国文，1930年8月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代表
作包括短篇小说《改选》《空谷幽兰》《月食》等，散文集《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等
。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各类奖项。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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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大雅村言　　皇帝与作家　　刘项原来不读书　　闲话建安七子　　朱皇帝的残忍　　义
和拳百年祭　　第二辑 中国文人　　何物老媪生宁馨儿?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挺然为之张居正
　　升沉不过一秋风　　司马迁之死　　嵇中散之死　　李后主之死　　方孝孺之死　　　　第三辑 
唐朝的天空　　唐朝的天空　　曾经沧海难为水　　人间惟有杜司勋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中国御
用文人的末路　　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　　中国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第四辑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　　苏东坡与王安石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　　第五辑
楼外说红楼　　曹雪芹写性　　秦可卿的魅力　　天下第一老太　　王夫人的精明　　茗烟的奴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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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章节摘录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流儒雅的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者，身边总是有一些作家陪
侍着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
好景，不题两句歪诗，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
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
的，年纪大的，叫作“庭筵讲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请吃饭，然后，沏上茶再来讲文学
；朱元璋的后代朱翊钧，就在这庭筵上发表过高论：“贞观之治有什么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
的那几位庭讲的翰林院学士吓一跳，因为这个后来躺在定陵里的皇帝，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统治者，
明朝就是从他神宗时代开始走向衰败的，不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也是一个无能的庸主。他认为：“李
世民杀弟欺父，算什么英主？”当场的御用文人们，只得连连称是。“陛下英明高见，佩服佩服！”
至于那些身份一般，年岁不大，就叫“侍读学士”，例如武则天的上官婉儿，那就算是随叫随到的身
边工作人员了。这恐怕是讲完了文学，再行赐饭，顶多御厨房里添两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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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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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精彩书评

1、貌似在若干年以前，在学校有的书馆看过李老老生的《唐朝的天空》，那个时候惊艳于文章的恢
宏气势，饱满的张力。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印象，花了半天的时间挑了老先生的《历史的真相》。这几
天来强迫自己总算看完了。历史的真相，名字起得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气，但在读完整体书以后，却看
到的是一个偏执愤世阴暗的人。
2、这是一本选集，选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集里的若干篇，凑成五个单元：大雅村言，中国文
人，唐朝的天空，走近苏东坡，楼外说红楼——全部是作者读史而感的散文。一篇篇读下来，才发现
不同的瓶子、不同的标签里面，居然装的都是一个味道的酒。作者真会装啊！而且所装之酒，其味甚
酸。我使劲闻了闻，是泡过蒜泥的陈醋经过发酵的味道——这个感觉的确是我感觉出来的，因为我并
没有闻过这种味儿的，在现实生活中。篇篇读来，这股味道几乎都要喷薄而出，要么洒向文学界的衮
衮诸公，要么泼向文革中的小将红兵。按说，挨过整后，骂他龟儿子骂他娘骂他奶奶的骂他祖宗十八
代，我这把年纪的读者，还能理解些，或可报之深深的同情和对那个时代的痛恨。或者瞧不上文学界
的虚伪浑浊，骂骂伪大师骂骂酸秀才骂骂马屁精骂骂红眼病，我也可以接受。想想中国足球，哪个行
业如今不是从头黑到脚啊。然而，篇篇的字里行间，都在地里种大蒜，而且是独头蒜，一张口蒜气满
天，确实有些受不了。平心而论，作者读史是下了功夫的，不比一般的读史随笔，拿几个中小学生都
知道的史料卖弄嘴皮子，贫得让人倒胃口。作者想挖掘所谓的历史的真相，然后思维的惯性总是像牢
牢系在他心口的那段绳子，不打几个心结，他就觉得不舒服，这文章算是没有写到深处。其实，他每
次在绳子上打结，都会扯着自己的心，揪心般的滋味也不好受，可是不写出来，总感觉他算是白疼了
，一定要用这绳子去勒勒某些人的脖子，于是才能有自己的快感。红口白牙的，一个都不原谅。那个
时代，就像一个大烙铁，把人的心上烙了一个红字。岁月能抚平吗？表面上看着好像不那么烫了，洒
上几滴水，还会嗞嗞地冒怨气。这时，你的手还是不敢碰。那是历史的真相吗？我不知道。我只想去
看看别的花草虫鱼，五彩缤纷；我不能守着一块地，一块种满大蒜的地，虽然，可以结成蒜苗，也可
以开花，还可以结成蒜苔，也是绿油油的。可是，我吃不惯。
3、负责任地说。作者的文笔相当不错，笔下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相当的平顺自然。这个角度上讲
，给四星毫无争议。只是，一篇还好，二篇三篇更多的看下来之后，会发现让人不爽的不在于文笔，
而是作者定位的尴尬和心中的阴影。从定位上看，这本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远胜于其他读史
随笔，多到详细到让你感觉比起随笔散文，更像历史人物考证大合集。然而除了真实历史之外，又夹
杂着很多作者不确定的自己的分析和推测，有些还比较严肃，有些就纯属谈笑了。更有甚者，还有一
些偏演绎偏传说，并非真面目的历史故事。再加上书名，本书就处在往前一步偏历史，往后一步偏随
笔的尴尬角度。倘若只是如此，倒还好说，假使历史上角度高于普通低于专业级水准，只要文学造诣
上有水平也是一本好书。问题在于作者最大的毛病通篇离不开两个话题：1、文革，被迫害过；2、借
古讽今，如今的文坛怎么怎么不好，文人怎么怎么不好。一篇如此，看着颇为认同。二篇三篇如此，
看来执念颇深呀。整本书都这样，看来您也没想过别的，只记得当年那点委屈和现在那点不平衡了。
记得某篇里，作者自己提到对于文革受过迫害的看法，大意是不要时常把伤疤拿出来晒晒扮苦情，也
不应当把伤疤当军功章炫耀。还提到文人时常将看淡挂在嘴上，却总是不能真正做到。不知道他写到
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对自己的文章和思想进行过反思。这几句话，送给他自己，正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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