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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内容概要

《白门柳2: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内容简介：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
方式都极其相似。今天的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从《白门柳》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崇祯十五年（公
元1642年），明朝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和山海关外清军的双重夹击，正面临灭顶之灾，而东林党与阉
党的斗争还在延续。东林领袖钱谦益在党争中丢了官，为求复官，与内阁首辅周延儒进行政治交易，
许诺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网开一面。谁知图谋败露，钱谦益遭到黄宗羲、侯方域等复社士子的猛烈攻击
，声望一落千丈。江南知识分子内部也陷于四分五裂。两年之后，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政权顷刻瓦
解，江南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新君。然而对立各派仍旧互相敌视，恶斗不休，使政局再度陷入混乱。
最后，清军南下，史可法一死殉国；钱谦益献城投降；复社才子冒襄举家逃难；黄宗羲参加抗清斗争
，并顿悟民主思想⋯⋯江南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的巨变中，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翻开《白门
柳2: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带您看尽传统知识分子的参政百态。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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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作者简介

刘斯奋，1944年生，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广东省文联第四、五、六届主席
。《白门柳》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37岁写到53岁，耗费了作者16年的光阴，完稿当年便一
举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获第四届国家图书提名奖，入编中国出版集团20世纪《中国文库》和《
中国新文学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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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云突变崇祯殉国，危亡紧迫斗室密谋
第二章 举家避乱初尝苦困，决策立君激辩亲疏
第三章 争入幕复社破局，背前盟奸佞欺心
第四章 方以智乞食投留都，小福王进城登大宝
第五章 弄兵柄马士英窃位，尽愚忠史可法出都
第六章 复冠带小人得志，解困厄社友同仇
第七章 钱谦益牵驴博笑，刘宗周遇盗论心
第八章 软硬兼施清廷通牒，骄横不法镇将逞凶
第九章 戏女客柳如是恃贵，兴党狱周仲驭蒙冤
第十章 感身世枯梅悲白雪，醉太平暖阁赏奇珍
第十一章 辨太子朝野恶斗，清君侧内外崩摧
第十二章 柳如是投水明志，钱谦益降清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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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现在，社友们已经齐集在吴应箕下榻的西厢房里。这是一间陈设简朴，但收拾得颇为洁净
的屋子。里面照例有床，有榻，有书案和立柜，还有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墙上没有字画，却显眼
地挂着总是被吴应箕带在身边的一柄宝剑和一张古琴。如今，在一窗朝阳映照下，它们都在那里莹然
生辉。隔着门上那面低垂的竹帘，可以望见东厢房那有点歪斜的黑瓦顶，以及天井里的盆景和翠竹。 
黄宗羲因为是新到，所以在开头一阵子，照例成了社友们包围的对象。大家听他谈起前一阵子的种种
经历，都禁不住既感动，又愤慨。感动的是绍兴府的士民们，在得知北京失陷的噩耗后，居然纷纷自
动齐集起来，在刘宗周的带领下，前往知府衙门，后来又到了省会杭州，泣血请愿，要求从军杀“贼
”。这在江南各府县，还是头一次听说。而令人愤慨的是，无论是绍兴知府王鄘，还是浙江巡抚黄鸣
俊，对于士民的一片忠义之忱，竟然都置之不理，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则以守土待命为理由，干脆加
以拒绝。结果，弄得刘宗周毫无办法，只好一面留下来继续催促，一面派黄宗羲前来留都，打探消息
，向他报告。 “哼，这一次，弟算是把那伙地方大员的嘴脸看透了！”黄宗羲瞪着眼睛，余愤未消地
说，“貌似高深，实则庸陋；貌似持重，实则懦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可他们就偏不怕国破家亡
！” “哎，那黄鸣俊虽不肯举兵北上，但应允率先举哀发丧，也算是难得了！”余怀摇摇头，声音里
透着懊恼，“你不见留都？我辈花了如许力气，实指望能把潞藩拥立上去。不料闹了半天，到头来却
弄成了上粤西去迎立桂藩。虽则适才定生兄说是迫不得已，但小弟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值！” “可不
！”坐在他对面的侯方域立即附和，“若是潞藩得立，我东林、复社便是定策之功。何况他又是有名
的‘潞佛子’，到其时，江南怕不是我辈的天下！如今闹出个桂藩来，天晓得是个什么脾性儿！” “
不过，决策立‘桂’，也还不错。只要不是福藩就好。前一阵子，那帮‘乌鸦’们闹得如此厉害，弟
真怕史道邻撑持不住⋯⋯”梅朗中小心地说。前几天，他在石城门外送别郑元勋时，曾参与过同拥“
福”派的一场争论，对方的嚣张气焰，他想必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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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编辑推荐

《白门柳2: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茅盾
文学奖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历史小说！从37岁写到53岁，耗费作者16年光阴的史诗巨著！翻开本书，
带您看尽传统知识分子的参政百态。作者亲自审定稿，作者权威最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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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精彩短评

1、整个第二部看的最多的是“软弱”，钱谦益简直全身上下写满了软弱二字，这也是我觉得这一部
比较欠缺的地方，对钱谦益表现太过平面，他应该是一个立体多面的人，否则也不会担着“东林领袖
”这样的名号，相反其他一众复生却很立体，年轻幼稚却也胆小怕事，想问题太过冲动简单但也真的
忧国忧民
2、好像是作者亲自定的稿，要看就看最新版本
3、这一部是承上启下的历史进展的重要一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多舛，官
场人情世故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埋没其中，一切都按照最低效、最常规的路子来。即使清军已经入关，
北方虎视眈眈，在留都南京依然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夹杂着个人利益、职业前途
，真正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士族们却无可奈何，甚至只有充当当权人士的幕僚，谋得一官半职，才
能让自己的报复借助权势得以实现。一旦依赖的权势倒塌，一切枉然！思想激进的黄宗羲站在历史的
舞台上提出的很多观点被哪些保守势力鄙视，列为异类，似乎一切都围绕着“明哲保身”的底线，谋
求着更大的官场利益。
4、这本书对复社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很清楚，党派斗争看似不激烈，但仔细品读，，其实有很多深
意，
5、遣词造句和金瓯缺一个味道，实在不习惯
6、经典名著，果然不错，挺好
7、和前作没有太大水平的起伏，基本上只是作者书写格局不得不延续的作品。
8、写得越来越精彩了，确实喜欢
9、从这本书里看到了真实的明末历史，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不合与无用，难道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值得慢慢琢磨，反复品味。
10、阅读这样一部描写失败者的历史长篇注定是不那么让人酸爽的，人人潜意识都喜欢YY式的一统江
湖天下无敌，所以断断续续阅读了还化蛮长的时间。
第二部述说南明小朝廷福王的灭亡过程中，有东林阉党仍然不断的党争，有东林内部的意识相轧，有
军阀闯贼建虏的四面楚歌。纲常伦理和私心杂念，尽忠死节和乘桴于海，皇权天道和以民为本，各种
疑惑纷争纷至沓来，不由想起《万历十五年》开篇的注定论，无论是现实猥琐的投机者钱谦益，还是
追求至道去屡屡头破血流的黄宗羲，在国破巨变下都一早注定只能深陷于彷徨无奈的深重痛苦中。
而历史的悲剧的更加可叹之处，还在于即使有前车之鉴，同样的人性或民族性导致的悲剧还会在今后
反复上演。而种马YY文能够充斥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的原因，也无非是因为大部分的人生都注定了“失
败”而已。
11、气贯长虹，不可多得的佳作，推荐！
12、冲着茅奖买的，感觉很受启发的一本书，还想再读一遍
13、无论进退，终是逃不出一个死局
14、要读进去才知道这本书里面的内涵，政治是中国最深的一门学问了，从书里面可以品出很多味道
来！好书！
15、学多点历史，能看到当下社会的影子
16、一边是国家衰亡权佞当道，一边是书生文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17、看成书时间，实在看不出写了那么久
18、科举是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途径，参政之后呢，通过这个书，我们看到了种种乱象，结党隐私，
出淤泥而不染，凡此种种，现实的照妖镜
19、好看，非常棒！~非常喜欢，不错！
20、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永远是个悲剧 
21、国事蜩螗，汝等书生还在此为一己之私尔虞我诈，奸人可恶，尔等更可恶，一则迂执，二则清高
，败了也罢！
22、戏份多的钱谦益柳如是写得很活，戏份少的也刻画入微，很赞！
23、做人不可刚愎自用，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还有，对付敌人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决心和最强硬的
手段，否则只能成为软弱的垫脚石。
24、一方是祸国殃民的权奸，一方是意气方刚不求方法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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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25、以前一直以为董小宛和冒襄是一见钟情的呢，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董小宛竟然经历了这么曲折的
爱情，冒襄竟然喜欢过陈圆圆，看来我读的书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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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精彩书评

1、读完这册，看着读客版封面上的“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这个副标题，感觉不
到有很强烈的史诗感，这感觉就像评价《三国演义》是部史诗，但要评价《红楼梦》也是部史诗恐怕
打点折头的。要是史诗的定义很广义的话，那这部是差不多打了对折的史诗，用过往历史演绎出来的
人物、故事还是很棒的，但硬要组合成一段诗篇来传唱的话，个人觉得是零星而且浅歌慢吟式的。冒
襄的这条主线要比其他几个人物（黄宗羲、陈贞慧、方以智、钱谦益和柳如是）勾勒出的主线或者支
线要出彩些，当然黄宗羲这个人物被作者设定得还是最耀眼夺目（第一册里的太冲实在太冲，第二册
太冲有点缓冲，最后一册得太冲会不会冲！冲！冲！）想想也悲，取字辟疆的高富帅，要么全家不停
地颠沛流离和背井离乡，要么是躲在史可法的翅膀下逃亡，其间点缀着和白肤美董小宛的儿女情长。
故事中董小宛温温婉婉，我见犹怜，爷们喜欢，柳河东绝对属于上房揭瓦、刚烈跳河的那种，钱谦益
却当宝供着，结果在后面一册里给戴了顶绿帽子。陈圆圆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估计不会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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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章节试读

1、《白门柳2》的笔记-矢志殉国

        唯是扬州一失，留都恐怕难保，江南从此多难矣！今所坚信者，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明知事不可为，犹披肝沥胆致身授命，如此豪杰最为难得。为之后的堵胤锡、何腾蛟、翟式耜、张煌
言等诸公一叹。

2、《白门柳2》的笔记-求助太监

        ”须知祖宗之法，三百年来，俱在人心。你们东林仅以贵妃郑娘娘之故，便欲变乱祖宗之法，卒
至进退失据，众心不附，至有今日之误！虽欲挽救，其奈马公之势已成，弄不好，朝廷之上，便有如
水火相逼。唉，只怕从今而后，国家又要多事了！”
一笑。要这帮书呆子跟福藩、阉党和衷共济、共赴国难，真是异想天开啊⋯⋯
对方这么指责东林，使他感到既羞愧又气急。他打算分辩说：“当初东林主张立君以贤，并不是因为
郑贵妃的缘故，而是为社稷存亡、中兴成败着想。”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二笑。这话你自己也不信的对吧？

3、《白门柳2》的笔记-书坊豪言

        “喂，喂，列位，驱灭贼寇，光复神京，舍我东林、复社诸君子，试问尚有何人能当此大任？”
大言不惭的书生

4、《白门柳2》的笔记-忍让求和

        可法立身处世，但问无愧于心。至于成败得失，唯有付之于天，非可法所能问，亦非可法所敢问
！”
一退再退，最终就退入了扬州十日的惨局之中了⋯⋯

5、《白门柳2》的笔记-第一章

        岂不闻大丈夫处世，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一死本不难，
唯须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岂不闻大丈夫处世，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
一生。一死本不难，唯须死得其所，死得其时。今流贼以一干草寇，犯上作乱，荼毒天下，而竟得以
窃踞神京，此实我朝三百年未有之名教祸变。是非之淆乱，顺逆之颠倒，莫此为甚！当此之际，先生
又安能因一时之悲愤，而轻弃此有用之身。岂不畏百世之后，论者将谓先生重成、败、利、害，甚于
是、非、顺、逆耶？
义正辞严的颜色真是可敬又可怜⋯⋯

6、《白门柳2》的笔记-居危若安

        不过，无论是正屋还是厢房，都未曾上灯，只有一股红薯掺米饭的气味从后边的厨房里传了过来
，在庭院中缓缓浮荡。
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想了一下⋯⋯当时红薯确实是已经传入中国了吧？

7、《白门柳2》的笔记-第一章

        “兄台休要代他辩解！”史可法粗暴地一挥手，随即转过身，往椅子上一坐，怒气不息地说，“
兄台想过么，长公主的臂伤是谁人所斫？是先帝！张绳海这等说，岂非让人以为先帝刻而忍，而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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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柳2》

反宽而慈。这、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看到这里突然就想到顾诚先生《南明史》中的史可法了。其后的翟式耜等人，也大抵是此等面目吧⋯
⋯⋯⋯

PS1：不过在小说中一次出场都没的崇祯可真是坐实了刻薄寡恩的恶名了。。。。

8、《白门柳2》的笔记-义利之辩

        “为政之道，可不比做学问。做学问，无非是口舌笔墨之争，故此只问是非便可，无须顾及其他
。然而为政者，乃是势与力之争，除却是非之外，还须顾及利害，相机进止。否则，何止不能成事，
且亦不能自保。自保尚且不能，则纵有济世之伟愿，匡国之宏图，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兄等口
口声声断言，为政之道，乃势力之争，故趋利避害，便当为立身处世之第一义，是非犹属其次。照此
说来，岂非‘利’之所在，虽大奸大恶，亦不妨为之；‘害’之所存，虽大忠大善，亦不妨弃之。如
此，试问尚有何忠奸邪正之分？尚有何君子小人之别？
和光同尘，同流合污，而谓理之所在，势固宜然，中兴可期，盛世不远，岂非痴人说梦，复以骗人？
二位仁兄身为复社领袖，而竟倡此邪说，试问尚有君子之气味否？”
国难当前的忠奸之辩是否还是最重要的呢⋯⋯

9、《白门柳2》的笔记-分歧尖锐

        “兄听我说！”顾杲粗暴地挥了一下手，“若问先帝励精图治，何以改革终不能行？此无他，皆
因先帝虽知东林为君子，却因所依附者不纯为君子而疑之；虽知攻东林者为小人，却以其可以牵制东
林而参用之，卒至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故迨及国变，终无改革之心，亦无主持之人，此君子、
小人两立之大害也“周镳点点头：“这便是了。他说参预朝政，无非是让你们都去当幕僚！昨日他把
这事拿来问我，还要我相助于他。我见他兴冲冲的样子，便没有即时驳回。其实，我复社之所以有今
日之声威，全凭以在野之身，在士林中主持清议，使当道有所忌惮。一旦都去当幕僚，便得听命于人
，言行俱受所制，还主持得了什么清议？况且，幕僚也者，充其量不过是书办杂役的角色，又哪里轮
得着你参预朝政！”
以”君子“自命，认为非己类不能活国救民于万一。实则党争不已，甚至同一学社内，尤攻伐未已。
其虽自诩救国，实则乱国之祸首。

10、《白门柳2》的笔记-第一章

        他才彻底地觉悟到，在政治场中，各种关系的交错、利害的冲突、权力的倾轧，其复杂程度都远
远超出他过去的想象，即便所面临的是有十足正当理由的事情，也绝不是光凭一厢情愿的热情能够办
成的。

理想主义好青年黄宗羲同学在碰了整整一部书的钉子之后终于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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