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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记》

精彩短评

1、扬州人真是恨死了满人了。在清亡100年纪念日将要到来时看这篇文章，真是不胜唏嘘。隐瞒历史
的当权者比贪污腐败的当权者还要可恶！
2、别样清军入关史
3、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
耳！
4、画面感很强，读来戚戚然。
5、惨
6、恨不能啖胡虏肉
7、一段惨痛的历史，作者非亲历不可为之，字字泣血。哀外族之残暴，哀吾民之不争，岂独不争，
亦麻木残暴也。当此粉饰太平之世，可谓警语也。
8、艾玛，我艹！好恐怖！
9、读后十分震撼，哑口良久！
10、　　  有幸在祖国呆了20多年，从未去过其他地方。
　　
　　 几个月以前，偶尔读了这本杂书，没有太大感慨。
　　
　　 由于某些原因，80年代至9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进行在反“侵华战争”上。
　　
　　 对于日本，我儿时时候是恨的。
　　
　　 看完这本书之后，才知道日本为什么敢以小国侵中国，因为“中国”是有前科的。
　　
　　 当时“满”一样是这么侵进来的。
　　
　　 我无意在这里挑起任何民族情绪，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民族倾向，甚至对现在以民族主义的姿态
宣传的“爱国主义”也不太感冒。
　　
　　 至于为什么“满”，“日”，敢随随便便这样就侵进来。
　　
　　 一，是中国人太听话，政府喜欢听话的人民，对权利对局势的崇拜，使得在大局难定的时候(比
如国难当头），人民不知道什么是方向，洗脑太严重，平常让你当孙子的人，突然说你不能太孙子，
更不能当别人的孙子，你有什么反应？
　　
　　     你很可能一笑而过。
　　
　　 二，比如对历史的任意亵渎，儿时某天突然看见XX台放电视剧，成吉思汗，赫然成了英雄。
　　
　　    杀人如麻的人物，也是英雄。
　　
　　    可笑的历史。
　　
　　
　　
　　
　　
　　
　　   PS：我依然相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又最可怜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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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早知道扬州十日，应该是年少时读《上下五千年》，跟嘉定三屠一样，成为明清变革之际
的一个重要符号。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远比顾诚的南明史精彩。
　　这本神州国光社的出的历代祸乱丛书，对应的是抗战前后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振奋民族精
神，爬梳史料，整理出这么一个丛书，来提高青年的爱国意识。
　　这套书是改革开放后的翻印本。
　　扬州十日记描述之精彩颇似小说，拍成电影影响力必将扩展到全世界。
12、怎一个惨字了得。
13、中国的底层民众就一直是一个凄惨的阶层，和平时被饥饿所困，战时又等着被屠杀
14、文章很短，但字字惊心。
15、古今一也
16、看了窃书的文，忍不住想看看这个。国人的劣根性哪是洋人造的孽，根本就长在血液里源远流长
啊。
17、电子书
18、每次看都很惊悚。感觉身所亲历
19、写作角度很有意思。明末的江南，是最后的中国。
20、扬州
21、震撼。是一段值得研究与remember的历史。可惜在近代中国研究中关于明末清初的屠杀讨论还是
较少。
22、人性为何能泯灭至此？
23、慘絕人寰 觸目驚心
24、唏嘘不已
25、没有读完
26、世变易代的历史总是令我不可救药地奋不顾身沉溺其中。前段时间趁上班闲暇重读此书，再一次
为屠城之际瓮中之人的绝望悲情而持续性情感震撼（绝不同于《蜀难叙略》以残酷示人），让我想起
《卢旺达饭店》中联合国军被迫撤离时的那一幕，其后只剩下数学推演的死亡仪式。小人物无法自我
掌控的命运愈发吸引我，宏观叙述却令人厌倦，至于明清遗民那种仪式性的姿态和立意过高的话语，
不知为何，却无法令如今的我产生感动。虚伪与崇高，其实只隔了一张皮和一张嘴。
27、看到这样的屠杀，感觉太反人类了。想到满清最终胜利，心情更加不好了。
28、很好的B级片电影剧本
29、“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30、不敢在此胡言乱语唯有闭口。
31、一个有学识，有主见的人！
32、珍惜当下
33、高三那会儿疯狂地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书籍，可惜现在只记得一个王书生
34、游牧胡儿，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
35、皇帝为其家国，需要一批顺民。
    所以有人说，要衣冠有鸟用！
36、收錄：幸存錄 續幸存錄 鹿樵紀聞 揚州十日記 嘉定屠城紀略
甲申屈指已三百七十年矣，刻骨之痛，仍紀於心。吾輩終當自省進而發奮，庶幾前輩之血可鑒，使我
中華子孫不再遭亡國之恨。
37、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跪了几百年的膝盖，可叹，可叹啊！
38、在几百年之后的抗战中，国人的怯懦、投机、天真愚昧⋯⋯毫无进步，这就是我们吧。
39、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40、今人明人竟如此相似，到底是一脈相承的中國人。勝則王師，焚香臣之；見人相投，唯恐禍己；
做奴引路，賣命收金；強奪賑糧，不顧親交。勿論婦女媚卒不知恥了。
41、满清罪恶，罄竹难书！
42、来自扬州十日现场的第一手材料，清军残暴，明军懦弱，内奸可耻，草民可怜
43、隐瞒历史比屠杀更过分。没有勇气读下去，一旦提到就心如刀割。。。

Page 4



《扬州十日记》

44、不多说，漏洞太多了。
45、扬州屠城记
46、笔不能载...
47、斑斑血泪，读着我想去扬州了。
48、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49、那些被遗忘的，被焚毁的，被篡改的，是血淋淋的精神和肉体。而现在的孩子湮灭于奴才教化的
辫子戏里。
50、我知道“自是琼花偏得月， 那应金粉不兼香”这样的绮丽想象在我双足接触扬州的土地之前已经
破灭，伤疤和鲜血的记忆总是比风月要深沉而隽永，屠城终究是一件让人厌恶至极的事情，无论背后
有没有什么深远的战略计划，不过就是兽性大发而已。乙酉夏四月哀嚎不止的城池，如今那些惶恐、
凄楚、不愿意以卑微如斯的姿态死去的灵魂可找到了完满的归宿？
51、字字读来皆是血，恍惚间仿佛看到1937年的南京，连细节都是惊人的相似，逃兵、汉奸、束手就
缚的人民...中国的历史似乎总是陷于轮回，永无止境。
52、睡不着把这篇短文看完有点震撼有点残忍，任何朝代政权更迭都会给普通人带来灭顶灾难，生命
在此时不值一文，人如野兽和弱肉，里面很多细节和最近放映的1942好像，残忍残暴残酷。。虽说要[
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可兴衰成败哪轻易由人控。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真的才是最大的幸福，对
大部分人而言
53、【崖山海战、扬州十日】有些具体的历史不知真否，概观而言，战争的苦难是深重的，人性或丑
陋、或光辉、或平凡卑微，有些东西在任何时候都是共性，而整体的民族气节在苦难与压抑之后逐渐
远去。所学的历史选择了历史产生了错觉，但有些了解的人遗忘了历史的进程，重新塑造不是一味追
缅，当铭记上路。
54、它们能忘记，能选择透过，能避重就轻，能歌功颂德，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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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幸在祖国呆了20多年，从未去过其他地方。几个月以前，偶然读了这本杂书，没有太大感慨。对
于日本，我儿时时候是恨的。看完这本书之后，才知道日本为什么敢以小国侵中国，因为历史是有前
科的。当时“满”一样是这么侵进来的。我无意在这里挑起任何民族情绪，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民族
倾向，甚至对现在某些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宣传的“抗日情绪”也不太感冒。至于为什么“满”，“日
”，敢随随便便这样就侵进来。一，是中国人太&quot;听话&quot;，过去的历代的政府喜欢&quot;听
话&quot;的人民，对权利对局势的崇拜，使得在大局难定的时候(比如国难当头），人民不知道什么是
方向，洗脑太严重，平常让你当孙子的人，突然说你不能太孙子，更不能当别人的孙子，你有什么反
应？你很可能一笑而过。二，比如对历史的任意亵渎，儿时某天突然看见XX台放电视剧，成吉思汗，
赫然成了英雄。杀人如麻的人物，也是英雄。可笑的历史。
2、最早知道扬州十日，应该是年少时读《上下五千年》，跟嘉定三屠一样，成为明清变革之际的一
个重要符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远比顾诚的南明史精彩。这本神州国光社
的出的历代祸乱丛书，对应的是抗战前后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振奋民族精神，爬梳史料，整理
出这么一个丛书，来提高青年的爱国意识。这套书是改革开放后的翻印本。扬州十日记描述之精彩颇
似小说，拍成电影影响力必将扩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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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扬州十日记》的笔记-第232页

        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痛史

2、《扬州十日记》的笔记-第233页

        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
之所以亂也
唉，諸公五十餘，彼卒三人而已，仍魚貫受戮，無一奮起，又有何資格鄙夷此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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