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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

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作者80多篇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作者对正史中记载的历史片段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以
史为鉴，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给改革中的国人以启迪，使我们更
加理性而从容地面对当下和未来。

《历史的教训》姊妹篇，浓缩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独特见解，给改革中的国人以启迪和警鉴！
看历史经验教训，理解过往，预知未来。
本书作者用独特的视角洞悉深层的历史，嬉笑怒骂间探寻真实的人性。

Page 2



《历史的经验》

作者简介

史杰鹏，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出版有：《文景之治
》《楚汉争霸》《刘邦传》《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赤壁》《鹄奔亭》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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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

精彩短评

1、不太喜欢这本书的作者，从看他批评狼图腾的时候，虽然心里不怎么舒服，但还没到介意的程度
，可是看到后面批评胡兰成顺带张爱玲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了。感情这本书成批斗大会了。纵使胡兰成
文采一般，纵使我本人也没怎么读胡兰成和张爱玲，可毕竟知名度在这放着，还是有那么多人喜爱他
们尤其的是张爱玲的文采的。亲爱的作者，你这不是顺带又批斗了一大帮文艺矫情腔吗？即便张爱玲
写的是爱情感情上的肉麻事，可这并不代表人家没有才华，亲爱的作者，你自己不好这一口，你自己
不爱谈男女之事，却也不让别人谈，有这样的吗？人家的文和你的不同就是赖文？真真不敢苟同。不
过跟文中的库彻还是有很多共鸣的。本书作者有时候显然无法让人喜欢，可单就内容而言，连我这个
历史小白也是看得懂的。书是荒谬扯淡一些，还是可以读一读的。
2、挺好玩的，作者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从历史的经验和自身的感悟出发描绘了很多对国人人性中的丑
陋面的看法，个人觉得略有偏激
3、作者看问题的角度颇独具匠心。让我越发地感到人性既善且恶、历史的既真且假。A coin has not
only two sides!勿人云亦云、要以批判性的眼光、辩证性的思维看问题。说得简单，想要切实地做到，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Page 5



《历史的经验》

精彩书评

1、历史的存在理应是客观的，但是历史流传总需要载体，或文字，或图像，或语言。作为流传的载
体，文字图像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因主体的差异而对历史的讲述有所偏颇。尤其是在评价某一历史人物
或事件时，更是如此。读完史杰鹏老师的这本《历史的经验》，我再次感慨“我虽不赞同你的观点，
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史杰鹏是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在出版这本《历史的经
验》前已出版多部长篇历史小说。而史教授此前在微博上发表的一篇《军人是最可爱的人吗》引起了
社会各界人士的反感抨击，他在微博里也放出两篇出版社不敢出版的散文。由此可见，北师大教授的
观点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得住的。《历史的经验》也是这么一本“奇书”，通过一个个小历史故事
解读中国人的性格（我不敢苟同作者副标题用的“奴性”）与信仰。八十多篇文章，虽然有部分观点
我不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很多解读的视角却很独特，很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人的卑贱》里史教
授通过鲁迅的小说《孤独者》里的主角魏连殳，只有当魏对周围的人非打即骂时反而“受宠若惊”就
得出“中国人的卑贱和势利真是浸润到了骨髓”，也断言“鲁迅那个时代的我们和今天的我们在本质
上并没有丝毫不同”。这篇散文短短几百个字，就通过鲁迅时代的一个虚构人物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相信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和辩证能力的人都不会轻易赞同的。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性格，中
国传统文化固然会对国民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时代的剧变带来的必然有思想上和性格上的改变
。所以，这是我不敢苟同的地方之一，起码是不够说服力。在其他一些文章里也有会有这样的感觉。
既然有如此多的网民批评史教授，也就可以看出史教授的一些观点确实够新颖够前卫，却不一定不是
对的，只是某些保守思想的人还不能接受而已。史教授认为长城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外敌，更是为了防
止里面的人逃跑出去，以至于减少奴隶的数量，边境奴婢出逃造成不稳定等。一直以来，中国人都以
古长城为傲，在世界文化遗产里，古长城也一直以“成功抵御外敌”的功绩被视为世界奇迹，现在有
人站出来说为了防止我们走出去，要是大家都赞同的话，岂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吗？这本书要
是一定要从大体上来说就是，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书中很多观点却值得我们思考。我不知
道该如何总结，只能举那上面一两个深刻的例子来抒发一下。这本书值得推荐，不强制你接受书中观
点，却能给你不同思想上的撞击。众人不能接受的观点后面往往能窥探出人性的一二。
2、读书便是自己思考的过程——评历史的经验作者史杰鹏是很有自主观点的学者，我在百度上找到
的社会评价是：也许是经历了青春躁动的狂热，他如今的狰狞思想都隐藏在不露声色的谈笑中，不难
接近，但不易理解，还有一些痴气。当我读完《历史的经验》这本书时，我确实有些被震惊，我十分
庆幸虽然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外加三年应试教育的我思想却不是那样的“中国”，庆幸虽然读透高中
那几本政治书却只为考试，否则我一定会拍案而起狠狠的将这本书丢到地上说不定还会踩上几脚，面
红耳赤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虽然我并不是十分同意书中的部分观点，但是我却十分乐意看他对中国
文化及如今一些现象的批判。作者部分观点与语言尖锐的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因为他批判的并非有理
有据有时候却像胡搅蛮缠为批判而批判，作者是在思考的他的批判虽然并非无理取闹或是哗众取宠，
他观点鲜明但是却没有足够多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取证，他切入点的独特有时不禁让人拍案叫绝但是
却也不是没有反驳的点，就像《汉文化下的奴性基因》中提到关于奴性的一些观点，说汉文化中有着
根深蒂固的奴性，看古文要去除古文中的奴性思想。但是有些观点我却是很赞同的如在《古装剧与历
史感》一文中作者提出“一部好的历史题材影视剧或者古装剧，在满足历史的可能性这个前提之下，
还应当做到另外几点，比如历史细节的考证，称谓、衣物、器械，等”这些便是很多古装剧的通病，
作者正是讲出了我们所想。读书便是要自己思考作者有作者的观点，我们读者也全然不能随着他的观
点毫无反驳的接受。此书便是这样，我们阅读作者的思想与观点，同时自己思考与判断。
3、期待@梁惠王 的新书《历史的经验》很久了。这是因为他以前在微博上发布过部分篇目，嬉笑怒
骂、冷峻刻骨，文风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口味。而且这本书没有序、没有跋，也没有面目可憎的腰封。
不过，当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心里还是略有些小小的不爽。无它，书名太俗气，就像迎面走来一
个风情万种的现代美女，突然旁人大声喊她“翠花”一样。大家总说“读史使人明智”，意思大概是
说，史书里的确是有所谓“经验”的。但我看见，鄙国总在关键的时刻奔着最坏的结果绝尘而去，或
者总是从一堆坏人中挑出最坏的那个下流坯子当政，所以忍不住疑心所谓“历史的经验”的存在，或
者“历史的经验”真的有甚么鸟用。一梁惠王怕鬼，他的粉丝也常以取笑这事儿为乐。其实怕鬼是好
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以怕鬼的人一般不敢干什么坏事。另一方面，怕鬼说明心思细腻，心思细腻
的人才能从时序代谢品出悲喜、从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神经大条如我者，狐仙鬼姬固然不敢近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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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失掉了读书的诸般乐趣。说梁惠王心思细腻，他的读者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读他回忆少时生
活的系列散文，各色似曾相识的人等、种种破败萧瑟的景象宛在眼前。南昌市郊那个叫做“绳金塔”
的地方，我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但却奇怪地没有丝毫陌生感。而他那铁公鸡一般小气的爹，我这半辈
子起码见过五十个类似的，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来。以前特别讨厌某些文章乱给“阅读”一词加宾语
，像“阅读生活”、“阅读比赛的能力”。感受你就感受吧，拽着“阅读”这样的大词装啥大尾巴狼
？读了几年梁惠王后我屈服了，生活是可以阅读的，人心是可以阅读的，跟史书一样。而且，阅读生
活、阅读人心的能力，和阅读史书的能力差不多是相通的，只要你能举一反三。@梁惠王是一个特别
的史籍阅读者。他的眼光之毒、战斗力之强，相当于一个历史偶像强拆队。我前半生的人生偶像辛弃
疾，就是被他生生强拆掉的。读过辛弃疾的人谁不喜欢？他年轻的时候率五十骑于五万敌军中取上将
如缚小鸡，这可不是意淫出来的传说，而是大刀斫出来的勒石雄文。至于其为文，英雄气纵横与小儿
女天真无缝切换，得之心而应于手，出于口而形诸章，想不佩服都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
身后名”云云，更是一度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国家危难，匹夫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功成身退，归
隐瓢泉，管他后世嚼舌根。鲁仲连、张子房和他相比，多了一点仙气，却输了三分豪情。但梁惠王却
冷冷地指出，了却“君王”之事就是给赵宋当奴才，不管是抗金还是镇压茶商军，总归是为皇帝维稳
，维稳就是当奴才。只不过像辛弃疾这样，当奴才也能当得如此豪气干云、理直气壮，难得一见——
这一凿子下去，辛老英雄的形象就像冰川一样，裂开一条缝、裂开两条缝继裂开无数缝，土崩瓦解，
在我面前碎成了渣渣。《有关奴才的感想》篇最后说：“应该把各种字典里‘奴才’的‘才’和‘才
华’的‘才’归为一个义项，今后没有才华的人，就不配称奴才，只能称奴隶。”放眼当今，奴才罕
有，奴隶倒是一堆一堆，如鲫过江，如蛆附骨。二梁惠王之所以能读出深刻的“历史的经验”，应该
是因为他勇于怀疑、敢于思考。《历史的经验》就是通过温情脉脉的历史故事，撕开血淋淋的真相。
“文景之治”，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帝王勤俭，垂拱而治；百姓乐业，鸡犬相闻。看到这个大词，历
史爱好者就不由得乱发思古之幽情，害得我也有点向往起“岁月静好”了。不过且慢抒情。我们看到
的汉文帝是一副宽厚仁慈的模样，梁惠王的眼球构造不一样，他看出了汉文帝的法家思想造成的恶劣
后果。法家好不好？立法绳奸，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点当然好。不过，法家终究是缺乏人文关
怀的反人类学说，它不把人当人，而是把人看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你对这架巨型怪兽有用便
好，你若是孵蛋大学孵出来的那种“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恐怕都要归入“蠹”类，送到奥斯维辛执
行肉体毁灭了。汉文帝让人屈从于现世安稳，用一釜温水慢慢熬煮着丧失戒惕心的青蛙们。他治下的
子民，饭基本吃饱了，而且暂时不会担心被杀人盈野、流血漂橹的噩梦惊醒。但是，光靠吃米我们就
能活得像个人样么？“有吃有喝，你还想要什么？”《文景之治》篇里这一句着实惊着我了。其实我
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诡辩。毛时代一穷二白，给娃儿扯块布做个裤头都要凭票供应，没有
城市户口就可能“营养性死亡”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爆了原子弹、打败了
美帝野心狼又如何？况且自从美帝夹着尾巴逃跑以后，你眼里的荣耀，其实就成了你身上越来越紧的
枷锁呀。邓先生解开了体制身上的几根绳子，让我们的物质生活丰裕起来。这就够了么？当然不够，
我们还要得到所有人作为人的尊严。还有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到长城非好汉，据说是太空中唯
一能够看到的古代人力工程。当然，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长城挡住了北方蛮族的入侵，
使得我们的先祖免于披发左祍。可梁惠王却疑心长城的却敌之功，他从张家山汉简里读出了另一面，
原来长城“非徒以备外，亦以防中国之奸邪放纵，出为寇害”。也就是说，长城不让外人进来只是部
分功能，它另一部分不为人知的功能是严其关防，关起门来虐民。要不然屁民们都“适彼乐土”去了
，还剩谁生生世世与汉家皇帝为奴？揭开历史华丽的袍子，里面全是虮虱和毒疮，触目惊心。历史确
实给我们提供了经验，不过前提是你得有洞悉一切的眼光，能够抽丝剥茧，露出里面从来没有见过阳
光的部分，然后举起荆条，细细地抽打。三抽打暗黑历史和自身灵魂的过程就是反思。人若连反思都
不敢，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梁惠王临时客串中国文化的验尸官，从发黄的书简里拣拾出兴废之由，
条分缕析、苦口婆心地讲给读者听。他意欲通过自己的反思，希望能够帮着打破我们住了几千年的铁
屋子，让文明之光照耀无际。《历史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样本。反思之根本在于直面暗
黑。一句“中华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化”，阉割了一切改变的可能性，固步自封、讳疾忌医、曲为
辩解，最后让所有人一起腐烂成一坨黢黑的花泥，膏育下一批茁壮的奴隶。为什么统治者宁死不肯放
松手里的权力，即便顶着杀兄弑父的骂名也要登上权力之巅？因为权力能带来快感。《权力的快感》
篇引晋平公的话，道是：“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也就是说，手里有了绝对权力，自然就
成了宇宙真理的化身，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正因为权力能带来快感，千百年来，统治者都紧紧地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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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

权杖，至死方已。一句“主席，大权还在您的手上”，就足以让风烛残年的老者枯井般的眼里再度焕
发出令所有人胆寒的蛮力。只是，这种快感爽了独裁者，却苦了人民。历史就在这种变态的快感中螺
旋，却不见一丝一毫的上升。梁惠王悟到的这些“历史的经验”，因为有悖于爱国青年们所受的教育
，总被他们理解为“黑”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黑”我们的伟大领袖。红太阳晒久了，容易患
皮肤癌，黑黑更健康啊同志们。他的微博里，时不时会有一票爱国青年啸聚其间，怒目而视、戟指而
骂。青年们赠给他各种款式的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帽子数量之巨，大约义乌那样的巨型市场都难以
消化。辱骂不是战斗。再说了，人家梁惠王又不只是“黑”我们可爱的祖国，他还黑他老爹、黑他老
婆甚至黑他自己呢。四话说我也颇读过几本古旧的史书，但是要说从里面品出了什么“历史的经验”
，大概也就一条“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而已。
《历史的经验》让我意识到，再暗黑的历史也能给后人提供有益经验。只不过需要所有的人都明白这
个“经验”，它才能真正起作用。不到30块钱就可以买到大把现成的“历史的经验”，足以帮助爱国
青年们完成从紫河车到正常人类的跨越。爱国、不爱国的青年，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下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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