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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不足畏》

精彩短评

1、写史可以有立场，但是一旦有了人身攻击，大量用上愚蠢之类的词，就一定失了客观，失了视野
，失了高度。写历史不该有确定，不该有道德，更不该有坏人。
2、论据尚可，逻辑一般，文笔很一般。
3、第一感受:这本书的感叹号太多，给人的感觉作者不够冷静，很多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情绪的，我
不是很喜欢。两点收获：1.官场险恶，尤其是中国的官场2.没法冷静地就事论事，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
的高度，进行人生攻击，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之一
4、不怎么喜欢高天流水的写作方式，比起当年明月来说差很多
5、还是可以的吧！！！不过感觉跟之前写过的《如果这是宋史：王安石变法卷》太像了，没什么太
大的区别。感觉还不如去买《如果这是宋史》的全套好一点
6、因为读过《如果这是宋史》系列，所以基本内容跟这个系列的相关章节差不多，关键对王安石变
法单独成册后，作者对王安石的粉咋又高了一层，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虽然，我也是挺欣赏拗
相公的，但是这套书立场先行的有些过啊。
7、这本书与君臣算是读宋史的开端，创造了一个契机。王安石变法打了无数个搞设计的脸，同时让
我对《通鉴》认了怂。人们被太多的一杆子历史和道德骗了太久。因此，细节才是读史的入口，而不
是通论。
8、听完罗辑思维推荐，满怀兴趣的捧起来读，希望大失望也大。主线不明，当做故事看不畅快；私
货太多，当历史看又不严谨。
9、党争之乱自古就是朝廷中的毒瘤，而北宋的新旧两党之争政治格局一直都在新旧两党之中变换，
王安石的变法对神宗而言是富国之道，但对旧党而言就是，就是欺师灭祖的行为。最后的结局蔡京为
了达到自己的权力欲望，无所谓理想信念，而是扣在宋朝士大夫脑袋上的一顶政治帽子，列出清单逐
个打压。
10、我觉得真的很棒 上册让人耳目一新 下册感觉略微松散 但仍然值得一读
11、有些琐碎。作者对王安石的极端推崇，以及对司马光的不承认、对苏轼的戏谑，都是我不能完全
认同的。
12、看了一点就读不下去了，作为历史细节描述，作者在文字中注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
13、“王”粉奋力一击，觉得对战争的描写很生动，然而变法内容细节却很薄弱，适合随便翻翻的小
说
14、+剖析到位
-思维太跳跃
-不够深入浅出（然而我看过作者《如果这是宋史》系列后就很好懂这本书，大概这就是套路吧⋯⋯）
15、白话历史，通俗易懂，作者有自己的鲜明立场，然后是非曲直自有看官议论。
16、作者个人偏好太重了，都在书里爆粗口了。不够客观
17、从细节看历史的一本著作
18、轻松易读，各位豆瓣的朋友们该吐槽的都吐槽了，不多说。给我的最大收获是:
1、世界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
2、一个人的好坏要从时代的角度分析，譬如王安石站在今天，是我们伟大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推动
时代进展的伟大人物，但在当时却是被人所吐槽、批判的对象。
19、为王安石拨乱反正
20、感觉上学的时候学的历史是物理老师教的。
21、作者观点性太强，好像在和正史赌气似的，花40多块钱买的，感觉亏了。
22、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虽然感觉作者对王安石有一定的偏袒，但是还是通过这本书理清了背诵众多
牛逼人物的关系
23、刚刚看完上册，这是逻辑思维推荐的书中我目前看到最差的一本。作者一屁股坐在王安石的角度
，王安石做的伟光正，反对者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等都是代表士大夫利益害怕国家富强，
苏轼不懂事；一起变法的是奸臣；神宗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作者还特别热衷的去评价好人坏人，太幼
稚了。作者另外对开疆辟土有极高的推崇，对反对战争的司马光等就差贴个汉奸牌子了。
       变法的失败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它必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事和环境，很希望搞清楚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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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不足畏》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造出一堆坏人。改革不是革命，作者透露出希望把反对者杀光的恐怖倾向，这样
就一定会成功吗？宋不杀文人真的是一种错误吗？
24、作为宋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本实在是很一般。写法平淡无趣且观点有失公正。并不是说写史
一定要保持中立，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但对当世之人进行人身攻击就略有失当了。【sherry  2015-08-03
写史可以有立场，但是一旦有了人身攻击，大量用上愚蠢之类的词，就一定失了客观，失了视野，失
了高度。写历史不该有确定，不该有道德，更不该有坏人。（太对了，摘录）】
25、颠覆了整个宋史，对王安石太过推崇，对其他人太过鄙视，世界并没有那么极端，历史也是。
26、别的不说，包括宋史系列，一直拜读。
27、读了一半先来写一下感受。真的太主观了。各种主观的措辞，让人看了很不舒服。而且大量史料
没有依据，信口雌黄。同样是写史，再看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本书。有引用，有标注。言而有据。写
历史不是写小说。人物按照作者的语言随意刻画。没有真实感。你可以分析人物的心理，但你在分析
之前就在脸谱章节给每一个人扣上帽子。
28、买了几个月，一直放在书柜里，在某天下班将上册翻出来，读的不顺畅，也就束之高阁。

赶上过年回老家，心想飞机上无事可干，就又重新捡起来带在身边。

2月6日在飞机上开始读，2月11日，读完两册，很流畅很受用。期间又穿插了史式写的《我是宋朝人》
，本书水平更高。

我们需要这样的历史批判，读史可鉴现在可知将来，有效地深刻地读史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我给本书打五颗星！
29、对于王安石的新政写得太完美，弊端叙述一笔带过。对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评价貌似极端，自
己的观点太多史料依据严重不足
30、宋代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书里，变法的新党中除了王安石，都被打入了奸臣传，高先生的笔下，
奸臣传里除了吕惠卿原来都不是奸臣。真是可怜了吕先生，不仅当时得罪了新旧两党，一千多年后也
没人帮忙翻案。
31、中国人牢固的敬文人思维作怪，认为大作家必是圣贤，大文豪绝对不是混蛋！反观司马光，苏轼
，苏辙这些大文豪所做的事，实在是不敢恭维！
32、以演绎法写史，夹叙夹议，第一次读宋史，角度颇为有趣。
33、16年十一宅家
34、为王安石翻案。暴露了作者天生东北段子手的属性，臧否历史人物有些控制不住愤慨之情。不算
严肃的历史读物，个人感情色彩超浓厚，笔触散漫无羁 逼着读者拿来当野史读呢吧这是。
35、主观性有点强
36、和明朝那些事一样好看的历史书
37、古人的认知有限。只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去看，给人一种唏嘘。
38、虽然说 历史流传到今天只能算的上故事 但还是期望 作者能过客观的写史书
39、自古以来，关于改革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道路：改革，兴旺；不改，渐亡；模棱两可，乱。王安石
变法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
40、罗胖推荐这本书绝对是迫不得已，找人写书，人家写完了也不好意思说写得太烂就不拿出来卖了
，这样对作者面子上也交代不过去，写都写了，只能昧着良心多次推荐。
实话实说罗胖推荐的大多数书都不错，但是这本书跟其它书都不一样，因为不是罗胖看过之后自己觉
得好才推荐的，所以真的很烂。
作者写书完全就是在按照自己的爱憎来写，写得简单粗暴。写作功底不怎么样，最主要的是根本没有
一个合格的写历史的态度，对历史人物没有足够宽容的心态。历史上能留下名字的人难道不比你强，
把人写得太简单，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写成了一具带着名字的骷髅，感觉作者就是一个念初中的看过几
本历史故事书的没经历过世事的小伙子，不过他应该不是一个初中生，所以就像他自己书里说别人的
那句话：只能说水平不够。
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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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当年明月差远了。
41、起码写出了作者的态度，赞！
42、书看了几章发现一些硬伤，比如科举三甲的概念，一甲难道会有十四名？
43、这是本通俗读物，本就有别于学术著作，你买了杯速溶咖啡还想喝出蓝山的味儿来是不可能的，
不是作者错了，人家本来就没打算走学术这条路，你们硬要用学术著标准指责那就不厚道了
44、全书观点清晰透彻 自古改革虽有阵痛 但必涅槃重生。不变 虽可获一时安宁 却终于自食其果。而
模棱两可者 必乱。唯一觉得作者观点过激 有时候形容千年之前的老太后是死女人 ，稍微措辞不当。
还是本好书
45、遗憾之余，感叹改革之艰难。中国不缺智者圣人，但如何不内耗，如何群策群力如何不反复？可
与明治维新对比。
46、主观特征非常鲜明，就是为王安石翻案。
47、作者是带着一腔热情在写史，但就是感情太浓烈了些。
48、变法-敛财-西征西夏-东平辽国-天下太平，财源广进。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全部计划，王安石这
样思想超前的人在变法当时受到的阻力可谓相当大，原因在于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党争不断，宋朝
越来越弱。
改革，果断，立，不果断，废，当断不断，乱。而这乱，危害更甚。
49、脉络清楚，但不要以自己的情感去写人物，让人误解
50、不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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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上册已读完。阅读起来不流畅，人物众多，讲到某人时增加一段背景介绍。感觉是大部头书的剪
切版，对宋史有一定了解可能看起来会流畅一些。上册主要观点有两个：1、变法的目的、速度和涉
及层面2、人分好坏，需具体到事。盖棺定论容易以偏概全。
2、高天流云是通俗史著《如果这是宋史》的作者。《如果这是宋史》我没有读过，之所以买这套书
，一是罗振宇的推荐，二是恰好对那段党争的历史颇感兴趣。凭心而论，这本书写得只能算是还行，
文笔并没有精彩到罗胖所谓“让人一个晚上读完”的地步，作者挺王安石贬司马光的观点我也不完全
认同（听罗辑思维的那期节目，好像罗胖的观点与此也不完全一致）。但本书倒是引发了我的两点感
想：一是关于改革。也许是因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太过成功，“改革”在今日语境中常常被赋予了某
种神圣、正义、众望所归的内涵，变成了一个永远正确的大词，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也可拿评价历
史上的改革。其实并非如此。就拿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改革熙宁变法和戊戌变法来说，常有人给予极高
的评价（本书作者就是如此），我却不那么认同。在我看来，评价一场改革的是非、成败、功过，不
能简单地看改革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备，更要关注改革的实施路径、速度步骤
和社会承受力等等，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对国家社会发展是否发挥了正面的作用。简单地用价值层面的
是非来评价怕是显得有些肤浅了。二是关于朋党。朋党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是个贬义词，在古代中国
的政治实践中也常常种下恶果。元丰元祐年间的党争和明朝的东林阉党之争皆是明证。欧阳修却对此
有不同意见，他在《朋党论》中将朋党区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
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
是身处朋党漩涡之人，他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未成为中国主流，但“以同道为朋”的概念却与西
方政治制度的一些概念不谋而合。将《朋党论》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结社问题的
阐述并看，很有意思，很有启发。
3、由《逻辑思维》第126期《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推荐，购买了这套《天命不足畏——王安石
变法的细节》，阅读完毕，虽本人不才，却要斗胆说这是罗振宇推荐的非常失败的一套书。观点如下
：首先，作者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何出此言？我相信以作者对宋史的研究，一定不会出现如下错误
：1.上册第2页：“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有问题吗？
我想请问高天流云先生，我所了解的宋史中，宋仁宗赵祯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而宋真宗乃宋太宗赵
光义第三子。赵光义是如何成为赵祯的父亲的？鄙人愚钝，百思不得其解。2.下册第276页：&quot;（
向太后）在她的一生里，至少见过三个这样病重致死的人了。宋英宗、宋神宗、高滔滔。这三个人是
她的公公、儿子、婆婆...&quot;,向氏是神宗皇帝的皇后，神宗是宋英宗的长子，所以神宗是向氏的公
公这没有错，而高滔滔是英宗皇帝的皇后，所以高滔滔是向氏的婆婆，这也没有错，可是我想请问高
天流云先生这三个人当中到底谁是她儿子呢？由此，我认为这是作者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其次，
作者对改革反对派的一味侮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书中作者不惜笔墨对诸如司马光、苏轼、苏澈等人
大放厥词，称他们为人渣、疯狗、猪。在下册第217页称苏澈“崇高你个眉山猪”，很好，不光对小苏
进行人身攻击，还顺带搞一次地域黑。请问作者，面对这些，我们又该怎样称呼你呢？最后，在我看
来，本书不是分析王安石变法的细节，而是作者对王安石变法的种种翻案。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作
者是王安石的脑残粉。在作者的眼中改革派就是好人，反对派就是坏人。作为后事之人的我们去评价
历史的时候,或许应该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方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分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会显得极为幼稚和可笑。当然了，作者原是天涯论
坛的一历史写手，善于博人眼球的事情也自然不在话下了，但请问作者知否？这不是写历史的正确姿
势。阅读的过程中，好几次我都想将其束之高阁，转念一想，即使再差，对于我来说也能觅的一滴甘
露，遂坚持看完，结果就是这是今年内唯一一本让我看到愤怒的书，阅读的过程毫不轻松，至少远没
有到罗胖所形容的能一个晚上读完的地步。
4、通过罗辑思维的推荐买了这本书，读完之后还是有一些失望。一、故事缺少趣味。用通俗化的语
言来写历史应该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否则就会暴露出白话文的随意性，让人感觉不够严谨。二、叙事
不够连贯。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突然来一段很大的“脸谱”，等看完了脸谱原来的故事也忘了，看
着很费劲。三、评论不够深刻。说实话，为什么看这本书？是要分析这次变法有什么可取之处。作者
没有站在当代的背景下来评论分析这次改革，实为本书最大的遗憾。在本书中看到的亮点是作者把改
革的总路线图摆了出来：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熙河——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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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以前一直以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改革朝廷的统治弊端，却没想到战争才是终极目的。商鞅变法
，汉武帝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成功的改革最后都通过战争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
5、谈及变法，若是盛世，没有大的问题，当政者谁也不会想去折腾。变法实行之前，肯定是要么强
敌环伺，要么内部贪污腐败腐朽不堪。王安石变法走的是法家的路子，并且改革方略清晰明了，对宋
朝政府来说是绝对的好事。变法惹恼了既得利益集团。在与既得利益集团争斗的过程中，王安石变法
集团及君主没有展现出政治家的心狠手辣。君主对变法的血的历史教训学习不足，心慈手软，导致党
争肆虐，改革派和旧党，旧党内部斗争往往复复，最后把个国家葬送了。心慈手软的人就不要玩政治
了吧。
6、一个泥潭，其他人要么安于现状，要么根本无视。你是跟着这帮人后面走，还是把这个泥潭打造
成一个天堂？这本书我正读到上册后半段，忍不住上网来查一下底细，竟然发现有如此多的人根本不
是为了书中记载的改革的各种坑，而是为了几个人物，几段历史而纠缠不清。这本书，只对那些个想
或者正在改变旧世界的人来说才有指导力。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到周围各种眼睛，算计和陷阱，哪怕我
想改变的只是一个公司里的小世界。感谢作者和罗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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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命不足畏》的笔记-第1页

        我只想说作者应该叫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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