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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前言

说白了，自序其实就是自诩。以前出的几部书，大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偷闲而写就的，所以文章
都比较短。后来工作变动，时间比较充裕起来，于是便尝试着把文章往长一点写，这样比较过瘾，可
以不受拘束，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发表起来，就不如那些短的，写了就发，发了就有媒体转，年底就
有集子收。所以，这部书稿中的作品，许多都是从未发表的新作。应该说，许多年来，我对余秋雨先
生一直都是非常钦佩的，钦佩他的才华，钦佩他的文笔，钦佩他的从容，钦佩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我
一直认为中国文人中，直到今天，论才华仍然无出其右者。我每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
觉。其中“天一阁”、“敦煌”、“庐山”等地，都是我在读了他的文章《风雨天一阁》、《王道士
》和《庐山》之后，才千方百计而去一游的。但是，虽然我仅去了他笔下的这几个地方，却遗憾地发
现，我的感受和他的感受，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回事。首先是王道士，读余秋雨的文章，我对王道
士痛恨有加，中华民族的瑰宝就断送在这个无知而又贪婪的小人手中。但是当我到了敦煌之后，我发
现，王道士不但不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而且他对敦煌的保护还做了很多的工作，至少不是有过，而过
在当时的地方政府和满清王朝。把如此重大的历史之责让一个瘦小的道士来承担，他是承担不起的。
天一阁也是如此，它是读书人的圣地，读了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我觉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到
这里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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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的屈辱》内容简介：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必去苛求历史的真实
，但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仿佛手持一根芒刺，直刺入历史、文化及我们早就麻木的日常生
活深处。某些我们平时耳熟能详、奉为圭臬的“思想”，在王重旭犀利的审视和逼问下突然褪下了堂
而皇之的面具，尽显其存在的荒诞和可笑。
偶尔读读这样的书或许会使人摆脱浑浑噩噩的状态，因为只有在对装了太多陈腐朽见的庸常脑袋进行
迎头痛击之后，才会让其清醒，让人恢复本该具有的健康——尽管这种清醒的过程会伴随着某些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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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作者简介

王重旭，辽宁省凤城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现供职于本溪市文联，出版杂文随笔集《
读书献疑》、《读史质疑》，与他人合著《中国历史的宿命》、散文集《如斯悟语》等。其作品多次
被《随笔》、《同舟共进》、《作家文摘报》、《大家文摘报》、《读书文摘》、《书摘》、《领导
文萃》、《杂文月刊》、《杂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和转载，多篇作品入选年度杂文、随笔、文史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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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书籍目录

上篇  白云天空载天一阁  冬日长城  圆明园被毁真相  佛光里的道士塔  可怜天下老臣心  流放的爱国者  
以罪人之身上路  我被聪明误一生  安能悠然见南山  虞兮虞兮奈若何  激情下的谎言  那是你的宪法  朕
意还是民意  俯首甘为孺子牛  人间何处觅清流  “抚器叛徒的吊客”  待罪之臣待罪心  谭嗣同的死与梁
启超的生  王伦何罪  “秦显家的”宦海沉浮下篇  21世纪广场的梦魇  美人犹自意嫌轻  值得庆幸的死亡  
老舍为什么不是屈原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刘洪的自信来自哪里  刘桂生
的不能承受之重  何以频发的“原政协主席”腐败案  我不震惊  秋风秋雨愁煞人  天上地下我独尊  小人
安在哉一、小人是谁二、小人从哪里来三、小人到哪里去附录一  怀疑与逆向思维附录二  一个外地人
对天一阁的叹息附录三  读《白云空载天一阁》有感附录四  读书读史要质疑附录五  多角度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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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章节摘录

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要朝圣的天一阁？我站在天一阁门前的池水边，望着飘洒蒙蒙细雨的天
空。天空不语，飘洒的落叶不语，只有天一池水中游弋的红鱼似乎在述说着什么。我不能不陷入深深
的困惑之中。爱书与爱钱，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爱书就高雅？爱钱就鄙俗？不会这样吧？爱书
与爱钱，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爱钱是吝啬鬼的话，那么爱书而不读书，不过
是爱钱的吝啬鬼把钱变成了书，转换了一个吝啬的形式而已。其实在范钦的眼里，这些书和那些古玩
字画，和那些奇珍异宝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不过是收藏的分类不同罢了，和“健全的人格”以
及“文化的良知”无关。从范钦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一点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痕迹。我们太多情了
，我们太偏爱了，天一阁无非就是一个私家藏书的二层楼阁，它和其他遍布全国的私家藏书楼别无二
致，只不过范氏的后人使它比别的藏书楼多延续了一些岁月。一个守财奴，最大的忧虑就是儿孙们会
成为败家子。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子孙也打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守财奴。所以，范钦一开始就按照守
财奴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子孙。他为他的那些带不走的书，制订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凡阁门和
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并规定“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人阁，
不得将藏书借与外房他姓”。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成为一条铁律。然而，让他意想不到
的是，守财奴至少还爱他的财宝，而范钦的后人们，却不知那些书为何物，他们只是忠诚地恪守祖训
，守护着那些终将化为灰烬的古籍。显然，这样的制度对保护书籍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然而，没
有目的的保护究竟有什么意义？范钦爱书如命，子孙目不识丁，如此巨大反差，让人怎不震惊？也许
，要使其忠心，必使其愚昧。只有愚昧的子孙，才会恪守祖训。所以，在范钦的眼里，只要书在，子
孙愚昧，又有何妨？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和悲剧所在吧？守着一座文化的金山，却是一群
精神的穷汉，一个家族怎能不没落？我忍不住要问范钦，你要那些书究竟是想做什么？你要那些书究
竟保存到哪一朝、哪一代？

Page 6



《中国历史的屈辱》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的屈辱》：探寻中国历史的谜团和真相站在世界文明的山巅，用思辨和质疑的目光重新审
视中国历史中的谜团，同样的内容，比余秋雨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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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精彩短评

1、写文化的不错，质疑余秋雨。进而质疑整本《文化苦旅》。想去天一阁。后面官场的不喜欢，从
文化写为官之道，没什么兴趣。 

2、各种被河蟹的痕迹。。果然很屈辱
3、本书的内容和自己想象的内容不一样，产生了歧义。但是书中的内容还是不错的。
4、......
5、针砭时弊，难得的酣畅淋漓
6、观点新颖有力，直击真相，看君一本书，胜读十本书啊。
7、比较脑残的一本书，貌似理性公正，假装犀利深沉。坑你爹！
8、王重旭的书绝对值得一读，极具思辨性。
9、总的来说。文章没有余秋雨的作品的吸引人。而且余秋雨的文章更有深度这本书介绍还自诩比余
秋雨的文字更有深度之类的。可是看起来实在是乏味
10、作者是体制内的，对官场的解读很有意思，印象最深的两篇一个是以罪人之身上路 ，一个是待罪
之臣待罪心，推荐一读。确定：作者是体制内的人，温吞吞的，不愠不火，杂文麽，却写的隔靴搔痒
，一点也不痛快。。。
11、真的是醍醐灌顶的一本书
12、= =我真的看过吗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诶
13、前半部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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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精彩书评

1、整本书是有选择地收录 都是作者的策略游戏前半部分掷地有声，写的不错。后面呢，一写到官场
了。首先剖析一下这个目标，说他当官怎样不对，然后说他怎么怎么傻，在中心不言而喻的情况下，
乐观的赞美一两句做结尾。那媚俗啊，跟啃了泥巴似的。最看不惯4个字“仅此而已。”就这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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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屈辱》

章节试读

1、《中国历史的屈辱》的笔记-第243页

        

2、《中国历史的屈辱》的笔记-第242页

        

3、《中国历史的屈辱》的笔记-第174页

        这本书写的不错

4、《中国历史的屈辱》的笔记-第240页

        

5、《中国历史的屈辱》的笔记-第1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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