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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对历史的伤》

内容概要

1、研究晚清政治越发感觉现在处于轮回时期。——马勇
2、社科院马勇首次完整叙述晚清70年，找寻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3、海外稀见版画插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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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对历史的伤》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国近代通
史第四卷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 》《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等
，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容忍历史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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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危机
甲午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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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旅顺之殇
甲午陆战：弃守辽东
威海之战：甲午战争的转折
和比战难：甲午经验
李鸿章遇刺及其后果
李鸿章忍辱负重马关讲和
戊戌变法
胶州湾事件
抢占旅顺和大连
威海卫之殇
康圣人的巴西移民计划
西花厅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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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帝第六书
昙花一现的保国会
王照上书
官不聊生
光绪密诏
康圣人，你快离开北京吧
夜访袁世凯
义和团运动
大阿哥事件
义和拳起山东
被绑架的义和团
北京来了义和团
八国联军进北京
辛丑条约的签订
清末新政
八国联合改造中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废除科举好难
训练新军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新政的真诚与成效
辛亥革命
改良输给了革命
武昌起义
汤化龙仗义而出：民国政治的起点
找个理由不革命：黎元洪们的第一选择
被迫革命的黎元洪
出手不凡的湖北军政府
隔岸观火的袁世凯
袁世凯出山为推动君主立宪
清廷不觉醒让革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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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对历史的伤》

精彩短评

1、老调重弹
2、马勇老师一贯的温情和敬意，值得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学习
3、写的挺好，反思有力。
4、语言也太平实了
5、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些耻辱的记忆，历史在那一瞬间就改变了，受伤不可怕的地方，可怕是
反复受伤，历史总是折射未来，有眼光的伟人，在中国并不多。
6、政治 外交 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视角～
7、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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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真理总有其局限性，牛顿的惯性定律只适合宏观世界，对于微观的粒子世界，它没有任何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如此，在局部的历史中，它总是无法对号入座。局部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人民群众推
动的，恰恰相反，个人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勇在重述1840-1911中，用“坦然面对历史的伤
”来审视这段历史，他鲜活的文字是这段历史的放大镜，可以让读者看清每寸伤口。之所以把
“1840-1911”的历史叫伤，是因为这段晚清的屈辱史是人为造成的，原本可以修复，但仅仅因为一些
“意外”，终究没有修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最知名的英雄当属林则徐，但是清政府罢免了他，使
他仅获得半世英明。当时的道光虽不是昏庸的皇帝，但绝对不够智慧，只因为英国的一个小小诡计，
他便用耆善代替了林则徐，随后，这位肩负重任的替代者，却因为一个《穿鼻条约》又被道光砍下了
无辜的头颅。我们现在无法揣测道光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抉择却凸显出了他的愚蠢。对于鸦片战争
的爆发，马勇认为当时中英之战难免，战则败，败则变。但清朝的皇帝一直在战和之间犹疑不决，存
在着侥幸和希望，既害怕失败，又不想失去帝国尊严，所以对战事一拖再拖，错过了变革的时间。皇
帝的保守思想，使他对英国的一切要求都异常敏感，仅仅是放开口岸，在今天来看，实在是互惠互利
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清朝决策者却以为是阴谋而拒绝通商。清朝因为最高领导的无智而一再错过学习
和变革的时机，像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拖一天就离死亡近一天。尽管慈禧执政的前三十年，使清朝
出现了洋务运动，从而呈现了一段中兴的繁荣，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曾国藩这些明智的汉臣，而不是清
朝的当权者，慈禧终究是个女人，不算一个政治家。如果是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在清朝的末年出现，
也许历史真的会改写。马勇的文字没有鞭挞任何人，也没有刻意去褒扬任何人，但是每段的事实描述
，却叫我们振聋发聩，笔下的李鸿章和慈禧都是鲜活个性的人，并非历史记载的冰冷政客，李鸿章为
了少赔银子对伊藤博文近乎乞求，堂堂一个中堂宰相在敌国面前哭诉，因要可怜其一把年纪，而要求
讨价还价，这也许就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慈禧也并非不支持变革，只是面对被罢免的老臣们的哭诉，
动了恻隐之心，在马勇的笔下，这位权倾一时的太后终于还原成了一个女人。对慈禧而言，他与光绪
皇帝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多数时候都是一致的，马勇用一个“亲情尚在”来解释慈禧与光绪
的分分合合，这更符合人性。慈禧作为光绪的姨妈，绝对不会害他，甚至对光绪一直都是疼爱和宽容
的，而清廷的斗争也不像后来电视里演的那样机锋相对。读完马勇的书，你会觉得真实的历史就是一
些简单的人和一些简单事的结合，任何历史都会因为偶然事件而随时改变，哪怕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历
史变革，也许最初仅仅源自于一场闹剧。很多时候，一些“意外”或者是“偶然”就像一个调皮的孩
子，随时蹦出来，瞬间就会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当时来看，武昌起义如果没有黎元洪，一
定会失败。而却很少有人知道黎元洪参加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他听说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他
的学生，他原本是想劝说他学生放弃革命，结果却阴错阳差被误认为要参加革命而被推上了领导岗位
。因此，在汤化龙叫其签字之际，他十分不情愿，最终还是别人代签的，可当义军攻下武汉三镇之后
，他的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立刻决定支持革命。黎元洪也没有大是大非或大智大勇，他和普
通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那一刻他恰巧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从而被历史记住。当历史还原到某个场
景的时候，决策者的大脑往往决定着下面一段历史的走向。马勇从人性出发去研究历史，使我们看到
最鲜活的历史，最细微的真实。这并非与唯物史观不合，而是把历史切碎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的只
有人性，没有规律可循。
2、好的方面：1）站在中立的角度，带领读者重新阅读1840-1911年的历史大事。通过历史真实的条约
内容，诏书等，纠正了之前很多历史课本学习到的观点。2）作者补充了一些自身具体的观点。不足
方面：1）中国经济没有数字说话，比如对外贸易每年的情况。2）中国每年收入情况。3）太平天国，
义和团写的太简单。4）没有指出引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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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对历史的伤》

章节试读

1、《坦然面对历史的伤》的笔记-all

        鸦片战争，其实英国的目的是通商。这一点，1）从后来的南京条约可以看出来。2）从英国敲开
日本门户后的措施也可以看出来。
中日甲午海战：判断一件事情是否要做，有些时候不能感情用事。但如果真的被逼做了，就得仅全力
去做，中间有挫折，也不能放弃。这块日本就做的很好。很早就思考了各种结果下的应对措施。
2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海战，这些战争，如果前期处理的好，能否避免掉，或者积蓄力
量，延迟开战？战争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真的需要忍耐一时，否则战败后人们被烧杀抢掠，赔款，
割地等等。
改革的进程，需要结合实际，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否则欲速则不达。
这部书的不足方面：1）中国经济没有数字说话，比如对外贸易每年的情况。2）中国每年收入情况。3
）没有指出引用的参考书。 经济决定了社会是否能够平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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