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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只有帝王将相才有资格进入史书，而平民百姓却少有人提及。公孙策的《黎民
恨：汉朝衰亡录》打破了这种局面，将汉朝的兴衰与人民疾苦首次联系在了一起，取《资治通鉴》《
史记》等经典原著的精华，用精彩绝伦的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汉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于现在的世情
也具有很多的启发意义。
从诸吕之乱起，汉朝的根基就在动摇。全书以“帝国盛衰”“王莽篡汉”“光武中兴”三大部分构成
，公孙策以百姓对朝廷的“恨”为切入点，通过一个个或家喻户晓、或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此“恨”
在政权中的影响，道出政权在君臣、后宫及军队之间流转的前因后果，以及百姓如何在这样的政治斗
争中不断成为牺牲品。然而，当压迫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必然会反抗。从认命、逃避到反抗，人心从
“厌汉”到“思汉”，汉朝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公孙策冲破了当今通俗历史读本的书写局限，他的语言通俗却不庸俗，描写生动却不夸张。与其说他
是一位历史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历史说书匠”，通过他的语言，无论多么千回百转的历史都能逐
渐明晰起来，再深奥难懂的原典也变得亲切可掬。在他的笔下，这些历史人物重新被赋予生命，走出
书中来到读者面前，告诉我们汉朝的衰亡对于当今的警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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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公孙策，本名陈哲明，台湾知名专栏作家、政论家。公孙策曾任中时报系记者、主任、副总编辑，曾
任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经理、副总编辑，喜欢以历史为鉴，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著有《公孙策说名
句故事》、《公孙策说唐诗故事》等著作，擅长引经据典写乱世浮沉。
作者说：
高中时，历史老师说：“你们历史不好好念，将来就会‘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而如今，我
最会的，就是拿故事跟时事对照，也就是“张飞杀岳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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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经历了什么？然而刘秀的方式，却不能保证帝国的永续。
44. 人才来归：不想当官的邓禹 / 188
45. 北道主人：一路向北 / 191
46. 丧家之犬：靠德行，不靠地盘 / 194
47. 败部复活：刘秀大胜王郎 / 197
48. 人心思莽：更始必败，源在民心 / 200
49. 推心置腹：以心收人，十万大军不在话下 / 203
50. 驱狼赶虎：刘秀赢了，但百姓输光了 / 205
51. 刘秀称帝：人马若散，再聚可就难了！ / 208
52. 刘玄末日：更始皇帝的唏嘘结局 / 212
53. 刘盆子：赤眉军力捧的小皇帝什么来历？ / 214
54. 赤眉投降：豆子引发的血案 / 218
55. 有志者事竟成：齐地完全平定 / 223
56. 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刘秀比刘邦英明 / 229
57. 窦融：东汉再收一地 / 233
58. 神龙失势，与蚯蚓同：无诚意的隗嚣 / 236
59. 得陇望蜀：隗嚣的灭亡 / 240
60. 公孙述：只学到了王莽的皮毛 / 243
61. 刺杀来歙、岑彭：公孙述的阴谋 / 246
62. 成都大屠杀：以屠杀收场的统一大业 / 249
后记 / 253

Page 5



《黎民恨》

精彩短评

1、一本书不薄不厚一口气读完了。可以说是这几年通俗历史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本，读了太多马伯庸
、张发财的东西，感觉都是拼拼凑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线和体系，旁门左道
的东西也太多。但是这个作者不一样，在一个有限时间内讲清楚了汉朝从诸吕之乱一直走下坡路的经
过，同时语言又特别有趣，很适合在地铁上读。把资治通鉴和史记里琐碎但经典的片段用直白的语言
穿插起来，形成一幅完整的汉代图景，适合成人读，也适合刚学历史的孩子读。
2、把历史典故用俏皮的文字写出来，读起来也不会太枯燥。
3、有理有据，角度新颖，这点还不错，遗憾是篇幅都不长，也比一般的通俗史书深了一些，干货很
多，资治通鉴讲了不少，对史记的剖析也透彻。
4、一本不错的通俗历史著作。
5、他搞错霍去病的年龄让我很生气。
1.理清西汉皇帝的谥号和名字
2.断袖之癖的来历。哀帝（余桃之癖/龙阳之好）
3.王莽和光武帝看得比较粗略
#我要沉迷学习，不能自拔#
6、读完前汉演义再来看，一天读完，基本的史实再巩固一遍，其中关于赋税和财政的观点还是蛮有
意思的。但是干货不多，仅是可读。
7、简单明了的讲述了汉朝的历史故事。
8、公孙策和其他的历史通俗作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对原典的使用上。他的叙述不是片面的或者拼凑
的，是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上建立起来的通俗史观。在这个基础上更强调民众作用在王朝更迭中起的
重要作用，有别于传统的帝王将相书写，这也是喜欢看台湾人说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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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上很多故事都知道，但却记不住是发生在哪朝哪代，说起故事的时候往往张冠李戴，惹出笑
话。另外读书的时候，更愿意记住情节，却不愿意关注那些名姓。古代人的名字，有时候用字，有时
候用名，有时候用官衔。同时他们的名字中好多都是生僻字，不认识，于是总是一带而过。今天拿起
这本《黎民恨》很认真地读起来。以往模糊的汉代历史，因为这本书，思路变得清晰起来。刘邦打下
天下后，为了保证天下为刘姓所有，弥留之际，当吕后询问：“陛下百岁之后，如果萧相国死了，谁
可以接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那曹参以后呢？”看到吕后步步紧问，刘邦
猛然惊觉：搞不好，刘姓的天下会落入吕姓手中。于是临死前的刘邦布为了保刘姓的天下，布下最后
一局。人算不如天算，即使刘邦再运筹帷幄，他双眼一闭，也管不了身后事了。不过他的这最后一局
毕竟牵制了狠毒的吕后。朝廷权利的争斗，后宫的尔虞我诈，无论哪个朝代都如出一辙。为了天下，
为了掌管大权，多少人不择手段。吕后垂帘听政，为了让自己儿子坐上皇位，将其他皇子害死，人彘
这样的酷刑出现了历史上，惊骇世俗。外戚专权，诸吕之乱⋯⋯一个国家，诸多纠纷，就在权利争夺
中此起批发。一个接一个的皇帝，每个皇帝各有特点，有喜欢男人的，有懦弱无比的，有不过是傀儡
的⋯⋯再看后宫，皇后被害，赵飞燕夺床⋯⋯朝廷权利之争永不停歇，老百姓的灾难开始了，一代帝
国就这样一点点走向没落。刘姓的天下最终改姓了王，王莽篡权，大玩神术，王莽的朝代，百姓如何
？更加“思汉”，于是民起，乱世出英雄，刘秀成为当时的佼佼者。德行天下，什么时候都是不变的
真理。汉朝，最终以一场屠杀结束了统一大业。看这本书，对汉朝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脉络，好多
故事，被串成了一条线，忽然间清晰了。让我读《史记》我是肯定读不下去的，但读这本书，我却看
得兴致盎然。作者把史记中的文字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加入合理的故事情节，让一个朝代的
历史走进读者的心，佩服。希望这样的书多一些，让对历史畏惧的读者，对历史更感兴趣一些。
2、大概四个小时左右读完此书。算是读的比较细了。其实并没有多么的复杂。只是把两汉历史简化
，文言翻译成为白话。相当于是把两汉前200年的历史简单叙述了下。像张謇通西域，佛教东传，班超
班固经营西域都护府等等的历史都不见于书。相对于现在8.3分的书评。过高了。在6.5分左右较为合适
。不过还是感谢作者删繁就简，第一篇。特别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汉宣帝刘病已那一节。因为想起之
前看过港台的一部《乌龙闯情关》正是戏说的这段历史。也算是对我童年观影史的有益补充。还有把
王莽窜汉和刘秀中兴各作为一篇。足见作者对两汉间这段历史的重视。这也恰好说明一点。王朝太平
年间，朝野升平。很难会产生什么豪杰，演义典故之类。就是说书的都不好意思提。日子太平，因太
平而平淡。所以你看什么隋唐演义，瓦岗寨，三侠五义都是在旧朝将灭，新朝初起。百废待兴，豪杰
并出的年代。这段历史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传奇。也有可能你前几年还在驿站里送快递赶双十一。过
几年你就做了匪盗。再过几年就把王朝推翻自立为帝。这在太平年月里不敢想也没机会让你想。但时
势造英雄。说不定田间地头一个农民就被逼反做了将军，子孙袭爵。（所以想起某二代瓜瓜说过，想
回到乱世有一番作为。毕竟他已绝无可能在现在这个局势的国内成就一番事业，可能连自身安全也难
保）但更多的可能是死于乱世，抛尸荒野，做了肥料。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正是因为王莽为了一己私利，托古改制，乱施国政。导致民怨沸腾。最终被推翻。百姓“人
心思汉”。所以起义军推举刘姓皇亲为首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而当这些人真的称帝当了皇上。反而
局势更加混乱。人心转而思莽。更始时局势好些又被赤眉军攻灭之后。人心转而思更始。其实老百姓
哪有思汉思莽思更始。人家想思的不过就三个字：好日子。哪怕日子不好。别让我活不下去就行。就
好像前几年伊拉克，利比亚等独裁政权被推翻。当地人民踩在萨达姆的铜像上。拖拽卡扎菲的尸体。
多开心。但是呢，局势并没有变好。一直是战乱频仍，军阀割据。还有极端势力的坐大。日子可能还
不如当时好。（当然我不是给这些独裁政权洗地。）作者最后点题。说刘秀的成功。其缺点，是验证
了人心思汉的正确性。最后给很多诸如南宋，南明等烂政权苟延残喘的机会。其实这话，对也不对。
人心思汉不过是思念汉朝时期的德政和怀念当时的好日子。在不危害自己生命的前提下，哪怕日子难
过点，当个顺民也就忍了。是后来的政权太混蛋不给人活路才不得不造反。对于黎民百姓来说，生死
这种事，哪是自己说了算的。都是被大时代裹挟。说到底，当这个国家民智不开，民主不施。没有相
应的制度和执行部门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话。则每个人都不是安全的。不说明清两朝的屠功
臣，锦衣卫，文字狱等等。就是在现代，因为民主不施。十年文革期间多少功臣良将能逃脱浩劫。多
少知识分子，无辜群众横死。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想长久发展运行下去。要有一个好的
机制。不断改善的机制。要让人得饱饭。让人能说得了话。才能长治久安。这样才不会有“黎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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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民心所向——《黎民恨：汉朝衰亡路》的群众基础版解读大约是因为从小上政治课导致的“觉悟
”提高，邻近高考，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这种解读版本的的历史著作，统统有一种打开课本
的感觉（当然课本比较难读啦），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夸夸的”几张半页一题的问答题，模式里面一
般回答的这种封建帝国的败落当中，最不可以忘记和失去的一条，就是“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到底因为什么成为了庞大的汉帝国的兴起的因素，又是什么使得整个西汉那“西北望，射天狼
”的豪情壮志都化作了对大汉子民内部的苦难——作者公孙策先生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想来也没有忘
记这种群众基础方面的分析，在《黎民恨》当中，他透过群众的视角，将西汉立、王莽篡汉到光武中
兴的历史脉络梳理成为三部分，用上帝视角将这庞大帝国的故事浓缩到一本书当中，这中间因为《大
汉天子》《大漠谣》之类的被改编过的电视剧或者是各类“汉穿”小说搞得史实混乱的读者的大脑也
可以得到一一清理。当然，由于史书上对平民百姓的叙述的分量太清，我们只能通过这些重要人物对
人民生活的影响，来推测人民的内心。“民心所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词语，我们总是在那些讲述
帝王丰功伟绩的段落当中读到，可这个词语却是沉重的。公孙策通过对王莽的大篇幅的描述，让这个
词语的力量就被凸显出来，在这里，我们能够见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如何通过操纵民意，结合当
时的情况，最终小人得志，又因为真小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面目暴露，最终失掉民心，从而失去了
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百年不过沧海一粟，吹尽黄沙，我们终将见到它们本来的
面目。不过起起伏伏间，成王败寇，战争与天灾，甚至是“文景之治”这样修养生息的时候，民众的
呼声都不过是一种背景音，只有当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了一种呼号的时候，才会变成覆舟的水，将这天
地改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成败兴亡的例子太多，归根结底，人们不过是为了求安居乐
业，有衣穿，有饭食。一个帝国的兴起与衰败，正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成为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
史。在作者的叙述中，也正如小说家张大春所力荐的，他将我们课本上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变成了一本
深刻的书，通过生动的叙述，变成了一本严肃但是充满了可读性的历史书，即便是对于已经看过《汉
书》或者解析的喜欢历史的读者，也不失为一个新的解读角度。By 林怿2016-6-5 14:10:53写于御庭园
4、对于中国历史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自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前我不太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因为看的书和经历的事情还比
较少，而且当时受到钱穆的影响，他在《国史大纲》中说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确，看着中国古
代的那些先贤，开疆拓土，按网友的话来说，是把整个东亚最好的地方都给占完了，才有了今日之中
国。不过越看史书越觉得中国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是平民百姓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很
少看到普通人的身影，顶多在王朝快覆灭的时候看到简短几个字：“大饥，人相食。”。每一次改朝
换代，代价就是人口要下降一半多。这种情况，怎能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中国历史保留一份温情
与敬意”?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还是一部“黎民恨“的历史。正如这本书——《黎民恨》中
所说：“恨，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相对于喜怒哀乐来说。在《长恨歌》中，唐玄宗的“此恨绵绵无绝
期”的“恨”，究竟指的是什么？君王劫后回京，叹的是”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仍
未思及黎民！是思念杨贵妃的心情，而那些黔首，没有出现在诗中。而《黎民恨》的作者，从王莽篡
汉的历史前前后后入手，以黎民的角度诠释老百姓对统治者的复杂心情。1．�把握那段历史的四个关
键词太后：自汉高祖刘邦逝世的那一刻开始，太后就一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太后的作风直接反
映在朝政上。匈奴:汉朝与匈奴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王莽的败笔之一，就是在匈奴国力衰弱之际
，无事生非，惹恼匈奴，最终外患加重了内忧。谷价：汉朝的兴盛是靠着“文景之治“，汉宣帝之后
，昏君辈出，到了汉元帝是，”京师谷价二百余⋯⋯四方饥馑“，这是王莽得以和平接管政权的必要
条件之一。更始：老百姓日子难过，只好期待“变天“。更始，就是重新开始，王莽政权设置”更是
将军“，绿林军也有”更始将军“，绿林的更始将军甚至成了皇帝。可是那一段历史中，所有的”更
始“都令老百姓反而思念前一个统治者！ 而东汉开始，人口减少了一千余万。诚可谓“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不过，要追溯王莽为何篡汉，还是让我们回到西汉的历史中寻找吧。2.帝国盛衰西汉
从刘邦建立开始，就离不开“后宫干政“这四个字，始作俑者就是刘邦的打老婆——吕后。她开启了
汉朝外戚干政的先河，然而也预兆了外戚干政，要么改朝换代，要么就像当年的吕氏一样，身死族灭
，吕氏最后的下场就是后一种。吕后死后，汉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是为汉文帝。他被历史小说家
高阳推崇为“史上第一好皇帝“（第二是康熙帝），他最受称颂的是节俭。除了节俭，还重用一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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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古代法官模范的张释之。第三为人称道的是废除肉刑。“自秦朝来，老百姓最渴望的是刑罚宽简。
汉文帝更能奖励农桑、提倡节俭，而他的儿子汉景帝继承了汉文帝的政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
之治有多好？历史记载：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发生大的灾难。只要不遇到水旱天灾，人民可以家家自
足。国库里的钱因为多年不用，绳索都烂了，以至于无法计算。虽然有七国之乱，但西汉总体是走上
坡路的，直到汉武帝。汉武帝统治时期，干脆用《黎民恨》中的标题概括吧:长门怨：陈阿娇失宠，小
舅子变姐夫；外戚大将军：搏命将军战匈奴，大汉天威实为空；爱其子而杀其母：武帝的精明。武帝
立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并且让三个人当顾命大臣，这三个人分别为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
。经过一番激烈斗争，。最终霍光取得了胜利，掌控整个汉朝。霍光大权独揽，成为第一个权力打过
皇帝的权臣，废立着废立着，终于到了刘病已的时期，他登基后改名刘询，是为汉宣帝。后来史家认
为西汉在汉宣帝时期达到鼎盛，后太子等级，是为汉元帝。汉元帝本质善良，智商也不低，更笃信儒
学，崇尚王道。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缺点:身体不好，多病。更糟糕的是，他依赖宦官是石显，他是西汉
第一个弄权宦官；而他的皇后是王政君，有个侄子叫王莽。其后的汉朝皇帝不是醉心于后宫(赵飞燕)
，就是醉心于男子（断袖之癖），西汉已经是日薄西山了。3.王莽篡汉中国古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原来外企还有点小心，后来越来越作风糜烂，更争相竞奢华。成都候王商有一次生病，为了避
暑热，竟然向皇帝借用明光宫；更为了引水到自家人工湖只能，擅自凿穿长安城。王家其他人不行，
而王莽就出现了。他凭借沽名钓誉的手段，博得士大夫赞扬，然后在几位叔叔轮流执政之后，坐上了
大司马的位子。山寨周公：周公姓姬，但王莽不姓刘在王莽之前，几乎只有武力转移政权的先例。而
王莽没有武力革命的条件，于是精心设计了一套和平转移政权的模式，他利用了儒家称颂的尧舜禅让
政治神话，决定复制相同情境。但是他没有尧舜一样的功劳，因此他决定先复制周公。到目前为止，
王莽的权力都来自太皇太后王政君。可是王政君当时七十多，如果驾鹤西归，王莽的权力顿时落空。
于是他给自己买一个保险，让女儿嫁给皇帝，他成为皇帝的岳父。然而他却杀死自己的日子。原因很
简单，他的儿子王宇认为小皇帝长大的那一天就是王氏的灭族之日，于是他与小皇帝的母族卫家来往
密切，让王莽将政权转移给卫家。王莽以不法逮捕儿子，处死。而王政君下诏嘉奖王莽，说他大义灭
亲。此时王莽的爵位是公，距离王爵还有一步之遥。刘邦的“非刘不王”仍然在。王莽只能另辟蹊径
。首先其他臣子尊称他为“宰衡”，位置在三公之上。商朝伊尹称”阿衡“，周公称”冢宰”..后来
诸臣上表说应该将宰衡提高到诸侯王之上。太皇太后下诏“可”，同时下令研究“九锡”之法。终于
王莽改朝换代，推行原教旨儒家主义政策，迷信复古。4.王莽的折腾王莽心中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
是篡位而当上皇帝，担心刘氏会复辟。而繁体字“刘”拆开为“卯、金、刀”。于是王莽下诏“禁止
佩戴正月刚卯，禁止使用金币、刀币。人民为此怨声载道。而王莽下令：凡是持有五铢钱，造谣大钱
要废除的人，放逐到四方边外。如此严刑峻法，可想而知，上至诸侯下到平民，结果是农民失去田地
、商人无法营业。人民辗转流离，不知所之，坐在道路边哭泣。王莽又实行土地国有制。对于王莽而
言，他是恢复周公制定的井田制，可是对人民大众而言，却是土地全面被充公。空话治河：说得好听
而已中国好多地名都以王莽为名，并非因为王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幸福，而是王莽时期的黄河泛滥。
人民当时寄希望于王莽，于是王莽攫取了整个帝国。可是，王莽又如何治河呢？最终没有实际行动，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惹恼匈奴:外忧内患的人间炼狱。王莽成立新朝，一改汉朝对匈奴的
绥靖政策，逐渐对匈奴采取高压政策。还煽动东北地区的乌桓人，让他们拒绝拿出来本应该贡献给匈
奴的皮毛。而这却是匈奴不能容忍的。但是，新莽政权的对匈奴强硬政策并没有就此停止，还把新莽
以前汉朝所采取的对匈奴特殊厚待 政策废止掉，而将匈奴从原来的客臣降低为外臣，甚至斩杀了匈奴
人质。这些都刺激了匈奴，匈奴又开始连年寇掠中原对此王莽派遣二十万大军攻击匈奴，事情失败，
这反而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人心思汗：人民不安，政权不保说来讽刺，王莽时期民变，原因竟然
是王莽“照顾民生”的政策！新朝政府设立羲和命士，调节物价。想法挺好，但是基层执行官员都是
当地豪强。这些人与郡县官吏勾结、作假账。老百姓反而因触犯这些专卖业务，最终可处死刑。不止
如此，新政府的法令多如牛毛，又繁琐苛刻，加上徭役繁重，占走农人耕田的时间。富者尚不能自保
，更何况升斗小民。众叛亲离：在“精神错乱”的陆上越走越远全国到处民变，大风吹垮了未央宫前
殿，王莽为了“上应天象”，下诏废太子，过了不久，另一位皇子王安也病死。王莽一下子失去了皇
后与两名皇子，陷入没有子嗣的恐慌，乃将两名私生子接来长安。骗不了别人，只能骗骗自己起义军
发表檄文，指控“王莽毒杀汉平帝”，高举“兴汉灭莽”的旗帜。王莽为了表白，在未央宫召集百官
，开启金匮，取出当初平帝病危时，向天请命的那件文书，一面念，一面痛哭流涕，向百官表白，可
是这一招已经无效。学周公无效，王莽于是把自己的头发染黑，立了一位新皇后，还娶了120名姬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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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让人产生联想:“皇帝返老还童，莫非有神仙相助？“这招同样无效。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风起
云涌。最终起义军杀入长安，一拥而上，将王莽的尸体割成了碎块——为了分功劳。王莽的人头被挂
在街市示众。老百姓恨死了王莽，用棍子击打悬挂的人头，还有人割了他的舌头。恨呐！5、帝国不
能永恒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刘秀取得最后胜利，成为汉光武帝。光武帝对功臣仁厚:所有侯爵都不
兼任政府官职，但以“特进“身份，参加朝廷会报。刘秀对外戚看起来是刻薄的，然而他的“帝国永
续公式“却不能保证帝国永续。东汉近二百年，几乎不曾摆脱外戚干政。而该书作者公孙策认为:刘秀
对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负面影响），是证明了”人心思汉“成立——假设是赤眉或公孙述统一天下
，“人心思汉”就不成立了。后来也不会出现一些延续烂政权的偏安、流亡政府（如东晋、南宋、南
明），因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岁月。这就是作者对《黎民恨》的结论。有关作者：公孙策，本名陈哲
明，台湾知名专栏作家、政论家。公孙策曾任中时报系记者、主任、副总编辑，曾任台湾《新新闻周
刊》总经理、副总编辑，喜欢以历史为鉴，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著有《公孙策说名句故事》、《公孙
策说唐诗故事》等著作，擅长引经据典写乱世浮沉。
5、流水帐，有些不想写书评了。想想还是写写吧。毕竟对东汉历史不算熟悉，也算借此入了个门。
能感觉到作者想表达什么，可惜功力有限，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有些许标题党的感觉。跑题一下。
讲真的，没去过西安以前，是没有确切的想法，中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化到具象化仅仅需要的
就是走出去。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远行。古人的说的是有道理的，真是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
6、公孙策说历史故事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他多年前就在新闻专业杂志上用以
史为鉴的手段让许多浮舞于尘世之间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有了可参照的历史向度，从而读者非但对现
实有了更冷隽的透视；对古史似乎也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度。我很讶异他的书没能够成为中学生的历
史教材（或者至少是历史科的补充教材），像这样浅显易懂而兼具史识的书，他已经写了两本（《英
雄劫》《大对决》），据说还得写足一千个故事，若能结合历史教学，让学子在生动的文笔点染之下
，贯通历史事件枝叶纷披的繁复因果，而能从主流的历史叙事和晓畅的世情观察中启发更深远的知见
，这是多么可观而方便的教育？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幸好公孙策的著作没有列入教科书队伍里，成
为升学考试的敲门砖。一旦沦为彼道之阿修罗，那些随史事而演出的神采与文采注定沦为截搭割裂、
刁钻欺人的考题，则学子恐怕只能在强迫取分的恶戏中丧失对历史甚至史学有意义的好奇心了。然而
我仍然要在公孙策多年来所吸引的成人读者之外，对广大的学生族群、或者许多不为猎取分数而求知
的读者，推介这一本《黎民恨》。公孙策为我们掌握了一个从“人心厌汉”到“人心思汉”的转捩主
轴，看似以王莽“何兴之暴也”又“何亡之疾也”的深刻原因，有现实面的、更有思想面的。西汉尊
儒，世所共知，但是长期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得在制度面上“发岩穴”“举孝廉”的种种措施，反而
成为有心幸进于士朝者极可利用的门道。这个人事流动的内在肌理早在汉宣帝、汉元帝时代便已成形
，所以王夫之论此：“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饰其贪顽。”──过去几年台湾人动不动就选出
“假”、“伪”等字作为“年度字”的底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也不是，老百姓的眼睛
总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才变得雪亮；此黎民之恨所由生也。伪术初起时，总是堂而皇之，冠冕轩昂，所
以王夫之痛斥匡衡、贡禹那样的儒者，不能度德相时，只知舍本逐末，他们的拘迁迂阔，具体表现在
“兴明堂辟雍，仿周官、饰学校于衰淫之世”。可是对于经学沦为五行灾祥之说、易姓受符之术，却
完全束手，只能任令假借者以更深刻的诈术将儒道转变为“信天命而废人事”的晃子。在这种潮流掩
卷之下，王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周公矣、舜矣，无惑乎其相骛如狂而戴
之也！”这最后一句：“无惑乎其相骛如狂”和后世多少假借时风所趋而成名立望的政治人物一时备
受拥戴，却了无建树于国计民生的翻云覆雨又是多么地相像？黎民为甚么会恨？很简单，黎民恨的是
他们自己瞎，却又不能有意识地承认。今天的公民社会普遍让人们自以为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里的愚
夫愚妇，殊不知今天的愚夫愚妇只不过是不习当年儒生所习之“阳九百六之数”而已，今天的愚夫愚
妇仍然想尽办法通过升学考试，或者是想尽办法使其子弟通过升学考试，通过之后，依旧不能免于各
种政治乱象。他们依旧瞎，瞎了之后不肯承认，所以依旧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发动的抗莽革
命，到头来只是擦亮了顶着“刘”姓的光武帝，毕竟不免落入了“人心思汉”的陈旧迷思。如今我们
一样，这个误会使我们不思考历史发展更为具体、更为繁杂的细节。我们太懒，除了被赋予非此即彼
的选择之外，不能有距离地看待现实──因为我们连看历史故事都会发懒。公孙策发心着手写了好看
的历史故事，必有其深切而不必明说的期待，而我则期待明眼的读者真能够自外于“相骛如狂”的困
境。根本无视于政治人物玩弄的一切价值虚套，何必恨？
7、如果说起历史，我们很多人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个历史年代和大事记，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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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历史的方法，在没有了解历史的血肉之前，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大事记串起了对于历史的认知，时隔
多年之后，因为没有对历史的架构和事件的总体认知，那些记住的年代和大事记也随之被忘在了脑后
。随着这些年历史剧的繁荣，我们看了很多被改编的历史剧，《甄嬛传》、《芈月传》、《康熙王朝
》、《雍正王朝》、《大汉天子》等等，能改编的几乎都能拍成电视剧，而被拍的最多的还是“后宫
剧”，各种勾心斗角，各种阴暗人性，在权力角逐中纷纷上演，一个比一个有手段。公孙策的《黎民
恨》写的内容在教科书之外，有情节有细节，还有各种解说，相当吸引人，像是在讲故事，却又是根
据历史史实进行演绎的，属于“通俗历史”范畴，如果史学家看到了未必喜欢，但对于对历史的枝节
没有了解和掌握的童鞋，可以当做一本丰富历史细节的历史书来读，而且读起来不至于索然无味。作
者把此书命名了“黎明恨”，代表了他一定的史学立场，不论是太后弄权，还是朝廷大臣争权夺位，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关照了他们的这种争权夺利是否顺应了民心，如果只是钟宝寺，瞎折腾，最终只能
像王莽一样上去又下来。这本书对于教科书是补充，又不至于像工具书那样索然无味，经过作者的加
工，汉朝历史以更加丰富的细节和内容呈现在作者面前，三个部分以不同章节结构，每一节讲述的都
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作者用他特有的笔墨试图还原一个有声有色的汉朝历史。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
在历史的讲述中融入了自己的史观，那些“举全国之力谋个人私欲”的当权者们，在荼毒百姓的同时
，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在历史上也有比较客观的评价，作为当权者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
发展，百姓疾苦，最终将会走向灭亡。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汉朝政权更迭“奇葩”事
件频出也不足为怪，汉朝之后的朝代也没少发生类似事件，也上演了不少“黎民恨”事件，“水可载
舟亦可覆舟”总结的还是颇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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