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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内容概要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
蛮征服文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一直将弩作为主战武器？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失败？为
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现代世界
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这部闪烁着思想光芒与历史细节的作品中，杜君立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气势恢宏，以优美节制
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史中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纷
杂吊诡的物质动因。在当下这个将历史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戏说恶搞潮流中，本书以其广博理性而震撼
人心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实，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
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
本书是当下人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明进化史的一个独特文本，它从“大历史”的角度
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及其诸多人类不平等形成的历史原因。同时，本书也是一部有诚意有良
知的关于人类文明谱系中不同民族发展命运的历史读本。基于人类生活休戚与共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作者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娓娓道来，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
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信息量大，启迪性强，更难能可贵的是知识性、文学性与思想性，均面面俱到；准
确地说，这不是一本精英的高端的著作，而是一本草根阅读者奉献给草根阅读者的枕边读本，其可读
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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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君立，不惑之年，关中西府人。2003年尝试文学写作；2009年开始以博客为主的网络写作。其作品
以社会时评、思想解构、文化批判和历史随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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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书籍目录

自序：历史的终结/1
庸众的胜利 /  1
从弓箭开始，机器诞生了，人类走出蒙昧时代。精英的射礼开创了中国的尚武文化；秦弩打造了一个
延绵2000多年的专制帝国；宋弩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成为东方游牧者与西方骑士的一个噩梦。
从弓到弩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也是权力的历史。技术的最终意义在于解构征服，草根颠覆精英，
平等消解奴役。从启蒙开始，人类的历史不再是精英的历史，而是庸众的历史。历史是精英的坟场，
历史的结局终归是庸众的胜利。
从工具到机器 / 3
从射礼到六艺 / 8
从机器到武器 / 13
从中国弩到十字弓 / 17
长平之箭 / 22
弓与弩的对抗 / 28
“汉奸”的起源 / 33
澶渊之箭 / 39
英夷之矢 / 48
冷兵器时代之绝唱 / 55
战争的毒药 /  6 1
在人类大多数历史中，中国是文明的引领者，火药就是文明的产物，它是文明人对付马上野蛮人的武
器。吊诡的是，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并没有逃脱被马上野蛮人征服的命运。中国火药以马上征服者的
姿态进入西方，从此结束了东方征服西方的历史。中国火药击碎了骑士的甲胄和城堡，君主在极权中
崛起。在火药的硝烟中，资本主义展开对东方和世界的征服，现代世界的大门轰然打开。
所谓战争 / 63
攻与守 / 72
钓鱼之城 / 79
中国雪 / 86
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 92
火药的革命 / 99
最后的火器帝国 / 109
佛郎机与铁炮 / 119
最后的汉奸 / 126
天朝的葬礼 / 133
大众的反叛 / 149
战争的终结 / 156
蓝海的诱惑 /  167
冰河世纪结束以来，地球就是一个水的世界，劫后余生的人类被隔绝在无数孤离的陆地上。“观落叶
因以为舟”，从树叶飘落到水面那一刻起，人类就不再望洋兴叹。早在1万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就游
走于太平洋。从石器时代的独木舟到核时代的航空母舰，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从郑和到哥伦布，人类
将沧海变为桑田，将天堑变成通衢，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将贸易变成世界语言，将征服与杀戮延伸
到大海深处，帝国在这里崛起或者沉没。
诺亚方舟 / 169
独木成舟 / 178
桨帆时代 / 184
天生一个地中海 / 192
最后的中国 / 201
帝国的宝船 / 214
海盗时代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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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 / 239
风帆时代 / 253
海上马车夫 / 261
“五月花”号上的理想国 / 268
黑船来航 / 278
附录一 /  301
大事年表 / 301
附录二 /  3 13
参考书目 /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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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精彩短评

1、虽然作者也承认还是要说掉书袋掉得严重啊，作为历史普及还是合格的，有照顾民族主义情绪的
成分？
2、1.类似于秋风《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文笔类似，问题也类似，同样都是碰到三代以及三代以
前的历史，随随便便就把《山海经》拿来引用，从不考证引文是否可信。
2.春秋、战国及秦以后历史，相对更可信，但引文出处较少。
3.写的大历史，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历史N日谈，没什么连贯性、系统。
4.对读史未入门或才入门的读者，似乎更合适些。
3、延续了一的写法，弓箭、火药和船如何改变世界，发觉历史总是在巧合与必然中前行，而作者饱
含深情地对近代史中国落后的批判也让人受益匪浅
4、杜君立先的大作《历史的细节2》,作者耙梳历史细节，见微知著，以独特的视角见他人之未见，言
他人之未言。在信息海量涌来的时候，真知灼见最难得。
5、非权谋的大历史视野
6、更像一本历史笔记，罗列对比全球历史，呈现出惊人的大历史宿命感。
7、以前看过余秋雨的书，算是一些文化史，如果当时看到这本《历史的细节》，余秋雨的书就看不
下去了。余秋雨写一点诸如《 千年一叹》这样的书虽然有点皮毛，但是干货不足，剩下来就是他不知
所云的文化大感叹。余秋雨其实有一种隐形的“官史”意识。杜君立相对要平民草根得多，所以不可
能孕育官方意识的思想。这样的好处是写东西，有一分说一分，不附加太多的谰言、狂言。比如三宝
太监下西洋这一段，哈哈，我看了恩多的书，包括小说，
都没有一部像杜君立这样说得实事求是的⋯⋯

8、这本书初看的时候不错，看到后面就觉得有些卖弄和杂乱。不过作者选择的角度有些特别和刁钻
，以至于自己写的也很乏力，第一个标的物弓箭（弩）是很有趣的角度。
9、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读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历史的数据，且军事上的历史事件都必须
查找资料，写得非常有趣。大气且不失细节，作者还参考了不少理论书籍，个人觉得可读性非常强。
10、存着部分还没证实的资料
11、前半部分讲战争平民化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分我还记得的也就密苏里舰上的两个国旗这一个细节
。
12、细节很多，写中国弩的发展部分值得一看，后两部分略凌乱，可能细节叠加太多了。
13、just so so
14、先买来慢慢解析
15、我的个天。神经病还出第二季
16、这本书大概读了一边，作者通晓古今，就冷兵器之弓箭和热兵器之火药对战争乃至世界的影响，
为中国由火药的发明者而使得蒙古帝国横扫西方乃至封闭而导致被西方舰船礼炮给打开国门，归结到
最后却是制度，国是谁的国？这个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关于船与海洋，更是以世界
的眼光来看，而宋之后海禁政策以及三宝下西洋的非理性炫富更是让人无奈
17、中图
18、作者的第二本历史著作相比第一本的逻辑主线更为清楚，掌故引用更加节制，再次以细节串联起
了历史的脉络，推荐！
19、比第一本好，私货没那么多了，整理的也算清晰
20、一本不如一本了
21、启蒙我新思考方式的书之一。客观地、物质化地来重读历史。
22、杜老师的书是值得收藏的，每一个章节都要仔细品读，信息之大，内涵之深，每一个读者都会感
受到。
23、我觉得挺好看
24、读的2016年最新修订纪念版。不同的视角，了解一下，还可以吧。
25、有的内容有点意思，就是语言不够幽默，读起来很累
26、和第一部一样，一如既往信息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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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27、非常不错，值得一读啊！
28、以技术为线索整理出来的历史。更盼望微观的技术史会更有用处。现在真正走入工人农民的调研
太少了。当然基于独立思考的也不多，这也是不容易的。140129

29、有关五月花的篇章相当精彩，可有关上帝之鞭的论述，似乎有谬误，描写弓箭的明显比轮船的篇
章要有说服力一些，前半部分更引人入胜，整体来说是不错的历史入门学术书
30、一起买了全套，一般。
31、对于兵器技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精彩的讲述，获益匪浅。
32、墙裂要求豆瓣增加负分选项
33、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历史的视角——杜君立先生的史观不同于遗毒甚深的党化历史和阴谋史
观，亦与过于学术化的观念性史观有异，他是从改变世界的基本的物质性力量入手，从那些为人所忽
视的“细节”中显明中西方历史的不同特质及各自的历史走向。作者的史才和史识在汪洋恣肆的文字
中淋漓尽致的挥洒出来。我们可以质疑他对很多史料的阐释，但在作者的叙述中饱含的对良知和道义
的深切关怀，无疑是我们这个过于关注个体肉身存在之“堕落时代”的稀有之声。为此，我们需要向
杜先生致敬。——四川大学博士生，赵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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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精彩书评

1、《历史的细节 I 》－－第一本我已经看过，这新推出的《历史的细节 II 》还没有看，但以我对杜先
生文笔的了解，我相信这《历史的细节 II 》肯定要比《历史的细节 I 》的内容更丰富，也更会让读者
受到启迪！我知道在《历史的细节 I 》出版后，很多读者都把自己读完后的所思想与杜先生做了沟通
与反馈，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本更是汇聚众人之智的《历史的细节 II 》，它的内容更充实也更
精彩！期待书的到来中！！！
2、继《历史的细节I》分析“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之后，这本书进而分析
了“弓箭、火药和船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在这本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作品中，作家集百家之长，见
微知著，气势恢宏，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爬梳，揭示了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及其背后蕴含
的物质动因。希望和大家分享，推荐！
3、读书札记 读@杜君立 的《历史的细节》入迷，越发感佩他以小拨大四两拨千斤的功力，越发感佩
于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梳理、编织能力。他不动声色以微物入手，水银泻地一般由此延伸开去，细
细道来这些微末之物 与历史、政治巨大、深远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非常喜欢。期待他的《历史的细
节2》。
4、《历史的细节２》无疑是一部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和之后，有着更多思考的作品。而这种思考注
定不会轻松，无论是距离今天或远或近的时空，都与当下联接成一个个循环的回路，直到今天，我们
都在这些时间的回路中打转不止。如果说，这两部作品通过器物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汉语历史的影
响和作用，将那些从现代化进程开始就被提出的问题再一次提出；而通过作者的思考和写作，让这些
问题以这样一种，即：那些历史的细节，得到精彩的演绎，而相对于那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漂浮
在文字之下，在纸面上呼之欲出。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做历史的看客，或者说，在合上书本后，那些
历史和细节就与我们彻底无关，恐怕，这并非两部《历史的细节》和作者的本意。
5、敢说话，这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基本的操守。柴静的《看见》，你了解会了解到另外一个中国！《
历史的细节》，你会了解另外一个世界！你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你在历史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你看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究竟差多远？这本书都会给到你答案！整个世界的潮流是抵挡不了的
，一个国家也不行！
6、人间春秋——《历史的细节２》读后感霜降这天除了意外的晴朗，一起到来的还有杜君立先生的
新作《历史的细节２》；而这一刻距离我收到杜先生上一部作品《历史的细节》，已经过了半年时间
。在经历过一个漫长且炎热的夏天－－漫长到我们每个人都像从千年时光中走过，突然在这个秋天抬
头－－后，作为一名读者，我是否能意识到，人间已经春秋置换？而若能把那如斯时光停留短暂一秒
，让我们可以一窥时间的斑斓，那么，我们不禁在想，对于历史的时间而言，人间春秋，又给予我什
么样的启示？受制于思想与写作之外的种种原因，使得本应该一部书展示的历史细节，分作两册——
也许未来还会有后续作品吧（我这样猜测）－－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两部书放置在一起阅读，就感觉
像是一对儿失散已久的兄弟。两部作品使用了同样的叙事架构，用器物穿缀起中西的历史，而两者又
汇聚成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从汉语文明的角度来看，汉语文化是一种建基于历史或者说历史学科
的文化系统，从知识分子的史学专著，到民间大众对于历史故事的传播与爱好，这种历史的思维方式
成为每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专长，应该说，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了我们思考这个世界时几乎唯
一的方式。这种汉语文明标志性的思维方式，自然有它的利弊，但是，在汉语文明作为一种封闭性文
明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这种思维方式的敝处就越发明显，尤其是与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发
生碰撞的时候。换句话说，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具体地说，更新我们的历史思维方式，就成为了汉
语文明与现代化接轨的重要一环。我们并非没有历史或历史学的传统，甚至于说，我们的传统基调正
是历史的，但是，我们的历史学的基础却有问题（建基于价值判断的历史学），这也使得我们在认知
历史的时候，往往被我们自己的历史叙事遮蔽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所幸，在与西方接触百多年
后的今天，不同的历史叙事也舶来中土，让封闭已久的汉语历史叙事拥有了他山之石的借鉴。而对于
今天的汉语大众来说，那些在古老的历史叙事中改头换面的历史诉说，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文化消费
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的历史认知，并没有比我们的先人走出更远。也因为如此，一种矫正性的
，或者说对于历史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之于我们就更为重要甚至迫切。在这个向度上，杜先生的两
部《历史的细节》就有着雪中送炭的及时和善意。就像书腰上的推荐语所说的：放下功利与权谋，带
着思想和智慧，读一本真正的历史。而对于我这样弱智弱力的草根来说，既无功利也无权谋，更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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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指望思想与智慧的大彻大悟，我所希望的是，通过作者对于历史的重新爬梳，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知
，哪怕仅仅是做着接近常识的努力，而在这个功利和智慧一样泛滥的时代，《历史的细节》这样的作
品，就成为历史写作中的吉光片羽。半年前我写下了《历史的另一张面孔》作为阅读《历史的细节》
的感受和些许思考。我想，旧文中的一些观点同样适用于《历史的细节２》，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半
年前的感想，也许，就是那些萦绕在文字之外的思绪。一个思考历史的人，是无法回避作为观察者所
选择的立场和角度的，甚至于这是比思考和文字更有理由鲜明呈现出的叙事特色。无疑，杜先生的立
场和角度，在两部作品，以及散见于网络上的诸多文章中，早已经清晰展示。如果我们认同作者的立
场，甚至于我们与作者抱有相同的观点，那么，这两部作品，尤其是第二部，所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
仅是对一部静态历史的叙述；历史不仅与我们有关，而且也深深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以及汉语文明。
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那些曾经形塑了汉语历史的力量，在今天依旧作用于我们和生活，并且可以
想象这种力量的惯性对于未来的影响和掌握。《历史的细节２》无疑是一部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和之
后，有着更多思考的作品。而这种思考注定不会轻松，无论是距离今天或远或近的时空，都与当下联
接成一个个循环的回路，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这些时间的回路中打转不止。如果说，这两部作品通过
器物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汉语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将那些从现代化进程开始就被提出的问题再一次
提出；而通过作者的思考和写作，让这些问题以这样一种，即：那些历史的细节，得到精彩的演绎，
而相对于那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漂浮在文字之下，在纸面上呼之欲出。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做历
史的看客，或者说，在合上书本后，那些历史和细节就与我们彻底无关，恐怕，这并非两部《历史的
细节》和作者的本意。而那些打破时间回路的希望，与其说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认知，对于我们来说
，是对自身历史以及融合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汉语历史的重新审视，倒不如说，是对我们所继承的文明
遗产的清理，以及历史所遗传给我们的，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天性和禀赋的自省与克服。相对于这种
无人号召的要求，也许，了解到这种要求之于我们和未来的重要，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我很高兴
的看到，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由作者和他的两部作品宣告完成。当然，没有一位作者有资格和能
力要求读者如何去看其作品，倒不如说，一部作品最终是由读者来完成的。如果我以上文字让没有读
过《历史的细节》的读者略感沉重，那么，我必须在此澄清，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倾向。而这部作品
无疑兼具史实和趣味性，以及所有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所要求具备的因素，除了常见的陈词滥调、盲目
煽情，以及学术评书表演者精通的哗众取宠。当然，我可能还遗落了许多我没有注意到，但是，足以
吸引不同读者的种种思考与写作上的精心奉献。对于一个人来说，百年时光足以让一切叙事盖棺定论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都只是时间的注脚。向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投下一颗石子，荡起的涟漪也随
着河水漂流远去。想象这条时间的河流此时此刻，正在流经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让这人间春秋在时间
的亘古中不及弹指；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叙事，仿佛崩断的琴弦上滑落的音符，演奏着纷乱的旋律，
而愿我们可以沿着这两部作品的方向上溯时光，在她不舍昼夜的流逝中，寻觅一份不能一瞬的感动。
写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３１日　下午　多云
7、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很多看起来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仔细探究，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不
能只是粗枝大叶，微小的细节常常更能贴近过往的真相，细小的事物往往能影响历史态势、改变世界
格局。著名作家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弓箭、火药和船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便是从细小的角度入
手，以器物的论述来铺开历史的面目和前后的因果关联。全书从弓箭谈起，到强弩、火药、大炮、战
船，恰好对应了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文明的转变。作者旁征博引举重若轻地把细节发挥到了极致，不急
不躁地向人们娓娓道来历史深处的细微尘埃，然后又驾轻就熟地把这一切连贯到一起，引文论证水到
渠成，丝毫不显突兀。《历史的细节》凝聚了杜君立先生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晶。
这本书从独特的小角度入手，却充满对整个历史整体的思考和关怀。与那些宏大的文学作品和专业的
学术作品相比，《历史的细节》是那么另类而独特。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
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一直将弩作为主战武器？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
失败？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
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历史的细节》开头先是发问，向历史发问、向读者发问。很
明显，作者意图引导读者去思考历史、审视细节，并在这种思考和审视中与读者产生共鸣。在这本书
中，杜君立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气势恢宏，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
史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蕴含的纷杂诡秘的物质动因。在当下这个将历史功利化和庸俗化
的娱乐至上的年代，本书以其广博理性震撼人心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
实，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可以说《历史的细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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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当下历史书籍的一个独特文本，它从“大历史、小细节”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世界诸多不公的历史
原因。作者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
幽烛微之细腻。细节确实是杜君立所关心的，但他更关心的是中西文明在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因为无论是弓箭、火药或战船，中国都可以说是最早使用的，但是在最终的选择上，中国却与其他文
明背道而驰。究其原因，杜君立认为这源于中国的过早统一。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历史的一分子，在
历史这个大舞台上，任何细节都是推动甚至扭转历史的因素。可以说，细节真正创造了历史，而人类
文明的发展史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8、读《历史的细节2》期待已久的《历史的细节2》终于见面了，像见到久违的良师益友般亲切和欣慰
。在以和谐为基础，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为价值理念，国家相互间的理性制约。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的
当下，既是各种文明交汇融合碰撞的大时代，也是细节拼凑的大数据时代，同样也是一个焦虑忧患的
时代，更是期待盼望“中国时刻”的时代，那么解读历史无疑成为诸多人的喜好和兴趣。如果信仰是
所有不同文化的灵魂，那么历史则是人类所有珍贵记忆。借助作者对人类的诚意和社会的良知，基于
人类生活休戚与共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作者集最新资讯，深邃精道思想及节制优美表达与一体，作者
尝试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完成了侦探般的勘探并节制叙
述，热情呈现给读者。正如杜君立先生在《历史的细节Ⅱ》序中写道：旧历史的终结，也是新历史的
诞生。摆脱历史的庸俗化、恶俗化和功利化，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世界化，这就是所谓“大历史”
。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
历史”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其前提是抛弃那些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历史不仅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
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把历史
看做是人与社会制度之间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克罗齐同样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
时代的活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活在当下”。能够在公民文化稀缺的当下读
到如此知识性、文学性与思想性，均面面俱到的厚重大书确实是一件幸事。
9、英语中“history（历史）”源出希腊文“historia”，意为“一个人的调查记录”。每个人都各有各
的历史，历史是碎片，袁腾飞、纪连海那种讲历史是一种风格，杜君立别具蹊径以马镫、轮子、机器
，弓箭、火药和船为切入点，字里行间展现的虽是一个个的细节，但串联起来就全是一个个的珍珠。
我们大多从电视剧和中学课本里得来的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正统性有余而缺少生动敏锐，事实性有
余而思想性不足。或许，只有真正的草根才能如此不偏不倚地对历史的点滴信手拈来，也或许，历史
的真正存在恰好就在这些有思想的草根之中。不求多么精英，但却比学堂中的论文更有力度更有独创
性。司空见惯的素材在杜君立的烹饪下呈现出的就是掷地有声的文字，每一个细节处恰好彰显作者思
考的功力。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处理这一个个看似无关的细节，反观了作者自身在每一个细节上用心和
刻苦。在这个文字越来越“下三滥”的时代，还是普通的无名氏类的百姓让人敬佩。当然，从细节处
考量，如果这书能在印刷、装帧及排版上更注重点，或许就更完美了。
10、历史是由一个个细节衔接而成，无视细节的历史就会沦为一部教化式工具，使人失去鉴别、思维
、认知意识。《历史的细节2》以独特的叙事方法，饱满的历史揭秘，为我们呈现、还原了一个又一
个历史真相，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读之获益颇深。
11、杜君立先生的大作《历史的细节2》,作者耙梳历史细节，见微知著，以独特的视角见他人之未见
，言他人之未言。在信息海量涌来的时候，真知灼见最难得。我已经读过了《历史的细节1》，领教
了作者的博闻与识见，再次手捧《历史的细节2》，有与老朋友见面的喜悦。
12、江超民如是说： 《历史的细节》（第一册）出版的时候，杜君立先生送了我一本。对于杜君的经
历我很有兴趣，也在网上和他聊了；对于他的才华（义理、考据、辞章兼具），我很佩服。闻其言，
观其书，我觉得杜君立是一面镜子，让我萌生了写一篇长篇博文《杜君立是一面镜子》的想法，拟详
细谈谈高考与人才、天才与庸才、经典与智慧、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等问题，因故一直没有动笔。
其时，我也没有给该书写书评，所以心存一份愧疚。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一类人，叛逆、独立，追
求心灵自由。现在， 《历史的细节》（第二册）又出版了，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自己也多了一份压
力和动力，时间不等人啊，我必须见贤思齐，奋起直追，要加紧看书、思考、写作。遗憾的是，我现
在时间太紧，还不能写一篇像样的书评，因为我打算考个博士，现在我一边在学习英语和专业课，一
边还在写自己的书。草草写下这几段心里话，算是我对杜君的祝贺。我相信我的鉴赏力，敢负责任地
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这绝对是一本有思想有见地、读了让人受益匪浅的书。201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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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2》

13、细节使历史鲜活可扪，引人入胜；细节如窗如镜，让人因小见大；爬梳历史的细节，胜过文学的
想象，足见作者的学术功底。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内容丰厚，文笔犀利，富有卓识。既不
是权谋正史，也不是秘闻野史，没有娱乐，没有媚俗，从人类生活的细节处切入，见微知著，娓娓道
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艰难进程，思考历史与文化的真实意义。——土家野夫（郑世平）（中国自由
作家）历史，有细节才生动！——袁腾飞（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历史的细节》，这是被称为“草
根才子”的“人类史”，有着当下社会少有的理想和激情。它多少代表了当下汉语的血脉。 ——余世
存（自由撰稿人）我一直喜欢杜君立的文章，犀利、有力度，背后又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支撑，
难得的好书、好作者，推荐！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历史的大变局，往往
是从一些毫不起眼的细节开始的。看得出，这是一本向戴蒙德《枪炮、病例菌与钢铁》等经典致敬的
著作。——吴  钩（历史学者）写得相当好！文笔优美，思路开阔，是近年来我读过的非常到位的书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百家讲坛主讲人）小细节，大历史，杜君立以《历史的细节》开创了
草根写史的新局面，将历史从宫廷权谋中拉了回来。这部厚重之作视野广阔，立意高远，文笔洗练，
思想独到，为我们复原了一个人类语境下的中国。这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大历史观值得赞赏。——罗振
宇（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人）　　 这是一本既富精细知识趣味 又具宏阔思想气息的
好书！——汪绍凯（媒体人） 本书既有学术的思想性，又不乏散文的优美笔触，可读性很好。本书从
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进步，发人深省，在如今历史读物庸俗化的大潮中，让人眼前一亮。推荐。 ——
姚坚挺（在校大学生）这是一本需要带着思想和智慧阅读的书籍，但看着不累，趣味横生；这是一本
引发我们更多思考、然后恍然大悟的书籍，是可触摸、有温度的历史。——姜华（2013 年北京国际图
书节读书形象大使，BTV 主持人）
14、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序言中的曾写下如下的句子：“在1915年和1916
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的交战国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
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
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本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
之一。”从广义上讲，所有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都是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的的挑战而做出的反应，
从房龙，到韦尔士到汤因比莫不如此，他们的历史研究莫不透出深深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自称业余历
史研究者的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也是如此。《历史的细节Ⅱ》延续了《历史的细节Ⅰ》的风格，
虽然马镫、轮子、机器换成了弓箭、火药、和船，但见微知著，比较中西在面对同样的“器物”做出
的不同的选择，寻找中国近代日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才是《历史的细节Ⅱ》的真正用意所在。李敖在
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
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
做的。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
反倒更值得研究。”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Ⅱ》可以说整本书都在研究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不许别人
做”而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火药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弓箭、船虽然不能确定中国人是不是最先的发
明者，但中国人在这两个“器物”上都取得过让西方难以望其背的辉煌却是肯定的，但曾经的辉煌却
因为中国在近代一再地被西方列强甚至近邻日本打败，对于中国人成了莫大的讽刺和屈辱，而归根到
底，与其说是中国人被后来居上的列强打败，不如说是中国统治者自己被对这些“器物”的恐惧所打
败，连同整个国家一起遭殃。这些“器物”既然可以用来杀敌，自然同样可以对统治者的统治造成威
胁，于是禁止成为中国统治者最笨拙也是理所当然的做法。杜君立在《历史的细节Ⅱ》中谈到女真人
统治中国以后对武器的恐惧时这样说：“天朝担心擅长技术的汉人以火器来威胁其统治，不仅禁止民
间的火器技术，还禁止官府研制火器，天朝的3个火器制造工场都在北京，而最大的就在皇宫，最先
进的火器都藏在养心殿。即使需要用火炮镇压‘刁民’，一旦完事也要马上运回紫禁城封藏，以保证
统治安全。由此可见这是一帮内心多么恐惧的统治者。在这种自私变态的体制下，整个社会的创新精
神被严重桎梏，中国军事科技水平向石器时代倒退。”在封建时代，中国的统治者历来以“君权神授
”来糊弄他们的臣民，一旦他们的臣民相信他们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而他们对他们臣民的天然的不信任就变成了一种时时都存在的潜藏的恐惧感。能为其所用时，他们的
臣民不过是他们手中小小的走卒，一旦不能为其所用，他们臣民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就一钱不值甚至是
有害的，杜君立在评论第一个“汉奸”李陵时这样说：“并非中国人不懂得生命的价值，只因为这不
合乎权力的逻辑——对于专制权力来说，不能为它所用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相应的，既然封建时
代的臣民从来没有被统治者当人看，既然“朕即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与这些被奴役的臣民就没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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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系，这个的国家在遭遇外敌侵略时民众普遍的冷漠反应也就理所当然。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
章曾感慨这是日本举国之力与他一个人的战争，不败才怪。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因为地域及文化的差异
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那么，作为“同文同种”的日本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做出的与中国完
全不同的选择，则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中国统治者的愚腐与不堪，东西方文明进行碰撞时，世界给中国
转变的机会最少不比日本少，但中国只是把西方的“器物”拿来为我所用，至于政体的改变，统治者
在不见棺材之前，那是不可能考虑的。究其原因，杜君立这样写道：“商人阶级和武士军人阶层构成
日本社会的主流势力，他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主导了日本发展的步伐和历史轨迹。相对而言，皇权统
治下的中国，商人和军人都属于被边缘的贱民，官僚势力将帝国打造成了不可挑战的一块。”至于日
本最后走上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中国、亚洲以及自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则是另外一回事。崇祯皇帝在
自挂之前曾一边用剑击杀自己的女儿，一边泣曰：“尔何为生我家？”后人曾写诗感叹这个少女的不
幸遭遇：“可怜如花似玉女，生于末杨帝王家。国破家亡烽烟起，飘零沦落梦天涯。”可怜、可悲、
可叹的是，极权统治者往往是到最后一刻才会认识到，极权统治不仅是被它统治的臣民们的噩梦，同
样也是他们自己的噩梦。同样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李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中国政体
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
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
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杜君立在《历史的细节》里说：“阅读最大的乐趣在于，历史的细节之处
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惊喜和意外。”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的细节之处却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悲伤与不
幸。马镫、轮子、机器、弓箭、火药、船，这些历史的细节一开始会让中国人因为曾经的领先与辉煌
而自豪，而最终都会沦为蒙羞，所谓历史的细节，其实是不忍细看的，一代代的中国人为中国历史的
深处而忧虑，但无论他们如何杰出，如何特立独行，仿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中
国，这艘古代的大船仿佛永远是在原地打转。
15、我读过的最近几年新出版的历史读物中，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写得最精彩的，而它却偏偏出自于一
个草根作家之手。关于历史类的写作者，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严肃学术型，主要以自己的研究与
原创观点为主，另一种则是所谓的“二道贩子”，他们可以将二手资料整理出很好的脉络出来。对于
我这种纯出于爱好的阅读者来说，很多时候更适合后者。从全书的脉络来看，作者从器物的层面来论
述历史的演变，像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唯物史观主义者，但似乎并不是干瘪瘪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事实
上，作者在书中多次对马克思在图书馆想出的理论有批评）。总的来说，这本书极其值得看，干货极
多，也有自己的见解，显而易见的是：作者确实读过很多书。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吊书袋的嫌疑
，正如作者自己在序言中所说：书袋吊多了，会影响写作表达的流畅性。而在此点上，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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