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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救赎》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气象雄阔的人文主义大历史著作，作者文笔酣畅，见解卓越。本书回溯商鞅、王莽、王安石
、张居正、光绪和邓小平的求变史实，梳理出我国源远流长的改革传统。作者以史为鉴，联系郭宝成
“神木模式”的改革成败、袁世凯的历史改革案、仇和事迹、地方改革第一人张楚和“无极之路”创
造者刘日等当代大事件及其主导者，对当下中国的改革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总结出了中国式改革
的启示录。本书从经济、社会以及反腐等多方面论证，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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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救赎》

作者简介

傅野，原名傅廷成。江苏金湖县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资深媒体人、独立学者。现居南京。人文主
义叙述大历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著有《民国情事》、《大危局》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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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救赎》

书籍目录

与吴思对话（代序） / 1
向历史深处寻梦（前言） / 1
商鞅：权力的囚徒 /
历史留存郭宝成：神木模式“人走政息”？ /
王莽：理想国的诱惑 /
历史留存宋亚平：书生改革梦 /
王安石：致命的自负 /
历史留存张楚：消失的地方改革第一人 /
张居正：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
历史留存仇和还能走多远 /
光绪：一场权力MBO的罪与罚 /
历史留存刘日：一个被废黜的改革者 /
邓小平：国家突围 /
历史留存吕日周：没有一把手干不了 /
主要参考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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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救赎》

精彩短评

1、不是考据类，也不是纯粹历史还原那一类，属于倾向性比较明显的历史解读。写作结构方法上有
创新。这本书再次佐证：不能活下当下的历史都已死亡。
2、大气磅礴，有见解，把历史和文学融为一炉，非常值得一读。
3、“在社会的最底层 谁都可以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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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救赎》

精彩书评

1、作为一本研究中国改革案例的新著，《国家救赎》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些可歌可泣却遗忘已久的改
革现场，其中重要的一幕便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变法。1898年6月11日，距离日本明治维新恰好半个甲
子。尚未掌握朝廷实权亲政才几年的光绪皇帝贸然颁布诏书，宣布实行新政。然而，任何一场改革归
根结底都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洗牌，这次变法当然也不例外。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上演了短短103
天后，就不得不在腥风血雨中落下了帷幕。让人感叹的是，戊戌变法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悲
剧告终的改革。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无论是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的财政革新、张
居正的税赋新政，还是文革结束后率先试水的卓资农改、深受群众欢迎的神木医改和以整治官吏闻名
的长治风暴，最终无一不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悲剧色彩。有的是因为缺乏权力的支持半途而废，如戊戌
变法；有的是一时成功后却终遭清算，如张居正的税赋新政；有的是横遭后人的吐弃和谩骂，如王莽
的理想实验。这些改革家的命运让我想到了曹雪芹笔下的探春。论志向和抱负，论才干和能力，论胆
识和见解，探春无疑都称得上是《红楼梦》众多女性中的一流人物。在她代替生病的王熙凤持家的那
段短暂时期，曾推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让日渐衰败的贾府终于有了一线生机
。然而，王熙凤身体一好，庶出的探春只得拱手交出权力，昔日的改革措施很快遭到废止，大观园里
乍现的生机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红楼梦》中关于探春的
这段判词，道出了曹雪芹对这个虽有补天之才却无补天之命的女子的无边惆怅和无限悲情。作者笔下
的改革人物，个个不都是探春的翻版吗？严格地说，他们的命运其实比探春还要多舛乖张。也正因为
如此，当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过历史的隧道，一遍遍地重温那些惊心动魄风云变幻的改革故事，与时代
的先行者们展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时，字里行间几乎浸透了曹雪芹式的惆怅和悲情，有种苍
凉的身世之感让人挥之不去。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本书看作是一首献给改革者的挽歌。这是一个依
然存留着几分传统士大夫情怀的当代知识分子，对他心目中的精神前辈和历史偶像的一次深情追忆与
缅怀。这本书还是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警示录。它不仅用充满抒情的文学笔调为我们勾画了改革
可歌可泣的悲剧命运，而且从头至尾贯穿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关于改革规律的深层次思考，特别是对如
何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把今日的中国改革继续推向前进的理性反思。这种反思也许还不
能称之为十分系统，但却闪烁着睿智的火花，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殊为有益的启迪。比如，书中
关于改革停滞后将给社会带来何种后果的论断就很有针对性。根据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梳理，作者明确
指出：“改革一旦停滞，社会必将会进入剧烈震荡期”。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几次改革因为停滞而
引发的社会剧变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商鞅变法算起，中国的改革可谓此起彼伏延绵不绝，一路
波折走到今天，又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重大关口。于此时出版的《国家救赎》，恰好给人们提供了一
条走回历史现场走向历史深处找寻答案的捷径，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命运和期盼中国早日崛起的人一读
。诚如作者傅野所言：“一个国家的变革史，那些改革者的命运与警示，也应该是一个大国能够得以
崛起的一部分吧。”难怪一代思想大家李泽厚对该书的评价是“一部改革史，千年中国泪”。来源《
读天下》
2、人文主义大历史叙述作品，作者文笔酣畅，见解卓越。如作者言：“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
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历史一再证明，试图建立理想国或大同社会的狂热民粹主
义者，一旦走上政治权力的舞台，往往会掉进架空社会的另一种极端制度的陷阱里，为极端权力张目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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