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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七读》

内容概要

《历史七读》介绍了历史是需要总结的，也许这样的总结根本无用，离它的真相很远，可是人们仍然
乐此不疲，竞相去做这项工作。杨淼编著的《历史七读》写作目的，也无非是试图在复杂的历史进程
中，绌绎出若干点或线，给予可能成立的评说。在人们有闲咀嚼回味各种历史事件时，提供一点色与
味的调料，仅此而已。

Page 2



《历史七读》

书籍目录

前记
一读：政事
重本抑末
独尊儒术
外戚干政
中庸之道
斥“奇技淫巧”
“官本位”体制
文字狱
“天国”覆灭
二读：改制
王莽改制
武后革命
永贞革新
熙宁变法
百日维新
洋务运动
三读：兵戎
评说李广
诸葛之智
藩镇之设
张巡食人
贤奸争胜
四读：崇仰
帝陵厚葬
唐重佛教
会昌灭佛
“神拳”种种
豪侠崇拜
五读：士人
孟尝养士
“名士”习气
朋党之争
隐士矫情
“选贤”流弊
“八股”之害
明季文人
六读：吏治
阉人政治
吏笔如刀
宋官冗员
明治贪吏
酷吏与清官
七读：风俗
纳妾与旌表
三寸金莲
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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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七读》

“三鸟”之祟
“服食”延年
皇权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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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七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重本抑末 汉朝的大臣晁错在他的那篇有名的奏章《论贵粟疏》中有一段话，大约是很能代
表当时许多人的看法的。文中首先描述农民生活的艰难：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樵薪，治官
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接着又拿商人
的生活来进行对比：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
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织蚕，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结论是：“此商人所
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按晁错的意思，农民的付出是那样巨大，结果却没有好日子过。
而商人们不必辛苦劳作，只须略施小技，便可以活得潇洒自在，事情未免太不公平。长此下去，大家
不就都要跑去当商人了么？农人改行流亡，撇下农活没人干，国家的粮食生产岂不成了问题？所以老
先生急急忙忙地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贵粟。即抬高粮食的地位，一是粟可以用来买得爵位；二
是粟可以用来免罪。据说汉文帝是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入粟拜爵”的。但连下几道诏令，好像最
终也没能解决“农民甚苦”的问题。农民还是有流亡的，但逃去的大抵也不是改行当了商人。 其实，
晁错的这种把农民和商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立国
的社会，以农为“本”，农业受到格外的重视，应该是很自然的。但奇怪的是，作为整个社会不可或
缺的商业，却始终受到打压，得不到本该属于它的合理地位。商业被贬之为“末”，在所谓“四民”
“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人的位置当然也被挤到了末尾。在较早的时候，这种现象似乎还不
怎么显著。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是靠经商起家的，弄到“结驷连骑”，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
礼，实在威风得很。后来越国的谋臣范蠡，因为害怕受到勾践的迫害，脱身远引，扁舟浮于江湖，实
际是改行经商，最终成了家财巨万的大商人“陶朱公”。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商人的态度好像也很宽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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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七读》

编辑推荐

《历史七读》在古代中国浩瀚的史海中选取的这七捧浪花，折射的不仅只是历史，更是以史为镜，体
现了作者对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

Page 6



《历史七读》

精彩短评

1、随便看看，一般
2、还过得去，但是没有预想期待中的好
3、作者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挑选了政事、改制、兵戎、崇仰、士人、吏治和风俗七个方面中的一些故
事进行自己的见解，有些颇具独特之处，所以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希望能够在人们有闲咀嚼回味各种
历史事件时，能够感觉到作者所提供的一点色与味的调料而已。轻松看完这本书，了了作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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