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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受电视剧影响，对太平军素有好感，但此书颠覆了以往的看法。看过作者的后记，更加支持
作者的观点。还好被灭了，否则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2、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时间会证明的
3、还是喜欢系统一点的历史讲述，论点多，论据少，看着可能有感染力但是没有说服力
4、关于太平天国的好书
5、对于不了解太平天国的人值得推荐 行文有些啰嗦
6、主观过强，语言重复过于口语话。
7、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奇蹟，裏面滿是”克己復禮“、”紅太陽“這樣的影射，犀利和衝擊雖然會
褪色，但是勇氣、史識和良知只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越發光彩奪目。
8、虽然我不能确定这本书里面都是真的，但是我敢确定教科书上很多假的。
9、我对历史还有点记忆，但读完这本，没有增加任何印象，不是很推荐
10、从另一个维度认识所谓“太平天国”。文眼是这句：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统治者，往往以现实
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11、写史的人必须是有骨气的人，否则当政者给点好处膝盖就会软下来，掏出自己的心肝给狗就吃了
。
12、竟有那么多人把这书捧得那么高。。。我能理解潘老在经历“文革”之后，一肚子怨怒要找出口
，借彻底否定太平天国来影射他对Dang和Mao的痛恨，当年或许确有打破框框条条之效，但其实他一
直喋喋不休指责别人的“以论带史”，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典型案例。。。
13、想了想还是四星吧。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太平天国是什么货色，其当年荼毒甚深的江浙一带至今
还有用长毛一词吓唬小孩的习惯，小时候听老一辈说过的有关长毛米肉糠肉的传闻，印象也极为深刻
。
14、堪比文革的历史奇观。
15、潘旭澜《太平杂说》香港天地2001也出版过。简单看看，电子版20151207-1222。不一样的太平天
国史。不知道是不是很早就听说过，我记得买过一本李锐的《太平风物》，可能就是想买这一本买错
了的。也不确定见没见过纸书，2007年前后在甜水园可能见到过。现在是买不到了，或者贵得离谱、
也没有买的必要。有电子版简单翻翻就够了，除魅的一本书，把颠倒的颠倒过来。
16、“客观的讲述史料和自己的见解”还如何客观。
17、书中的观点可能现在看来略显平淡，但十多年前确是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太平天国
，是人类史上一场丑陋的闹剧。
18、算是阅读《天国之秋》前的开胃菜，很多观点都立足于史实，但影射太多，以文入史不如以史写
史这么严谨扎实，一般。有几处史料难考证出是哪里来的。三星半。
19、看了之后算是全面的认识了太平天国的模样，真是“可歌可泣”啊··幸亏到南京就灭亡了··
·
20、这本书的出版必然是大陆出版界的奇迹，表现了出版人的上限和文化人的见识。很欣慰能看到这
样的好书，希望中国的出版物都有这水平。。。
21、太平天国普及读物，非学术书籍，写的还是不错的。如果倒退几十年看到，必然是振聋发聩之音
，现在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已经很多了。
22、可能是因为时代不同，对信息的开放度公正度客观度不同，对书中的内容没有太惊诧。而且书中
很多重复的内容，过于繁冗。虽然是因为开头是分篇发表，但是编辑出书时还是可以多修改下
23、随便翻翻，私货太多，愤懑太多。
24、卖掉之前看一遍，勉强给个3星吧
25、影响我的书
26、将洪杨等人起事和发家后的所作所为与某党进行比较，会发现是如此的神似，这样就能明白某党
为何会不遗余力、颠倒黑白地美化洪杨等人，因为美化洪杨等人就是洗白自己，只不过以人类社会现
今的发展来看，他们是不可能洗白自己的了，只会越洗越黑、越丑恶。
27、有现实意义
28、见解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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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书生意气而已
30、邪教害人啊~
31、学长说该书作者观点幼稚。我在火车上看完，当时所受的思想冲击还是很大的。太平天国的“拨
乱反正”，现已成为学界常识。
32、这书能出版，在天朝真是个奇迹
33、主观意识强
34、对太平军名字的反复纠结显示出作者对国内出于美化毛的需求而美化洪和太平军的严重不满，一
句话总结正如书中的这句：“只有尊重良知才能被良知尊重。戏说历史终将被历史戏说”足矣。
35、不是严谨的历史著作，多为情绪化的推断和臆测，对于历史的还原中主观成分太多，导致感觉是
在骂街。不过对于大陆一味的追捧，倒是一种很好的不同的声音。
36、此書很值得一看~國家危若累卵的時候不琢磨怎麼變革卻在背後捅一刀子.這是愛國還是賣國？！
37、其实如今看这本书不足为奇，但以创作时代论，值得高分。
38、私货太多
39、14年2月3日
40、被戴老师作为反面进行批评，在kindle上断断续续看完，也觉得作者立场颇为偏激。作者所要强调
的，是太平天国的不正义性，利用宗教迷信发动造反，不具有近代先进性，是历史的倒退，而太平天
国的统治集团，尤其以洪秀全为代表，大多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作者主要根据的史料是《贼情汇纂》
、《李秀成供辞》和《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相对来说比较局限，更让人觉得勉强的是，作者很多
都带入主观的价值评判和动机分析，忽略了领导者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环境。相比较之下，我更倾向于
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不同质，内部将领之地缘、性情和活动范围其实都应该得到更多的比较。不过，
太平天国在东南口碑的确太差，与官方教科书描写反差很大，作者能够以此立说，也可以提供另一种
声音。四十年前的很多事情都说不清了，更何况一百六十年前的呢。
41、哎，课本上都是假的
42、部分真相。。。无需多言。。。
43、相比之下，毛教主还是完爆洪教主的
44、老先生的老文章，现在没太多必要读了
45、读《天国之秋》时忽然想到这本旧书，应该是大二读的。其实今天看缺陷也很明显，尤其是“影
射感”太强，于史识有亏。不过既为老书，且作者已逝，就不苛评了
46、扯鸡巴蛋。无史料研究之根据，全凭张嘴胡说，想象力臆测力丰富，对太平天国极尽污蔑，吐槽
神帖合集吧，也就贴吧文的水平。
47、愤世嫉俗的一个极端，过于想骂了。毕竟不是搞历史研究的人。
48、将宏观现代化理论同微观历史叙述，以及情感饱满的文笔结合起来的著作
49、论点论据都十分充分
50、: �
K254.07/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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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太平杂说》的笔记-走出梦话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
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
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
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
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
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
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
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
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
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
、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
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
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
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
、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
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
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
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
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
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
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2、《太平杂说》的笔记-第201页

        敝乡一句方言，大抵写如“天话胡话”，不知与清军和太平天国是否相关。

3、《太平杂说》的笔记-遥想天京

        基佬统治世界
分男行女行。这是当时的说法，实际上是男女分开，夫妻分居。有个叫卢贤拔的，镇国侯，第九号人
物。他巡视女营，看到妻子，带回府中，团聚两天。有家丁挟私怨告发，卢贤拔便被革爵治罪。这算
是还是由于杨秀清力保而从宽处理。冬官又正承相陈宗扬。因夫妻同宿，又要拉知情者下水。双双被
斩首。有的将领给儿子写家信。头条是效忠“天国”，第二条便是注意男女分开。可见此事之重要，
也说明很客易犯错误。普遍、长期的男女隔离，造成了军官老兵争着与长得文秀的新兵结对子。同性
肉体关系远非个别现象。然而，诸王尤其是洪、杨却妻妾成群。这大约只能用反对平均主义的理论，
才能解释了。在严禁之下，“天京”有多少分居在男营女营的怨女旷夫？他们过不上合乎基本人性的
生活，而洪、杨则妻妾成群，极度纵欲，形成强烈对比。虽然。在1855年3月停止男女隔离制度，准许
夫妻团聚，但这种悖反人性的强迫命令，毕竟实行了两年之久。在世界史上，不知有哪个政权，对百
姓实行男女隔离？
天京事变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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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活剧。从1856年起，爆炸新闻一个接一个。是年9月，最高层内讧和大屠杀，11月石达开回京
稳定局势。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lO月洪秀全身边的小丑蒙得恩任正掌率（第二把手）。1859年洪
秀全堂弟洪仁玕到京，三级跳地被封为干王，总理朝纲。随后不久，先是断绝李秀成及其部下入京之
道，十余天后又封他为忠王。这年，还戏剧性地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给他平
反恢复名誉了。此后几年里，陆续大批地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爵，造成史无前例的奇观。在这奇观
中，由洪秀金的两个哥哥出面，收受了难以计数的贿赂。作为这许多活剧的中心人物洪秀全，干了一
些不是正常人所能理谕的把戏。

4、《太平杂说》的笔记-一种心理表演（蒙得恩）

        可见逢迎上意比文韬武略更值钱，也更安全，包赢不输。
太平军没有太监。但蒙得恩在好几年里的地位近似太监总头儿。尽管他穷玩女人，吸食鸦片，为非作
歹，但以善于领会、迎合洪秀全心意，善于为洪秀全选美，善于为洪秀垒营造享尽“天福”的条件，
加上内讧中立场坚定，从而越级飞升为正掌率、总理朝政，又加中军主将，还荫及儿子。足以说明他
逢迎功夫的到家，也表明洪秀全对他的宠信之深。历代凡有太监握重权，都是朝政出大问题的标志。
但除了秦朝赵高，似乎没有别人正式出任第二把手，更没有人父子封王。蒙得恩能够如此，并且善终
，最重要一条。是他始终忠于洪秀全，是洪秀全所倚仗的大管家。他的最高目标，是“封授高官厚爵
”、耀祖荣宗。果然完全达到。可见逢迎上意比文韬武略更值钱，也更安全，包赢不输。
还有一个八卦，太平天国之所以由女官统领内务，首先因为洪秀全比一般的帝王，比男人更不放心，
即便是太监。以及，定都之初，曾经找了80个男童进行阉割试验，但因为水平不高，整死了77个，剩
下的3个，也残废了。太平天国的技术，达不到自产自销太监的地步，所以内廷官全部是女人。 

5、《太平杂说》的笔记-同路的猛将（罗大纲）

        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那就是说你比最高领导人高明，这比意见不对更加要不得。
除了不是自己人，罗大纲爱发表不同意见，也是重要原因。洪、杨已决心定都南京，他却唱了很刺耳
的反调：“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这反调唱得有道理，能引起军中的
附和或共鸣。弄得需要出动一批笔杆子每人写一篇《建都金陵论》，将罗大纲这反对意见压下去。说
到要不要北伐的问题，他又完全不揣摩上头的意向。直陈自己的见解：“欲图北必先定豫，车驾驻汴
，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方）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
无后援，臣不敢奉诏。”居然明说不采纳他意见就不接受命令。这是什么态度？！洪、杨结果坚持既
定方针，派林凤祥、李开芳孤军北伐（一说，林凤祥、李开芳原先也是天地会首领）。这种公然顶撞
最高权威，而且以掼乌纱帽相要挟，就够得上批判治罪。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那就是说
你比最高领导人高明，这比意见不对更加要不得。幸好他识相不再旧事重提，免得洪、杨恼羞成怒。
但是这些前事，不能不给洪、杨留下深刻印象。不但不能论功行赏地封侯封王，还要将你调来调去，
不但无法休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在疲于奔命之中将能量消耗掉，直至死在清军之手。

6、《太平杂说》的笔记-大渡河钟声（石达开）

        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
覆灭。
石的智力远高于洪，又长期经常在一起，当然了解洪的为人和此时心思。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一
，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掌握实权；三，取洪秀全之
位而代之；四，逃出南京，拉一支军队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
；六，投降清朝。他选择了第四种。有的著作说：“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
已，争取天王的信任，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显然，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从前面所
说可知，石如果能用什么方法表自，岂有不用之理？他在自述里就透露：“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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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
。他在陷于绝境中，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此前，他已让
妻妾五人、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他准备像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以自已一命，求得残部免受大屠
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被凌迟处死，残部统统被杀，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

7、《太平杂说》的笔记-谁利用谁（韦昌辉）

        有点聪明，还能是让人看出来的聪明，最傻逼了。
太平军和曾国藩两方面都有人说他（韦昌辉）奸诈、阴险、居心叵测，恰恰说明他的心计不深。不然
，就不会被两方面的人都看出来。
两头讨好是没有前途的。
韦昌辉平日，在洪、杨面前都十分驯顺，两头讨好，双面抹壁，如同奴才。杨就是不喜欢他这种作为
，要他乖乖一边倒⋯⋯在韦昌辉，就只有将新仇旧恨埋在心里，等待时机一起算总账。或者说，躺下
装死，等有机会来个加倍算清。在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取此对策，是他聪明之处。1856年4月，杨秀清又
以“天父下凡”名义，找个很可笑的借口，再一次打韦昌辉四十大板，实际上是逼韦摊牌。看看韦被
打之后也不能、不敢怎么样。于是，被自己权势弄得自我迷信的杨秀清，真的麻痹大意得忘乎所以了
，给韦昌辉等得到了机会。

8、《太平杂说》的笔记-第210页

        

9、《太平杂说》的笔记-科举怪胎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
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
做官的念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
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
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
，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
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
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
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
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
。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
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
。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
，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
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
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
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
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
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
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
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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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
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
过。

10、《太平杂说》的笔记-第83页

        

11、《太平杂说》的笔记-“天堂”的妇女

        男女之间严禁做爱，包括夫妻。
所谓“淫”、“淫乱”、“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以
。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斩首
更是不在话下。当然，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也就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将男女完全分
开。釜底抽薪，最大限度减少“犯天条”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性生活，即使是
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如果
说，在战争中，在军队里，男女分开、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领
南京以后，应该结束了罢。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家人团聚
。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
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入男营、女营。
任用妇女领导妇女，过桥拆板。
洪宣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
用，就让她改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给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
烈马套上络头。二则用来号召、蒙骗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被蒙骗、裹胁而参加造
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
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西王娘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连她到天王
府也有很多严厉限制，并且绝对不准任何妻妾同她谈话，否则便是“藏奸瞒天罪难侥”。
太平天国的婚姻法，统一分配，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
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
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
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的乱点鸳
鸯谱，造成许多畸形配偶，比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
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以及，在全民禁欲的大背景之下，天王府3000女子，1000女官，其他2000都是不同等级的漂亮床上用
品。

12、《太平杂说》的笔记-岂可讳言（天京事变）

        借刀杀人。
韦昌辉当时地位仅次于杨。而在杨的威压下，拍马屁如同奴才。又受杨凌辱最甚，曾为小事被迫将其
兄五马分尸来讨杨喜欢，自己也被打过数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来，但杨知道韦表面谦恭、内心险恶，
所以总是放在自己直接控制下。韦负责传令转禀，杨见他有权，就用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借口，说韦
“劳心甚”，从外地召石达开来分其权。洪明知韦最恨杨，所以就将杀杨之事交他击办。
表面上的风光是可以让出来的。
洪利用韦出面杀杨，随后很快就要诛韦，原因很明显。最直接的是，石达开已起兵靖难，洪知道谁也
抵挡不住。让它打进南京，局势就不可收拾。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韦的首级，釜底抽薪。二则是，韦
不肯代为承担大屠杀责任，使洪影响不好，会留下后遗症；诛韦可以灭口。将责任全推到韦头上，好
收拾人心与动荡至极的政局。三是，从韦不肯代为承担责任，表明他不听话、不忠诚，不除掉会马上
来一个比杨更可怕的威胁。四是，要欺蒙与安抚同情杨之人，尤其是他在外地的亲信将领，包括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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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权的杨辅清（橱秀清之族弟）。核心是为了维护天王宝座和洪家天下。虽然洪才能平庸、识见浅陋
，这么一些政治斗争知识还是有的。1859年，洪接受堂弟洪仁玕的建议，为进一步安抚杨的老部下，
弥补信仰危机，挽回人心，将9月2日（“天历”7月27日）杨被杀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用来纪念
杨。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一方面更加证明上述分析与判断，另一方面也表明洪还念及杨
的一些功劳，还表示对大屠杀的一点忏悔。
⋯⋯

这种权术，历代都有统治者玩过的。比如，希特勒就因陆军元帅隆美尔涉及夺取最高权力，而密下手
令逼他自杀，随即又正式发布命令为之举行国葬，给予很高的“哀荣”。
⋯⋯

韦昌辉确实是非常残思，没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个情节，颇可寻味。洪秀全将韦五马分尸之
后，首级送去给石达开看不说，还将他的尸体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许多小块，挂在各处栏栅，标上
“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虽然，这比将一些“违反天条”的部下“点天灯”——活活烧死
，不见得更残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诿罪于人，转移军民大众注意力方面，还是费了些苦
心。这苦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可以蒙蔽一些头脑单纯的军民；在后来，又可供存心美化“农民革
命领袖”的人曲为之辩。

13、《太平杂说》的笔记-第1页

        ** 本书发历史之先声
   本书的写作时间从拨乱反正开始到新世纪开始，正好是解放思想的时期，很多见解在现在看来和在
旧时开来都是常识，比如“骄奢淫逸是不好的”，“打仗打得尸横遍野是作恶","许多人迷信一个人是
不对的","老百姓有好好生活的权利，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无法实现的良好许诺可能正是精心设计的谎
言”。但是天下最难的总是说实话，因为欺骗永远是统治者必备的手段。
   而本书以《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三本可信的史料为基础，一点
点戳破了太平天国的画皮，把《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这些“先进思想”为什么未能实施，
陈坤书为什么会死战到底等“可歌可泣”的事迹的原委都说清楚了。这些工作使得我学的中学历史教
科书已有所改进，不是无条件的歌颂和赞扬了。正如本书所言，我国在长年批评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
时，恐怕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也需要好好检查检查，免得戴上“秽史”的帽子。
   尤为难得的由于本书是老派人写得，立论扎实，功夫深，文笔流畅。其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太平军中
人物的列传，写冯云山、洪大全、杨秀清这些政治家，陈玉成、李秀成、李坤书这些将领，蒙得恩这
样的奴才，都是寥寥数笔、入木三分，把一群聪明才智之士为一个刻薄寡恩又毫无远见的头领殉葬的
惨象写出来了。也真正说明了这种教主－信众式的政治军事集团是多么可怕。
   但是读完本书，我还是有一点疑问，为什么这么一个昏庸腐败的政治军事集团能够维持十余年？下
面我就自己想一想，因为我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也不查阅史料，所以想法会很肤浅，希望有学问的
人能够指教。
** 为什么能够维持十余年
   首先，这种军民合一，裹挟无私的体制是倒退落后，破坏生产的，可是它“思虑甚深”，互相监视
、彼此胁迫，使得从兴起到灭亡，太平军始终能够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其次，太平军久占江南膏腴之地，而清朝需要维持的摊子大，财税又减半，力量就显得此消彼涨。
清朝又腐败，厘金一制虽然筹得了必要的军饷，可是也让人民觉得哪边都差不多，都是民不聊生。城
市凋敝、人口锐减、经济一落千丈，不是太平军一方面形成的。腐败的清朝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其三，洪秀全并非是一无是处的草包。他处置杨秀清、韦昌辉过程中，借刀杀人、“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的手段非常纯熟。作者认为他不肯离开南京是因为贪恋繁华、不耐军伍、怕遭挟持，我想他
其实很明白在外人不得见的天京他是天王，出了天京，真要他处置政务，一旦原形毕露，没人会把他
拥作天王。而且他用杨秀清、李秀成，也确是有手腕有能力的人杰，他两个哥哥虽尊贵亲信，可是不
让其主持日常事务。正如当年明月说明神宗，真是一无是处，四天的皇帝也当不了，何况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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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书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
   科举怪胎。作者说“它（科举制度）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可是读完这篇
文章，我倒是觉得科举公平公正，正是选拔人才，摒除不肖的好制度。本书最后大力颂扬的曾胡左李
，称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臣，其中三位是科举制度的优胜者，左文襄也是举人。而从洪火秀的“
诗歌”来看，不让他中秀才，实在说明广东的学政办得好。至于说没有这次动乱，科举制度就会及早
被废除，我看也有些一厢情愿。这得到老太后仓皇逃窜，喝不上粥，条件才具备。

   与之相类似，总结出太平军不造反，清朝就会施行洋务，逐渐改良可也太高看了满人。要不是被粤
西老匪打得鸡飞狗跳，军政大权还得在旗下大爷们手里，至于同光大老们不知能不能掌握实权，就连
奕忻、慈禧、文祥这三架马车能不能上台都难说，更别提办洋务了。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朝廷基本
上是无所谓。没有驱除鞑虏的危机感，是不会有动作的。

14、《太平杂说》的笔记-第27页

        引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似乎有误，“敢”当为“岂”？不知以“敢”
字可有出处。

15、《太平杂说》的笔记-第1页

        ...........................冯云山此人才干远在洪秀全之上,洪秀全早期亦非勇猛干练之人,实是贪生怕死,"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看不出冯云山为何死心塌地忠心之理,难不成是BL情结?!

16、《太平杂说》的笔记-忠诚的造神者（冯云山）

        可见，洪秀全之决心造反，冯云山的怂恿、劝说起了重大作用。冯云山自己怎么不为首造反，而
说服洪秀全跟从呢？主要不在于洪年长，而是因为洪有帝王之相而自己没有。也就是说，冯一开始就
将自己定位于洪的助手和谋士，定位于“谋立创国”之后做个开国元勋。这样的定位，即使洪推让，
他也决不会接受。当然，以洪的狂妄、自私而又年长一岁，是不会推让的。

⋯⋯

冯云山太相信自己的相术，才会去劝说洪秀全这么个人做造反领袖。在坚信洪一定会做天子的同时，
又对洪很讲忠义，在洪一再撒烂污时都无怨无悔，忍受各种艰苦磨难。对于洪的任性，总是一味迁就
，处处为洪着想，将洪的利害安危置于一切之上。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做个道德上完善的开国功
臣，实现“他年得志美名扬”的志愿。他的骨子里，不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却
又顺着洪秀全的思路，宣传了许多与传统理念相悖的新迷信，主持制订了许多与传统对立的规章制度
。洪秀全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终极对象。而在洪秀全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既需要又有意压低的驯顺工
具。他死时，洪秀全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完全是从自己“定天下”来着眼。如果他活到洪
“定天下”之后会怎么样呢？

⋯⋯

人一生的得失、功过、是非、命运，往往取决于关键的一两步。冯云山决心辅佐洪秀全造反，是最绝
的一步。在广西多年“地下工作”，其艰难困苦，比古代的多数开国元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洪
秀全献出一切而且百依百顺，为顾全造反大局而甘居杨秀清、萧朝贵之下，处处委曲求全，都是常人
难以做到的。他最后为洪秀全而战死了，结束了短暂而复杂的一生。如果他能活着到南京，在最高层
日益激化的矛盾斗争中，即使能推迟内讧或者稳住内讧后的动荡局面，即使没有被杀掉，也决不会有
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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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太平杂说》的笔记-不能抹掉

        从洪大全的遭遇可以看出，天地会与太平军的关系，他与洪秀全的根本分歧，他的自我定位的错
误和投机失败，洪秀全在永安就暴露出本质缺陷，杨秀清的排除异己和开始夺权，太平军初起就怎样
借刀杀人。

姓名的奥妙
洪秀全出于自身造反的需要，十分礼遇洪大全。不但模仿刘备之对待诸葛亮，多多向他请教，还请他
改名换姓，结为兄弟。这是洪秀金拉拢人的惯用办法，在这以前就让杨宣娇改姓洪并结为兄妹。杨秀
清的名字，很可能是洪秀全为他改的（有资料说，杨秀清原名嗣龙），彼此都有一个秀字，以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以示是“同胞”兄弟。后来，他需要倚重陈丕成时，就为之改名陈玉成，要倚重李
以文时为之改名李秀成。说服这个活诸葛改姓洪，一来与自己同姓了，同时又合乎天地会自称洪门的
说法。大全的名字，谅必也是此时改的。秀全、大全既表示彼此的热络，又表示给予后者极大的尊荣
。
天地会的首领参加太平军的，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已掌握了兵权而且明确为“节制各王”的东王杨秀清，对他认为洪秀全“委政于庸儿（按，指杨秀清
）”恨之入骨，而且急于要立威，就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先生”。于是，他便被锁拿监禁。太平军从
永安突围之时，他作为被后队监管的戴刑具犯人，行动艰难，便被清兵所捕获。确切地说，他是被太
平军送给清朝处置的。

后来。太平军的文书、史料中便根本不提洪大全，好像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个人。这是历代当权者常用
的一种办法。凡不利于神化自己、鬼化对方的，凡是不容易讲清的人物事件，就统统抹掉或掩埋，用
他们筛选并改造过的文字去统一舆论，去编写史书。深受其影响的李秀成，被俘后的供辞，也根本不
提洪大全。不仅如此，连曾国藩问起罗大纲何以不封王，李秀成也以“其事甚乱，无可说处”来搪塞
。其实，说到底主要因为罗大纲是由天地会来参加太平军的，只不过是统战人物、团结利用对象，不
可能与自己人一视同仁的。可见，天地会的首领参加太平军的，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当然，这是小
菜一碟。天地会的人死光以后，那些拜上帝会的你兄我弟就自己互相割韭菜了。

18、《太平杂说》的笔记-第205页

        

19、《太平杂说》的笔记-天堂与坟墓

        作为身边人员，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尽量说“定都”南京的好处。
当杨准确无误地知道洪的真实倾向时，也乐于赞同。因为他还有及早发展自己权势的小九九呢。
这时他已四十岁，从准备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厌倦了奔波征战的动荡生活，要及时行乐了。从进入南
京不久就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拥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军务皆由杨秀清主裁，
连杨要见他也要请旨定时日，都表现出他的心恋。而且，他还想强化教主地位，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
权的双重统治，死了以后也让后代崇拜呢。作为秘书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当然看得清清楚楚。于
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说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类的话，以“驳倒”反对者。他所写的
《建天京于金陵论》，自然深为洪所满意，不几个月内连升三级；文章也被作为同类文章的第一篇。
作为钦定文书广为流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时是内讧之后，杨秀清还戴着“
东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复名誉。如果当年是杨说服洪而“定都”南京．则此书第一作者何震川即
使不因此获罪，但也决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订）。可见，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说了洪秀全想说
的话而巳。

杨秀清当然也想尽早安富尊荣，但他的犹豫可能会比洪多些。因为他实际指挥作战，从军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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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直捣北京，才是上策。但这个受过许多苦难和磨练的九千岁，也急于要安定下来，享用大权所带
来的一切。在内心深处，个人欲望必然超过军事上的理智考虑。老水手（相当干现代首脑的专车驾驶
员，可能还兼有部分警卫职能）作为身边人员，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尽量说“定都”南京的好
处，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杨内心基本倾向来消除他的些许犹豫，更是要讲给众人听的。不然，怎么敢
又安用“大声扬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杨的权势还远没有后来逼封万岁那样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问题上，
洪比杨的决策权要大一些。当杨准确无误地知道洪的真实倾向时，也乐于赞同。因为他还有及早发展
自己权势的小九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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