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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慰藉2》

内容概要

在中国现代历程中，地主是怎样消失的？
唐宋时期，色情业何以成为一种官场的主流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太监的名声为什么如此狼藉？
有史以来2000多年，“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明帝国是如何一步步从腐败走向失败？
在帝国语境中，权力经济学何以大行其道？
——教科书之外，许多历史往往是鲜为人知的，比如导致关中人口大灭绝的同治屠杀，比如人类向麻
雀发起的战争，比如那些已经消失的大学和被遗忘的先生⋯⋯
本书为杜君立之历史文集，《历史的慰藉》第二卷，共收录中短篇历史随笔二十篇。
这些文章多以专题史形式，揭示了历史中的普通个体所面对的自由、权力和生存问题；由古而今，以
小见大，既展现了历史最亲近的温度，又挖掘出历史最有趣的真实。在作者笔下，无论农民、娼妓、
太监、反叛者，还是传统精英与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部难以名状的历史。
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整合，提供了一种最为精简集约的读史方式。
这些文章广征博引，夹叙夹议，信息量大，思想性强，一篇文章就如同一本书；分别选择各种不同的
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对非专业读者来说，有助
于“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政治史，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区域史、
灾难史和经济史等方面，并从中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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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君立，关中西府人。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中国盒子》《历史的慰藉》和《现代的历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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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慰藉2》

精彩短评

1、好书就是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2、《历史的慰籍贰》是一本好书！其中，“忘恩负义为权谋”一文就接续了《历史的慰籍》中的“
权力的道德”的思想。另外，“帝国的崩溃”、“权力经济学”等都是有思想和可读性的好文！此书
完全可以作为启蒙教育的读本。拨开谎言见真相的好书！
3、2017三星半
4、比历史的细节更好，也比历史的慰藉1更好。
5、有点掉书袋，《沦陷的身体》给五星。
6、信息量之足，史料引用之多，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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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已经出现的纰漏不会因为春节的到来而主动消失，已经暴露的矛盾也不会因为作为当事人的懈怠
而荡然无存；已经突出的冲突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化为无影。该来的迟早要来，已到达的无视也
无用。读《历史的慰藉贰》过程中，至于这篇自嘲为意识流的书评，大致有过三个版本。不过，每约
读完一百多页，就推翻一次。如此数次立，数次推翻，到最终无意间回放《我的少女时代》时，才决
定将题目定为现在的。该书有大篇幅，也有四五页的小篇幅。至于书中前面的推荐序《失败者的历史
》，笔者认为难以涵盖全书内容，没想到能另辟蹊径将书中内容另大致归类如下：第一部分，论史即
与梳理。俨然是《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真心的第一阶段——寻找自我。论史部分其实就是作者扎
实梳理历史的集中地，如涉及到的太监与明朝灭亡。笔者虽不才，但16年还是出版上市了个人第一本
大历史《是谁玩了大明王朝：朱棣与明朝灭亡的十个玄机》。如此，便正撞选题，故也算有点资格在
这里大言不惭，说一下个人对太监与明朝灭亡的个人梳理。对太监的个人看法。《是谁玩了大明王朝
》第51页：有必要说一下“宦官”“太监”与“阉人”的异同。从宏观上，属同义；但从微观上，并
不尽然。“宦官”一词，最早见于战国，起初并非全指无生殖器的男性，到东汉才彻底如此。“太监
”一词，最早见于辽代，源自《辽史》，“某太监”。可见，太监一定是宦官，而宦官不一定是太监
。“阉人”一词，则是被人为割掉生殖器的男性，相当于东汉及以后的“宦官”，与“太监”一词基
本吻合。对明朝灭亡的的个人看法。则是《是谁玩了大明王朝》一书的主要框架思路，即从朱棣出生
开始，逐渐展开其与明朝灭亡有关的十条线索。先单独发展，再盘根错节、环环相扣，最终所有线索
会于一处，一举摧毁了大明王朝。线索一，生母身份；线索二，起用宦官；线索三，王庄皇庄；线索
四，灭方孝孺；线索五，迁都隐患；线索六，失策东北；线索七，数下西洋；线索八，开启内阁；线
索九，复卫设厂；线索十，太宗成祖。第二部分，读史即与充实。诚然是《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
真心的第二阶段——享受自我。读史部分其实就是作者从所读朋友出版物与所看电影的拓展文。正所
谓，三句话不离本行。作者读闲书，看电影，虽归历史梳理之余的生活，但不失为另一种方式的充实
。第三部分，佚史即与自我。固然是《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真心的第三阶段——找到自我。作者
在这一部分，先论述何为真正的历史（历史的两面性），又谈及何为真正的人（双面人董其昌），结
草衔环，乌鸦反哺，从大面的历史梦回昔日自己的家乡——关中，不忘话起虽没上过真正的却得以网
络时代长处而得以博览群书的既是曾经也是足下的大学——网络大学。经过如上三阶段，林真心实现
蜕变，杜君立先生也得以通过两版的《历史的细节》（上下）、壹贰的《历史的慰藉》以及超大“砖
头”《现代的历程》证明了理科生一样可以写好历史。对于为何对比《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最
根本的原因在于，杜君立先生虽年龄已四五十但仍能保持本真的样子，跟年纪轻轻的林真心公然对抗
明曰权威却因权横肉的权教导员实在不相上下。活着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迎难而上，围绕兴
趣做事，不失为人生本真的选择。兴趣至关重要。因为兴趣，黄仁宇在史料充足之下，用文学的进行
合理想象，为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尤其中国的，贡献出了一部鲜活且真的《万历十五年》。自己做事
有兴趣，写出的是让他人读着倍感有兴趣的书，如此已是人生幸事。毋庸置疑，杜君立先生也已做到
，且应会越做越好的。李玉广于纵横斋。
2、  杜君立有种野蛮生长的劲头。2013年，《历史的细节》进入读者视野。他以马镫、轮子和机器等
作为切口，重构了一部视野开阔、角度新颖的世界史。2015年，《历史的慰藉》一反传统的精英史观
，将目光投向底层的群众。2016年，《现代的历程》讲述“一部关于机器与人的进化史笔记”，频频
亮相于各大读书榜单。既非历史科班，又非中文专业，40岁才开始进入历史写作领域，累累硕果的取
得，着实不易。历史，有多种读法。读人、读事、读物。杜君立钻了进去，经一番巡查探视，然后突
围而出。他的思绪牵丝绊藤，文章虽犹存堆积负重之感，然他的冲劲昭示了星辰征途。2017年刚开头
，他的新作《历史的慰藉2》就推出了。杜君立著书有他的特色，从史料到文学到影视，杜君立抓出
典型形象、引用经典论述，这些典型深入人心，大家都熟悉，围绕它们展开个人的见解，可以达到四
两拨千斤的功效。《历史的慰藉2》总共20篇随笔，分作三部分：论史、读史、佚史。“读史”是杜君
立近年的书评精华，可作为一份有价值的读书清单。“论史”主要的写作对象除了农民，还包括娼妓
、太监等边缘群体，以及杜君立在历史的特定语境中对兵匪、对君民、对“失败者”的看法，这些文
章都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兼备的历史关怀。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史家的笔墨大多给了这些耀
眼的“将”。但真实的历史不是一具具枯骨，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帝王将相只是不断更替的朝代
缔造者，农民才是几千年农耕大国的细胞，才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支柱。“农民问题”很大很要紧，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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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两三万字，叙述并不容易。纵向的，阐述从古到今农耕文明的发展；横向的，比较中国和欧洲农业
的特点和农民的特质。这个问题的脉络梳理大致得到了较清楚的浮现，并且不乏眼光独特之处。讨论
“农民的身份”，杜君立将“地主”囊括其中，“地主即土地的主人，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我们
对地主的印象极坏，划归为人民的对立面，其实是因为“地主”这个经济学术语被政治化的后果。在
自然经济的状态中，农民的三种身份（地主、雇农、佃农）是自然转换的。很多“地主”都是靠着自
己勤劳节俭或者几代人的资金积累然后买地雇佣耕作。比如，《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原型周春富
就是这样的普通农民出身，他个性抠门小气，但并非艺术加工的那种让人厌恶的“坏蛋”。冯克力主
编的《老照片》中有一些地主像，他们予我的印象同样风尘沧桑、满脸丘壑，再联想到费孝通有关乡
村伦理秩序的论述，与杜君立的分析相互印证，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在乡土熟人世界里的生存空间是
极其有限的。这在书中“双面董其昌”的故事里也得到了论证。书画名家的另一面，作恶累累，横行
乡里，最终民怨积愤的一把怒火焚烧了董宅及其大半生的心血。孔子“修”春秋，创造“春秋笔法”
，历代上位者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笔杆子借助话语权的秩序维护，纷纷操纵刀笔之利，夸饰消弊
，竟使得犯颜直书的“董狐笔”成为典故。所谓“史”，乃客观记事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中
常常不可得。因此而言，我尤其赞许“佚史”这部分的六篇文章。打捞湮埋的人事，辨伪求真，如紧
闭的历史门缝里透出的光亮，每一个瞬间都具有温度。《大众的反叛》，将董式偶像拉下了神坛；《
同治痛史》，呈现西北战乱惨况；《沦陷的身体》，直击种族大灭绝；《麻雀战争》，无辜而卑微的
生物成了狂热的运动牺牲品；《山河表里潼关路》，黄河生态在“潼关怀古”的感怀中化作了悲吟；
《曾经的大学》，让我想起陈平原的教育叩问，大学何为？中国大学的精神何在？历史很多时候就像
是一幕幕魔幻现实主义的剧作，但它们分明又是真实的、残酷的，不好给人轻易看见的。幸而佚而不
失，一盏盏昏黄灯下，一页页书卷翻阅，一行行笔墨书写，罗网尚可漏鱼，百密难免一疏，历史的天
空终究划过一道道光亮，时而驱散低黯的阴霾。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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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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