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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罪》

前言

　　历史从来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因此，在真伪莫辨的所谓历史中拷问当事者的罪责，实在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历史罪&mdash;&mdash;不忍细读的史案真相》中的一个个故事，在带我们亲历
一段段留任的旧事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这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恶，其实从来不曾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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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罪:不忍细读的史案真相》收录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有研究价值和最被广泛关注的30大历
史悬案，内容涉及野史传奇、帝王身世、战争悬案、宫廷政变、神秘宝藏、历史奇案等。作者从文献
资料、考古发现、民间传说、学术论证、最新观点等多种角度，全面详细地探讨悬案的来龙去脉，科
学严谨地分析其成因，深入解读历史，力争给读者提供有关悬案最权威、最丰富、最全面的信息，用
现代眼光揭开历史悬案。
通过阅读本书，您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而且还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进面坚定向求
知世界挑战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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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杰，生于北京，现居成都。他称自己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宅男，不入对不应景的型男，以及乐意码字
换酒喝的作男。 
    峥嵘岁月，金戈铁马，英杰辈出，杀伐决断，大约每个人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吧，哪个男儿不想“
醒掌天下事，醉卧美人膝”——罗杰更想！ 
    罗杰作品，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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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祖父科场行贿（晚清）　  这个案子，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8月下旬说起。　  浙江巡抚
嵩骏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杭州知府陈橘，一同办理周福清行贿舞弊案。　  动
静挺大。看样子，非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刘树堂和陈橘先是审讯涉案人员陶阿顺。接过两次
审讯，陶阿顺招认，自己只是奴才，替主人办事，背后指使的主人是周福清。于是，浙江巡抚嵩骏通
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籍县，迅即捉拿嫌疑犯周福清。　  这周福清不是别人，就是鲁迅的祖父。
　  翻开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周福清的名字，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七品小官。同治六年考取
举人，四年后通过会试、殿试、成为三甲第15名进士。后又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3年。同治十三年，被
派往浙江省杭州府金溪县任知县。4年后被革职，降为教官。　  次年，周福清花钱捐了内阁中书官儿
。也没什么要紧的公务，终日抄抄写写。至此，京城内多了一个庸碌的七品小公务员。　  捐官这件
事，可以说是周福清的前科。他有这份心计，才会干出以后的事情。　  按照清朝定制，官员的父母
去世，官员要离职回原籍居丧三年。光绪十九年，也就是案发的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亲过世，他离
职回到浙江。刚一到家，就听到儿子周用吉要参加同年8月的举人考试。当爹的自然上心。望子成龙
无可厚非，周福清四处打听，得知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居然是熟人&mdash;&mdash;22年前，他和这位主
考官殷如璋一起考中的进士。　  殷如璋是江苏扬州人。混得不错，此时的官职是通政使司参议。周
福清很兴奋，没想到是故交。好，该打点打点，该行贿行贿，老友面子和金钱双重保险，儿子笃定高
中。　  周福清说干就干，马不停蹄，立刻从上海赶到苏州。这一天是1893年7月25日。　  清朝科考舞
弊重要的是打通&ldquo;关节&rdquo;。这&ldquo;关节&rdquo;就是考生直接或间接与考官串通作弊的方
法：进考场之前，在考生的试卷的某一处作下记号。考官则根据记号，给予照顾。　  周福清当然知
道打通&ldquo;关节&rdquo;的方法。他分别写了两张字条，一张字条上，写下试卷记号所用的字，他
写了四个字&ldquo;宸忠、茂育。&rdquo;另一张字条上，他写了&ldquo;洋银一万两&rdquo;。这是事成
之后酬谢的价钱。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当然，案发后，这两张字条也成明明白白的证据。不光有字
条，周福清还将自己的名帖和字条一起装信封中。安排妥当，周福清在船上安然等候他的殷年兄到来
。　  三天后，1893年7月28日，主考官殷如璋乘官船抵达苏州码头。他的到来，周围自然很热闹，人
多眼杂，周福清不敢贸然前往。想来想去，周福清想出一个主意，自己不出面，让随行的奴仆陶阿顺
去送关节。这样安全。　  殊不知，正是周福情自认的安全举措，把他推向绝路。　  陶阿顺临行前，
周福清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到了官船上，先投拜会帖，争取让殷主考官接见，当面送上&ldquo;关
节&rdquo;书信。如果主考大人不见，再送信函。　  事儿交代的清清楚楚，可周福清忘了一点，主意
再妙也得看什么人用。陶阿顺是个粗人，原来在绍兴府陈顺泉家当佣人。就在7月才被周福清借来。
这主仆二人相处没几日，周福清就安排办这等重要机密的事情，这实在是致命的大意。　  小纰漏，
惹大祸，世间万事，大抵如此。　  话说陶阿顺上了官船，立马就把机密全部泄露，周福清嘱咐的全
白搭了。事情经过虽然很简单，但历史上却有三个版本。　  这第一个版本，说事发当时，苏州知府
王仁堪正在官船上，向主考官周福清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两人正寒暄间，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书信
，并说说信人叫陶阿顺，就在船外等候。按照规定，主考官是不能接受私人信件的。何况还当着苏州
知府的面儿。为了避嫌，殷如璋干脆让王仁堪拆信来看，显得自己很廉洁。王仁堪拆开信一看，眼睛
都直了，信里装着舞弊和一万两行贿的银票。王仁堪感到事情严重，立即下令拘捕送信人。愣头愣脑
的陶阿顺被拿下。殷如璋的反应也很强烈，他拍案大怒，请求王仁堪将送信书严加审讯，以表明自己
的清白。　  这个版本具有多少真实性暂且不论，先看第二个版本，说当时官船上确实有两个人，一
个当然是殷如璋，另一个却不是苏州知府王仁堪，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两位大人正在品茗闲聊，陶
阿顺来了，送上书信，殷如璋是个明戏的人，知道这信里内容不凡，于是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把信往桌上一搁，让陶阿顺先回去，自个儿继续若无其事地喝茶。哪知天才般的陶阿顺冒出一句
：&ldquo;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打个回条？　  这话当场把殷如璋雷翻。殷如璋恼恨交加，
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他立即下令把陶阿信交到地方官府查办。　  还有第三个版本，殷如璋靠岸后
，大小官吏人来人往，热闹喧嚣。陶阿顺托殷如璋的仆人将信送去。殷如璋此时正忙乱，无暇接待陶
阿顺。陶阿顺站在岸边，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心里焦躁不耐烦，索性大喊起来。他这一嗓子惊
动船上的官吏。喊的具体内容估计是&ldquo;怎么还不接见、回复之类&rdquo;。殷如璋无奈，只得拆
开信看，于是猫腻暴光。殷如璋多油，官场混了二十多年，反应超快，立刻把陶阿顺逮捕，交官府查
办。自己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三个版本三种说法，哪个离事实真相更近呢？我认为，不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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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殷如璋是个精明的人，这一点，在事发后他果断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精明人
，是不会草率让一个知府来拆信的。何况，他是主考官，有人忽然送来书信，自然会感觉到这书信里
藏有特别的内容。不管当时谁在场，他应该是摆出不在意的样子，越淡然越平常，旁人越不起疑。因
此，第二个版本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陶阿顺虽粗莽，但好歹也是在大户人家当仆人。他要一个回复
，一方面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另一方面是自作聪明。主动询问，也不是无礼。而第三个版本说他
站在岸边大喊大叫，这不太合情理，询问可以理解，大喊大叫就有些傻过头了，也有些过分无礼了。
　  实质上，哪个版本更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三个版本虽在细节有些差异，但案情发生的过程是
一致的&mdash;&mdash;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送信，而后事情败露。败露之后，整个苏州沸沸扬扬。　 
此时，周福清已经逃跑了。他本在船上等候佳音，哪知道陶阿顺一去不复返，他很敏感，觉得事情不
太对头，立刻开船从苏州去往上海藏匿。　  由于案发地点在苏州。苏州王仁堪将案子上报江苏按察
使司，并先行提审陶阿顺。　  一开始，陶阿顺拒不交代实情，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只交代自己是
浙江人，案子没有太大进展。到了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了通报公函，将人犯陶
阿顺及行贿舞弊证据一并移交案犯所在地浙江。　  这一案件，引起了浙江按巡抚嵩骏的高度重视。
他安排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杭州知府陈橘一同查办此案。　  这三个人两度提审陶
阿顺，陶阿顺终于招供，他在受审讯时称&ldquo;系周福清令伊投信&rdquo;但是，&ldquo;信内之事，
伊实不知&rdquo;。这句话，也证明案发过程的第二个版本更具有可信性。　  根据陶阿顺的交代，浙
江巡抚嵩骏和办案大臣们商议，一致认为，此案的关键人物在于周福清，若不将周福清捉拿到堂，便
不能查出案情真相。于是，追捕周福清的行动开始了。　  八月下旬，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仁和、
钱塘二县访查周福清踪迹。得到的报告是未见周福清其人。其实，这时候周福清悄悄地从上海回到了
绍兴原籍。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会籍县，一旦发现周福清，立刻查传，押解省垣质省。与此同时，
光绪帝下了一道谕旨：&ldquo;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查办。&rdquo;　  这下子，
周福清不但丢了官儿，还成了被追捕的要犯。从皇帝到封疆大吏，从浙江省会到会稽县，上上下下，
一并通缉周福清。周福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插翅难逃，于是选择自首，只身来到会稽县衙投案。
　  会稽县衙当即将他转押到省城，送往杭州接受审讯。　  对周福清的审讯，并不轻松。第一轮审讯
，由杭州知府陈橘主审。第二轮审讯，由按察使赵舒翘、布政使刘树堂&ldquo;藩臬两司会审&rdquo;
。最后，由浙江巡抚嵩骏亲自提审。周福清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没有一点隐瞒。可交代归交代
，态度却很不老实，他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ldquo;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
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rdquo;意思很明了，就是说这行贿舞弊，打通
关节的事，早就有人干了，我只是不过是其中效仿者之一。　  周福清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我认为
，这时候的他，一方面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另一方面，他还是不服气，自
己是被暴光了，如果没暴光呢，还不是无罪逍遥法外。　  晚清科场舞弊丛生。周福清的心理和想法
，就是一个的反映。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毛细血管，一路进入到晚清科场腐败的主动脉。　  周福清
行贿舞弊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理，终于在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一月初十日，由浙江巡抚嵩骏
向朝廷上报了审理意见。意见中说，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该处斩，但是，他是作案未遂，一
万两银票的赃款只是口头承诺，并且，他主动投案自首，因此建议从轻处理。　  这份审理意见很有
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认真说来，这就叫执法力度太弱。嵩骏的这份奏折，传到光绪帝手里
，光绪帝提主笔批示四字：刑部议奏。　  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最终议定，赞同浙江巡抚嵩骏的意
见，提出：&ldquo;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rdquo;　  打一顿流放。这个
决议光绪帝不接受，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就颁下谕旨，宣布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不过改为
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斩监候，就是死缓，不立即处决，等到次年秋天执行。　  然而，令人不解
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周福清没有被执行死刑，具体原因不明。更让人迷惑的是，非但不处
决，而且再次减刑，改为&ldquo;牢固监禁&rdquo;。死缓又改无期了。这就是晚清的执法。　  就这样
，周福清一直被关押在杭州监狱里。关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时候，按照庚子年八国联军入
侵时趁乱逃跑出狱，事后又主动回归的罪犯均给予宽免减刑待遇的特例，周福清被获准出狱。　  算
起来，周福清一共蹲了八年大狱。在出狱后第三年，他病死于家中，他的儿子周用吉，因为父亲的舞
弊案不但没当上举人，连秀才的功名也被革除，终日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年纪轻轻刚35岁就死去了
。　  原本富庶的周家，也因这场重大变故，急速败落，生活窘困，举步维艰。那时候，鲁迅才十多
岁，不得不跟着母亲到乡下去避难，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鲁迅曾在回忆中说：祖上本是殷
实富足的大家，但在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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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此段回忆里的&ldquo;乞食者&rdquo;就是乞丐，要饭的。其中&ldquo;
很大的变故&ldquo;，就是指祖父周福清舞弊案。　  案子背后是晚清科场不可告人的勾当，看在眼里
都是悲哀，看不到的都是秘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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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历史罪》这部书中，罗杰对&ldquo;暴力历史&rdquo;的风格化处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他给全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历史的全新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历史成为了
一种&ldquo;有意味的形式&rdquo;。　  &mdash;&mdash;著名历史写作狂人  赫连勃勃大王  代表作：《
极乐诱惑》《帝国的正午》　  罗杰自人性黑暗处着眼，放才于历代迷案之间，洞幽抉隐，囊括古今
，极尽精彩。作者虽云&ldquo;不忍细读&rdquo;，而读者实当细读。　  &mdash;&mdash;最受读者欢迎
的历史作家  曹三公子  代表作：《流血的仕途》　  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因此，在真伪莫辨
的所谓历史中拷问当事者的罪责，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历史罪》中的一个个故事，在带我
们亲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旧事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这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恶，其
实从来不曾改变。　  &mdash;&mdash;畅销书作家  雷米  代表作：《心理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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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罪：不忍细读的史案真相》：　  有多少历史的罪恶，我们从来未曾改变！　  吴宇
森&ldquo;暴力美学&rdquo;奠定电影里程碑；罗杰&ldquo;暴力美学&rdquo;开创历史阅读新纪元！　  
赫连勃勃大王、曹三公子、雷米，众名家倾心力荐！　  罗杰文史&ldquo;暴力美学&rdquo;派精粹之作
，全新美学视角审视暴力历史！带给你与众不同的历史细节与真相。（可选）　  从来没有人，敢于
如此揭露这不忍细读的历史事件。　  有新的卖点，作者罗杰是从暴力的角度来诠释历史中的美学，
并非平庸无奇的传统通俗　  众多历史畅销书的名家作序作词推荐，版式设计精心，封面极为出彩，
工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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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罗杰的前两部作品《包公拍案惊奇》《命案高悬》都是“断案类”，于是乎此次他也顺着惯
性，升堂开案。不过审的对象有些特别，正是历史之中的“罪”。有人不禁会问：历史中是否有罪？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书写。而那些权力斗争的胜者往往会用夺得的话语权来
美化自己的行为，掩饰自己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与过错。可即使是经过种种粉饰与篡改的堂皇正史，我
们仍能从中看到太多的阴谋、篡位、贪婪、残暴、昏庸，以及罪恶⋯⋯日前某高校教授因在课堂上批
判中国历史，宣称“五千年文明，没有哪一年真正灿烂”，因此被学生检举一事。其言论虽有偏激，
但也不是全无道理。那么，历史中的罪能不能审？答案是：难！如果将历史中的犯罪当做案件，那么
我们今天面对的只有早已作古的被告和证人，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卷宗（正史）和一些传了几百年的
小道消息（野史）。这要能审案，怎么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本书作者罗杰却不信这个邪，照
样惊堂木一拍，升堂开审。在书中，作者以历史悬案为切入点，为我们历数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民国
初年的历史记载中的疑点。他从文献史料、民间野史、考古发现等多方面着手，辅以心理学、行为学
乃至犯罪学的现代解读手段，力图剥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揭去正史堂皇虚伪的画皮，带领读者去一窥
历史的真相。借助对当时人物行为的推理和揣测，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洞察，以及张弛有控的笔触，
罗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事实堆砌和罗列，而是一幕幕无比血腥与暴力，却又无比真
实的犯罪现场。而讲述这些阴暗故事的过程中，罗杰特有的黑色幽默时不时闪现，引人发噱，却又教
人笑不出来⋯⋯可是，推断再合理，那也是推断；揣测再可信，那也是揣测。主观论断毕竟不能代表
客观事实，所以罗杰自己也在叙事时带着一份无奈。很多时候，结尾还是那句“真相终究迷失在历史
长河之中”。况且即使真相大白又如何？连犯罪者都已化作尘埃，又何来认罪，何来制裁？只是对于
我们这些后来的旁观者，这样的故事还是带给我们困惑与清醒。正如书后点评所说，他让我们明白：
“这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恶，其实从来不曾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抱定“历史都是假的
，人类都是罪人”这样的态度，那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可我们却着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认识历史的方式与目的。长久以来，历史教育总是被当作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工具而存在。“中国是历
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与辉煌”“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发展有巨大贡献”⋯⋯这些
是历史教科书从小灌输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对身为中国人充满自豪。这些都不能算错，可这并非是
事实的全部。我们只是在为自己的目的去剪裁历史而已。其实，这种做法与日本人掩盖侵华罪行并没
有任何区别。过多的阴暗面的确不适合告诉孩子，可孩子终究要长大，当他知道自己以往被教导的都
是“骗人”的时，价值观所受到的冲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那几个去揭发老师的学生的行为，难道不
正是受到历史教育荼毒者的典型？至少，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罪”，这样才能在汲取前人教训的
基础上，去思考和探求自己的信念与坚持
。--------------------------------------------------------------------------------------最后也说说书中的一些不
足。某些明显的解读错误，比如将“饮金屑”说成吞金之类，还是应当避免的。此外书中的错别字也
过多，尤其是后半部分，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可见校对还是太仓促，这也是出版商应该
好好检讨的过失。
2、作为野史资料的补充看看还不错，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3、真的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4、太次，错别字多，勿买
5、写得挺浅，可作一般马桶读物
6、不错，还行。。。。。。。。
7、个人感觉只能当做是一种知识大概阅读，文中各个观点的阐述有一定的重复，语言不够精炼，有
的幽默在我看来有些冷，读的乐趣不大，当教科书还算长知识。
8、揭露人性阴暗的一面，封建社会，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江山是用白骨累成的，历史用血写成的。
杀兄弑父，乱伦阴谋，见识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封建社会，皇权社会！
9、看看这本书，能学到不少知识，不错
10、书很破旧，还没有读呢，放着了
11、对各朝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另一方面野史性质的解读，是历史教科书上所学不到的
。了解历史人物脱下历史光环的人性的解读。
12、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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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经典之作。。。。。
14、刚到，还没看完！！
15、书本质量也好，内容也好，总之很喜欢
16、真的不忍去读了
17、更多的是演绎吧，不能当做正史来看，但是很有趣。
18、乱成一锅粥。
19、诙谐幽默,有潇水的影子
20、了解历史，细读历史
21、只能说做消遣还不错
22、人之初性本恶
23、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试图做一些语出惊人的评价或者是点评，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评论，
但看来看去还是难逃窠臼。那腰封上一些故作惊悚的评语，却让人不得不肯定豆瓣上“恨腰封小组”
的沆瀣一气。

总体而言，没啥意思，看看也行。
24、历史故事讲得不错，看起来也挺有意思，作为消遣读物很不错
25、特价的时候购买的，没有事的时候看看消磨时间啊
26、初一的儿子正对历史感兴趣，读的很带劲。
27、话说，真不怎么样。说了跟没说一样。小科普吧算是。
28、老公说不怎么样
29、不错的，很耐看
30、十分一般，错字连篇可能是盗版缘故。但受不了的是：作者把本不那么有哲理或不那么精彩的话
语还沾沾自喜地加黑加粗，严重损害读者智商。文字外，观点也没有书名，简介中说得那么精彩。总
之是本****至极的书
31、以现代语言阐述了历史，彩
32、如题，，，，，，，
33、图书印刷精美，内容填补知识空缺，确实值得一看，超低价买的，物超所值，太兴奋了
34、比较好看吧 也就行
35、口水呀口水
36、这本书讲述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拓展了我们的思维！
37、便宜的书！印刷一般，蛮看看可以，无收藏价值
38、兔子是大家很喜欢的写手，写的东西很有意思，可是这次实体书让我有写失望，书中明显的错字
有不下十几处，感觉不像是兔子的风格吧！并希望以后能写得再详细，证据更充分些不管怎样，还是
支持兔子
39、尽管缺乏思想性，但内容还是很震撼的。在促销期购买此书，还是物超所值的
40、文笔平平，有的篇目用的是狗屁逻辑。不过，光绪之死和韦昌辉被杀两节颇为可信。
41、感觉这类的作品现在写的多看的也多，觉得不怎么出彩，没什么感觉，瞎侃而已
42、以史为依据,加上作用自己的观点,值得一看.但是里面有错字!
43、选取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找出疑点加以分析，最后确认最有可能的答案，有一定的推理
逻辑性
44、我是书痴，凡是纸质的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此书还没看，但是价钱真是很便宜啊！
45、东西还好价格实惠送货到家
46、历史的真相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作者没有将其中的真相全部展示给我们！
47、书不好看，不满意
48、特价时候买的，故事看了挺有趣
49、便宜有好货!
50、知道真相是残酷的，但这本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了我从另一个侧面看待问题的角度。
非常有启发。
印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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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纯野史
52、作者文笔不错，语言很生动
53、一般的历史读物
54、内容像野史，读着玩了
55、呵呵不同视角
56、消遣时间还是可以的，价廉物美
57、阴谋论的思维来解读历史，主观性太强，错字也不少
58、垃圾
59、当初在天涯上看连载，觉得写的好。
可当买了书看，又发现压根不是这么回事。
60、感觉不错。。而且内容很好。。质量也很好。。讲解很详细。。。
61、比较便宜的历史评论，内容一般
62、我买的特惠品，很值
63、总之，不适合我读。。。。
野史吧
64、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
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
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
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
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
65、罗杰从惊心、伤痛、恐惧、迷醉、残暴、贪婪、阴谋等历史瞬间,拨开历史迷雾,诉说历史本相,找
寻人事归宿,结果却发现大事件通通是夫历史的过客。
《历史罪》带给读者的历史现场感和身份代入感,及叙事的节奏感和分寸感,使得罗杰区别于其他历史
作家。每到关节点合理设问,直让人想到百家讲坛没有延请罗杰开讲也许是个错误。也正因此,我们说
他是更具有现代性和当下性的作家。
66、历史是我们人类的杰作，出现问题应从我们找起。
67、本书语言粗糙，不太喜欢。但是是一折的时候买的。还行
68、多点知识也好，价格优惠
69、。。。怎么那么多时间读这么多烂书呢
70、还凑合，就是纸张质量差了点~~
71、重新汇集一下部分历史悬案，因为不是专业的考证家和研究人员，作者大多也只能根据资料小心
推断——还是没有定论的。看了补充一些历史知识片断也算有益了。
72、看了，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闲暇时看看吧
73、任何谎言和欲盖弥彰，在时间面前都不堪一击。所有的阴谋与计策，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当遇
到天命时，均可无视。好看的历史故事。
74、要想系统、完整的了解历史，要想对历史有什么深刻的思考，那看这本书不合适。所以我把它定
位为：闲来无事可以看看。
75、没有想象中的喜欢，看起来有点乏味，描述的也不够详尽
76、这货居然没有标..
77、一口气看完这本书的，作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还是有所受益的。消遣阅读足矣，区区几块钱，
权当听听故事，但如果作为深究历史的资料，则显得不够严谨。遗憾的是，书中的后面几个章节，明
眼的错处不少，可见校稿相当马虎。
78、故事跌宕起伏，真正精彩
79、花2块7毛钱买的，内容和火车上10块钱一本的差不多，蹲厕所的时候可以翻一翻
80、刚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有点新三国的味道：正史的事件没变，但是中间的过程已经不是大家平时
听到的那个版本。随着一点一点的读下去觉得，作者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至少不是空穴来风。
楼上的几位读者都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错别字比较多。这个我也发现了。说实话我也常写错别字，但
是我都能发现作者的错误，可见......不过书还是不错的。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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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作为历史评论书籍 我觉得作者的论调有点不搭 论史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这点绝对提倡 但行文
应该严谨严肃 否则就会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
82、有点当年明月的文风,较风趣
83、将历史故事的书
84、谁知道是不是真事呢
看着玩吧
多了解一点
85、整本书内容上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后面几章有好多地方有错别字,明显编辑不负责任,希望能跟出
版社反映一下
86、这本书不错，写得挺有趣的。
87、特价时买的。很好。文章把写的很通俗易懂，只要是对历史有点兴趣的人都会追看下去
88、这个价钱买到很划算
89、前几篇还好，后面的越看越没味。最好看的是《吓死秦始皇的神秘预言（秦）》和《真假柔福帝
姬（南宋）》
90、我一个对历史木有什么见地的人来都觉得有的逻辑太牵强了，像是非要往阴谋扯。买的时候我还
以为讲的是文革呢！
91、校对不行啊
不过以1折的价格来说值了
有些篇幅内容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92、不好的书要快速略过。
93、揭露那些我们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
94、一些历史故事，消遣看看，还行。
95、怀疑我那本是不是盗版的，后面的错字这么多！
96、历史本无罪,罗杰自写之
97、不厚的一本书，读的很快，内容还可以
98、我喜欢~~~一本不错的书
99、历史随笔
100、书本身没得挑的，活动时候2.7元买的。一般是不买这样的所谓畅销书的，主要也看它忒便宜了
点，一块面包的价格，或一杯牛奶的价格。但书的内容没啥“价值”，大概看了2个“故事”吧，感
觉就是一些野史大杂烩。罪过，罪过。
101、对这样的价格来说，书还算不错，有些可读内容。
读他人归类的历史读物，比自己读原著轻松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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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历史，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真相。我读罗杰的《历史罪》始于此。怎么说呢，《
历史罪》这本书，还原的也许不是历史的真相，但也不能否定。因为过去的种种，只凭文献记载，难
免有时偏颇，加之任何史籍，或多或少都带有著者的观念，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因此不可能百分百
地记录历史。所以我对一切所谓的还原历史真相的书籍，并不会真的相信真的确定。但无疑，这些解
剖历史的书籍，都有可取之处。至少他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历史，也让我们捕捉到更多历史的
痕迹。其实，过去的种种，我们也绝非有必要追寻那个所谓的“真相”，我们真正想得到的应该是那
些历史教会我们的。就如一块未被开采的玉石，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把玉石磨成佛像，而是要把
它打磨成适合自己的东西。学习历史，每个人的领悟都不一样。其实，《历史罪》这本书，若不是以
十分学术的眼光去看待，还是一本蛮不错的书。至少他给我展示一些自己以前不知道的细节，作者的
观点倒也有些根据。虽其自诩是“不忍细读的史案真相”，但在其现代化的语言下，倒多了几分诙谐
的幽默，冲淡少许血腥。当然，也不能否认书中的某些看法还是主观了些。总而言之，这本书虽难登
大雅之堂，但也不失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2、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试图做一些语出惊人的评价或者是点评，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评论，
但看来看去还是难逃窠臼。那腰封上一些故作惊悚的评语，却让人不得不肯定豆瓣上“恨腰封小组”
的沆瀣一气。总体而言，没啥意思，看看也行。
3、历史是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依旧沦为明天的过去···第一次这么直
白的看历史····满目苍夷···死亡就是历史最大的罪过，那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凌驾在尸
骸上？于是我现在光荣而沉痛的站在他们的尸体上读着他们的过去，评论着他们的是是非非，踏破岁
月的纠葛···当看到这些史实时，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懵懂的长大···歌颂着那些伟人
···谈论着他们的丰功伟绩，却不知道自己践踏的是那些被扭曲的曾经···血洗的江山一直在我
的脚下，史书上的真真假假已被百家讲坛说得尸骨无存···唯有罪过，才能成为历史，千秋万世，
万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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