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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内容概要

《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绝不可忽略的一次农民运动。《天朝的狂欢:
义和团运动兴衰史》通过依靠大量的史料，细致分析了中国百姓、在中国的洋人和清政府这三方面在
矛盾激化、动荡不安的历史大变局中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义和团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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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作者简介

鹤阑珊

    上世纪70年代生人，擅长中国历史的“人民”史和“片块”史，自诩为黄仁宇门下走狗。曾出版“
片块”文史著作《帝国60年——一个伟大国家的忍辱负重与浩然崛起》。《天朝的狂欢》即为“人民
史”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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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书籍目录

楔子
一 大刀愤怒
二 助清灭洋
三 降神附体
四 朝堂情绪
五 拳民进城
六 大国将战
七 奉旨灭洋
八 最终归宿
附：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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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精彩短评

1、比较好阅读，可里面的语言及历史内容不是很严谨，事情的记录还算清晰，但对很多问题表达不
是很深入，而且有些地方不是很客观。作为此阶段历史的辅助阅读还可以。
2、对于义和团，我一直存有疑义，最近在寻找这方面的书，还没开始阅读，期待着
3、历史科普读物
4、其实当当政者要利用某段历史说事儿的时候，你看不到史实。沉淀了一段时间以后，史实渐渐显
露。但还是评论得小心翼翼。
5、义和团的历史不怎么清楚，通过本书好好学学。
6、了解了义和团运动的兴亡，谈不上狂欢，更多的是悲壮。
7、刚到手，翻了翻，还不错了
8、很希望找到一本客观介绍义和团的
9、写的真心不错，从发端，到高潮再到没落，从底层民众的要求再到整个社会上层的反应，义和团
中夹杂着群氓意识，但有一些真的是被逼的没有了活路，所有的热情只好冲向了外国人，简单质朴爱
国情绪，同时又有着浓厚的投机色彩，每一个历史的大事件背后总会有很多的荒唐令人发笑的细节存
在，上层利用义和团争权夺势，下层则是为了生存，或许历史的荒诞意味在于其整个社会的制度不透
明，不合理。
10、很特别的一个装帧，很别致，看惯了各种版本，这本书与众不同。是呀，书也可以穿多种衣服吗
。
11、首页即有错误 作者角度比较不同
12、为何义和拳出现在1898-1901年的清国华北的土地上？
真的，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看完以后，感觉，上面的无知、中层的讨好、下层的民变，加之基督教的参合，铸就了义和团。
13、看看一百年前的群众运动
14、花了四个小时读完，感觉义和团的历史形象挺悲情的。爱国本来没有错，但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做正确的事情。晚清天夺其魂，一切跟政府有关的东西都钝弱无力十足，叫人扼腕叹息。
乌合之众是本好书，它告诉我们群体无意识的恶，还有大众的无奈。
15、作者语言恶俗，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这样态度轻浮，问题的深层原因也没讲明白，和前两年在天
涯煮酒论史上看到的一个义和团连载有相似之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作者。
16、对这段震惊中外的历史描述地比较生动。其中有些片断，可以从《大汉之国》中从外国的角度得
以验证。
17、主要是看前面的半段，对义和团的初期多了一些了解。后半段在王树增的《1901》已经写得非常
清楚了。两本书其实讲得都差不多，毕竟这段历史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史料可供参考，但这两本书也太
像了一点。
18、中间部分写的有点乱，文字驾驭能力不强，史实有几处错误，不能算好书，不过对庚子拳乱这段
历史的叙述应该算补充了同时期详细历史论著缺乏的空白。
19、以为是学术著作，其实是普及读物，书还不错
20、为什么会义无反顾？
21、作者角度问题，写的不好
22、看看外国人怎么看待义和团运动。
23、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外国侵略者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对即将倒
塌的大厦义和团奋起反抗，用大刀、长矛、木棍这样最原始的武器和手持长枪、拥有短炮的外国联军
对抗，生死不顾，保卫家园，保卫祖国。义和团的英雄气概可圈可点。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
，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再加上自身的小农意识和迷信做法，最后的失败时免不了的。可惜的是他们
大多死在了清朝当权者手里，致死含冤，太悲剧了。
24、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少了注释，遗憾
25、用通俗的文笔讲历史，浅显易懂。
26、为了看止庵的《神拳考》才去读这本书 前因后果写得很详细 有八卦细节
27、字太小了！内容一般，还没看完，和天朝的崩溃还是差了一截，虽然名差不多。对那段历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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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的还是可以的。
28、说实话,读作者的书,主要是被名字吸引的.我去年读了&lt;&lt;天朝的崩溃&gt;&gt;,今年看到了&lt;&lt;
天朝的狂欢&gt;&gt;,好奇心驱使买了一本,总体还算是满意,因为作者写的不是那种纯学术的著作,比较通
俗,尤其对整个历史事件的过程,叙述的比较详细,虽然没有引用太多原始史料,但是看的出作者事先的考
证和调查应该是充分的,因为涉及的史料很多,有来自清廷官方的, 有来自西人的口述和笔记等.总体来说,
作者阐述的也比较合理,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义和团运动的全景,阐述了过程的极端复杂性. 作为研究历史
的人,作者笔锋还是比较理智和公正的,有些地方语言很口语化,可能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态度和情绪,但是
作者阐述的事实中,有一些评论,但是并没有表示出对当事几方特别的个人好恶.也没有无聊的爱国口号.
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陈述一段史实.

遗憾的事,作者似乎没有对这段历史有过多的评价和个人论断,可能作者也认为给个清楚的论断实在不
太容易,过程太复杂,某些史料也有缺失.我看完全书也觉得整个运动的过程真是跌宕起伏,拍个电影真的
没问题,因为供人们想象力发挥的地方太多了.

历史真的没那么简单,这里面真的很有料.
29、天朝的狂欢，不是人民的狂欢
30、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绝不可忽略的一次农民运动。表面上，义和团运动是由洋人在中国的
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而导致的一场“暴乱”；实际上，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百姓、在中国的洋人和清
政府三种台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三种力量的不断消长，进而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
团运动，而整个天朝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场狂欢。
31、读后深思。
32、不知道的真实之事。
33、看这本书，对那时候的人的无知感到很无奈，清政府愚民有方！
34、3.5；叙事流畅，但一本历史著作不标注引文还是怪怪的
35、极少的详细阐述这段历史的好书 多么愚昧的民众
36、故事讲得有意思，细节很多，对于了解义和团的来龙去脉挺有帮助。
37、写得稍显简单了点，但就其性价比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38、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讲了义和团的故事，大沽炮战和慈禧回銮两处写的精彩
39、纠正我很多的观点，值得一读
40、天朝人民，叹为观止
41、作者的立场飘忽不定。。。
42、包装的很好，而且书到的很快
43、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书很多，我也读过一些，但这一本令我耳目一新。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
绝不可忽略的一次农民运动。表面上，义和团运动是由洋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而导致的
一场“暴乱”；实际上，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百姓、在中国的洋人和清政府三种台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三种力量的不断消长，进而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而整个天朝无一例外地
参与了这场狂欢。 在中国百姓方面，天灾和人祸使得他们信奉和使用超自然的力量和方法来强身健体
；传教士的不被接纳和某些传教士的为非作歹，使他们成为这些中国百姓的攻击目标。另一方面，清
政府多年以来受到洋人的压迫。心理承受力早已经超出底线，他们把这些百姓当作是反抗洋人的一个
不光明的手段，纵容过度。本书正是通过剖析这三方面的关系，来向读者展示义和团从开始到结束的
整个过程的。 一本难得的好书。
44、作者写的很细，也很有趣味，如果内容全部是有据可查的话，作者将更令人佩服
45、包装很漂亮，义和团的历史一直只知道大概，希望能从本书中系统了解一下。
46、历史原貌解读
47、不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成果，演绎成分明显，小说笔法。(还原义和团运动历史真相之作）的提
法很不妥！真相怕是轮不到这样子主观还原的。
48、不能认同作者的许多观点，但史实还是挺有力，义和团这种某党推崇过的祸国殃民的暴民狂欢，
有史实就够了，都不用往深了说，全他妈的是杂碎。推崇过义和团，才有的血红八月，现在又不让骂
文革了，天知道以后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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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49、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在义和团运动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后世对于义和团的褒扬，也是出于政治
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并不是对事实的理性客观的判断，务虚不务实。
50、无门槛，故事性也不错，我承认当我读到八国联军攻克清廷的时候，的确是相当的解恨啊！
51、原先想买的是关于义和团史料相关的，买了这本，基本上是讲政治为主，清廷的态度和党派花了
很多笔墨，从为什么清廷会起初支持义和团，那些大臣支持，这些大臣出于什么目的支持，间或讲些
大臣的门第党派渊源。有时候闲笔穿插义和团的小轶事。没有事可以看看，作者是黄仁宇的“门下走
狗”，有正经史家的笔法，也有西洋史家的影子，功底应该是有的，但不饱满，科班生看可能略有缺
憾。
52、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书籍很少，这本不错。
53、一口气读完。让我想起了孔菲利教授写的《叫魂》，有很强的可读性。不过，作为学术著作来读
的话，少了些脚注或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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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狂欢》

精彩书评

1、本书是最差的一本.宏观角度研究不够,未有历史的大视野,全局性;微观层面缺乏细致资料研究,缺少
细节与公正的案例与资料引用对义和团研究或希望得到此段历史公正研究资料的同好建议关注海外相
关材料,当然,平衡左右多方观点之研究不在此列。本书垃圾。
2、“那时候的北京城，百姓们仿佛每天都处在一个狂欢的节日中，永无休止，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
。”在《天朝的狂欢》里，鹤阑珊这样形容义和团进京的场面。　　1900年夏天，在那场由拳民们主
导的节日的狂欢里，没有假面，没有彩车，没有宴会。它的道具是：法术、火把、大刀、红缨枪乃至
简单到一根木棒；它的节目千篇一律：做法，放火，杀洋人，杀教民。　　早期，在义和团还不是义
和团的时候，它们也曾算是“正义之师”。1894年，刘士端在山东曹县成立大刀会，并教给自己的弟
兄们“刀枪不入”之术的时候，他面临的困境是“官府的不能作为”和“土匪的无所不为”，不创立
大刀会，他很有可能保不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财产。1897年，梅花拳领袖赵三多终于经不住手下喽啰阎
书勤一而再，再而三的磨耳根，把番号改为“义和拳”，前往梨园屯“亮拳”示威的时候，事情的起
因还是传教士们强占了梨园屯的公共场所——玉皇庙。　　许多时候，历史总是被小人物和偶然事件
改变。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乃起于一名大刀会成员和一个教民的口角之争；义和拳和教民之间的冲突
，则是经历了几次调停，却经不起几个拳民与教民之间的意气用事，导致战火重燃，终至局面不可收
拾，迫使清政府出面严厉干预。自此赵三多不得不挂上“扶清灭洋”的大旗，躲避清政府的敌视；又
吸收了“刀枪不入”说法，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拳”，广纳拳众。　　朱红灯稍有不同，这
个投机主义者一开始就是奔着小打小闹去的，一不小心成了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创立的
“神拳”把原先要练十几年才成的“刀枪不入”大法大大化简：只需一套装神弄鬼的仪式就可以。　
　无论是大刀会、神助义和拳还是神拳，义和团的前身们在山东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来自官府的过大
压力。几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对义和团总求能姑息就姑息。虽然刘士端死于毓贤刀下
，那也不过是面对朝廷政策的无奈之举。毓贤可谓是最最拥护义和团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对义
和团的“刀枪不入”深信不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赤诚之心大为感动，对洋人痛恨入骨。1900
年，当慈禧太后向在京的12国下了战书之后，毓贤在山西境内疯狂捕杀教士与教民，死者过万——颠
痴的，不光是“神灵附体”的拳民们。　　最终，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在袁世凯的铁腕下消失。而此时
在直隶，义和团运动已经快要燎原了。　　或许可以说，在山东，拳民、朝廷、教会之间已经形成某
种互相牵制的平衡，拳民攻击教会，教会威胁朝廷，朝廷时不时要摆出姿态来剿匪，但又不会真剿。
　　直隶则不是这样。直隶的义和团长期被裕禄打击，几次溃散，却也正因为打击得狠，他们却更加
茁壮而团结地成长起来，并且形成了明显地攻击性倾向。最终清政府起而剿之，派出的剿匪军却被义
和团在涞水打得落荒而逃。清政府无能，义和团却因此动怒，四处张贴揭帖号召人们去破坏铁路、烧
教堂。这吓坏了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法国人樊国梁。他对此事添油加醋报告给法国大使，要求国家
出兵保护教堂。自此，公使们不断商议调兵入京之事，清政府则徘徊在“剿匪”还是“用匪”这个两
难的问题之间。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义和团冲入了北京城，烧掉了一
切和“洋”有关的东西：洋人、教民（教民都是中国人）、洋药店、洋货店，并且因为“法术失灵”
，殃及了许多普通的北京市民。各国联军则打着进京保护使馆人员的旗号，在北京城烧杀抢掠大清洗
。　　鹤阑珊是一把讲故事的好手。拳民、政府、洋人，三方势力各自纠葛的复杂历史在他的笔下显
得生动鲜明而又脉络清晰。间而杂陈其中的相关史料他更是信笔拈来，几句话就把事情的背景交代得
清清楚楚。　　但是鹤阑珊确实太不爱说理也太不擅长说理了。看书时盘旋读者脑间的诸多问题他都
未能给出答案，在有限的议论中，他也并非字字珠玑。也好，历史本就是各执一套说法。把所有活生
生的故事摆在读者面前，他们自会决断。
3、群氓的细节：读《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侯磊近些年来，有关讲述义和团运动的历
史作品并不多见，记忆中只有止庵的《神奇的现实》一书，尽管资料翔实，但有失于讲述的呆板和生
硬。而像鹤阑珊所著的《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一书却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我想这可
能和作者的叙述角度和风格有关吧。记得小时候看电影《黄飞鸿》系列，发现里面黄飞鸿一会儿和洋
人打架救清朝大臣，一会儿和红灯照（义和团）打架救洋人，一会儿又和清兵打，根本分不清谁和谁
是一拨的。而真实中的历史就是这样。首先清廷的态度就根本没个准谱，每个大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
在改变，而慈禧老太太更是左右为难，因为她要照顾好所有人的利益，谁也不能得罪。而清廷对于义
和团态度的关键，就是从信任义和团的“巫术”到不信任的过程，最后是慈禧破口大骂，祖宗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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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差点被这帮“大师兄二师兄们”给忽悠了。有人把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归结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的冲突，这其中肯定有这样的因素。比如教案刚刚发生的时候，最初的原因仅仅是教民与农民之间发
生了一些“补了锅没给钱”这样很小的摩擦，紧接着，双方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断扩大冲突，最中
酿成了惨案。然而，当时的西方列强同清政府的对话，完全是鸡同鸭讲，双方所处的思维方式差距太
大了，结果只能是越讲越乱乎。而在中外摩擦之下，义和团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呢？在《
天朝的狂欢》一书中，作者把义和团运动比喻成为一场狂欢，因为作者独特的眼光告诉我们，义和团
——即义和拳运动的重点不在于“拳”，而在于“义和”，也就是这个组织的宗旨，即义和团运动中
那些领袖的精神状况。众所周知，那些练拳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跳大
神”，要请神降香、相信神仙护体、刀枪不入⋯⋯这种带有原始巫术成分的“拳”，不能仅仅用一句
“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和具有历史局限性之类”的话来总结，而要以此为切入点来深挖。义和团的这些
表现，表现了他们文化和思维的程度，恰恰也就表明他们这种“精神境界”能够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结果是，义和团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做法，更加让人们觉得，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不是那么衰弱（清
军的武器装备不次于八国联军），而下层民众连同部分上层的大臣却是那么的愚昧。按照历史发展的
规矩，当时清廷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但战争和战争的结局并不是必然的。而朝廷中，
端王载漪和大臣刚毅等完全相信义和团能够打败洋人，但是，所采用的做法却是一边不断鼓动义和团
上前线，又随时在消减义和团的势力，最终卸磨杀驴一般对义和团展开大屠杀。从这一点看来，朝廷
似乎是在拿义和团当枪使，好从中渔利。而主战派的大臣们也可以从中剪除政敌，最终使得载勋、毓
贤、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等大臣被杀。而这样的后果，却是使得朝廷采用了一种原始“巫术
”对付机枪大炮，结果必然是慈禧西逃，奕劻和李鸿章签了《辛丑条约》。由此看来，只要当时的中
国有群氓这一阶层，他们必然在历史中充当搅屎棍子这样的角色。有群氓就要有狂欢，他们就算不搞
义和团，不采用跳大神这样的手法，也会搞出其他什么名堂来。义和团这出闹剧是历史必然上演的一
幕了。尽管这一运动中包含有反帝、爱国的成分，但仍然难以掩盖其中事情的荒诞和人们的盲从
。2011-4-4
4、才云鹏100年来，对那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学界先是左倾僵化意识形态的顶礼膜拜，云其为
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运动，充满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昂扬斗志。然后是右倾民族虚无主义的口
诛笔伐，痛斥这股愚民的破坏力大于建设力，直接促成了《辛丑条约》之国耻，罪莫大焉。堪称诡异
的大转弯。呜呼！话语权，成了一些知识精英捧人和杀人的工具。我为这些自命不凡的同胞感到深深
的耻辱，和《辛丑条约》赐予我的耻辱一样。历史，总是与真实有极大的出入，任何一个执董狐之笔
的人，都应尽可能地挖掘事实真相，用人性化加以还原。可是，仅仅是百年前的故事，就这么轻易被
翻云覆雨，不知学术界的大旗所向，是被吐沫喷的，还是被眼神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朝的狂
欢》是不可多得的研读义和团历史的佳作，不仅仅因它流畅的叙述和新鲜的见闻，更给力的，是作者
铁画银钩的客观展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义和团，在《天朝的狂欢》中舞蹈着、狂叫着、哭泣着向我
们走来。在阅读中，心越来越酸楚，泪水不知不觉掉了下来。我可敬的列祖列宗！我可怜的爱国前辈
！仇恨能点燃多大的幅员？义和团的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它至少能点燃山东
、直隶，加上京津。仇恨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相似的队伍；仇恨引导他们“拆洋楼，扒
铁道，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仇恨使他们忘却恐惧，用大刀长矛对抗火枪炮弹。那史无前例的
癫狂行为，应该是人类在饱受外部欺压、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底限下的一种爆发。我们勤劳
、朴实、坚忍的先人们，用鲜血、眼泪与土地换来了哪些东西？是侵占、欺骗和掠夺！于是，在“治
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可一世的头颅下，一系列教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
暴的践踏，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如此野蛮的仇恨。六十年的屈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一个花
甲的仇恨，像地层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天朝的狂欢》里，关于起义背景，讲得明白如画，每个细
节都真实可信。作者鹤阑珊领着我们，从一个哀鸿遍野的村落，走到另一个愁云惨雾的田园，永远也
走不出惨白的乡间小路，一幅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画面劈头而来：大劫当头
，血水横流，只有遍地的鲜血，才能使狂躁的心平静！   帝国的压迫、生活的绝境、思想的迷茫是三
座大山，连读史的我们都几乎窒息，切肤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先人们呢？谁说老百姓没有思想？谁说
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何况，当一个人骑在你头上拉屎的时候，你还需要一套理论才能断定是否可
以摔下他吗？    仇恨烧了起来，烧成一匹烈焰飞溅的马车。然而，这是一匹一开始就疯了的马车：缺
乏统一的领导，队伍总是分散战斗；没有明确的宗旨，必然没有长久规划；以封建迷信为精神支撑，
则在西方的新式武器面前，糊弄人的戏法无法灵验，幡然而醒后是深深的迷茫。即使怀着最大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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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义和团，我仍然要说，愚昧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标签！它必然是一路狂烧之后，冲向历史的悬崖
。《天朝的狂欢》笔笔写实，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到，是愚昧导致了义和团的盲目爱国及后期的“奉
旨爱国“，它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及排斥科技的愚昧封闭，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清
醒地看到，这不是义和团的初衷，这只是义和团运动的副产品。爱国的方式需要选择，义和团的热情
却用错了方向。爱因斯坦说过，“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幼稚病“，一语道破义和团的狭隘。充满了愤怒
和压抑的群众，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激染，必然形成全民暴动，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但，这难道是热
情的错？在这个时刻，那些以启蒙自居的士大夫们，不应该对人类和国家的成熟唱出最响亮的声音吗
？政府里的高官大吏，不应该对义和团的发展指明清晰的道路吗？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一丝一毫有利
于义和团、有利于天下苍生的言与行，立德、立言、立功哪里去了？义和团，短短两年间自生自灭，
是谁玷污了爱国热情？是谁浇灭了爱国之火？《天朝的狂欢》无比痛心地告诉我们，这些原本可敬的
列祖列宗们，绝大多数都有驱洋灭教的经历，山东和直隶的义和团甚至离开家乡远赴京津与洋人的正
规军队作战。然而正义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义和团民就迅速而迷茫地充当了一系列社会精英：
无能政府、权谋政客、士大夫的无谓的打手！可怜的义和团民，用自己的爱国热情全力养育着暴君政
治，同时把自己身上的锁链，拴得更牢。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那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期
冀能够打败洋人！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的士大夫阶层会在这非常时刻被义和团的“降神附体”所
左右？“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是他们将义和团的“神术”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而当义和团终于敌不过八国联军时，慈禧断然翻脸，对义和团大加杀戮，可悲的义和团民，空怀一腔
爱国之情，全做了炮灰！从揭竿而起的义民，到任人搬动的旗子，再到分文不值的炮灰，可敬、可怜
、可悲的义和团迅速给自己挖好了凄惨的墓穴。那核心中的几万名贫苦农民，其勇猛身姿和无助双眼
，常常让我痛彻心扉。看《天朝的狂欢》，犹如经历了一场历史的狂风，义和团呼啸而来，又被狂风
席卷而去，全然不见。话语权，则重新回到了暴君、政客和士大夫的手中。世界上最丑恶、最卑鄙的
，就是对善良的利用，比如文革。我们回到义和团。以启蒙者自居，同时对被启蒙对象充满轻蔑和不
屑，使中国从上而下的统治阶层包括士大夫最终丧失了一切话语活力，象牙塔里自鸣得意的精英与中
国的民众已毫无关联。无能政府终将垮台，它的走狗们，也必将碎裂道貌岸然的嘴脸，死在肮脏的历
史牌坊下！ 真正严谨的历史，不光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还在平和的言语中，让我们彻底醒悟，感知
我们错在了哪里。义和团并不是拿生命来玩的，鲜血流向阴沟里，不是他们的本意。是谁让他们从云
端摔进泥淖？通读《天朝的狂欢》，你会赫然发现这让你怒不可遏的秘密！不将自己的判断加上“英
明”的标签，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鹤阑珊就是这样一个不蔑视读者智商的作家，他深知“中庸之道
”才是通往学术真理的惟一路径。但这不等于作者没有自己的人文倾向。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他对
义和团民深深的崇敬，对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封疆大吏的敬礼。篇头那段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被洋人逼迫
至死的文字，就很有些革命烈士大义凛然的味道。但是，我们也看到鹤阑珊对义和团总是无法真正凝
聚起来的焦急，对义和团越来越混乱的失望，对渗入义和团组织里的越来越多的阴谋、私利的愤怒，
对义和团自欺欺人、无力回天的恨铁不成钢。然而，在不停的叹息、痛苦和绝望中，我们听到的最强
的声音依然是那句追问：义不成仁谁之罪？义不成仁谁之罪？热血无由情何堪！义和团死了，是终于
被暗杀，而不是光荣地战死。后代子孙等待着结案。感谢《天朝的狂欢》，拉开了历史重审的大幕。
那么，法槌敲响之前，谁，应该耻辱地站在被告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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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朝的狂欢》的笔记-第19页

        在1898年4月27日，在清政府举行大名府文官考试的县城出现很多告示：“各省爱国同志，睹西人
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定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屋。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
。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男盗女娼。”
是不是感觉跟前段时间反日游行的时候，各式群里的告示很像啊。大概真的是一脉相承啊，一百多年
过去了，中国还是有很多人跟那时的人差不多。
后面还有一段，也是类似。

2、《天朝的狂欢》的笔记-

        看看

3、《天朝的狂欢》的笔记-第1页

        才翻了三十页，就发现作者有时候写书写得好随意，前后不搭调的很多。
譬如：
第20页，说驻德公使许景澄在1896年暗示德国人，要获得好处就需要向清朝展示武力。接下来的一段
，却说，“他是否对德国人做过这样的暗示，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他在德国的日子已经很长，成
为一名亲德派也在意料之中”，这一段就是诛心之论，且不说其逻辑问题，这是对上一段的否定了。
但到了第三段，却又说：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份暗示报告中批注道。。。这又是什么情况，是说这份暗
示是真的存在？这样的文字，真有点无语了。

在24页中间，说是1881年2月，村民聚集在教堂院里。虽然以为进行抗议的天主教妇女受了重伤，但其
余的教徒仍镇静自若，由此避免可对村里基督徒的一场彻底大屠杀。（这里不明白为啥教民镇静自如
就可以避免大屠杀？）但在下一段第一句，则是：双方虽然发生口角，但并没有升级到肢体冲突。（
这就怪了，女教民身受重伤，却说没有肢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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