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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内容概要

有人热捧有人臭骂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民间史学巨著《天国志》作者陶短房从历史的细节
剖析这个天国的各类人物与事件，揭露光怪陆离的天国表象之后的真相。本书为陶短房力作《这个天
国不太平》之续篇。除了延续第一部讲述人物之风格，描述了太平天国另两位重量级人物杨秀清和李
秀成的种种谜团外，还详细解答了诸如太平天国的宝藏都到哪里去了、洪秀全及其将领的印章下落、
天历是怎么回事、太平军会不会种地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了太平军及其遗绪——刘
疙瘩起义的几场重要战役的成败得失，给人带来启迪性的历史思考。
《这个天国不太平》1 获评新浪中国好书榜2010年11月好书
【本书特色】
1,　《这个天国不太平》1和2是第一套剖析太平天国历史细节的图书，从细节看历史，真实深刻。
2，作者陶短房为太平天国历史权威罗尔纲先生私淑弟子，精研太平天国历史十余年，考证严谨，文
笔细腻。作者个人博客以及他2002年参与创办的流觞亭社区文化网站在网络空间颇具知名度，为天国
史发烧友汇聚之地。
3,  收录10面精美彩色插图，引领读者回味历史。
【推荐评论】
RT@人大张鸣：初见陶短房写的历史随笔，感觉非常不同。他的文字，若非在史海里浸润多年，无论
笔下如何生花，都办不来的。
RT@历史长河：有理有据，读史佳篇！
RT@张永久：太平天国像是笼罩在一团迷雾中，经常让人感觉是神神鬼鬼的，难得你梳理得这般清晰
，其中花费的坐冷板凳的功夫，怕是难与人言，佩服佩服。
RT@雁小驴：看这些文章，尤其是其中一些颠覆性的文章，真让我感到异常惊喜。
RT@潘采夫：陶短房这本书，也是严肃的祛魅，是对普通读者的历史科普，其中对洪秀全的描述，是
令人捧腹的喜剧，那真是一个极品皇帝。
RT@加里波第：这本书说的是太平天国旧事，可内容却相当八卦，各种闻所未闻的趣事，信手拈来—
—简直要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当年在天京做过小报记者，不然怎么能挖出如此之多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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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作者简介

陶短房
本名陶勇，祖籍为捻军故乡皖北，出生在太平天国故都南京，自幼耳濡目染，听闻不少太平军和捻军
的掌故。唐山大地震那年在南京瞻园门口遇罗尔纲先生，深受其影响，多年来坚持在工作之余从事天
国史研究。由于工作关系，足迹遍布非洲、北美，曾闹出过为多带典籍，将随身衣物从行李中精简，
以符合航班托运要求的笑话。
痛感太平天国史学领域迷雾太多，倾向性文字和“非此即彼、非褒即贬”的二元论盛行，有志穷十年
之力，和朋友协力完成文言纪传体《天国志》编纂工作；迄今已历八年，90%的纪传和部分表完成，
在太平天国史爱好者中间广为流传。不喜热闹，但如有太平天国史爱好者摸到本人博客
（http://taoduanfang.blog.163.com/）上探讨，会十分乐意交流。一个较特别的爱好是太平天国文物打假
，近几年已在媒体上揭露了多件伪造的太平天国印玺、文书。

Page 3



《这个天国不太平2》

书籍目录

第一部
杨秀清的人缘
孤儿杨秀清和“政治病”
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人情、宽严、公私
精明与笨拙，超前与落后
他是矛盾的混合体
1856年的那些事
从东孽到东升
李秀成素描
他的履历表有没有问题
革职、违令和自行其是
用人、练兵与爱民
他真的投降了吗
第二部
洪秀全，谁认识
洪秀全印玺知多少
“长毛埋金”归何处
“有钱同不使”真相
金印银印何处去
太平天国的“通天术”
太平天国的改名癖
太平军的“军”
黄旗花旗杂色旗
走进“新火器时代”
太平天国有几级爵位
太平天国官印上的名字
没有大哥的王国
太平天国和客家
太平军中的“花面人”
不阴不阳说天历
太平天国和酒
太平军种地吗
太平天国的城市管理
第三部
虎兕出于柙——清军—太平军永安之战始末
一太平军新圩突围及袭占永安
二前期永安之围
三没有硝烟的战线
四向荣复出与清方攻势
五清方围困缩紧和太平军的困境
六太平军突围和清军追击
七永安之战双方优劣
战上海——太平军三攻上海之役述略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役
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经过
上海之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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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可怜画饼误耕耘——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真相浅析
迟来的王国——1899年刘疙瘩起义战事始末
一起义背景及起事前双方力量对比
二其兴也勃
三其败也促
四见微知著，战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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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人物。不论同情或憎恶这个宗教王国者都不得不承认，
太平天国的兴衰，是以1856年9月2日他的全家被杀为转折点的。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杨秀清刚
刚被杀死，洪秀全就对韦昌辉坦言“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此时杨尚是“东孽”，他的部下还在殊
死抵抗，事态尚未稳定，洪秀全的话显然是真心流露。太平天国的头号大敌曾国藩指出，杨秀清死后
，太平天国“大纲紊乱”。一向稳重的他居然在咸丰八年(1858)三月三十日喊出“洪杨股匪，不患今
岁不平”的大话。这句写在给九弟曾国荃家书里的心里话，自然是建立在杨秀清之死所造成的“长毛
大纲紊乱”上。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尤其是如此，他们对杨秀清的评价也截然相反
。有的说他是“天朝的英雄，鞑靼人(清朝)的噩梦”；有的则斥他为“狂徒”、“僭越者”；但不论
是赞许他才能的《北华捷报》上不知名作者，还是对他的死幸灾乐祸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一致认
为，杨秀清之死将令太平天国命运骤变。历史证明，他们不幸而言中。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太平天
国大人物，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口碑却似乎并不怎样。洪秀全在1858年之后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
他推上神坛，但那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感情寄托，否则也不会有天京之变了。李秀成是杨秀清
一手提拔，陈玉成也得到杨秀清的重用，但这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支柱，在供词中却一个将之打
了“中中”的及格分，低于石达开，另一个索性说他和其他几位前期领袖“皆非将才”，不如被评为
“差可”的石达开、冯云山——“差可”也就是及格分数，比“差可”还低，那大约是要补考的了。
杨秀清曾在太平天国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全国军民(甚至可能包括洪秀全本人)的命运，却在一
夜间从荣耀巅峰、胜利顶点坠落深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石达开也批评他“性情
高傲”，他被害时除开自己直属的东殿系统将士，北王韦昌辉、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镕这三位
在城中排名仅次于他的要员以及其他城中文武人员几乎全体与他反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如一些
人所言，是他人缘太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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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编辑推荐

《这个天国不太平2(彩色插图本)》：有人赞有人骂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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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精彩短评

1、看历史看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视角，陶短房先生是罗尔纲的学生，他的著作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2、本书是和《这个天国不太平》一起买的，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其实是懒）所以评写的有些晚。
全书内容很丰富，并非1的简单补充，从杨秀青、李秀成一直写到刘疙瘩让历史再次回到我们眼前，
让读者有机会再次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掩卷慨叹，很多时候强人自以为
了不起，可以逆天改命，但是多半情况下并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书里提到“有钱同不使”的问题，因为最近看经济方面的书比较多，所以就些着重谈下。钱币为国之
重宝，一个国家如果连带自己国号年号的铜钱都没有，那就没有立国的资格。太平天国自称一国当然
有自己的“重宝”，而且声名“天国圣宝即将分行，妖号之钱（清铜钱）定将绝禁”。尽管造出来很
多，但是大师的记载都表明，太平天国铜钱铸成后大一真存在库房里，并没有投入市场流通——因为
木法用哈！

一来在清的辖区内太平钱是“违禁品”毫无用处，在流通中无法被使用。早期天就肉食供应短缺，要
靠罗大纲在镇江开市购买，只能用白银、银元或者干脆就是清钱；其二是太平军对中下级官兵随身携
带的银币数量有严格限制（主要怕有钱就跑了）。这被认为是导致太平钱流通不畅的原因之一，最乐
意使用太平钱且可能花得出去的群体丧失了消费能力。部分太平钱后来成了当时外国人相互馈赠的礼
品，始终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可见事情都在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使是有所谓的宗教保佑。

书中提到个“通天术”的玩意儿，就是杨秀清使的“降傩”（就是跳大神儿里的上身），这东西在初
级好使， 同时由于起兵是在广西山区，当地 素有降傩的传统，参加起义的山民普通 有迷信思想，对
熟悉 的降傩术常常深信不疑。可后来有了天就事变的“天父杀天兄”，宗教这套玩不转了，虽然洪秀
全在后来几年也玩过通天术，一般是每天做个梦上天领取旨意，但是效果不张，因为后期他要面对的
是中国文化昌明、普遍相信“敬鬼神而远之”道理江南人士挑剔的目光其集难度要大得多得多。

总之，天平天国的做为近代史中比较重要的一页是每个人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所需要了解的，至于其中
的走向（或者比较接近真相的史实）也许我们能从本书中了解一二。
3、认识了和课本不一样的太平天国
4、保持了陶短房的一贯水准，展示了太平天国政权多种文化元素和势力混杂的光怪陆离，以及小农
色彩浓厚的狡狯、短视和富贵梦。天国的政治理念不仅毫无建设性，而且严重倒退，先军政治和朝鲜
有一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金田起义的浮雕，真不知道以后如何收场
5、没第一本写的好
6、与罗尔纲的大部头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比起来，好读多了。
7、2补充了一些1中没有写的人物，感觉作者真实很用心，但可惜太平天国现存的史料可能还是有限，
让人看了如同温吞水，没什么感觉
8、: �
K254.09/7283-1
9、期待短房先生《天国志》的早日面世~
10、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一直想了解，这本书写得不错，又是中华书局的版本，支持。
11、这本书后面写的是正史的一些编外话题了；一些行细节还是值得琢磨，需要对照其它书籍校对。
总之，算是普及读物。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插图，一和二的插入都是散乱无边际，没有主题似的分布在
书里，搞什么？是编辑的问题嘛？
12、戏说历史中的佳作
13、应该用正确的历史观去看待和品评历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要用偏激的认识和感性去看待
历史。太平天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4、之前看了第一部，再买了第二，对认识教科书外的天国历史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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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15、历史的真像不容歪曲，也不容篡改。歪曲、篡改了的历史，总会有一天被还原的。我们过去学的
一些历史书，作者往往是根据某些大人物的观点来书写历史的是非，这叫遵命史学，这种人写出的历
史误人子弟，遗害不浅。太平天国的书最近出了不少，纠正了不少过去一味肯定的东西，通过很多细
节的分析，对其开历史倒车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对这一运动我的看法是贬多过褒。
16、单薄
17、一年前买过此书，可惜不知道借谁没还，今天再买一本！
18、至此两本天国全看完了，对太平天国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总体感觉，是一群草民在没头没脑
地玩命。反正不想活了都是，瞎折腾。起码，你要有个目标吧，搞个政治纲领或者什么主义的也好。
这样，也担得起别人的敬佩。打着上帝的旗号，天父天兄什么的，但却弄得不伦不类、乌七八糟。上
帝若知道了这回事，一定得气的要死。真实的历史并不美好，而美好的历史也从来没有。但，真实比
美好重要。所以，这两本书看得值了。
19、短房的文字，读起来很短，天国一幕幕在眼前出现。好书呀。
20、这些年随着独立思考的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历史的新的理解越来越多，表述越来越独到
。其实历史是没有真像的，我们只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那个时代的信息，然后整合成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历史。
21、不错。值得一看。前面好，后面差一些。
22、书名太挫了
23、一群农民在几个科举不中的人带领下，愣是占了大清一大块土地折腾了12年。要不是最后窝里斗
，说不定还真能划江而治。历史与我来说，其第一效用还是猎奇，远比什么宫廷剧、偶像剧要好看多
了。
24、第二本就看了六七成，后面的打仗没意思。对比了下第一本的豆瓣的评分，我觉得那些读了后还
给《这个天国不太平》打低分的，肯定是看了封面以为这书内容会很Q很劲爆，结果全文不温不火，
观点持平，还算严谨细密，感觉不过瘾，就恶评了。取这样的书名，我觉得算是中华书局商业营销的
牛逼策略，可惜赶跑了作者的部分读者，还招来一群不对胃口读者恶评
25、写太平天国很深刻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26、这个商品真不错
27、此书沿袭前作，典故考证详实，尤其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些常识，多有惠及。该书认为杨秀清
、李秀成为太平天国史上前后期之决定性人物，甚是。
28、写的是天国一些细小的事情，说的不严肃一点适合八卦，当然作者治史还是比较严谨的，可以看
看
29、和历史教科书上的完全不同的天国！
30、作者选取不一样的历史角度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太平天国。不错！
31、历史教科书的很多观点大概可以颠覆了，其实，农民本来就是力量最大的一支，但未必就是最有
先进性的力量，传统观点的确有些左了
32、不论是1还是2，都很生动好看，对太平天国有各种正面侧面的了解，对于人心人性有更多的感悟
。喜欢，向大家推荐。
33、不是以人物，而是以事情方面为篇章了。感觉比第一本略差。
34、很喜欢此类的书籍，写历史的人都带有自己的观念很正常，能从不同角度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
35、有些收获，比历史书好多了
36、某日在季风中午时间草草扫过，关于太平天国这个邪教国家当年怎么就树为正面典型了⋯⋯
37、写的不错，很有幽默感，值得阅读
38、窃物者为盗，窃国为诸侯。读百姓战争史，不做愤青。
39、视角独特，内容翔实
40、这段历史还真不有趣，各种意义上的乌烟瘴气。其实农民起义大体也就这样了，不靠谱；不过因
为这是离现代最近的一次失败的大型农民战争，所以有了足够多的拿过来解剖的资料。
41、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体会人性的挣扎。无耻之人怎末做大，可悲。
42、关于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
43、陶短房的书那是有保证的
44、商品不错，很满意，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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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国不太平2》

45、很好的一本书，尽管24块买的，比较贵，但内容很满意，当初看了1，意犹未尽，总觉得太平天国
最重要的杨秀清及李秀成为什么不写，原来在2这里了。对太平天国有兴趣的，最好看看这2本，1跟2.
比其他的都好。甚至比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迎合共党需要，但这2本没有。
46、没太多新意， 和介绍的基本差不多。 书的内容介绍有夸大嫌疑。刚看了杨秀清之死 没有发现与
众不同处 和历史教课书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教科书不能说的太细 本书加了点细节而已。总体来说  
想了解太平天国的可以看看。我同时还买了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
47、一直很喜欢陶先生的文章，说理 清楚，材料准确！很好！
48、天朝正史看多了，看看这所谓野史，看看这些天朝的同类都是些这样的货色，物以类聚啊
49、从多方面了解下太平天国，有新的感觉和认识。
50、学术气很浓，但是可读性就差了。
51、电影续集看过不少，书名直接挂上2的续本想想还真是第一次读到。
52、有注水，不如第一部精彩。
53、一本好书，好书一部
54、作者的功力确实很深，希望这样的作品能够多出几本。
唯一的缺点是价格高了一点。
55、对于我们这种没时间看大部头的正统史料，又习惯于听正经故事的家伙来说，这本书真是了解太
平天国的不二之选。
56、这2本太平天国的真心好看
57、篇幅不长，深入浅出的解析，很不错的消遣历史随笔!
58、没有第一本的段子激烈啊= =
59、越发的闷了
60、少有的给了满分，实在太好了，书
61、一段不太熟悉的历史，很有意思！
62、其中有两篇，讲太平天国对种田，对城市态度的很不错。最后一篇讲1899年清军镇压皖北造反中
，新式电报、军械的作用也不错
63、从第一部更进到这部，连夜看完，实在精彩，搜集了不少太平天国的书籍，这套是很适合轻松阅
读又能很好了接这段历史的书
64、陶先生的书的确是与众不同，值得阅读与收藏。
65、书写的不错，正在看
66、杨秀清写的较详实
67、和第一本一样好，让人能透过迷雾看透真像。
68、和第一本相比，一如既往的好！
69、还是不错的
70、让我们了解了太平天国不一样的人和事
71、今天，卡扎菲上校死了。我突然想起洪秀全，他升天的时机选的真是太好了，免去了许多不必要
的凌辱与折磨！陶短房先生的这本书写得很棒，值得一看！
72、对太平天国评价客观，少了政治面具，多了真实历史，值得阅读
73、研究太平天国第一啊！
74、依旧喜欢。。。。。。。。
75、本来想买一本类似通史那样的全面介绍的 买回来才发现是介绍各个人物的 但也还不错 每个人物
剖析的挺深的 总体还不错
76、民科的走火入魔之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77、接着买
78、看完张鸣的从说近代史 就像在看看太平天国 买来几天了 翻了翻 感觉不错
79、后边各种战役没看下去。。。
80、和上一部一样一如既往的好！ 期待作者什么时候出第三部
81、正史吗？
82、在书店翻了翻，觉得可以收藏一本
83、据介绍这本书写的很好，作者就象说他们家里的事那样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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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不如第一本丰富有趣
85、研究的很深刻
86、太平天国在过去一直被正面化，是“是非二元论”的“是”。但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还原了其本
来面目，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很好。对作者陶短房，从一些评判历史的文章中已有所了解
，是个有见解的历史学者。
87、历史在细节
88、买了第一本，接着买第二本。继续从侧面角度介绍，能较全面地了解太平天国。
89、对于见诸教科书的各种太平天国故事，这本书给了一个新的视角，所以值得一读。就写作态度而
言，许多结论是作者自己的推断，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客观性略显欠缺。
90、期待作者的天国志能够杀青  长毛到后期的行为模式已经完全是苟延残喘 之所以能够延续到同治
初年 则完全是全球化的功劳  洪完全不是管理国家的那种领头人 不过参考长毛里向来号称帅才的石达
开的流窜路线 还真难在长毛里拔出什么有清醒状态的人来 除了裹挟百姓 打砸抢烧 破坏江南风物 毁灭
皖南浙北外 他们在江南地区还真没啥别的作为可言   感谢洋大人 感谢曾文正  没有洋大人 上海完蛋了 
没有曾文正 湖南完蛋了  
91、读懂历史，看清眼前，清楚？
92、文辞稚嫩，逻辑混乱，立场反复。妄图标新立异，实乃拾人牙慧
93、可看作“志”“表”一类。

作者对李秀成的欣赏和惋惜跃然纸上。
94、比第一本好看些，上一本可能是写得太浅了
95、缺乏中心。但作者本意也非史学专著。
96、基本上还算客观，是不是在香港有一本类似的书？
97、看了该书第一册，觉得不错，又买了第二册。值得一读，历史是什么，我想应从多个角度去思考
，事物的方面不是一个。
98、太平天国是一个永远应该正视的话题
99、把1没写的都写了 不错
100、第二部分的小文章还蛮有意思的.
101、喜欢看陶短房写的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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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是和《这个天国不太平》一起买的，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其实是懒）所以评写的有些晚。
全书内容很丰富，并非1的简单补充，从杨秀青、李秀成一直写到刘疙瘩让历史再次回到我们眼前，
让读者有机会再次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掩卷慨叹，很多时候强人自以为
了不起，可以逆天改命，但是多半情况下并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书里提到“有钱同不使”的问
题，因为最近看经济方面的书比较多，所以就些着重谈下。钱币为国之重宝，一个国家如果连带自己
国号年号的铜钱都没有，那就没有立国的资格。太平天国自称一国当然有自己的“重宝”，而且声名
“天国圣宝即将分行，妖号之钱（清铜钱）定将绝禁”。尽管造出来很多，但是大师的记载都表明，
太平天国铜钱铸成后大一真存在库房里，并没有投入市场流通——因为木法用哈！一来在清的辖区内
太平钱是“违禁品”毫无用处，在流通中无法被使用。早期天就肉食供应短缺，要靠罗大纲在镇江开
市购买，只能用白银、银元或者干脆就是清钱；其二是太平军对中下级官兵随身携带的银币数量有严
格限制（主要怕有钱就跑了）。这被认为是导致太平钱流通不畅的原因之一，最乐意使用太平钱且可
能花得出去的群体丧失了消费能力。部分太平钱后来成了当时外国人相互馈赠的礼品，始终没有进入
流通领域。可见事情都在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使是有所谓的宗教保佑。书中提到个“通天术”的
玩意儿，就是杨秀清使的“降傩”（就是跳大神儿里的上身），这东西在初级好使， 同时由于起兵是
在广西山区，当地 素有降傩的传统，参加起义的山民普通 有迷信思想，对熟悉 的降傩术常常深信不
疑。可后来有了天就事变的“天父杀天兄”，宗教这套玩不转了，虽然洪秀全在后来几年也玩过通天
术，一般是每天做个梦上天领取旨意，但是效果不张，因为后期他要面对的是中国文化昌明、普遍相
信“敬鬼神而远之”道理江南人士挑剔的目光其集难度要大得多得多。总之，天平天国的做为近代史
中比较重要的一页是每个人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所需要了解的，至于其中的走向（或者比较接近真相的
史实）也许我们能从本书中了解一二。
2、历史告诉我们：教科书基本是不可信的诚如斯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为的痕迹尤其重。基
本颠覆了很多以前对天国的看法。这种历史写作风格有点像梅毅，反正他的书我也基本都追的，陶短
房的是最近才发现，读来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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