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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内容概要

本系列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
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这些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
新颖的表现手法是本系列的一个重要尝试。它试图在史学家和小说家之间找到一条新路：吸取历史学
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与神采，但没有虚构的情节。从而赋予历
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入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气度和
风范。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处于人类的理性思考、道德评判和审美观照的光亮之中。
大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工的帝国，她和在她之前试验性的秦帝国一起，开创并发展了一种崭新
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是中华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时代。然而自东汉和帝以后，君主
幼弱、外戚专政、宦官擅权、党锢事件、士族崛起、庄园经济、宗教运动、流民暴动、边将叛变、军
阀割据等现象比肩接踵。至桓、灵以后，这些矛盾集中爆发。本书截取了灵帝、献帝两朝五十二年的
时间段，全景式地展示了这个帝国走向灭亡的过程，并由此提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根本矛盾
。读者不难发现，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灭亡，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大汉帝国的覆辙。因为这个
帝国的灭亡不仅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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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作者简介

徐兴无，男，1964年7月19日生于江苏扬州市，原籍江苏滨海县。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
学本科专业，1987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考入该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课程
，1990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考入该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课程，199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
位；1993年留聘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7年聘为副教授。2000年7月至2001年7
月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3年聘为教授。2005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兼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2002－2005）、《文学评论丛刊
》（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合办）执行编委。
学术交流活动：1999年3月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访问学者。1999年10月，赴台湾清华大学参加 “纪念闻
一多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001年5月，参加哈佛儒学研讨会。2001年6月，访问美国达特慕
斯大学东亚系。2003年12月，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8
月，赴香港理工大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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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书籍目录

总序

第一章 孝灵皇帝
第二章 大放逐
第三章 风雨如晦
第四章 太平道
第五章 烽火狼烟
第六章 北邙山
第七章 东京西京
第八章 蒿里行
第九章 日蚀苍黄
遗响

附录：东汉帝王列表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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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历史与文学的最佳结合，通过历代王朝的衰亡，理解政治兴替的潜规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群考古学家不满意于历史学家们在书本上讨论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大汉帝国是如何灭亡的，发誓要找
到真凭实据。他们发掘出了大汉首都洛阳城的遗址，那些南宫、北宫的残砖断瓦，在重见天日之后，
仍是默默无语。    又过了十年，他们在安徽省毫县发现了大汉帝国的篡夺者曹操的宗族墓葬群。在一
场墓砖上，烧制着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苍天乃死！

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古罗马历史学家
波里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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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编辑推荐

《品汉朝:三国乱世与大汉衰亡的历史真貌》汲取史学研究成果，摒弃学术八股风格；神采文学叙事笔
法，还原历史真实故事。成君忆认为徐兴无比易中天更有资格来品评三国历史，会思考的读者，阅读
《品汉朝:三国乱世与大汉衰亡的历史真貌》，请你自己做出判断！《品汉朝:三国乱世与大汉衰亡的
历史真貌》的后半部分，和我国伟大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在时间上相一致。我不敢
奢望超过她，但由于写作宗旨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和面貌，即便在情节上也是如此。比如在《
品汉朝:三国乱世与大汉衰亡的历史真貌》里：董卓并没有抢走吕布的貂蝉，曹操倒是夺去了关羽的杜
氏。书中很多地方，吸收了前辈大师和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钱穆、唐长孺、王仲荦、余英时以及
当前海内外学界对汉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曹操性格的描写，禀承了我的导师周勋初先生的
观点。——徐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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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精彩短评

1、刚拿到书，内容还没看，不过我这本书居然是脏的，而且书的做工也不好，让我对卓越很失望，
希望卓越不要再让客户郁闷了，否则只能换网站了
2、高中时候读的，我觉得这个系列都还不错。
3、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喜欢这方面书的朋友来看看。
4、当下评三国的历史是个热门，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易中天老师的著作，此人在易老师之后出书，给
人的印象并不深。
5、省图书馆借阅的 080822
6、党锢之祸，中官乱政，门阀兴起。比《三国演义》要真实，比《三国志》要好懂。
7、中学时代看过的作品，和《日落九世纪》一个系列的，当然，最后只有赵益先生的作品出彩。印
象很深的是东汉时代政府与羌人的战事。
8、这一套都蛮好看的~作为看着玩玩的历史普及小说~~~
9、这套书比什么鸟易中天，当年明月早多了，不过出于文人的手笔比较复杂一些，所以没有取悦到
大大大众吧
10、这本书比起同系列的西风凋碧树更对我的兴趣。因为汉家王朝的倾颓虽有七哀诗里细数的种种凄
凉与颠沛流离，但也更有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的风神俊疏星汉灿烂。
11、书的印刷及纸张及格。内容本身，中规中矩的学术著作，通俗性稍差，从一开始就不容易让人进
入那种活泼生动的历史环境当中，需要仔细看，耐心看，才能看出文字包含的所有内涵。感觉不错，
但对人性心里的挖掘不是很深刻。
12、三国前传
13、从侧面看历史有趣得多
14、通俗易懂的入门读物
15、买的是06年出版，更名为《品汉朝》的平装本。但非常喜欢东汉末年与三国史的我，愣是无法读
完此书，与其是在看一本历史读物，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折磨，或许真的是易中天的三国说得太出彩了
吧⋯⋯
16、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今上以桓灵之资，欲效武帝之为，其祚永乎？
17、先看的同一系列的西风凋碧树，都是用小说的手法表现历史但是觉得这本文采不够不适合用这样
的方法写作
18、易中天文笔老辣，但是侧重于条分缕析。这本书我在大学时看过，窃以为比同系列的几本高出的
多，其他两本什么《说宋朝》之类，乃两脚书橱之作，枯燥乏味。此书作者是中文教授，文笔自是高
出那些资料库式的历史学者。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悲天悯人之情怀，而这一点，我觉得是易中天所不具
备的。所以我虽然佩服易中天渊博的学识、融会贯通的思想，也买了他好几本书，获益良多，但是总
感觉与之有心灵上的距离。本书不能灌输给你多少历史知识，却能触动你的心灵。萝卜白菜、各有所
爱。有人说《说宋朝》比这本书要好，还有人说易中天更厉害。我在此郑重地投徐兴无先生一票！
19、改的封面好不难看
20、东汉衰亡的历史，三国前传
21、用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细细研读..作为一名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对于那段知识的匮乏让我汗颜...
但是书中将翔实的历史材料以简洁生动甚至是恶搞的语气.散文般的娓娓道来...使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多
年深厚的文学积淀...=u=.不知道为什么..和其他大部头历史书籍不同.我更喜欢那种坐在车上边看边笑的
颤抖的散文.不轻浮.不虚伪.不沉重.不严肃.
22、跟易中天的有差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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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日薄西山》

精彩书评

1、咦,这本书竟然还没有书评?本来只想简评一下,那就多废话两句话,填补一下吧.至此,加上日落九世纪,
西风凋碧树,景山的晚风,全部读完.这套丛书不知道怎么定位的,我感觉还行,语言不是太枯燥.说实话,我
是当小说来读的.回到这本书,从桓灵二帝开始讲起,前半部分可以作为三国演义的前传,交代了故事发生
的背景.我读三国演义时,感觉开头是比较突兀的,上来就是十常侍,可这他们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后半部
分开始讲三国,部分与三国演义相重叠,但一些不同,毕竟要更忠于历史史实.但也补充了一些三国演义里
没有重点提到的事情,原来三国演义忽略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它要突出魏,蜀,吴,其他诸侯自然会
被缩略.而且,作者好像对刘备印象不怎么样啊,从描述上来看,跟他那个五百年前那个高祖老祖宗如出一
辄,也是那么流氓市井.关于本书的语言,什么人讲笑话最幽默?因该是那些平时不苟言笑的人,突然来那么
一两句.对,读这本书对我就这感觉,在平实的叙述中偶尔就抖那么一两个包袱,哈哈,笑死人啊.举个例子
吧:刘备的司马关羽对曹操说,我愿率人作攻城先锋,但请求明公在破城之时,将一个妇人赐给在下为
妻.&quot;哦&quot;,曹操来了兴趣,&quot;此妇何方人士?&quot;待关羽答完后,&quot;好的,好的.&quot;曹操
若有所思地应到.........待我读到,&quot;且说,关云长一进城就直奔秦移禄家,但不见了杜氏.家僮说来了一
群兵将她带走了,关羽恨的咬牙切齿,一定是曹操先下了手&quot;,差点笑出声来.读后记,作者说是当纪实
文学来写的,没有虚构的成分,我觉得,中国的古代史是如此的精彩,即使平实的描述,都已经足够媲美大部
分纯虚构的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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