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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内容概要

《最中国史》从一些偏僻的角度，切人自西周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时代，包括西周、秦、汉、三国、晋
、唐、宋、元、明、清等，大多数故事标明了发生年份。与你所见过的现有历史剖面都不相同，它将
司马迁的实在、刘义庆的出入意料和蒲松龄的神秘冶于一炉，试图看到新的东西。
这些记叙都有一个历史的外壳，涉及史实、年代也都注解，除却这些，其余的内容都是自给自足，自
成一体的。它不是正史，而是关于怪异、勇力、叛乱与鬼神的故事，有的神神叨叨，有的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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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作者简介

吴学俊。81年生。著有长篇小说《烂泥丁香》，《最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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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最奇情的红颜祸水一一褒姒倾国之恋(西周)　一、青年　二、身世　三、训练　四、俗事　五
、烽火第二章  最狂野的皇帝梦想一一秦始皇赶山填海(秦)　前言　一、陨石　二、鸡蛋　三、制度　
四、辫子　五、黄金甲　六、祖龙死第三章  最逆转的以寡敌众一一项羽决战巨鹿城(秦)　一、取代　
二、大泽乡　三、起事　四、楚怀王　五、定陶　六、宋义　七、死地　八、涉间　九、分兵第四章 
最遗憾的外科手术一一司马迁凌空一跳(西汉)第五章　最先驱的西天取经——蔡愔天竺教求法（东汉
）第六章　最契合的招聘面试——诸葛亮隆中对（三国）第七章　最隐晦的古代数学——阳羡书生的
神迹（晋）第八章　最快捷的继承衣钵——恵能菩提本无树（唐）第九章　最耦合的风水大师——唐
高宗陵归何处（唐）第十章　最风流的唐朝诗人——鱼玄机不得有情郎（唐）第十一章　最纠结的宋
词创作——秦少游客舍郴州（宋）第十二章　最作秀的求师问道——杨时程门立雪（宋）第十三章　
最尖端的进口武器——万里驿传“西域炮”（元）第十四章　最跨越的辞职不干——皇觉寺朱元璋夜
奔（明）第十五章　最荒诞的圣诞之夜——洪秀全的圣诞节（清）第十六章　最成功的商业模式——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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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最奇情的红颜祸水一一褒姒倾国之恋(西周)我十一岁那年去河边打水的时候，洞穴中的动物
纷纷窜出地表，蛇和蟾蜍四处浮现，狗冲着天空狂吠，天空排列着粉红色的云朵，我喜欢它们的光彩
，如果能穿上一朵云彩，我愿意在粗鲁的农夫和饶舌的孩子面前，立刻轻解罗衫，跳进河里，洗净我
的身体。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我感到脚下的土地都在颤抖，接着我真的掉进了河里。父亲把我拦腰捞
起来时，他告诉我，发地震了。那一日，我家的土砖墙倒了一面，茅草顶篷顺势塌了下来；那一日，
泾河洛三条河流同时发生地震，那一日，我知道，这一生和这世界并非日复一日一成不变，意想不到
的事隋会发生。三年后，褒君之子洪德来到我的家。因为谷物用来买了土砖模子和招待帮工的乡邻，
父亲无力给褒君纳粮，洪德是替父亲来收租的。父亲在门外向他鞠躬，哀求他，但洪德很不耐烦。我
从阴暗的小屋走出来，走到秋天的阳光底下，走到洪德的跟前，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说，大人，我的
父亲没有交租，是因为我们在地震后必须先要活下来，你看似失去了三年的租金，但你却得到了一户
活着的劳力，他们还能提供三十年的租金!此言一出，洪德一惊，他开始打量我，像一把梳子一样，把
我从头到脚理了一遍，他甚至捏住我的下颚，翻看我的额头、牙齿和下巴。我并不惊奇，当我从小屋
走出，一步步走到洪德面前时，我觉得自己一步步壮大起来，连个子也哗啦啦地长高了，与洪德比肩
而立，平起平坐，现在我任他摆布，并对此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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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编辑推荐

《最中国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背靠正史，新下中国史大棋!再现广阔中国画面，重构千年故人
心灵！最奇情的红颜祸水、最狂野的皇帝梦想、最先驱的西天取经、最隐晦的古代数学、最纠结的宋
词创作⋯⋯这就是一部中国通史，它从一些偏僻的角度，切入了自西周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时代与你所
见过的历史都不相同，它将司马迁的实在、刘义于的出人意料和蒲松龄的神秘冶子一炉，试图让读者
读到新鲜东西。私人作史，是一个禁忌，更是一个诱惑。秦相吕不韦张罗了三千名门客，编撰了《吕
氏春秋》；南朝宋刘义庆辞去衮州刺史一职，结交文人和僧侣，编撰了《世说新语》；清代蒲松龄剑
走偏锋，远离帝王本纪、王候世家和将相列传，自称〔异史氏〕，记叙了他打听到的书生和狐狸、乡
村和地狱的全部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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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精彩短评

1、很烂的一本书
2、这本书用滑稽语言，再加上一些现在的用流行用语，把历史写得摸不着头。
3、发货速度挺快，还没来得急看，应该不错吧
4、知识普及读本!
5、私人写史，诱惑还是禁忌？带有意识流和心理描写的历史，读来别有风味。
6、还好，解析历史。学习历史。
7、该书及作者都值得关注。推荐大家购买。我对这次的订单很满意，书很新，希望以后也能如此。
8、作者想创新，想走诙谐另类的路子，但是走的很失败，弄得太玄，正不正野不野。让历史不知所
云了。但是文笔凑合。

9、感觉一般，我不适合看书，哈哈
10、不错的一本书，值得推荐，物美价廉，书本的质量也还好，应该是正版。
11、开头觉得不错，到后边觉得有些牵强
12、好吧虽然是有正史影子的漫谈，但是真的很有趣^ ^
13、刚开始看觉得挺有意思，读到项羽那里就觉得太多的大白话，很多都是想象的。一点儿古味儿都
找不到了，好尴尬呀
14、最喜欢历史类书籍
15、没有逻辑
缺少事实
缺乏主题
除了浪费纸张、金钱看不出有啥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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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精彩书评

1、最开始看到这本书时，对中国史颇有兴趣的我毫不犹豫地就用鼠标点开了它。看着看着，虽略觉
蹊跷，兴趣却只增不减：在第一篇褒姒中作者直接用上了第一人称，硬生生地将“烽火戏诸侯”五字
拉成了一个充满着奇情的短篇故事。在正史史料的框架下，作者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在作者的笔下，
一尘不变的历史化成了一幅拥有着七情六欲的古画，似真非真，却不禁令人沉醉其中，主角的喜与悲
，处处动人心弦。在深邃神秘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被其摘取，放入了自周以来
的各个主要朝代，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通史。分别采用的故事素材主要有：秦始皇赶山填海；司马迁受
宫刑；三顾茅庐和隆中对；阳羡书生；武则天与乾陵；程门立雪、秦观与三绝碑；“西域炮”的发明
者入境；朱元璋投军；太平天国覆灭前洪秀全、李秀成、洪仁玕等的博弈等。亦如第一篇，内容皆是
充实完整，感情色彩浓厚，想象成分虽多却与故事情节逻辑一一符合，更为故事增添了几丝情趣。正
如如该书底页所说的：“它刷新了广阔中国画面，重构了千年的故人心灵。”虽然这也许不是正版历
史（基本上肯定不是啦），但它对三千年中国刨根掘底地私人探知，却使它成为了最吸引我的眼球的
“历史”。
2、陈鱼|故事是件华丽的外衣（评《最中国史》部分篇章）　　吴学俊近期发了一个系列，据他说“
总17篇，15万字”，这一系列我看了三个，《渺万里驿传，埃雷梅斯》、《十三州图，隆中对》、《
难得有情郎，绿翘》， (这几篇均收入了《最中国史》）它们有些共同的特点：　　1、 重构历史，今
日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上本就是一种传说，吴学俊变换了讲述方式和人物因果；　　2、讲究细节，
物件、对话、情节都力图做细，这种细节——一方面是营造真实感，如：“他按压每一块船板，检验
其承受力，换掉不够坚韧的板子，修葺工作持续了一整天，尾活儿还是打着火把干完的。”；另一方
面带着戏谑的气息解构这种真实，如：“诸葛亮说，老师，今夜，我不关心天下，我只关心你！老师
说，亮啊，你是个实在人，就不要整虚的哈——我要休养将息了，你且归去！”——像个自己垒积木
再推到的顽童；　　3、克制，看得出吴学俊在写作这一系列是带着破坏者的坏笑和快感的，如是有
经验的作者会把握篇幅和节奏，纵然写得再快感肆意，该收手时就收手。　　三个里我觉得最好的还
是《渺万里驿传，埃雷梅斯》。在气质上，《渺》有一种洒脱，任务、护送、九死一生，尤未悔也，
既然受命，就置生死于度外，这比《十三州》的窝囊纠结、《有情郎》的私情猥亵都更鲜明开阔；在
情节上，《渺》的帐篷机关迎敌和冰河投石突围都给我留下印象，将“冰块”当作石弹这种浑然天成
的情节走在后两篇中似乎都没有了。　　《渺万里驿传，埃雷梅斯》确实是一个好读的故事，充满趣
味的想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悬疑、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一步步完成着英雄壮举，带着波普味道的偶尔
出现的现代人的调调，上面说了三个共同点，吴学俊的这三个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点：每每往后，还是
被“故事”的力量包笼席卷，成为一个被重新叙说的“故事”——是故事，结构上就逃不脱前因后果
，最后总是一个交代，我有一个回帖是“作者在虚构和解构的同时还是遵循着故事原有的秩序和逻辑
，还是把故事放在一个参照的位置”。以“故事”为参照，或者说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新故事”，
那么，显然在叙述策略上所有的遣词造句就都是为“新故事”服务，作者的“重构”是为了故事的趣
味，作者的“细节”是为了故事的趣味，作者的克制同样是为了故事的趣味——提供一个干干净净的
富有阅读快感的故事，不是吗？　　套用黑蓝理念中的这样一句话：“一个好看的故事仅仅是小说的
一件华丽的外衣。”这里提到这句话并没有金科玉律的意思，中国那么多名著绝大多数也是故事构成
，而是，对于一个已经意识到要破坏故事的作者，他的破坏力度完全可以更大一点，如果眼光不再放
在故事上，写作的计量单位?“事件”微调到“句子”，类似“砖瓦结构厂房的墙体偶尔闪过几翅冷光
，像是白鹤将飞而未翔”；“怕是看不到明年春天的映山红了”等句子——在故事中发挥着“美化”
作用的句子，作者或许会重新考虑取舍，句子不再是故事行进中的点缀修饰，句子本身就成为了目的
，离开了故事，一个有功底的作者或许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作者：陈鱼 来源
：HTTP://WWW.heilan.COM/periodical/heilan_88/novel_1.htm#1
3、转自：http://user.qzone.qq.com/328811388/blog/1289280164作者：段洁私著国史或私人作史，是一个
禁忌，更是一个诱惑。秦相吕不韦张罗了三千门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分别是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偷偷摸摸写的。面对被时间锁死的昨
日，如果以司马迁的眼光看，都是些大事儿，帝王本纪，王候世家，将相列传，无不一一记录。终于
司马迁的手稿激怒了汉武帝，班固进了监狱，范晔藏的很深，却因为被指认为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主谋
而掉了脑袋，陈寿书成后名噪天下时，仕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南朝宋刘义庆辞去衮州刺史一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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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国史》

交文人和僧侣，并编撰《世说新语》时，他显然只关心短平快和稳准狠的段子。而清代的蒲松龄则喜
欢剑走偏锋，远离帝王本纪、王候世家和将相列传，背朝太史公，自称“异史氏”，记叙了他打听到
的书生和狐狸，乡村和地狱的全部事迹，他认为打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更有意思以及意义⋯⋯　　
和古人有所不同，文史学人吴学俊只关注历史上的“最”，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
平常、却又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也留意到了红颜祸水和风流剩女，甚至还探讨了一下皇帝的梦想。　
　《最中国史》从一些偏僻的角度，切入自西周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时代，包括西周、秦、汉、三国、
晋、唐、宋、元、明、清等，大多数故事标明了发生年份。与你所见过的现有历史剖面都不相同，它
将司马迁的实在、刘义庆的出人意料和蒲松龄的神秘冶于一炉，试图看到新的东西。　　从素材上，
它摘取了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直击历史进程中的尖峰时刻。作者吴学俊采撷的历史事件主
要有：秦代秦始皇赶山填海；汉代司马迁受宫刑；三国时期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唐代武则天与乾陵；
宋代程门立雪、秦观与三绝碑；元代“西域炮”的发明者入境、朱元璋投军；清代太平天国洪秀全、
李秀成、洪仁玕的博弈等。《最中国史》各篇是以不确切的历史（历史资料、故事、传说等）为胚子
，但所有关键情节全部运用正史史料，即便故事外壳和主体事实略显荒诞，但是故事情节逻辑和人物
心理逻辑又无懈可击。　　在写作手法上，吴学俊在每一篇都探索运用了多种小说“方法”。比如戏
仿，阳羡书生篇戏仿唐代传奇；比如“时空错位”，程门立雪篇，要把达摩赶出中土的匪帮杀到了儒
学大师的门庭之下；乾陵篇、西域炮篇则类似公路小说。这些记叙都有一个历史的外壳，涉及史实、
年代也都注解，除却这些，其余的内容都是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它不是正史，而是关于怪异、勇
力、叛乱与鬼神的故事，有的神神叨叨，有的荒诞不经。风格与博尔赫斯《恶棍列传》、尤瑟纳尔的
《东方故事集》等，是一个路数的。《最中国史》可以说在内容上、形式上尤其是意识上全部“跑偏
了”，偏的还很远，一如该书底页所说，它刷新了广阔的中国史画面，重构了千年的故人心灵。历史
进入这个文本，看似是整体的形式，但其实处处都是以对历史裂缝的描述介入的，同时吴学俊又像一
个负责任的时光雕刻者，他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脚踏实地，于是这个文本就成了非再现的叙述，它以
叙述者讲述一个个新的故事为主体。对读者而言，历史与现实的鸿沟消失，而《最中国史》进一步的
推演，则会引发对正史合法性的怀疑。　　和当下温软的解读不同，吴学俊颠覆了合法化的正史立场
后，也随之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话语中心，创设了一段新的历史表达方式。这样做，通常都是比较冒
险的。很明显，吴学俊尊重那些公知史实，但他却把它们放进了新框架，《最中国史》形成了一场文
本上的事件狂欢。　　当我们把史实从混沌失序的历史洪流里考证出来，这就像欧洲人花了一千年把
糖分从葡萄酒里离析出来，现在吴学俊又把史实重新放回熙熙攘攘的历史现场，如同饮者把雪碧与葡
萄酒一起倒进了酒壶，所以，也许有的读者会拍案叫绝；而有的读者则会大叫，这不可能！总之，《
最中国史》不一定是你最想要的，但它一定是最出乎你意料的。  （段洁，2010年11月9日）
4、历史短篇小说集，包括了《赶山填海，始皇帝》、《凌空一跳，太史公》、《乾陵，神乎方技》
、《郴州客舍，词人武人》、《达摩，程门立雪》、《渺万里驿传，埃雷梅斯》、《洪秀全的圣诞节
》等流传稍广的、具有形式和意象创新的短篇历史传奇小说。它们往往是以民间传说为胚子，关键情
节全部运用正史史料，形成故事外壳和主体事实不无荒诞，但是故事情节逻辑和人物心理逻辑，却又
表面正确，无懈可击。每一篇都在最传统的平铺直叙的笔法下，探索运用了多种小说“方法”。比如
戏仿，阳羡书生篇戏仿唐代传奇；比如“时空错位”，程门立雪篇，要把达摩赶出中土的匪帮杀到了
儒学大师的门庭之下；乾陵篇、西域炮篇则类似公路小说。 　　小说方法上，总体来说，与博尔赫斯
《恶棍列传》、鲁迅的《故事新编》、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是一个路数的。概括来说，《最
中国史》，在小说形式上跑偏了，而且偏的很远，差不多自成一家了，它在内容上，如该书底页所说
，它刷新了广阔中国画面，重构了千年的故人心灵，总之，是对小说形式的新探索和对三千年中国洛
阳铲似的私人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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