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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内容概要

《黄花落，黄花开》主要写了1911年——1916年中国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成
功后，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主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专
制统治到民主共和，进入了剧烈变革时期。《黄花落，黄花开》复活了鲜活可触的历史细节，把给繁
复杂的历史层层剖开；作品还包含着对辛亥革命得失的探讨，对晚近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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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作者简介

刘东黎：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青年学者，曾经出版文学随笔/散文《北京的红尘旧梦
》《生若幽兰》《印象玫瑰》《现代人类的古往之梦》《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幽思与遥望：乡土
世界里的婺源》《负尽狂名的末世王孙》《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郁的琐屑》《
张恨水：我与北京的啼笑因缘》等多部著作/作品；此外，有《人与自然》《文明的中介》《费厄泼赖
与王蒙的小说创作》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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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欲近天晓　　千里烟波　　多少年之后，蔡锷总会想起1902年5月中旬，他和杨度、黄兴
乘坐日本客轮“山东丸”号，一同赴日留学的那一天。　　在人头攒动的吴淞口码头上，搬运行李的
挑夫和检查行李的军警拥挤喧哗着，发出一阵阵嘈杂的人语声浪，加重着他千里去国的孤寂和离愁。
　　船终于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天气特别好，微风拂面，碧涛万顷，海上有一些水
鸟，太阳渐渐升起。　　当“山东丸”号驶离吴淞口，来到公海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乘客们都涌到甲板上凭栏眺望，呼吸着海上的自由空气，欣赏着茫茫无际的海上月色。　　蔡锷也从
客舱里走到甲板上。那年的他只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皮肤自皙、面目清癯。他那稍嫌瘦削的脸
上，似乎总有一种深藏的惊讶，以及因为孤独而带来的忧郁；就像他现在趴在栏杆上的样子一样，目
光疑惑地望向大海，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绵长无尽的思考。一般而言，有这样目光的少年，注定将会有
心路崎岖的命运。他们的智慧总会伴随着怀疑成长，他们的脸上，便始终笼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深
思的迷雾。一种特殊的气质会经由日积月累，沉积堆砌而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注定将不会
平凡。　　夜色正在淡去，显出海上的一层薄雾，像一层纱幕。渐渐地，这层纱幕也消失了，大海清
楚地显露出来，没有遮掩，也很平静，但是再没有遮掩也觉得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再平静也觉得有一
种汹涌的力量，只因为它是大海。蔡锷怀着崇敬的心情，凭栏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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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媒体关注与评论

　　翻开这本描绘辛亥风云的历史小说《黄花落，黄花开》，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部画面生动、情节
跌宕、人物性格鲜明的连续剧。作者怀着兄弟的温情，深入到那一代青年精英的内心，感同身受地体
味他们充满绝望与欣喜、失落与找寻的心路历程。我们会感到，不论激进还是保守，他们个个都真性
真情，有血有肉，是不可轻下功过是非的论断的。我欣赏这样一种看历史的眼光。　　——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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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编辑推荐

　　谨以《黄花落黄花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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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精彩短评

1、嗯⋯⋯还行。人物心理语言描写都不错，不过总是感觉有点儿端着了。
2、作者很有胆量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小说，对于有些事情的想法挺特别的，但个人觉得是不是有美化
袁世凯的嫌疑呢~~看了书的筒子们都来说说~
3、开头又见百年孤独的句式，历史观次，不专业！哲学问题和历史思维完全是0，原因是教育的思维
和作者本身的学识不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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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章节试读

1、《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172页

        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起码，肯定要比空言平民政治要好得多。杨度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华民族不需要西方式
的议会争吵和资源消耗，有限的资源必须集中在强有力的统一调配之下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一个伟
大的民族应该如一台精密的机械，每一个人就是其中的零部件，各司其职，准确高效地执行统一指令
⋯⋯

2、《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329页

        那兵火连天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南北大地上朝生夕灭、大大小小几十个军阀政权走马灯般来来去
去，一次次灰飞烟灭，又一次次汹涌而来。中国在大冲击、大碰撞中度过了数十年的分裂期。这期间
溢满了血泪和苦难，其混乱与复杂简直无法言说。离乱情仇，一个世纪的风雨苍黄，慢慢地飘入史书
的内页；几代人的彷徨和惆怅、愤恨和执着，盘根错节，难分你我，悲惘的恸哭，青史的余烬，降下
帷幕的半年血泪，慢慢沉入到后世人易醒的睡梦中去了。

3、《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244页

        但是泪水还是浮上小凤仙的眼中。那是一种隐隐的忧虑和伤痛。她说，“人生快乐的时候少，忧
患的时候多，就像这花一样，长年累月都是冷冷寂寂的，热闹风光也就只有这么几天⋯⋯秋日之光照
下来，红黄树叶缤纷如花了，零落飘飞，凄艳之极。”秋日再灿烂，落英再缤纷，也不过是为即将到
来的寒冷冬日吟起前奏。蔡锷和小凤仙的命运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一个英年早逝，一个也就此在
偌大江湖失去了踪迹。第一次知道小凤仙是小时候看了一部电视剧好像是叫《小凤仙传奇》，当时当
然什么都不懂，现在突然就想起来了。一边读着有关她的书（虽然关系不太大），一边回想起这些，
感觉好怀旧。在这样一个冬日即将到来很平常的日子，读到这样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凄清
。这个故事也许并不真实。历史上蔡锷的红颜知己好像是他的妻子潘蕙英而并非小凤仙，小凤仙在失
踪之后隐姓埋名在沈阳和别人结了婚，然而却时常拿出她与蔡锷的合影，想必时常念及故人。她记得
他，而那人却⋯⋯不管怎么说，动荡岁月里的女人，命运真令人唏嘘！

4、《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106页

        孙中山冷冷地笑了。“你现在可以给你的把兄弟袁克定去复命了。我还有句话要送给你。我知道
你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但你以后要把每一步走好。越是最慷慨激昂的人，往往最脆弱，皎皎者易
污，铮铮者易折，就是这个道理。你好自为之吧。”这段儿印象比较深，刚看到这儿。手机打字真麻
烦啊啊啊！

5、《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62页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美国的报纸上有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当即复电黄兴，表示热
烈祝贺。他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于之相关
的岁月，已经无声地流逝而去。然而这样的流逝是意味深长的。孙中山奔走几十年，一次次的牺牲。
从檀香山到南洋，和保皇党在海外的争斗，黄花岗上的侠骨，钱塘江畔的秋风，从镇南关到惠州的战
斗⋯⋯黄花岗，镇南关之役的惨烈失败，对孙中山的刺激极大，而同盟会中的消极情绪和分裂苗头也
开始出现。

在这无比苦闷的时候，他盼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革命志士终于在阴暗的天幕撕开了一道裂痕。而且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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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落，黄花开》

都没有预料到的。最后一片叶子的飘落固然是动人心魄，而此前在冰刀霜剑中的磨砺与奋斗更为意蕴
丰瞻——它们包含着过往的所有秘密，并且蕴含着留给未来的启示。

6、《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81页

        蔡锷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钟大人（钟麟同），清廷结束，大势所趋。如果钟大人为此尽心尽力
，则功不可没。否则，便是坐失良机⋯⋯钟大人，你睁眼看看当今天下吧，民主潮流，共和所向，谁
能阻挡得了？大清两百四十年江山。华夏三千年文明传承，这个腐败的王朝，它能代表中国吗？在此
时，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沉沦到了如此黑沉沉的谷底？我们效力卖命的，到底是怎么一个朝廷？这条
路走绝了，总得换人走另外一条道路⋯⋯”

7、《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5页

        戊戌变法失败带给蔡锷这一代人一种独特的宿命，那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
—乃至对整个人生的绝望；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
。之后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他们虽然还在左冲右突，却一生都难以摆脱看不清前路的绝望。

8、《黄花落，黄花开》的笔记-第186页

        玩兵变等于玩火，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军人干政从此尾大不掉，骄兵悍将们找到了他们那些
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如今不是督军就是师长，而且一个个“自尊心”都很“
脆弱”，根本就惹不得。除了在袁世凯跟前还给个面子，回到各省，他们可全都是说一不二的皇帝，
囤积粮草，招募军队，各自称雄。

袁大总统开始深情地怀念起昔日君主一言九鼎的威势——那是怎么的一种力量啊，即使当年他的势力
盘根错节，遍布朝野，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这种力量的名字，就叫做皇权。

想到这里，袁世凯的血液马上有些沸腾，他忽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
此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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