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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逐浪》

前言

　　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历史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历代先贤在“推己及人”的
道德追求中，对荣辱问题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在历朝历代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中，有关荣辱问题的
论述可谓不胜枚举。华夏民族传统的荣辱观，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探微阐幽和发扬光大，以及无数仁
人志士的自觉践行，逐渐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并通过文化的载体，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
、渗透和世代传承，从而成为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认同，具有鲜明民族品格的道德价值观和塑造中华
传统美德的重要元素。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继承发扬了中华
传统荣辱观的优秀成分和传统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它从高度浓
缩的一正一反的八个方面，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及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等丰富内容，
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体现了
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在建立和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它明确了是非荣耻的伦理界线，为全社会全民族树起了先进道德
理念标杆，为全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及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坚持以 “八荣
八耻”为标准，既可使每个社会成员对个人道德观念和行为进行自我校正，又能使社会上各种道德观
念和行为置于道德舆论的监督之下，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内省驱动力和外部约束机制，进而为坚持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为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荣辱观，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和中山大学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编写了《长河
逐浪 ——古今荣耻人物》一书。该书以“八荣八耻”为主线，选取了中国历史自古至今的五十个正反
典型人物来展开评述。作者力图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来品评和分析跨
越数千年历史时空的众多人物，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轻言胜者为王，败者寇，而是在征引史料翔
实的基础上，尽可能联系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环境和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来评议历史人物。对于名
垂青史的正面人物，在肯定其突出历史功绩的同时，并不遮掩其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同样，对于钉在
历史耻辱柱上的反面人物，在揭露其重大历史劣迹的同时，并不抹杀其某些方面的客观作用，从而避
免了品评泾渭分明的历史人物时，容易陷入为尊者讳、贬劣者则一无是处的“脸谱化”泥淖，做到把
历史和人性中矛盾而复杂的东西揭示出来，尽量还原历史与人物的本来面目，也即是尽量还原或接近
历史的真实。 本书创作主题定位很明确，就是以“八荣八耻”为纲，通过剖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鲜明
印迹的荣辱人物，来引导帮助人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
育活动的深入开展。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在大量搜集、翻阅资料和多方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严
格制订了编写计划，又通过集体研究方式，筛选确定了本书的入选人物，可以说我们对待历史和创作
态度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多数作者并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人员，而且大都是
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研究史料和创作，受自身的历史知识和写作水平所限，在史料的取舍、人物的评
价、事件的叙述等方面，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长河逐浪——古今
荣耻人物》一书，在叙述方式上，采用的是介于历史评述与文学人物传记之间的笔法，既兼顾了一定
的可读性，又有一定的史学研究和治学价值。全书涵盖的历史时间跨度很大，远涉西周、春秋战国，
近到人们耳熟能详的当代典型人物，上下纵横几千年，贯穿始终的主线则为荣辱观。它涵盖的人物范
围也很广，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各色人等，可谓是应有尽有，并且尽可能多的联系了
与叙述主角紧密相关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以拓展本书的历史视野和厚度。或许人们会心存疑问，选
取当今社会的典型人物与古代的历史人物一并入书，能否算作历史人物书籍？其实，从今天的历史即
是昨天的历史的延续而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站在我们今天的时空角度，可以说历史是一条通向远
天远地的延绵不尽的长河，一边由远而近向你缓缓流来，一边由近而远的背你缓缓而去。流来的是古
老的历史，流去的是即将成为记忆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长河逐浪——古
今荣耻人物》付梓之际，借此谨向为本书顺利出版发行付出辛勤劳动的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
人员和参与创作的中山大学教授深致谢意！ 编 者 2006年12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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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ISBN：9787540665241，作者：梁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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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逐浪》

章节摘录

　　为私利而背天下的吴三桂 程效 钉在中国历史耻辱柱上的奸雄人物，大都是与朝代更迭、豪强竞
起的乱世相伴而生的。因明末农民起义战争而被推上历史风口浪尖的吴三桂，就是一位在明清鼎革之
际，集背主叛敌之嫌和降清反清于一身的反复无常的乱世枭雄。 走过六十七年人生历程的吴三桂，几
乎大半生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 1612年出生于辽东豪族、武功世家，年少即粗识文理、弓马娴熟；
十六岁曾闯围救父，以孝名见称乡里；长成后从军戍边，以军功逐级升至总兵，成为威震一方的重镇
悍将。假设天下太平，他的人生也许能“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他偏偏遇上了明末清初乱世，从而为
时势所迫，更由于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进退失据，铸就了他从旧朝之重镇到新朝之勋臣、再到清朝之
叛逆的三部曲式的悲剧人生。而串联其人生主线的两个关节点，则是事明背明，降清叛清。以气节论
，属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情节曲折、震撼人心；纵观其人一生，可谓是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
不及。 紧要关头 变节降清 1644年，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近京畿之际，时为明宁远总兵的吴三桂受
诏入卫勤王，途中闻崇祯帝吊死，明朝已亡，不得已率师返山海关。一时间，身为明朝封疆大吏、握
拥四万精锐之师、镇守雄关要扼的吴三桂，成为屯兵关外的满人、新近入主京城的大顺朝和明朝的遗
族旧臣竞相拉拢利用的首选目标。在此历史紧要关头，面临艰难抉择的吴三桂，全然不顾天下兴亡和
忠孝节义，一切为身家性命计、为家累私情计和为个人官爵前程计的私心杂念已经显露无遗。起初，
面对天下生灵涂炭和关内关外强敌南北夹持的局势，像卢象升、周遇吉等明将军一样的誓死一战、慷
慨赴国难，自是不在这位幼承庭训、世受皇恩的明末幸存悍将的考虑之列；像崇祯皇上一样一死了之
，虽不失为全节就义，又觉得愧对手下生死与共的众将士，何况蝼蚁尚且偷生呢。于是，吴三桂不惜
冒背主求荣的风险，通过困在京城的父亲吴襄与阐王打通关节进而率部归降，便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惜乎农民军不买他的账。当得知老父遭刑讯、亲属受凌辱，尤其是红颜知己陈圆圆被霸占之后，几
番气绝扑地的吴三桂，立刻打消了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在此前早已降清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和
洪承畴等人的多次劝降下，他终于不顾民族大义，与关外满人歃血为盟，引领数十万清军铁骑长驱入
关，席卷天下。 反复无常 降清叛清 曾有史学家言，吴三桂引清兵人关，有为情势和环境所迫的难言
之隐。 当时是内忧与外患俱来，要想有所作为，则是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则不足以平闯，况以
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清兵也逾十万，而吴三桂之兵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吴
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 再从名节上说，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里外傲不成好人。
如果说吴三桂的降清，尚有事出非常的隐情的话，那么，他在清定天下三十年后的叛清之举，就完全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一己之私而背信弃义、分裂国家。 清初平定天下，到年轻有为的康熙帝临朝时
，多民族大融合的统一格局基本形成。鉴于南方藩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势，康熙力排众议，毅
然决定撤藩。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追还吴三桂大将军印和任免属吏的专权，并下达优抚藩王
解甲归田的撤藩令。撤藩归田，危及到他的权位和带不走的巨额财产，吴三桂说什么也不干了。于是
，他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联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制造“三藩之
乱” ，终于打着“反清复明”的幌子造反了。吴三桂的第二次叛反，重燃战火近八年，播乱南北十省
，把一个承平不久的天下搅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他一度谮称昭武帝，改国号为周，把个人争权夺
利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在人心思定的历史大势下，“反清复明”的陈词滥调再难以欺骗民众
，为一己之私而分裂国家，终难以逃脱走向覆灭的命运。吴三桂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
在张皇失措中暴亡，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追随多年的部下凡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 为情所惑
为利所困 先哲孟子谓人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时，正确的指归是舍生而取义。而吴三桂的人生哲学，则
是宁使我负天下人，决不使天下人负我。他一生重大关头的两次背信弃义，除了贪生怕死外，还因为
陷于私念引发的困境而不能自拔。其一是为“情”所困；其二是为“利”所困。吴三桂为情所困的情
字，包括了亲情、友情，但更主要的是儿女私情，也即是他与一代名妓陈圆圆的所谓夫与妾之情。当
初，他花重金从田皇亲府买得貌若天仙的歌妓陈沅（艺号圆圆）为妾，英雄爱姜人，一时在京师传为
佳话。到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吴三桂全家被困京城，他忧心如焚，但心中最难割舍的还是陈圆圆。当
得知举家被掳，尤其是爱妾被霸占之后，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吴三桂，甚至改变了投闯的初衷
，转而接引清兵入关，铸成其人生第一大错。后来清人吴伟业在《圆圆曲》诗中，嘲讽其“为红颜而
冲冠一怒”，虽不免有诗人想象中的夸大其词，但事实上吴三桂在借清兵之力攻破京城逐走李闯王后
，他最着急办的第一件事，不是乘势追穷寇，也不是为老父、继母、弟妹等一家三十口被杀发丧吊孝
，而是急忙寻找下落不明的陈圆圆，可见陈圆圆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吴三桂一生为利所困，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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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逐浪》

既得的官爵权位和金钱财富所困。他为王前驱近三十年，从追杀闯王到进军西南，其间不断地打点权
臣多尔衮，顶戴也不断地翻新，直至做到权倾一隅的平西王。康熙临朝后，他又通过留在京城的儿子
多次用重金打点当朝的王公大臣，特别是太皇太后，以邀宠固位。同时他通过重征关市商税、放高利
贷和垄断盐、金、铜矿之利而疯狂敛财，把他在云南的藩王府修建得堪比紫禁城般的富丽堂皇，并大
肆营建园亭，广置歌童舞女⋯⋯吴三桂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人生，为私利而弃天下大义，其必然归宿终
将是自取灭亡。正如清学者顾炎武所言“人生无贤愚，大节本所共。蹉跎一失身，岂不负弦诵。”他
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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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逐浪》

编辑推荐

　　《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在叙述方式上，采用的是介于历史评述与文学人物传记之间的笔法
，既兼顾了一定的可读性，又有一定的史学研究和治学价值。该书以“八荣八耻”为主线，选取了中
国历史自古至今的五十个正反典型人物来展开评述，做到把历史和人性中矛盾而复杂的东西揭示出来
，尽量还原历史与人物的本来面目，也即是尽量还原或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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