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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
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
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
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
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
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
提出独到的观点。

作者简介

" 陈舜臣，日籍华裔历史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通晓印度语、波斯
语、汉语、英语、日语五种语言。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创作领域涉及小说、
历史、随笔、游记等。
1961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并先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是推理史上的首位三冠王，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
中国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
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等
名作问世，至今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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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
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
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
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
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跃然纸上。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三年后，汪
大燮任驻英国公使，清国灭亡的时候，他是清国最后一任驻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为
留学生的监督，说明留学生对于清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
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文章。孙中山也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积极开展活
动，另外，还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运动。日本是完成近代化进程的榜样，而且即
使不会说日语，文字也大体能看得懂，所以留学要比欧洲、美国更方便一些。留学日本
的中国青年逐渐增加，清政府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习近代化的技术，但同时也害怕他们走
向反体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留学生加以监督，或者说是监视。汪大燮赴任日本，不仅
仅是监督学业，更带着监视、取缔反清活动的任务。
章炳麟学习清代学术的精粹考证学，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传》。他曾加入康有
为的强学会，在《时务报》担任编辑。不过，他性格刚烈，与梁启超意见不合，很快就
离开编辑部。对孔子编纂的《春秋》自古以来有三种解说本，即“传”。这些解读本的
题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言简意赅，
深层次隐藏着孔子的本意，不同的“传”进行各自的理解，解说各异。梁启超学的是《
公羊传》，章炳麟学的是《左传》，学统不同。朱子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
《谷梁传》是经学。一般地说，学统不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大概由于章炳
麟性情激烈，梁启超实在难以忍受。戊戌变法遭受挫折的时候，章炳麟不在《时务报》
，但由于也是变法派一党受到通缉，先是逃到台湾，后到日本。
义和团事变那一年，他剪掉长辫。长辫是顺从满洲族的清王朝的标志。他主张排除满洲
族，推翻清王朝政权，建立汉族政权，所以被称为“种族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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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名周树人）留学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阴历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月
，章炳麟试图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日本当局阻止。他想向
年轻的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现在是亡国，国家灭亡（指的是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四十
二年，大家要牢记这个耻辱。这一年鲁迅二十二岁，三十二年后回顾自己留学时代的事
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
，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三年后，汪
大燮任驻英国公使，清国灭亡的时候，他是清国最后一任驻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为
留学生的监督，说明留学生对于清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
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文章。孙中山也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积极开展活
动，另外，还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运动。日本是完成近代化进程的榜样，而且即
使不会说日语，文字也大体能看得懂，所以留学要比欧洲、美国更方便一些。留学日本
的中国青年逐渐增加，清政府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习近代化的技术，但同时也害怕他们走
向反体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留学生加以监督，或者说是监视。汪大燮赴任日本，不仅
仅是监督学业，更带着监视、取缔反清活动的任务。 章炳麟学习清代学术的精粹考证学
，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传》。他曾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在《时务报》担任编
辑。不过，他性格刚烈，与梁启超意见不合，很快就离开编辑部。对孔子编纂的《春秋
》自古以来有三种解说本，即“传”。这些解读本的题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称为《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春秋》言简意赅，深层次隐藏着孔子的本意，不同的
“传”进行各自的理解，解说各异。梁启超学的是《公羊传》，章炳麟学的是《左传》
，学统不同。朱子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一般地说，学
统不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大概由于章炳麟性情激烈，梁启超实在难以忍受
。戊戌变法遭受挫折的时候，章炳麟不在《时务报》，但由于也是变法派一党受到通缉
，先是逃到台湾，后到日本。 义和团事变那一年，他剪掉长辫。长辫是顺从满洲族的清
王朝的标志。他主张排除满洲族，推翻清王朝政权，建立汉族政权，所以被称为“种族
革命”路线。 鲁迅（本名周树人）留学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阴历是光绪二十七年十
二月）。三月，章炳麟试图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日本当局
阻止。他想向年轻的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现在是亡国，国家灭亡（指的是明朝灭亡）
已经二百四十二年，大家要牢记这个耻辱。这一年鲁迅二十二岁，三十二年后回顾自己
留学时代的事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
，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留学生大抵只是这样的感觉，鲁迅自称生于“偏僻之区”，但绍兴虽不是大都市，却也
是县城，以酿酒业和才子辈出而闻名全国。绍兴一带大概很少见到满人，而且满洲族几
乎都已经汉化，甚至在宫廷里也只使用汉语，即使附近有满人居住，恐怕也不为人知吧
。鲁迅生长于浙江省的县城，却对满汉之别一无所知。这因为没有感觉到汉族受歧视的
缘故吧。街头巷尾人们闲聊中所提到的大官也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汉人。 同样也
是浙江人、比鲁迅大十二岁的章炳麟为什么主张如此激进的种族革命、具有强烈的排满
反清意识呢？大概因为他钻研学问唤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意识的缘故吧。清政府派遣留
学生监督官正是害怕这一点。一年后，鲁迅剪掉辫子。比鲁迅低一个年级的同乡、鲁迅



的终生朋友许寿裳（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担任台湾的大学教授，据说后来为盗
匪所杀）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剪辫子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在日本唤醒了民族意识。在
日本可以自由地阅读国内的禁书，民族青年的诞生势所必然。鲁迅在上述文章中这样继
续写道：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中国人在二百四十多年里的形象就是拖着一条长辫子。通过广义上的学问才知道这是顺
从的象征、是屈辱。鲁迅剪掉辫子后照了一张相，赠送给弟弟周作人和朋友许寿裳。照
片上还题有一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灵台，郭象注《庄子》为“心”。据此可以判断鲁迅指的是“自己的心”，但如果按字
义“灵妙之地”解，也可以解释为“祖国”。我的理解取后者。我的祖国无法逃避被神
矢射中，风雨如磐石般沉重压在头顶，故乡一片黑暗。我将热忱之心寄托与寒天的星辰
，却无人知道我的忧国之情。屈原《离骚》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哀叹恋人（指
君王）不能理解自己一腔热烈激情之心。屈原的“荃”暗指楚王，鲁迅诗中的“荃”指
的是什么呢？既然他已经剪辫表明反清之志，所以可以肯定不是指光绪帝。朋友许寿裳
与他志同道合，当然可以理解鲁迅的心情。是希望许寿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吗？我认为
还是把“荃”理解为指的是“尚未觉醒的人们”比较合理。 “荐”原意为没有摆设供品
的祭祀。轩辕是黄帝，中国人将其视为人文始祖。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祖国”。以自
己的鲜血祭祀黄帝，意为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祖国。这实在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可
以真切感受到二十三岁的鲁迅的年轻心脏的跳荡。 鲁迅比许寿裳晚半年剪辫，大概因为
他所在的江南班里有一个名叫姚甲的令人讨厌的监督官。姚甲不是汪大燮那样的高官，
是下级官吏。当时有一所招收留学生、教习日语的学校——弘文书院，附属于东京高师
。著名的讲道馆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当时是东京高师校长，弘文书院就是在他的提议
下创办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两年日语，然后进入自己想去的学校深造。由于学生人数
多，分成几个班，鲁迅在江南班，姚甲也在这里。姚甲发生一起男女关系问题，受到五
个留学生围攻责问，他的长辫也被留学生剪下来，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天花板上。这件
事发生在鲁迅剪辫之后不久。
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初期的文章相当激进，在鲁迅来日这一年创刊的《新小说》上连载《
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中国成为共和国的政治构想。这部小说设想一九一二年成立大总
统制度的“大中华民主国”。梁启超并非描绘遥远未来、而是十年以后的中国蓝图。辛
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恰恰就在一九一二年。后来，梁启超对自己
预言的准确十分自豪。不过，他的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写完。 梁启超还写有题为《破坏主
义》的激进的文章，论述必须彻底推翻清王朝。宫崎滔天读后，感觉可以与孙中山合作
，曾斡旋两人会晤。但因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未能实现。 后来，梁启超的思想
出现倒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建立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接着，他的思想再
次倒退，认为君主立宪制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一个“开明专制”的怪词。就是开
明的君主实行的专制。他反对革命的理由是担心列强各国趁乱瓜分中国。 以日本为据点
的中国反体制派分为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派”两大派。革命
派的孙中山自然属于行动型，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研究欧洲民主主义理论期间，陈少白
在香港通过《中国报》开展宣传活动，郑士良、史坚如等与秘密结社频繁接触，建立关
系。 义和团事变的前一年（1899），菲律宾发生独立战争。八国联军中，美国向清国提
出要求不如其他国家那么积极，是因为它为菲律宾问题所苦恼。孙中山具有国际眼光和



国际连带感，对殖民地菲律宾的独立革命表示同情，予以支援。菲律宾独立战争领导人
阿奎那多写信给孙中山，委托购买武器。孙中山让宫崎滔天办理，国会议员中村弥六 具
体负责购买武器，并装载在布引丸轮船上，可是该船在海上沉没。这就是所谓的布引丸
事件，留下诸多未解之谜。阿奎那多再次委托孙中山购买价值六万五千日元的武器，这
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不久菲律宾独立战争失败，对方表示已经购买的武器交给孙中山
自由使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暴动的时候，孙中山认为正是发动革命的好时机。从前一
年开始，郑士良就在惠州附近的三州田与广东的秘密结社头目接触，聚集人马。此时本
是用于菲律宾独立战争的武器转让给了孙中山，所以发动革命具有更好的条件。 孙中山
为指挥革命，从日本前往香港，但香港的英国当局不许他上岸，无奈之下，只好在舢板
上召开会议，派遣郑士良、史坚如分别前往惠州、广州，准备与三州田举兵相呼应。陈
少白和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后勤补给，孙中山将两万元军事资金交给他们带去。 宫崎
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生动地详述当时的经过。宫崎在新加坡被拘留，当时他打算
说服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但康有为的手下认为宫崎一行是清国派出的刺客
，向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报案。其实康有为和宫崎相识，应该知道他不是刺客，这样做不
过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手法。 孙中山返回日本，接着前往上海。事情的进展不如人意，他
想寻找革命的突破口。但由于当时唐才常的自立军刚失败不久，上海戒备森严，孙中山
只好经长崎去台湾。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盟友，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手下参加变法运动，对
报刊的创办发行做出启蒙性的贡献。北京的变法失败，唐才常失去盟友，便跑到日本，
得到康有为提供资金援助的承诺后，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并在汉口策划以激进派留
学生为主体的武装暴动。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迟迟未能到位，暴动只好延期，就在
等待的日子里，事情败露，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镇压，与十几个同志一起被捕处死。
据说这是与康有为直接有关的唯一的武装斗争。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是南进论派，但支持孙中山的举兵，答应予以援助。“民政长官”后藤新平 从日本的国
家利益出发，也认为支援孙中山对日本有利。孙中山看到胜利的希望，指示宫崎滔天将
菲律宾独立战争购买的枪弹运往厦门，发出武装起义的信号。 然而，事出意外，那个受
委托购买武器的中间人中村弥六从六万五千日元的资金中贪污一万五千日元，而且从一
个名叫小仓的人那里买来的枪支弹药完全是无法使用的废物。同时日本十月发生内阁更
迭，山县下台，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伊藤首相声明不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台湾总
督”由于支援孙中山受到国内的指责，结果惠州起义成为骑虎难下之势。武器弹药都是
废物，寄予厚望的児玉的援助也是竹篮打水，而惠州那边，和清军的战斗已经打响。孙
中山万分焦急地派人前往惠州，通知他们形势陡变。郑士良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解散
部队，带领数百同志退到香港。尽管起义军英勇善战，但根本没有武器弹药补充的希望
，无法继续打下去。日本人山田良政 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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