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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本文为钱理群先生在2005年举行的《中国人史纲》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
钱理群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像，我很感动。
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
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
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
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
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
，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
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
”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
的“中国人史”。
在书中，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
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
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
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
当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启蒙主义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过分夸大了启蒙
的作用，以为只要人的思想变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一再让我们感到启蒙的无力，制度的改造
、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
这样的觉悟本来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件好事。
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背后就有一个二元对立，
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于是，就有人着意将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与建设对立起来，宣扬“制度万能”，这其实与“启蒙万能
”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的关系？
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抓住了中国的两个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互为补充，互相促
进的。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都各有其价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着某
种陷阱，无限夸大自己的价值，没有“边界意识”，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我们已经谈到了缺乏制度变革、建设支撑的思想启蒙的无力，反过来，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
革也是无用的，因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设与施行的，就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心
不变，习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
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作怎样的选择，是做思想启蒙工作，还是制度变革、建设工作，也要取决于每一个
知识分子个体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的大学教师，或者柏杨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概只
能做思想启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实也只是启蒙。
当然，在做启蒙工作时，应该有一个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个立场：“既坚
持启蒙，又质疑启蒙。
”有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这样的着重启蒙的著作，
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它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中国人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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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建设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但我担心，这样的有限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是很难发挥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
的中国，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国了。
特别是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否定，甚至诋毁启蒙主义的思潮。
有的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启蒙主义与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视为文化大革
命的先声，鲁迅这样的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更是被判决为专制主义的同谋，以
至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对启蒙主义的讨伐，除了有着前述“制度万能”的理念外，还有两个旗号，一是“宽
容”，一是“建设”。
本来，就其原意而言，“宽容”与“建设”是两个很好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但在中
国现实语境下，在某些人的阐释里，这样的“宽容”与“建设”是与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立的，就
是说，如果你要像鲁迅与柏杨先生那样坚持两个批判：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
弱点，你就是不宽容，缺乏建设精神，就应该对你不宽容。
而且还有一个可怕的罪名在等着你：你是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坦白地说，我一边读柏杨先生的这部《中国人史纲》，一边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重点
批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帝王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一个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奴才与帮
闲、帮凶。
其实这也是鲁迅批判的重点。
而如今无论在电视，还是出版物里，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饽饽”，成了被追逐的“明星”。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弄不好，柏杨先生也会
被某些人视为“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因为自己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因此读《中国人史纲》却能引起很多的共鸣
。
特别是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它引
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很流行一句话：以史为鉴。
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
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
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
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歌颂”我们的胜利，“控诉”侵略者的罪恶成了主旋律。
侵略者的罪行当然不能忘记，否则就会造成另一种遮蔽；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
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
职责所在。
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
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
“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
（《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
鉴。
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有的知识分子比民众还要狂，欢得厉害，根本忘记了引导民族反省的职责。
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校庆应该是学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结果引
起轩然大波。
现在在全民庆祝胜利的时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时宜了。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情绪的问题。
鲁迅在五卅运动中就讨论过所谓“民气”。
他说，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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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
（《忽然想到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
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是
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知识分子应体现并努力促进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
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
八年抗战，我们是“完全胜利”了。
据说这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胜利，胜得相当悲壮，所以曾有过“惨胜”之说。
因此在欢庆胜利以后，还得想一想，这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
说句不吉利的扫兴的话，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恐怕有一天我们还得用血肉之躯来抵御侵略，
那就太可怕了。
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
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
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
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
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作学理的研究，对其作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
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还有变相的科举制度，在我看来，我们一些地方的评职称、评什么什么点，就
是科举制度“请君入瓮”那一套，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大家都是清楚的。
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
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
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
今天早上我读到胡风先生的一段话，讲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只准
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又自由又幸福。
只准许对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像鲁迅一样跳出来要讲启蒙主义，要反省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胡风因此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他会怎么样？
“鲁迅活在现在他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在鲁迅逝世以后，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不断地提出，在1948年、1957年都提出过，前两年又引起热烈讨论。
而1941年胡风的回答却是相当严峻：“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
果现在他活着》）。
坦白地说，我读了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
我实在弄不明白，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文化思潮为什么还和六十四年前的
抗战时期的1941年似曾相识，连用词都差不多，还是只准歌颂，只准说敌人坏话，不能反省自己？
而且还真有人把鲁迅“当作汉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义正词严的讨伐“汉奸鲁迅
”的文章，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据说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
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在引导着我们的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
我由此想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他又会有
什么样的遭遇呢？
会不会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轻人，当作汉奸看待呢？
想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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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在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种思潮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
因此，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
寻得知音，产生影响。
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和当下中国大陆思想文化主流的东西相违背，是不和谐的声音，但
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2005年9月5日讲，9月28日-29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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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是柏杨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是柏杨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监狱岁月里“埋头整理中国历
史”而成的一部巨著。
说它是巨著，一是就篇幅而言，全书近八十万字，作者以百年作为叙述单元，先把中国史分成非信史
与信史，前者从神话、传说到半信史时代，后者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一直到晚清；二是就影响力来
说，《中国人史纲》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广大读者了解中国通史的重要书籍；三是《中国人史纲》的
成就代表了作家写史的一种立场，在将历史写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方面，柏杨先生做出了杰
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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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杨，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
据柏杨自己推算，1920出生于河南辉县。
1949年去台湾。
自1950年代用郭衣洞之名开始创作，1960年用笔名柏杨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台湾社会的黑
暗面。
目前定居台北。
柏杨一生念过无数个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因屡屡被学校开除，从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为此还造过假
文凭。
一生中娶过五个妻子，每一次婚姻都伴随过一段如烟往事。
少年时代打过继母，青年时代从过军，和蒋氏父子都有过面对面的经历，多次企图自杀，无数次被学
校和单位开除，曾遭遇十年牢狱之灾，在七十年代几乎被枪决⋯⋯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
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
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史纲（全两册）>>

书籍目录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
　序
第1章 历史舞台
　一 空中`马上
　二 河流`湖泊
　三 山
　四 沙漠`万里长城
　五 城市
　六 地理区域
　七 演员
第2章 神话时代
　一 开天辟地
　二 五氏
　东西方世界
第3章 传说时代
　一 黄帝王朝”
　二 姬轩辕
　三 伊祁放勋与姚重华
　东西方世界
第4章 半信史时代
　一 公元前二十三世纪
　二 公元前二十二世纪
　三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四 公元前十九世纪
　五 公元前十八世纪
　六 商王朝社会形态
　七 公元前十七世纪
　八 公元前十三世纪
　九 公元前十二世纪
　一○ 周王朝封建制度
　一一 瓶颈危机
　一二 公元前十一世纪
　一三 公元前十世纪
第5章 信史时代
　公元前九世纪
　东西方世界
第6章 公元前第八世纪
　一 周政府的东迁
　二 春秋时代
　三 周郑交战
　四 楚王国
　五 卫国新台丑闻
　东西方世界
第7章 公元前第七世纪
　一 封国的并吞与逐君杀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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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五霸
　三 齐国霸权的兴衰
　四 晋国长期霸权
　五 秦国短期霸权
　六 楚王国问鼎事件
　东西方世界
第8章 公元前第六世纪
　一 封国的并吞与逐君杀君(中)
　二 楚王国霸权的隐忧
　三 鄢陵之役
　四 国际和平会议
　五 伍子胥鞭尸事件
　六 鲁国的“三桓”政治
　东西方世界
第9章 公元前第五世纪
　一 封国的并吞与逐君杀君(下)
　二 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
　三 儒家
　四 道家，`墨家`法家
　五 诸子百家
　六 战国时代
　七 晋国的分裂
　东西方世界
第10章 公元前第四世纪
　一 封国的消失与蜕变
　二 吴起与楚王国
　三 历史上最大的魔术——秦国变法
　四 合纵对抗与连横和解
　五 齐宋两国的侵略战争
　六 三位巨子
　东西方世界
第11章 公元前第三世纪
　一 东方各国互相缠斗
　二 崭新的外交政策——远交近攻
　三 吕不韦`韩非
　四 六国覆灭
　五 辉煌的八十年代
　六 赢政大帝
　七 焚书坑儒
　八 秦王朝突然瓦解
　九 西楚王国昙花一现
　一○ 西汉王朝大统
　东西方世界
第12章 公元前第二世纪
　一 匈奴汗国崛起沙漠
　二 道家思想的实践——黄老政治
　三 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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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五 对匈奴汗国的反击
　六 张骞通西域
　七 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八 汉赋
　东西方世界
第13章 公元前第一世纪
　一 汉匈两国的和与战
　二 司马迁`路温舒
　三 中国疆土的继续扩张
　四 匈奴汗国的分裂
　五 外戚政治
　东西方世界
第14章 第一世纪
　一 新王朝与新社会政策
　二 二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三 东汉王朝建立
　四 匈奴汗国的再分裂
　五 班超再通西域
　六 羌战
　东西方世界
第15章 第二世纪
　一 西域的丧失`
　二 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四 士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五 宦官制度
　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七 佛教`道教`黄巾
　八 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东西方世界
第16章 第三世纪
　一 赤壁战役
　二 三国时代
　三 政制`九品`清谈
　四 晋王朝暂时的统
　五 八王之乱(上)
　东西方世界
第17章 第四世纪
　一 八王之乱(下)
　二 大分裂时代开始
　三 三国并立
　四 五国并立
　五 晋帝国局促一隅
　六 北中国的大混战
　七 前秦帝国的茁壮
　八 淝水战役——历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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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八国并立
　一○ 九国并立
　东西方世界
第18章 第五世纪
　一 十一国并立
　二 短命王国相继灭亡
　三 五胡乱华十九国结束
　四 南北朝
　五 南宋帝国的暴君
　六 南齐帝国的暴君
　七 北魏帝国迁都与华夏化
　八 奇异的寄生集团
　九 佛、道二教的发展
　东西方世界
第19章 第六世纪
　一 南梁帝国的北伐
　二 二十年代——北魏遍地抗暴
　三 北魏帝国的分裂
　四 萧衍父子引起的南中国混战
　五 北齐、北周倏兴倏灭
　六 大分裂时代终结
　七 突厥汗国崛起沙漠
　东西方世界
第20章 第七世纪
　一 仁寿宫弑父凶案
　二 杨广的大头症
　三 十八年改朝换代混战
　四 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
　五 唐政府的结构
　六 教育与科举
　七 佛教净化与三教合
　八 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九 西域征服与西南地区挫败
　一○ 东方战争与永久和平
　一一 武望(武则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一二 酷吏与酷刑
　东西方世界
第21章 第八世纪
　一 一连串宫廷政变
　二 两洋海上交通
　三 商业都市兴起
　四 唐王朝社会结构
　五 文学发展
　六 唐诗
　七 五十年代对外挫折
　八 安史兵变
　九 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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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域的再丧失
　一一 和亲政策与回纥汗国
　东西方世界
第22章 第九世纪
　一 藩镇割据的恶化
　二 中国第二次宦官时代
　三 朋党——两个政客集团的斗争
　四 东南地区的兵变
　五 最大一次农民暴动
　六 残余烛火上的内斗
　东西方世界
第23章 第十世纪
　一 小分裂时代一五代十一国?
　二 辽帝国统一塞北
　三 短命政权间的殊死战
　四 宋帝国统一中国本部
　五 交州的脱离与独立^
　六 宋辽对抗
　东西方世界
第24章 第十一世纪
　一 宋辽和解
　二 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三 士大夫的乐园
　四 教育文化
　五 宋词
　六 定难战区建立西夏帝国
　七 王安石
　八 新旧两党的斗争
　九 旧党的分裂
　一○ 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
　东西方世界
第25章 第十二世纪
　一 赵佶轻佻
　二 金帝国掀起的风暴
　三 惨不忍睹的胜利
　四 开封的陷落
　五 宋政府南迁
　六 岳飞之死
　七 又一个大头症——完颜亮
　八 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
　九 道学与圣人系统
　东西方世界
第26章 第十三世纪
　一 韩促胄北伐与失败
　二 蒙古帝国崛起瀚海
　三 辽`花`西夏`相继覆亡
　四 金帝国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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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福华篇时代
　六 宋帝国末路
　七 元政府的建立
　八 蒙古最后五次征伐
　九 中国的都市
　一○ 元曲
　东西方世界
第27章 第十四世纪
　一 蒙古对中国本部的统治
　二 汉人激烈反抗
　三 明王朝兴起
　四 朱元璋的大屠杀
　五 人权的蹂躏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七 大黑暗时代
　八 靖难之役
　东西方世界
第28章 第十五世纪
　一 朱棣的大屠杀
　二 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郑和
　三 交趾省的设立与永久脱离
　四 北方边息
　五 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六 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
　七 断头政治
　东西方世界
第29章 第十六世纪
　一 朱厚照与刘瑾
　二 “大礼议”事件
　三 断头政治的恶
　四 全国沸腾的民众抗暴
　五 倭寇
　六 北方外患及和解
　七 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八 第一次保卫朝鲜
　九 阳明学派
　一○ 三部小说_
　东西方世界
第30章 第十七世纪
　一 断头政治的极致
　二 矿监`税监
　三 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四 清帝国以战迫和
　五 朱由校与魏忠贤
　六 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七 朱由检的下场0
　八 清军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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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一○ 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一一 东南疆土的扩张——台湾
　一二 东北疆土的扩张——《尼布楚条约》
　一三 塞北疆土的扩张——内蒙古
　一四 漠北疆土的扩张——外蒙古
　东西方世界
第31章 第十八世纪
　一 喇嘛教与西藏
　二 西南疆土的扩张——西藏
　三 中西部疆土的扩张——青海
　四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五 西北疆土的扩张——新疆○
　六 清政府的民族政策
　七 朝鲜`琉球`安南
　八 缅甸`尼泊尔`暹罗
　九 藩属外的进贡国
　一○ 华侨
　一一 文字狱
　一二 大黑暗的反扑
　一三 官逼民反(上)
　一四 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东西方世界
第32章 第十九世纪
　一 官逼民反(下)
　二 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四 鸦片战争
　五 巨变
　六 太平天国
　七 捻军`回部抗暴
　八 英法联军
　九 俄国攫取九十八万方公里疆土
　一○ 新疆的脱离与收复
　一一 俄国再攫取六十三万方公里疆土
　一二 中法越南战争
　一三 自强运动
　一四 第二次保卫朝鲜
　一五 中日甲午战争
　一六 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七 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一八 义和团
　一九 八国联军
　东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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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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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套装共二册)》本版本为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有重要的收藏
价值。
学者钱理群为此书作序，图书装帧设计为台湾艺术家所担任。
《中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套装共二册)》是柏杨在绿岛监狱中书写的一部中国通史，从盘
古开天写到八国联军，是柏杨的代表作品之一。
 《中国人史纲》有许多空前突破性的特点：1.以一世纪（一百年）为叙述单元；2.以公元为计算时间
的标准；3.直呼帝王及历史人物姓名；4.重视史实之陈述；5.加叙东西方世界。
 柏杨说他把《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他形容狱中写书的艰难过程：“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
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著用纸糊成的纸版，和著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
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
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
所以不可避免的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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