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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
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
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
独到的见解。
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
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
无所疑，方始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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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奎松（青石），1953年10月生于北京。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家教授。
已出版专著多种并发表论文百余篇，已出版专著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合著），《抗日战争
期间中国对外关系》（合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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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孙中山爱国不爱国？
——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张学良忏悔
了吗？
——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
之一例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历
史人物不能忽视历史背景——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辩正“纪实”也应严谨些——
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大历史，小道德——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国民党代表谁？
——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价所想到的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谈——评《中国共产党70年》从
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评《抗美援朝战争史》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
战争？
——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
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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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null杨奎松       古语云：“开卷有益”。
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
？
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
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
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
然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
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
的选择了。
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
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
   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
）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
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
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
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
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
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
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
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
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
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
，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
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
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
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
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
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
格的要求的。
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
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
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
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
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
结果，2003年6月24日中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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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
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
进一步联系到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
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
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
运亨通。
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
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
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
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
，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
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
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
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
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包涵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
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
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
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制肘和顾忌越多。
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
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
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
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
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
）。
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
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
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
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
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
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
被蒙古人征服的。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
”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
朝，‘我大清’。
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
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
服‘斡罗思’（即俄罗斯——引者），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
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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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
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
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
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
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
重要。
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
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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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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