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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在读史时，大抵都会遇到一些使人感到困惑而又无法回避的“谜”。
这些“谜”的产生，有种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史籍对某些关键问题语焉不详，令人难以索解；
或者是由于某些记载失实，又复以讹传讹，转使真相渐泯；或者是由于数说并存，各执一是，令人不
知所从；还有的是由于情况复杂，各种因素交相作用，扑朔迷离，一时不易作出确切的判断；至于有
关当事人出于某种需要，有意无意地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歪曲和伪造历史，自然更增加了混乱。
这些“谜”往往激起读史者的极大兴趣，力图拨开重重迷雾，找出历史的谜底所在。
这不仅由于人们总是渴望解开头脑中存在的种种悬念，而且因为只有先弄清历史的真相，才谈得上进
一步探索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给予科学的解释，并引出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否则，从那些模糊不清以至失实的记载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会将人引入歧途，离真知越来越远。
那样的历史研究，便毫无价值可言。
但是，要真正解开历史的谜底又谈何容易。
如果事实俱在，一眼便能看清它的底蕴，也就不成其为谜了。
何况有些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往往相谋于密室，当世已鲜为人知，事后又屡经涂饰，后代人要找出确据
，通过严密的论证，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自然更非易事。
它不仅要求治史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广泛涉猎浩如烟海的史籍，搜罗以往没有被人注意的重要史料，
而且需要具有清晰而缜密的头脑和犀利的识见。
没有这样的条件，纵然有重要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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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史充满着谜团。
本书是对这一时期若干重大谜团和尖端问题的探索。
作者依据多年来在海内外精心访求的珍贵而可信的资料，抉幽钩隐，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许多重大的
历史奥秘，诸如康有为密谋捕杀西太后，梁启超密请诛杀袁世凯，同盟会内部的两次“倒孙”风潮，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汪蒋矛盾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武汉政府密谋逮捕蒋介石，胡汉民密谋武装推翻
南京政府，李宗仁密谋向蒋介石夺权迫使其出国等重要史实，均有确凿而生动的阐述。
对近代史上的几种重要思潮，作者也有精辟的分析，提出了不少引人深思的问题。
    本书于1993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1994年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
获1993年北京优秀学术著作奖、1995年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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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
现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
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炎黄春秋》、《同舟共进》、《中华书画家》杂志编委
。
《世纪》杂志顾问。
著作有《揭开民国史的
真相》（7卷本）、《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杨天石文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
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横生斜长集》、《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
五卷（合著）、《中国通史》第12册（合著）等，共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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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的《明良》四论龚自珍的戒诗与学佛读黄遵宪致王韬手札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
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
袁世凯的谋划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孙中山在1900年  ——读日
本外务省档案札记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同盟会的
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读孙中山
致纽约银行家佚札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汤化龙密电辨讹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孙中山与“
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论《天义》报
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  ——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  ——论辛亥前后至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儒学在近代中国何天炯与孙中山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
改组中山舰事件之谜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
及斗争“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
解  ——海外访史录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后记
再版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求历史的谜底>>

章节摘录

插图：安徽学生于5月17日集会于安庆，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
准备在此基础上，联络上海爱国学社和东南各省志士，进一步成立国民同盟会。
大半个中国都在动员：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成立海滨公会，湖南学生申请领枪备战，广东人
士联名抗争，直隶四百余人上书，河南召开演说会⋯⋯较之第一阶段，运动的规模和参加的阶层都更
为广阔了，爱国绅商、大中学生之外，少年儿童、基督教徒、八旗生员等也都积极投入斗争。
为了激励同志舍身救国，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跳水、跳海，慷慨赴死。
1903年9月，沙俄政府将七项侵略要求合并为五条，重新向清王朝提出。
10月20日，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城，升起沙俄旗帜，再次占领奉天，拒俄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12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①。
对俄同志会发刊日报《俄事警闻》，专门报道沙俄侵华消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
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俄事警闻》也改名《警钟日报》。
11月，因反对清朝政府联俄，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
与对俄同志会成立时期相近，上海还出现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妇女投入拒俄斗争。
由于沙俄侵华机构道胜银行在上海以重息借提钱庄现银，接济东北的俄国侵略军，1904年1月，上海钱
业商人集议，决定共同查察勾结沙俄的奸商。
同月，有人向上海商人发出传单，建议停止供应在上海的俄国兵船所需煤、菜等物。
拒俄斗争从政治斗争进入经济领域了。
与上海相呼应，在赵声、章士钊等发动下，南京水师、陆师、高等师范等学堂的学生集会于北极阁，
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习兵操，以备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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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年轻时做过许多梦。
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正在扩建鞍山钢铁厂，于是，想当钢铁工程师；其后，地质勘探工作展
开了，又想当地质学家；再以后，认识了数学的重要后，又想当数学家。
只是，做过的梦虽然很多，却完全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1955年，怀着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考进了北大中文系。
一度废寝忘食地写诗、写小说；后来，对美学发生兴趣，又想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世界观与创
作方法一类问题；再后来，中国古典诗歌读多了，又想研究唐诗，仍然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我研究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事。
1958年，盛行“拔白旗，插红旗”，不幸，我被视为“白旗”。
于是，一切美好的梦都不敢做了，只想如清人龚自珍诗所云，“至竟虫鱼了一生”，为古书作点注释
。
不想，连这一点愿望也无法实现。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培训拖拉机手的单位。
本该从此革面洗心，和学术研究分手，但无奈禀性难移，仍然挤时间读书、写作。
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南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于是常常星期六晚上进城，借住在朋友单位的传达室里
，星期天一早赶往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闭馆后再赶回南苑。
有时误点了，末班车已过，就只好步行几十里回去。
同事见我星期天都不在，问我是不是去会女朋友了。
那时候，在不少单位，谈恋爱、打扑克、侃大山、遛马路，都是合法的，不会有人干涉，但利用业余
时间做研究，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于是，我只能微笑着默认。
1962年，调到城里工作，到图书馆看书方便了，但工作很忙，能用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只能挑灯夜读
。
本职工作做得是出色的，但仍然被有些人目为异端。
“史无前例”的年代来到了，于是，我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天晓
得，那时我才发表了很少一点东西）。
那时，别的研究无法做了，就研究鲁迅；还曾偷偷地跟吴则虞教授学佛，帮他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
》。
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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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近、现代史上许多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科学的考察，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
的疑案，是一部材料确凿、剖析细密、立论新颖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同时，由于行文畅达、结构巧妙，文采斐然，若干情节曲折生动，又是颇具吸引力的历史读物。
作者在收集海内外公私档案文献方面付出了极为辛勤的劳动。
同时，作者又勤于思考，善于分析，因而在阐述或考辨各类问题时，能够得心应手，令人有势如破竹
之感。
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既要有充分、扎实的资料，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又要有足够的理
论深度，善于从既往的历史中总结出启发今人智慧的经验。
《寻求历史的谜底》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求历史的谜底>>

编辑推荐

《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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