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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向前奔跑，看不清未来的时候，让我们回望历史。

　　本书作者以另类视角读历史，即从今天的视角去追怀与审视历史，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
提供一种参照。

　　本书由百家讲坛著名主讲蒙曼教授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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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输赢的天堂与地狱王莽与曹操，两个背负了“篡汉”恶名的同病相怜之人，一个迈出
了那艰难的一小步，不料却身败名裂，另一个把任务留给了儿子，但依旧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
而死”。
比起曹操，王莽口碑更差，被史书描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白居易有诗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如果王莽在谋权篡位之前就死了，那史书上的王莽也许会成为另一个被后世吹捧的周公。
自居易的诗中之意颇有些时间能够证明一切的感觉。
不过，如果单单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王莽这张面孔似乎也并不是罪大恶极的。
正如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的有感而发：“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
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
不得了的一个坏人。
”许多人认为，王莽的前半生都在作秀，在表演，在装。
就算是装又怎么样呢？
人生是个大舞台，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任何人面前都会或多或少或有意或
无意地做些伪装，就像变色龙用色彩的变化来减少危险一样，这种伪装源于内心。
并不是所有的真小人都比伪君子可爱，有人说，装好人，如果能装一辈子，也就是真的了。
因此，对于王莽的作秀行为又何必过分苛责呢？
王莽新朝历时18年，后人往往忽略了这段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插曲，只把王莽改制看做一场闹剧，
不过如果公正评判，或许独幕剧会更合适一些。
～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政坛表演，只不过演技不过关，没有吃透利益的潜规则，最终只能黯
然收场。
曹操看到这里或许会揶揄王莽一下：“兄弟，没有这金刚钻儿，就别揽这瓷器活儿！
”说到底，还是能力有限。
历史的书页翻来覆去，有一点太值得记取，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政治家、文学家，不管是谁，
必须要有真本事，才会永远。
俗语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虽然王莽被后世笔杆子们骂得狗血喷头，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一介书生通过和平方式
而登上帝位的书生皇帝也着实为同僚争了一回脸，或许其他书生对其的讥讽也不乏是酸葡萄心理在作
祟。
当王氏一族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时，王莽在表演勤俭恭孝；当儿子杀死一个奴婢时，王莽在表演大义
灭亲；当官员外戚贪赃枉法、大肆敛财时，王莽在表演散财济民⋯⋯如果历史是位导演的话，恐怕他
会夸奖王莽是个兢兢业业的好演员，因为他是真正地在体验生活，并没有表面粗茶淡饭，背地锦衣玉
食。
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表演，对其他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篡汉”这一罪名，或许陈胜、吴广的口号更能回答这一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一旦登上了权臣之位，便难保不会窥视国家神器，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野心的种子。
王莽的私心与众人的推举让他走上了后世舆论的风口浪尖，而这一切不是源于他的篡权，而是源于他
改朝换代的失败。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朝代越短，史书上对它的记载往往越黑暗，因为它还来不及为自己书写历史，只
能等到下一王朝——往往是它的敌人来为它完成。
王莽的新朝改制前期准备十分充分，他本人既是实力派，挟老太后王政君的权势，执掌着西汉末年仅
次于皇家刘氏的王氏外戚大族；又是偶像派，高风亮节，上下推崇，俨然时代的道德偶像。
只可惜，王莽本人志大才疏，一纸诏令便是一项改革，带着“一切制定则天下自平”的单纯信念，做
着上古圣贤的复古美梦，听着各地传来的祥瑞之声，他心安理得地等待着改革的收获，却忘记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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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耕种远没有实现自动化。
到此，王莽腐儒的一面便被历史无情地揭露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无法驾驭政治
权术的盘根错节。
想当初，他以自己炉火纯青的演技积累了如日中天的威望，并以一己之力挤走了刘姓皇帝取而代之，
那时“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或许值得商榷，不过看看最终的结局，一时的书生意气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这句经过了时间考验的话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改革是虚的，执行是实的，决策由金字塔上层传到底端，早已变了味。
层层推诿与曲解，让他好心办了坏事，得罪了地主，也得罪了百姓。
站得越高，越不容易站稳，谁让立足之处是个尖顶呢？
所以，失败了的王莽便沦落为史书中说的沽名钓誉、虚伪君子的典型。
更始元年，一个血雨腥风的秋日清晨，一个书生的乌托邦灰飞烟灭。
王莽的头颅高高悬挂于宛城闹市，百姓纷纷以石头掷击，尸体已然支离破碎，甚至舌头也成为百姓的
盘中餐。
墙倒众人推，得势时褒你上天，失势时贬你入地，历史不会记录大众舆论的背信弃义，这就是现实与
人性。
历史是妙笔生花的魔法，无所谓正邪，无所谓黑白，赢了的便是正面细细勾勒的插画，输了的便是犄
角旮旯的尘埃。
王莽38岁任大司马，50岁居摄，53岁称帝，建国15年而亡，终年68岁。
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一场欢喜忽悲辛，人世终难定！
从种子到果实，从天堂到地狱，迈出的只是一小步，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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