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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俗与提高、专家之学与普及性读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一直是史学界的老问题。
早在1946年，顾颉刚先生检讨抗战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在此之前大家的精力都投
向了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专家的研究固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不得，可是接受专家研
究的成果、融会贯通后送给一般人看的普及读物也万万缺不得，因为“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
，都靠在这上了”，所以他希望将来的史学应当“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
”。
　　令人遗憾的是，顾先生的这个真知灼见并没引起此后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普及应用性史学的发展一直重视不够，使历史学在公共知识体系建设中成为
较为薄弱的一块。
由于历史教育的缺陷和历史研究论著缺少趣味性，导致很多人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历史课堂和史学研
究论著，而是来自一些缺少历史依据，甚至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
这些“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描写“官场倾轧”、“宫廷秘闻”、“皇帝野史
”等事情的不真确，而在于它们崇尚和传播的是“弱肉强食”、“心狠手辣”、“见风转舵”、“明
哲保身”、“权钱万能”等不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思想。
深受这些小说或电视剧影响的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成为“清官”、“好皇帝”、“权
钱”的崇拜者。
史学界除了发出几声不满外，对这些毒害人民、贻害民族的现象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发自学界以外的历史通俗读物开始出现，并且逐渐赢得了不少读书者的喜爱，这
种史学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关注和争论，有人反对，有人赞赏。
平心而论，尽管目前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良莠不齐，表现各异，不过它们的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深
历史研究不擅长知识传播和普及的缺点，向人民大众传播了较为真确的历史知识，拉近了历史学和大
众的距离。
综观近几年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们总体上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就是求真、求善、求美。
毋庸讳言，人文社会学科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促使人类实现真、善、美。
所以对于这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学界应当给予提倡和鼓励。
　　所谓“求真”，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秉笔直书”是一切历史著作之所以为历史著作的根本。
历史通俗读物虽然追求通俗易懂和生动有趣，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历史著作，所以自不能例外。
目前被认可的一些历史通俗读物，虽然已被人指出存在某些“硬伤”，但是大体也都遵守着这一根本
原则。
从历史通俗读物被指出的“硬伤”来看，主要问题在于过分依赖“正史”而不注重对已有历史研究的
吸纳。
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几乎在所有知识点上，都有专深的研究，并且不少都是被普遍认可的结论，这就
给历史通俗读物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储备。
所以，历史通俗读物如想更好地“求真”、避免“硬伤”，就必须更多地参考已有的专深研究，而不
能仅仅依靠一些传统史书。
　　所谓“求善”，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
司马迁一部《史记》之所以能够传诵千年而不止，正是它努力践行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王道”。
现代社会虽然已经不再需要宣扬“王道”，但是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纠偏补弊依然是历史书写的基
本追求，而且公民社会的建设还给其赋予了更高的目标，即塑造与公民社会符合的历史观。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通俗读物在叙述、评说历史时，虽然是以个人视角解读历史，
但也应尽可能摆脱个人好恶或时流俗见的影响，谨记建设公民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使命。
因为，歌颂“清官”、“好皇帝”，其实质是在支持“人治”反对“法治”；崇尚“权术”、“厚黑
”，其效果一定是颠倒是非、扬恶惩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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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求美”，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生动有趣，易懂好读。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准确地概括了论著能否得到传播和普遍接受的真谛。
专深的历史研究论著是写给职业史学研究者看的，它要的是言之有据，论证精详，所以不必讲求文采
，更不能讲故事。
但是历史通俗读物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如果语言不生动，故事不有趣，情节不曲折，行文不好读，
那么就不会引起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
所以它必须要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精练简化为一个个有趣的情节或故事，然后通过精美生动的文句
、娓娓动听的讲述、自然合理的议论，给阅读者以美的享受。
　　一句“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成为近几年评价赞扬历史通俗读物最流行的评说语。
这句潜藏着对过去数十年由职业历史学家主掌的历史书写“否定”意味的话语，值得我们当前史学界
深思。
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无疑已经超越了六十年前，但是在历史知识的传
播和普及方面，我们则很难说进步多少，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
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些史学大家，如顾颉刚、吕思勉等人都热心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在这些史学家
的努力和支持下，《大公报》、《益世报》等主流报刊也开办了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
反观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既很少有在史学研究上卓然有成的史家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播，也难在
普通报刊上见到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
史学论文和专著虽然数量在不断增加，且不说思想的枯萎和见识的短浅，就是越来越干巴的行文也让
史学界内部不少人士难以读下去。
中国史学界目前的确是越来越专了，以至于研究明清不知魏晋，可是这恰是中国史学的悲哀而不是骄
傲。
缺少“通人”，缺少“通识”不仅使历史学远离大众，脱离现实，也使史学研究自身让人生厌，失去
吸纳后继人才的魅力。
　　当问题不能由正常方式来解决的时候，就一定会由某个非正常的渠道来解决。
历史知识普及的任务既然职业史学工作者不担负起来，那么发自“民间”的历史通俗读物则会让人眼
前一亮，并迅速被社会大众认可。
　　相对于那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存在的种种问题来说，旨在求真、求善、求美
的历史通俗读物，在向公众普及必要的历史知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促进历史学健康发展等方面是
颇为有益的。
职业历史学家和学院派学人对于这类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应该予以提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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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是一个带着一丝血腥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想被别人统治，唯一的选择就是统治别人。
生于一个那样的时代，他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把时代当作自己的舞台。
于是，顶盔贯甲的武将来了，他们在万马军中拼死冲杀，哪怕到头来身首异处，马革裹尸。
摇着鹅毛扇的阴谋家来了，他们在庙堂之上设谋划策，滔滔雄辩，哪怕到头来家国俱碎，只是画饼。

　　许多人不喜欢做历史研究，但历史本身却以无可阻挡的魅力让我们沉迷在了他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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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05年毕业子北方一所不算有名却非常实用的211工科院校，之后顺利进入那个被称为“亚洲最赚
钱公司”的地方分公司，不太安分地过了两年浑浑噩噩的国企打工生涯。
吃喝玩乐(不包括嫖赌)之后，突觉生活乏味，于是奋发向上，经过业余时间一番奋战，考取了北方一
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
顺利完成了从“纯工”到“纯文”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时人和后人称为“疯子之举”
。
现为江苏省南通市一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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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军：几乎派上了全部精锐部队，仅军长级别的将领就达到了十　　几个，总人数不低于八万；
经历过几次大的战斗，作战经验比较丰富。
　　总指挥是李世民，一个嘴上刚长毛、骨骼刚长硬的孩子。
　　薛军：士兵总人数在十万左右，精兵不超过五万；中下层将领大　　多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作战能力有限。
总指挥是薛仁果，年龄也　　不是很大。
　　总体来说，唐军要处于优势地位，而且优势比较明显。
　　可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具体的战斗过程，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不管是《资治通鉴》还是《新
唐书》、《旧唐书》。
至于今中情形，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验证了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
　　赞扬的：李世民出手不凡，大破薛仁果，斩首数千级，一直狂追到甘肃地界才返回。
　　贬低的：双方根本没有交战，薛军只是在按照计划撤退。
　　中性的：双方有过交战，但是规模不大。
薛仁果可能是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主动选择了撤退。
李世民从后面跟着，但一直没敢发动攻击。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可信呢？
说实话，我也吃不准。
　　按照常理来推测，如此重要的一场战役，而且还是由伟大的“天可汗”亲自指挥的，后世史家们
没有理由不写得详细一点（前面几次都很详细）；除非，其中确实乏善可陈！
另外，从后面的历史往前推，我们也可以肯定一点：薛军在此战中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打击，顶多也
就是有组织的撤退而已。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中性的”观点。
　　但不管怎么说，薛军回了陇西地区，唐军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薛仁果返回后，薛举有些沮丧，也有些担心：李唐兵力如此之盛，将来鹿死谁手还真的是很难说
；更要命的是，人家占有富庶的关中地区，无论是所处位置还是号召力，都要比自己强不止一倍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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