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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李治亭作家郭厚英女士近日完成《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第五部书稿的创作，编辑杜康给我送来书稿
，邀请我再为该书写序。
我已为前三部书各写一序（第二部到第四部），表达了我的不同感受，似乎该说的话都说了，这第四
篇序还说什么呢？
其实，话题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也不少。
就我的本意而言，为一部书写序，除了对作者负责，也是为社会尽一点责任，向社会推荐健康的精神
食粮，远离那些文化垃圾。
另外，序言对广大读者也可以起到导读的作用。
话题就从手头这本书的内容说起吧。
本书以太平天国于1853年（咸丰三年）攻入南京为开端，终止于1880年（光绪六年）左宗棠率兵西征
新疆。
这一时段不足30年，但在晚清史中却是非常重要并决定清朝存亡的一个关键时期。
这段时期内忧外患同时或相继发生，几将清朝逼入九死一生之险境。
“内忧”就指是太平天国的崛起，它以反清排满为号召，从广西金田村起兵，奋勇北进，其势不可当
，仅历年余，力克江南第一重镇——南京，遂建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
江南半壁，已处太平天国的掌控之中。
太平天国之兴，来势凶猛，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大有推翻清朝如反掌之势。
此时，清朝入关已200余年，遭遇无数次规模不等的武力反抗，唯太平天国真正震撼了清朝的统治，若
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相比较，自然使后者为之逊色！
外患有三：其一，英国与法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奇耻大辱，莫此为
甚！
其二，清朝属国浩罕汗国阿古柏率匪徒入侵并吞并新疆南部，建“哲德沙尔汗国”；其三，继阿古柏
之后，沙俄趁机出兵，占领新疆西部重镇伊犁，同时，勾结阿古柏，极力吞并新疆。
而阿古柏又勾结英国，将其势力引进新疆。
眼看新疆就要被英、法等西方列强瓜分！
形势如此严峻，已把清朝推入极度危险之中。
清朝以慈禧太后为中心，应对危局，在同内忧外患的搏斗中，涌现出如曾国藩兄弟、左宗棠、李鸿章
等一批能臣，为慈禧所重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太平天国一方面承受清朝的巨大压力；另一方，内争内斗，相互残杀，终于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
在坚持了14年后，以失败告终！
太平天国之悲剧，与其说被清军镇压，不如说它是自杀自残，自断其命运！
面对沙俄、阿古柏之猖獗，慈禧接受左宗棠的意见，毅然出兵新疆，首先将阿古柏驱逐出新疆，阿古
柏被迫自杀身亡，被其侵占的北疆与南疆城镇逐一收复。
迫于清军的强大压力，沙俄不得不把它占领的伊犁交还给中国，至此，新疆全部回归中国版图。
这段历史，还有日本侵占台湾，英俄窥视西藏⋯⋯世事纷乱，国无宁日，似有大厦将倾之惑。
据史载，此段历史与晚清国情，大致如此。
这一阶段的历史就构成本书《危难书生与慈禧太后》的主题。
在前序中，我强调史学研究，一要选取大量史料实证历史的真实。
二要正确运用理论解释历史，得出科学结论。
三要用典雅而生动的文字，再现历史真相。
厚英创作清史小说，则与此不同，她把史料进行艺术加工，亦即再创作，运用形象思维，以文学的语
言文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将历史故事演绎出来。
厚英前四部书的创作是成功的，此部书又有新升华，叙事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活、更丰满，关键是
给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定位准确，洞察历史内在的真实。
厚英感悟历史，洞察历史内在的因果联系，“驾驭”群体人物，游刃有余，熟而生巧，将一幕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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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如梦如幻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无疑，慈禧是本书的中心人物，“危难书生”则是与慈禧同处这一历史舞台的主角。
“危难书生”者谁？
他就是一度威震华夏的曾国藩！
而书中“书生”又非曾国藩一人，概指湘军将领大多书生出身。
湘军早期创建者江忠源，本系军人；曾氏办团练时，诸如罗泽南、王鑫、邹寿璋都是读书人，与之协
办；名气更大的左宗棠也是举人出身。
这些书生文人都是在国家危难之时，投笔从戎，毅然走向战场，在同太平天国军的生死搏斗中，为清
廷出生入死，力保大清江山。
厚英把这一群体称为“危难书生”，可谓恰如其分。
就是这群书生，在同太平天国军的斗争中，不惧马革裹尸，心智明暗交合中，方显出书生识事明理之
本色。
就是这群“书生”登上了19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统率着他们训练出来的一支支劲旅，终于打
败了腐败变质且无多少文化的太平天国！
执政的慈禧把他们誉为“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书生力挽狂澜，从危亡之中把清朝挽救出来，他们创造了奇迹，也创造了历史，他
们当之无愧。
厚英以浓重的笔墨，写曾国藩兄弟的崛起，通过自己的奋斗而达到人生辉煌的顶点；左宗棠同是“一
介书生”，李鸿章还是书生，这些著名的人物各有各的起家经历，厚英不惜笔墨，翔实写来。
何止这几人！
举凡在这场关系清朝命运的大搏斗中涌现出来的各色各样人物，都在厚英的笔下获得了“重生”！
太平天国延及捻军之兴亡，乃是本书的“重头戏”。
厚英以悲剧的笔调，至为详尽地揭示了太平天国悲剧的缘起、经过、直至以悲剧落幕。
尽管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辉煌与灭亡发表了数以千记的论文与专著，人们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但真
正能震撼人心灵、令人做疾心痛首之状，也只是读了厚英如诉如泣的描绘，才会有此切肤之痛的感受
。
洪秀全作为一个秀才，敢于造反，动员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无业者及一切反清的志士仁人，同清朝
展开血战。
这真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可惜，他们进入繁华的南京后，因胜利而骄，因骄而腐化，相互血腥屠杀，其残暴与凶残，令人发指
！
厚英把这一幕幕的惨剧不加掩饰地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过早腐化腐败的新政权之灭亡并不足
惜！
我并未忘记慈禧，她是本书的主人公，厚英自然不会疏忽。
关于慈禧其人，改革开放前，从学术界到民间，没有谁说过她的好话，“卖国”“狠毒”“贪权”等
等，都是给她的评语，近30余年，对她的评价稍有松动，不像以前骂的那么狠，在某些方面，给予适
度的肯定。
这也是限于点点滴滴，总的评价并无根本性改变，这就是说，她仍然是个反面人物。
厚英并不拘泥于前人只成说，首先，她把慈禧看成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慈禧本来就是一个女人，但以
往论者似乎并不在意，忽视了慈禧的女人身份。
厚英不这样认为，毕竟男女不同，诸如心理、胸怀、识见，特别是品行，皆有性别之差异。
只有从女性的视野去观察她、了解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她。
当然，重要的是她的实践活动，才是认识和评价她的基本依据。
例如，厚英以生动的笔触描绘慈禧重用曾国藩等一批书生汉官，终于将南京攻克，将太平天国打入血
泊之中，又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大办“洋务”以自强，慈禧给予全力支持；在左宗棠与李
鸿章争辩“塞防”与“海防”时，慈禧选择了“塞防”，进而批准左氏进军新疆，夺回已失去的疆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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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如果慈禧听从李鸿章的“海防”，弃“塞防”，如果不支持也不准左宗棠进兵新疆，新疆
必失无疑！
今日中国之版图，就会失去全国疆土的六分之一。
仅此一事，慈禧之功劳应与左宗棠同享。
厚英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适足以改变学术界的成说，识见如此正确，令人信服。
敢于挑战，自立新说，勇气可嘉！
人们在谈论慈禧时，往往忽略东太后慈安，以为凡军政大计，皆慈禧一人专制而已。
据厚英所述，事实并非如此。
在慈安当世之时，与慈禧共同议政，其作为不容低估，更不可一笔抹煞！
厚英重笔描绘两宫太后的各自人生，实则是在讲述清宫中的一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引人入胜，不禁令
人感叹：一个女人在纷乱的时代，竟能安然主政近50年，这真是一个奇迹！
也许厚英以女性写女人，她比男人更了解、更透彻地懂女人。
我想，这是厚英的一大优势，为男性作家所不及！
创作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形象，即指人物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内者为心理活动，包括其品性、嗜好
、习惯等，表现为个性；外者为人物之外貌及行为等，统称为形象、这正是学术研究无法企及的，因
而与文学作品划清了界限。
在厚英的笔下，无论男人、女人、大人物、小人物，都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个人形象。
就说曾国藩这个人，他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内心世界既丰富又复杂，处事待人自有一套，进退
、得失、言行等，皆有分寸，把握时机。
写好这个人物，实非易事。
厚英却是看懂、读懂他的，所以才写出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慈禧此人以何德何能掌控全局，驾驭大群男人，挥洒自如？
她必有过人之大才干，又必有超过时人的智慧，亦必有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咸丰去世前，遗命顾命八大臣，也没斗过慈禧，为首的肃顺还丢了脑袋。
仅此一事，足见慈禧绝非等闲之辈！
写出她的真实形象，恐怕是更难！
厚英又写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慈禧。
顺便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电视剧把慈禧写成是个阴险、歹毒的女人，真是不懂慈禧！
书中人物很多，就不举例说明了，读者自会作出判断的。
厚英描写人物，各具形象，基本符合其人原貌。
这源于厚英详查史料，深入研究史料，终于认识了其人，故下笔有神，写出的人物，呼之欲出，有跃
然纸上之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悟：书中写了那么多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死沉浮，如一幅幅人生历险画面，给读者
什么启迪呢？
这使我想到一个大问题：文艺作品们有何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前，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的规定，一句话，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当前党的政策服务。
具体说，通过文艺作品教育人民、激励人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至今，以前所规定的宗旨，亦即它的社会功能却逐渐被淡化。
而今，文艺作品的价值与功能，就是给人们制造“快乐”，开办各式各样的“视觉盛宴”，让人们因
感官受到刺激而快乐！
从电视到电影，从小说到戏剧，种种恶搞、戏说、荒诞不经，到处弥漫着“快乐至上”“娱乐至上”
的近似疯狂的气氛。
远的不说，如近期播出的《隋唐英雄》《楚汉传奇》，还有一些省卫视总是重复播出的《甄嬛传》等
等电视剧，一派胡说，把历史搞得一塌糊涂！
恶搞历史，颠倒是非，正邪不分，搞乱了人们的思维，败坏了社会风气。
我认为，文艺作品最本质的功能就在于教化人民，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修养，娱乐并非绝对的低俗，
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倡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用道德、礼教来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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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这就要靠文艺家们“思无邪”，即思想纯正，创作格调高雅，思想健康的作品，使广大人民受到“无
邪”的教育。
这些话说得似乎远了点，我想说的是，当今一些文艺家们忘记文艺教育人的作用，任意胡来，相比之
下，厚英的这套清史小说，就是“思无邪”的心境，不误传历史信息，如实描述各色人等的人生，正
确揭示他们的本质，故读到每个人物，都会获得人生的不同启示。
例如：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一号领袖，进入繁华的南京城后，不思进取，以为大功告成，懒得管事
，“连天王府的大门也懒得迈出一步”，整日混迹于美女之中！
当东王杨秀清威胁到他的宝座时，他便动了杀机，终将杨氏满门及其部属万余人赶尽杀绝！
于是，引发内部互相残杀，由此走上毁灭之路。
杨秀清野心膨胀，竟欲取代洪秀全。
书中描写杨装神弄鬼，不仅羞辱天王，还逼天王给他更多的权利。
结果，招来杀身之祸。
其他的“天国”要员们就不一一说了。
人们不禁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扼腕叹息。
洪杨之乱，告知世人：不可腐化、不可谋私利，不可分裂。
否则，必然自取灭亡！
曾国藩乃一介书生，在同太平军的战斗中，一败再败，甚至欲自杀以明志。
但他败而不馁，硬是坚持下来，直至大破南京。
这种死命坚持的精神，不是很可贵吗？
他有大功于清朝，但功高不赏，他容忍、心胸大度，主动裁军、交权，以释慈禧之疑心。
这样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家庭的安宁。
曾国藩所为，实属明智之举。
慈禧作为一个女人，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做事果断，行动迅速，又多谋善断、不论多么强大的男人，
在她面前纷纷败下阵来。
她不愧为那个时代中国第一女强人！
且不论她做的事是否正确，但她的才干、智慧，特别是其意志之坚强，不能不令人信服。
可以说，通过厚英对绝大多数人的描写，无不具有人生启迪的意义。
人物太多，他们的人生经历各式各样，受文字限制，不便一一罗列。
如果采用戏说、胡说，就很难总结出他们的人生经验，我们也难以作出判断。
我想，厚英的书能给人们以启示，这也证明此书获得了成功，它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欢。
又写了这么多，不能再写了，就此打住吧！
以上议论，算是我读此部书的点点感受，是为序。
2013年1月16日夜于北京神州数码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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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厚英，女，浸润文字二十余年，文字散见于国内诸多报纸杂志，为天涯“煮酒论史”热度写手，尤
长于历史类、女性类细腻文字的描写。
著有民国历史《尘埃里开出的花》、《那一世的风情》、《王牌潜伏：大上海的黑白人生》、《夜上
海往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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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自己人斗,其乐无穷的太平军第二章 “不信书，靠运气”的湘军第三章  风雷动，旌旗奋，战
安庆第四章 两宫垂帘，给湘军带来明媚的春天第五章 通往金陵城下的辉煌血路第六章 在灿烂中，忧
伤凋落的湘军第七章 慈禧的扬李抑曾治术第八章 想要飞得更高的“自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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