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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平静、安谧，充
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
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但是，清朝，这个垂
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
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
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
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
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不免让人无限叹惋：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激进的革命者也
无视这种历史机会。
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
正因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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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男，天津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近二十载，本职工作一直致力于资本市场的研究和实践。
业余时间内，致力笔耕，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
》等数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还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科出版
社)，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
2003年起，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开始历史写作，有“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的荣称，对
国内历史普及厥功甚伟。
相继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  《历史的人性》、  《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
、  《刀锋上的文明》、  《帝国如风》、《大明朝的另类史》、  《亡天下》、  《极乐诱惑》、  《铁
血华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等)。
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有《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版。
2008年年底，八卷本《赫连勃勃大王断代史文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2009年，10卷本《赫连勃勃大王历史文集》在台湾由达观出版社出版。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的历史作品，弘扬人间正气，洋溢着中华伟大民族主义的宏大情怀，不仅仅在国
内诸多大型门户、社区网站受到数千万读者热捧，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高洪波、蒋子龙、梁晓声
、肖复兴、舒婷、叶延滨、林希等人，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沈渭滨、雷颐、王学泰、杨念群等人，也
对其作品大加推崇。
可称是国内极少同时受主流文学界、历史学界承认而又被大众读者认可的历史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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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  引  子火山口上的政权  第一章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满汉
矛盾  第二章  地方与中央的角力——立宪派与督抚们    在“民主”演练中的怨愤  第三章那只“看得见
”的大手    ——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第四章离心离德的“长城”    ——新军的政治逸轨  第五章  
“受迫害狂”的臆想    ——民族主义心理的“裂变”    第六章  民间力量暗流涌动——会党势力及“邪
教”    对清政权的侵蚀  第七章  铁路，辗过大清帝国的心脏    ——四川保路大起义的发酵下卷·革命
进行时  引  子早产的革命  第一章  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第二章  赤血
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第三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
汪精卫  第四章  一夫鸣枪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第五章  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
革命长镜头  第六章  坐看中原鹿正肥    ——袁世凯出山  第七章  短暂的共和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
时”政府  第八章  百劫山河乱愁叠——清朝的覆亡附卷·  附一启蒙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悲剧    ——从端
方和赵尔丰谈起  附二  国殇为鬼无新旧    ——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附三  辛亥革命大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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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　　创刊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
》，在晚清那个时间段，对中国曾经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美国人特有的视角，对清朝统治下的
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真实化勾勒。
其中，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
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
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
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
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
　　“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
（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
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
　　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
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
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
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
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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