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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是近几年飞速成长起来的历史作家。
其成就之大，令我等专业历史学者也瞠目结舌。
他本职金融，写作全在业余时间。
每经一天劳累。
便沉浸在浩瀚的史书堆里，钩稽爬梳，探秘索隐。
久而久之，集腋成裘，悟性得道，便敲击键盘，一字一字地打出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朝代更迭、人亡
政息的喟叹，于是，自2003年起，他的历史著作在网络中频现。
　　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网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出版商，一时间洛阳纸贵，争相出
版纸质文本，不几年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众历史作家。
从2004年到现在，七八年间，他埋头创作，在内地、港台地区出书数十种，总字数超过500万字，确实
算得上是高产作家。
一个年轻人，有此成绩，值得赞许。
他的成功，当然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大时代有关。
梅毅赶上了好时代，他是幸运的。
但是，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
天道酬勤！
时代，总是拥抱那些勤奋者；成功的大门，专为不懈追求的人敞开着。
梅毅的历史写作经历，印证了这个人们所熟知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真理。
　　梅毅本来是个很有写作才气的小说家，让他声名鹊起的，还是他的“中华大历史散文”的写作。
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他挥洒自若的大历史断代史作品，起始于两晋南北朝，中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夏
、元、明（包括南明小朝廷），下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几乎代代赓续，组合成一个“帝国真史系
列”。
梅毅的历史文集，如果埋首细观，大众读者都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兴亡继绝、人事代谢的历史脉络。
　　在近代中国，写历史演义最出名的，是浙人蔡东藩先生。
蔡先生幼而笃学，精于治史。
他于1916年起陆续出版断代历史演义，虽难称洛阳纸贵，但可说名噪一时。
1945年蔡先生驾鹤西游之后，时至今日，久不见国内有人能有此撰写通史的壮举，不免令人惆怅。
现在，我欣喜地发现，在我们史学界，出了个梅毅，而且他是非常专业的“非专业”历史学者，这位
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作家，从1992年就投身深圳金融界，用10部令人耳目一薪的断代史，前后赓续地
组成一套中国历史大系。
如此，使我惊讶之外，感佩良多。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梅毅称得上是能接续蔡东藩先生而在非历史专业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写史
奇才。
　　他与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以事件史为结构主线的写作方法不同，梅毅的断代史，每一部都以人
物的活动为线索，能够全方位展示历史的纵深发展。
两种不同的结构体和写法，可谓各有千秋。
前者，史的物质明显；后者，文学性、可读性更强。
梅毅，他能够给笔下的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个性，进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使历史事件的进
程跌宕起伏和充满激情，这样一来，历史也就变得好看起来⋯⋯　　梅毅的历史著作，游走于文学与
历史之间，既摆脱了以事件史描述为主体的历史著作那种沉闷枯燥的格调，又不同于小说家的虚构与
臆造，与散文家抒发情感的恣肆与叹喟有别。
他的书，史料扎实，旁征博引，有学者深沉的气度，有作家恣肆的文笔，加之年轻人特有的敏锐，使
得他诠释史实的视角卓尔不群，富有独识灼见。
　　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往事。
人是历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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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写活了人而传之不朽。
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一部部所谓“正史”，都缺少了对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注。
后来的历史著作。
尤其出现了“非人化”的倾向，变得呆板沉闷。
于是，充满人性、生动活泼的历史，也就与现实的受众渐行渐远。
而梅毅的断代史所组合的历史大系，以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开合描写，承载史事的开张演化，以作者
的激情赋予历史的生命，让人拍案称绝。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
我详读了梅毅的10部“帝国真史系列”，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
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
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的余绪和评判史事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
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融会于一炉。
　　梅毅，这位“赫连勃勃大王”，无论从他所学和从事的工作角度看，还是从他现在所处“最物质
的城市”深圳看。
他的存在都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耐人寻味的第五代文化现象，是个不可多得的瑰宝奇才！
我们读历史专业的人，没有梅毅的文采；而专业作家，又没有梅毅的史学功底！
国内能有汪洋恣肆文风和扎实历史耙梳功底的，非梅毅莫属！
　　更可喜的是，梅毅从2010年开始，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精彩亮相。
他以儒雅俊秀的形象，音声琅琅的口才，开始在荧屏讲演《梅毅话英雄》，赢得无数观众的痴迷。
他在荧屏如此倜傥风流的讲述，在中央电视台如此大的平台宣扬中国古代历史英雄人物，既可以激励
民族自豪感，也肯定能提升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
为此，我这个老历史学者，要为梅毅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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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然，在清朝历史写作中，笔者梅毅编著的《帝国回光·清朝真史》所追求的“客观性”，并非
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
历史不是摄像机，不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回放；笔者所要展现的历史，乃包含着自觉而高
远的目的性，也就是竭尽全力要展现那些蕴藏在历史深处的、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
　　只有满怀着对一个时代人、生活、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宽厚、平恕的态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冷静的
描述；只有深藏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高而下的温柔怜悯，才可以让我们内心充满正义感和无畏精神
，才能够让我们的写作洋溢着自由和伟大的性质，才可以使得我们的书写意志俨如淬火钢刃般锋利无
比，才能画卷般地展示波澜壮阔历史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一起来翻阅《帝国回
光·清朝真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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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男，天津人。
现居深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一直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
曾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
目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科出版社）。
多次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
　　二○○四年起，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相继出版有长
篇断代史散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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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海关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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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诸种著作的台湾繁体字版和韩文版也已经出版。
此外，他还著有第一部“新感觉主义”历史小说《玉体横陈》以及新都市小说《南方·爱》。
　　“赫连勃勃大王”以其五百万字的“另类史”作品，享有“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第一人”的盛誉
，在国内诸多大型门户和社区网站受到成百上千万读者热捧。
与此同时，李国文、雷达、高洪波、蒋子龙、梁晓声、肖复兴、阎连科、舒婷、叶延滨、林希等著名
作家以及沈渭滨、盛巽昌、虞云国、钱文忠等历史学教授、名家都对其历史作品大加推崇。
赫连勃勃大王可称是国内极少的同时受主流文学界、主流历史学界承认而又被大众读者认可的历史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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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伟大民族共同体的成型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塔山阻击战中七千大明烈士松锦大战中
的闪光点灭绝屠杀惨人寰飞扬跋扈为谁雄多尔衮时代韬光养晦心机深多尔衮的青少年时代拥立大功莫
大焉甘心扶立侄子福临登基千万生灵尽涂炭多尔衷丧尽天良的“剃发易服”“周公”变脸“太上皇”
多尔衮的骄横跋扈“留取红颜照汗青”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起事”丹心已为红颜改吴三桂的前世今
生西南俨然旧家国平西王的惬意生活耒将剩勇逞过江吴三桂的由盛而衰否极泰来转机现清军的步步得
胜穷途末路不言悔吴三桂的最终失败恩怨尽时论浊清由“三藩起事”而走向统治成熟的康熙帝说毒说
狠说雍正爱新觉罗·胤稹的处世为人作为不孝之子的雍正作为不悌兄长的雍正作为不义帝王的雍正作
为“可爱”暴君的雍正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乾隆朝“文字狱”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诗狱字字惊心
皆避讳王锡侯“字贯案”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弄巧成拙马屁精尹嘉铨案云
深突万骑风劲暗千旗清朝平定准噶尔欲壑难填的“坏邻居”康熙时期对准噶尔部族的战争难以征服的
强大势力雍正时期的准噶尔部族犁庭扫穴般的灭顶打击乾隆帝时期对准噶尔的最后征服西北大功泽流
后世清朝统一准噶尔的深远意义茫茫祸福本无涯肃顺荣辱与成丰或局京门落魄有王孙肃顺的青年时代
长袖善舞经济才肃顺在成丰朝的筹饷积财乱世重典不饶人肃顺协帝诛杀柏葰和耆英“咱们旗人混蛋多
”肃顺对汉族大臣的提携大意命丧妇人手“祺祥政变”肃顺被杀百年西jE破“和卓”清朝对新疆的苦
心经营忘恩作乱两“和卓”乾隆时期清朝对天山南北的平定根枯叶烂心不死嘉庆时期清朝对“张格尔
之乱”的平定两毒相克尽友飞阿古柏入侵后对和卓家族的屠灭西疆植柳漠风绿左宗棠、刘锦棠对新疆
的收复和经营亦真亦幻说“香妃”民间叙述中的维吾尔族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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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大师马西勒克（FriedrichMxinecke）在其《历史与现代》一文中说过：“没有坚确的伦理基
础所把握的历史，只不过是波浪似的游戏，所以，只有良心之声，才能使一切流动的东西、相对的东
西，突然地成为形而上的坚确的而且是绝对的东西⋯⋯历史的一切的永远的价值，皆来自行为的人类
的良心的央断！
”　　一部清朝的历史，应该就是记述者鲜活展示人类良心的历史！
　　十多年来，坊间诸多电视剧、电影对清朝皇帝的“戏说”和导游刻意为之的温情脉脉溢美，加之
几位学者、作家对于清朝统治者不负责任的过度美化，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清帝国历史，反而变成了
最让人迷惘、最令人时空混乱的历史；而人关之后的南北屠戮、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以及鸦片战
争以来的丧权辱国，也使得清末以来发轫的那种极具情绪化的“反满”情绪，依旧在“夷夏大防”的
传统悖论下不断发酵　　清朝的历史，黑暗与光明，专制与开拓，偏狭与雄壮，相依相存：　　梳理
和分析过后可以发现，所谓的康、雍、乾三帝“盛世”，其实是清朝三个皇帝对于国内民众极具机心
的高压统治，绝对不似某几位教授、作家在电视屏幕上满含热泪宣讲的那般“深仁厚泽”；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这几个满洲皇帝与前代汉人王朝统治者民族地位迥异的特质，他们才能够创造
性地构造出那种“多民族共同体”的宏大疆域格局。
他们独辟蹊径的“汉化”设计，他们为了政权“合法性”而努力开创的早期全球化视野，他们雄才大
略地整合多民族于一体的“大一统”功绩，以及他们处心积虑为扩大帝国版图时所采取的无比清晰的
政治统治术，至今让我们后人浩叹不已，　　探究清史，我们可以发现，清朝上层统治者，在有关处
理前朝遗产以及对汉民族的文化身份认知方面，有着他们卓尔不群的独到之处一相比“五胡”时代和
元代的非汉族统治者，满洲统治人群透穿了“汉族血统论”的封闭隔膜，从王朝伦理的高度，吸纳和
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进而强化了他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推广了一种罩合宇内、恣肆恢宏的“中国
”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且逐渐使得清王朝的治理技术日趋合理化。
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清朝才能在千万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成功建立起独特的政治新秩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宣布，废除历代沿用了两千年的“万里长城”！
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旗意识的崭新觉醒，成为帝国前所未有的新思想
和新观念，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推陈出新。
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
　　康熙帝所撤除的“长城”关防，破夭荒地从全民族心理上拆除了甚于土石的华夷界限，一举打破
了自我封闭的华夏意识，回首望去，这位满洲皇帝所撤除的，不仅仅是限隔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汉民
族的建筑屏障，而是横亘了几千年的华夏民族内部分离的藩篱，此举，空前扩大了中国政治地理的概
念范畴，使得长久以来分割内外“华夷”的坚固物质象征，最终成为象征华夏民族巨龙腾飞的一座巨
大的，崭新的心理坐标！
　　书写历史，特别是清史，肯定要遵循班固所向往的理念：“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此，只有尊重坚实可靠的叙事伦理和历史伦理，只有保持“对权力说真
话”的勇气，只有耐心倾听历史良心的声音，才能够揭示历史与生活的真相，才能发现历史中隐藏的
那些灼人的秘密，继而写出人性复杂而深刻的本质。
　　如果要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清史，需要把清朝时代的人当作那个时代独特的个人来写对于任何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不能曲意回护，也不能有目的性地刻意贬损。
为此，笔者不单单要为作为胜利者的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也要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小人物也纳入描
写范围。
　　当然，在清朝历史写作中，笔者所追求的“客观性”，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
历史不是摄像机，不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回放；笔者所要展现的历史，乃包含着自觉而高
远的目的性，也就是竭尽全力要展现那些蕴藏在历史深处的、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
　　只有满怀着对一个时代人、生活、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宽厚、平恕的态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冷静的
描述；只有深藏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高而下的温柔怜悯，才可以让我们内心充满正义感和无畏精神
，才能够让我们的写作洋溢着自由和伟大的性质，才可以使得我们的书写意志俨如淬火钢刃般锋利无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国回光>>

比，才能画卷般地展示波澜壮阔历史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　　所有这一切，缺
一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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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梅毅“帝国真史系列”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
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
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
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家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
解析历史。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　　　　我看梅毅八部“帝国真史系列”断代史的时候，符契相
合，感到由衷的欣喜。
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而
且风起云涌，已成“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
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
从去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好奇
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
动的文笔当不可少。
我详读了梅毅的八部“帝国真史系列”，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
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余绪和评
判史实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
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熔于一炉。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渭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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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国回光·清朝真史》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往事。
人是历史的主体。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写活了人而传之不朽。
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一部部所谓“正史”，都缺少了对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注。
后来的历史著作。
尤其出现了“非人化”的倾向，变得呆板沉闷。
于是，充满人性、生动活泼的历史，也就与现实的受众渐行渐远。
而梅毅的断代史所组合的历史大系，以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开合描写，承载史事的开张演化，以作者
的激情赋予历史的生命，让人拍案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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