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大变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晚清大变局>>

13位ISBN编号：9787562256069

10位ISBN编号：7562256063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毛屋堂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9出版)

作者：毛屋堂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大变局>>

内容概要

　　英法等国和清政府有血海深仇么？
他们为什么要和万里之外的中国打仗呢？
答案只有一个：赚钱，一切为了赚钱！
　　中国巨大的市场使得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垂涎三尺，为了扭转和大清做生意一直亏损的局
面和打开中国的市场，它们冠冕堂皇地发动了鸦片战争。
　　在与清军作战以及与当时政府官员和皇帝交往的过程中，贵族们愚昧无知﹑孱弱无能表露无遗，
它进一步激起了列强们的贪欲。
　　晚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开始了打破陈旧观念，逐步实行“对外开放”。
他们对列强从对抗到屈服直至合作的态度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剪影。
　　中国开始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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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题记：我们的故事，要从清晚期一位思想家兼文学家说起，看一看大清的系统漏
洞是什么，洋人（黑客）如何利用鸦片（病毒）侵入大清这个系统的。
一、大清的系统漏洞知识分子严重“被盆栽”中国的盆栽艺术，让世人惊叹。
一株貌不惊人的古树桩，在盆栽艺人的手里，能变成苍桑韵味的美景，即便不懂艺术的大老粗也为之
惊奇。
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阶层，却出现了类似于“被盆栽”的奇特现象。
大清末期的知识分子，是被放进盆子里栽培出来的“怪物”么？
有个人说，是的。
这个人，要说起来，很多人都熟悉，他的名字叫龚自珍。
之所以我们大家都熟悉他，倒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有多么的伟大，或是象曾国藩、李鸿章、胡
雪岩那样被一些人批、被另一些人捧，争论得唾沫横飞；我们大家知道龚自珍，得益于我们的中学课
本，那里选入了他的一篇文章。
《病梅馆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
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固也。
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
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
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
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
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
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
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
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表面上看来，这位龚老师只不过在记述好好的梅花树通过文人雅士斫直、删密、锄正的功夫，以及社
会流行的某种审美意识的带动作用，将正常的梅花树变成病梅的过程；讲述自己在家里买病梅、栽病
梅、哭病梅的零碎烦琐事儿，指责这类人只凭自己的喜爱嗜好，不顾及梅树自然生长的规律，切断正
干，留下旁枝，把它们任意扭曲，还用棕绳来束缚它们。
他为着这事打抱不平：买了三百盆病梅，哭了三日三夜，还花了N多银两，买了N多田产来栽这些病
梅。
即使在今天，如果让一位不知里究的90后读者来理解，他的结论一准是：这个伟大的文学家，肯定是
个精神病人。
“晕啊！
汗啊！
病梅就病梅，管你屁事。
钱多了不是？
还去买田置地栽病梅，精神病啊。
还哭了三日三夜？
那也太夸张了吧。
”如此短小的文章，如果抄到一张厕所的卫生纸上，估计长度还不够，然而，却达到了传说中骂人不
带脏字的极高境界。
通篇都在骂中国的知识分子，骂中国的大小官吏，却看不出一点点骂人的痕迹。
龚老师如果不是夸张地做秀，如果不是为着发表文章赚那么一点可怜的稿费，多少总该有些他的理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大变局>>

吧？
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
之后官至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
应该说，在那个旧社会，他的学业顺利、仕途平坦，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与其它官员不同，他的思想却诡异得很。
他居然把当时大清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职在朝的大小官吏，一概骂为“病梅”，这就让人有些费解了
。
病秧秧的大清朝清代乾隆朝，号称盛世，然而，早已有人指出，盛世之时，从经济到政治，开始内亏
了。
嘉庆朝，已经成了破落户，遇到某地大洪水或某处大面积干旱，蝗虫地震之类的天灾，连门面都难以
支撑。
时序进入到道光先生掌权，那日子真是一天难似一天。
国库里没了银两，国门口有一群外国人，他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黄胡子。
背包里藏着一包又一包的鸦片烟土。
他们将那玩意儿变卖成银两，将大清国非常有限的银子夜夜不歇地运走。
龚自珍先生坐在天朝大国的朝堂之上，正是看到国库里银两越来越少，景象越来越凄凉，做了一件常
人不愿意做的事，寻找国家日暮途穷的病根子。
这实在是一个大题目。
要么是政府官员有问题，要么是下层民众有毛病。
这么一个大国为何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何百姓穷得卖儿卖女，为何大江大河没钱治理，为何天灾人祸
没钱救济？
为何不是富国强兵，而是国力日积日弱，大有风雨欲来、大厦将倾之势？
龚大人做这样的题目，肯定还有他个人的原因，照理讲，他应该不是吃饱了饭挣的难受。
大名鼎鼎的外公龚大人之所以喜欢挖国家的病根子，或者说，跟混日子的官员有所不同，是不是他家
祖坟埋到了某个奇怪的地方？
他家的祖坟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察看，不过，他祖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外公，段玉裁大师，倒是值得一
提。
那年头，段大师算得上读书人中的偶像级人物。
段玉裁是清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师事戴震（儒学大师），研究文字训诂音韵之学；乾隆朝的举人
。
官做的不大，四川巫山知县而已，他的著述出版的却不少。
在巫山那样一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这位知县大人，想来是一门心思著书立说，忙于弄学问，没
有时间到省城去跑官要官，结果官就那么个芝麻官，倒是出版了几本大作：《说文解字注》、《六书
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
这些书是些什么书？
今天的人们倒没有必要去了解。
但是，古代的读书人，那就大不一样了。
古代人读书应试，跟我们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尤其是《说文解字》这本书，那是必修的课目，否则
，考官们从《四书》《五经》里弄出来的考题，你就无法“破题”（弄清那些个艰涩文字的意思），
更谈不上承题（依着那意思立意写文章）。
因此，段作家的那本《说文解字注》就成了大家必读的“公务员考试辅导资料”。
今天，考试辅导资料满天飞，景象壮观，只要能出书的单位都想方设法赚学生的钱。
在清代，考试辅导资料稀缺，这种状况因而造成了段先生的鼎鼎大名。
那位龚大人多少是受到了这位名星外公的薰陶。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承袭外公的衣钵来考证中国的古文字，倒是象他的外公那样，以极
其严谨的态度，考证起国家的病根子来了。
他这么一个劲地考证，终于发现了大清积贫积弱的系统露洞——大清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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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脊梁却正如一株株“病态的梅花树”，彻底地“被盆栽”。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
要给这个系统露洞打个补丁，那就是说，要让大清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造整个知识界，校正中国人的
脊梁。
这切切不是一件小事啊！
孔孟之道被历朝历代的帝王奉为经典。
现在你却说读了N年圣人之书的饱学之士，是受了束缚的“病梅”，你这一套理论，如果成立的话，
那岂不是要推倒世界重新来过么？
再说，咱们读书人不读《四书》《五经》，那你说，要读什么东东来着？
难道说，要我们读农业知识、木工技艺还是兵器常识不成？
圣人之学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呢！
这一点是所有读书人坚守的至极真理。
不只是读书人，上到皇帝，下到平民，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位辛辛学子，读了N年的《四书》《五经》，正在准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你现在却说，我
读的东东全是废料。
你龚老师还说，读了这样的书，我们就变了，变成“被盆栽”的知识分子。
那我花的时间、花的精力，我老爸做的教育投资，岂不全部归零？
你这样的观点，我们能答应吗？
我们得花点时间，来考据一下，中国官府发明的类似于欧洲文官考试制度的中国科举制度，是如何让
中国亿万知识分子发生变化的，是如何让中国知识分子到了清朝就变成“被盆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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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大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晚清政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
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
　　——马克思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备省腹地，阳
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直隶躜靼、北洋大臣）　　　　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
　　——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曾任英法大使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
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王韬（学者）　　　　今泰西数十邦叩阕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
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
　　——郑观应（著名实业家）　　　　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
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徐继畲（福建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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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大变局》告诉你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真相，清朝军队和太平军在晚清的时候也打过
许多胜仗，也有许许多多有骨气、值得我们钦佩的人。
晚清的时候和中国打仗的国家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想在中国赚钱，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俄罗
斯，俄罗斯的驻华大使用欺诈的手段赤裸裸的夺取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了，大约相当于中国如
今国土的1∕6。
晚清作家魏源的书原本是想开拓中国人的眼界，唤醒沉睡的中国人。
结果呢，魏源的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大大的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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