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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不易编著的《鬼脸历史课(中国近代史下)》用小说的笔法，杂糅散文、杂文的技巧，再以有趣的历
史故事为佐料，把历史课本做成一道大众化的开胃菜。
本书就是这么一道菜。
相信你吃完这道菜，回头再看历史课本，会有一种读小人书的感觉。
不一样的课外书——内容依照历史教材大纲来写作，可用来考试的课外书。
不一样的历史课——语言杂糅小说、杂文笔法，把最牛历史课堂搬到书上。
不一样的文与史——情节生动，人物鲜活，素材丰富，极大拓展人文视野。
比电影更好看的纸上历史课！
比小说更精彩的鬼脸历史教材！
比杂文更具阅读快感的历史读物！
突破传统课堂禁锢，向枯燥的教材说NO！
新鲜另类的历史课外读物彪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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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不易，男，原名孙鹏，安徽临泉人，不高，不瘦，不帅，不坏，不二，不赌，不黄，不吸烟，不喝
酒，不玩游戏，不死不活——不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鬼脸历史课（下）>>

书籍目录

PART 1 持续危机与变法探索
第一章 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这是一场戏
 不借我的钱我跟你急
 修路不一定是为了扶贫
 势力范围这件事
 门户开放不是改革开放
第二章 戊戌变法——流血的康庄大道
 清朝也曾愤青过
 康有为的政治炸弹
 梁启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将上书进行到底
 几名维新骨干人员
 没有输赢的辩论赛
 百日维新：一场奢望的盛宴
 山雨欲来风满楼
 最猛不过袁世凯
 生与死的对话
 向死而生的谭嗣同
 失败的意义
第三章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悲情闹剧
 上帝要抓狂
 义和团：清政府眼中的“邪教”
 安内必先攘外
 义和团的春天
 杀人执照
 话可以说绝事不能做绝
 “雄起”的清政府
 大势已颓
 老太太跑得快
 不光是京津
 “东南互保”保护谁
 八国联军暴行之非学术报告
 做个病猫的代价
PART 2 民主革命与清朝倒闭
第四章 民主革命的兴起——野孩子的倔强劲
 孙中山的“大炮”
 “医国”比“医人”有前途
 伦敦蒙难记
 宣传工作很重要
 团结起来有力量
 同盟会：联合大群，团集大力
 两年大论战
 正是造反好季节
第五章 新政和预备立宪——给自己打制?副棺材
 新政：慈禧补天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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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立宪！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为他人作嫁衣裳
 武昌起义：逼出来的胜利
 选个领导不容易
 消防队员袁世凯
 鸭子是怎么飞走的
 你栽树我乘凉
PART 3 军阀统治与新文化运动
第七章 袁世凯的清秋梦——过把瘾再死
 欲望是野兽
 宋教仁：自主创业的楷模
 挖坑与填坑
 二次革命：混了顶“乱党”的帽子
 煞费苦心的转正
 变种的帝制
 “二十一条”：医治心病的代价
 终于如愿以偿了
 过把瘾就死
第八章 军阀割据的纷争——玩的就是心跳
 老袁留下的摊子
 军阀是个什么东东
 互相拆台的结果
 张勋复辟：倒车不慎的下场
 护法运动：军阀也爱打群架
第九章 新文化运动——大师们的“呐喊”
 乱世出大师
 以笔为枪的人
 《新青年》：史上最牛杂志
 北大最牛的时候
 新文学其实就是下里巴人
 为“五四”动员
 不是结束
附录　清朝和民国官镧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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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准备给大清帝国开药的人是康有为。
 和中国其他医生不同的是，康有为开的药不是中草药，而是西药，名字叫“维新变法”。
康有为认为，只要这一剂药吃下去，保管中国这头雄狮又能活蹦乱跳，吃肉喝酒，张嘴即有。
 2.康有为的政治炸弹 “维新变法”这剂药其实是康有为自己配的，并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至于药效如
何，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但康有为对外宣传的时候比今天的电视广告还能唬人——这剂药一定以及肯定能治疗中国的贫弱之病
。
 不管你是否相信，反正有些人是信了，而且信得厉害，其中就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
时间长了，本来还半信半疑的康有为也变得完全相信了。
 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等人用“维新变法”来救治中国，不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因为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能吃得起肉，而且还营养过剩。
如康有为他爸干过知县，谭嗣同的老爸更是官至湖北巡抚，都算是标准的官二代。
梁启超和严复拼爹虽然比不过康、谭，但他们家也都不是靠刨土地生活的。
而其他倡导“维新变法”的人也多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来的。
 所以说，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还是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念头。
 康有为（1858—1927年）是广东南海人，打小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但相对来说，他更喜欢读一些具
有知识性的课外书。
他认为，圣人之道虽然有道理，可很难运用到现实中来，所以他比较推崇“经世致用”——尤其是当
他目睹民族危机和国家衰败的情景后。
 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自助游，看到香港街道繁华、建筑瑰丽，地上没有垃圾，墙上没有尿印，“乃
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旅游回来后，他又读了一遍《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还买了张世界地图进行研究，开始有意识
地了解西方。
 另外据说此哥们爱读书而不爱书，每天抱一摞书放在那里，右手拿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
，锥穿几本读几本，读不完不休息。
数下书上的窟窿眼就能知道他最喜欢看什么书，充分印证了“爱得越深伤得越狠”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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