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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做关于中国口号的文章，源于很多人对口号的误读。
    一提到口号，人们一般认为那只是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简短句子，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
其实，口号的内涵并非如此狭隘。
口号是它所属于的那个时代、那个领域的大势所趋、发展所向。
口号并不一定只存在于口头．也并不一定由民众众口齐声呼喊。
口号也可以存在于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呈给皇帝的奏折当中；口号也可以存在于一位富于开拓
创新的文学家所撰写的诗序当中⋯⋯    正因如此，口号或许妇孺皆知，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
在甲子，天下大吉”，在当时，这句口号可以召集百万之众，使东汉王朝瞬时陷于崩溃。
口号亦可以只流行于一个小团体之中，如“点铁成金”，它只为江西诗派的诗人们所熟识，奉为圭臬
。
口号也许在当时还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只回响在两位政治家的帷幄
之中、口齿之间，是夺取天下的法宝，秘不示人。
    一条从历史的嘈杂声音中穿透而出并为我们现代人所侧目的口号，它所共有的特点应该是集中浓缩
地表现一种观点、一种思想。
而这种观点和思想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领域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在今天看来或许很高明，或许有缺陷，但不管如何它都代表了那个时代本民族最优秀人才的
最高智慧，代表了他们为解决历史发展遇到的问题所进行的艰苦努力；这种解决方案在当时也许成功
了，也许失败了，但是都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后世历史的走向产生着深远弥长
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
    我想，这是一句经典口号所应当具有的意义。
    去年夏天寓居北师大的时候，我将上述想法与好友李奉明进行了沟通，没想到一拍即合。
我们又与奉明的好友谢天武交换了意见。
随后，天武为这本书的出版多方奔走，付出很多艰辛。
    在得知我要做中国口号的文章之后，远在杭州的好友家乐四弟马上寄来一本中华书局版的《古谣集
》供我参考。
家乐于浙江大学治西洋文学，尤以爱尔兰文学功力精湛。
说来惭愧，我身处的环境是一片学术沙漠，为免于太过异类，平日隐介藏形，不闻钟吕金玉。
家乐的书到时，我正忙于俗务，心浮气躁，收到来自杭州的邮件颇感意外。
翻看那密匝的竖版繁文，我顿感心脾沁清，洗去多日案牍俗务的渍垢。
家乐信中更以“史乃兄事”作勉，令我颓驼的精神一振。
民谣不同于口号，虽此书在《口号中国》的写作中并未用于实际参考，然斯人斯书予我的友情、善良
、尊重、执著、严谨、开拓之精神眷顾却始终伴随着我的写作。
    此后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写作生活，每日流连于古人的唇齿之间，聆听那跨越千年的铿锵之声，艰
辛而愉快。
2008年夏天，奥运圣火刚刚熄灭的时候，喜讯传来，承蒙经济日报出版社错爱，同意将此书付梓。
    在我的总体构思和大纲框架下，唐宋时代的一部分口号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越做了资料整理和初稿
写作工作。
我虽无逢人说项之癖，亦知不可掩人之功。
没有这么多朋友的帮助，《口号中国》恐怕还不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最后，还是要对《口号中国》作简单的介绍。
本书截取自夏代以来各重要时期的经典口号百余个，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从当时流行口号的角度切入，力求以人文的笔触见证历史，以历史的底蕴支撑人文。
如果能够通过对一个个口号的解读，给读者展现当时整个历史时期社会状况、文化态势，使读者在浩
瀚的历史长河中体味激情、洞察时事、思索未来，那将是作者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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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陶然，男，河北廊坊人。
专栏作家、评论人。
长期为各类媒体撰稿，作品以历史文学、文化评论、艺术鉴赏为主，涉及文学、历史、考古、传奇、
典藏、地理、音乐等多个领域。
在国家、省市级报刊、网络媒体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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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百家争鸣其命维新——先秦篇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有日出就有日落  尊王攘夷——将国家托付
给仇人  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春秋争霸的暂时休战  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民族的治创良药  爱人——看上去很美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民办教育理论家  兼爱非攻——知义而不
合宜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改革者的美好时光  远交近攻——点滴蚕食，终成鲸吞帝国威严明
月雄关——秦汉篇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帝的千秋大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自底层的
血统怀疑论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一个流氓的发家史  和亲誓盟——女人，斩首行动的利器  反
秦之敝，与民休息——大乱之后有大治  诛晁错，清君侧——清君还是清君侧？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百家虽黜，儒术亦黜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古老民族
在燕然山下的呐喊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将军气吞万里如虎  再受命——历史将书生推到前
台  刘氏复起，李氏辅之——重整乾坤的善意谎言  复高祖旧业——大目标成就大事业  退功臣而进文吏
——吐故纳新、不伤和气  柔道治国——光武皇帝的中兴之术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
大吉——不是宗教的力量悠悠乱世  潇潇风骨——魏晋南北朝篇  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用人才  计资定
品——门阀时代的选官制度  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出师未捷身先死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不作寻章
摘句老雕虫  越名教而任自然——打了千年的哑谜  若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祖生击楫至
今传  王与马，共天下——一千七百年前的“马王配”  胡汉分治——十六国的统治之术  投鞭于江，足
断其流——南方之幸，北方之哀  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少年天子的汉化革新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
神灭——掷向佛祖的匕首江山再统盛世辉煌——隋唐五代篇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土崩瓦解、
独夫授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靠阴谋崛起的千古明君  不立文字——越无文字，越是经典  将兵入
朝，讨杨国忠——叛臣与奸臣的合力  患难相恤，暴掠不作——天可汗的万年  灭佛——会昌法难的前
前后后  天补均平——我花开后百花杀东京梦华大漠雄风——宋元篇  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扫平十
国的统一战争  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藩镇势力的终结  兴文教，抑武事——以文治国的
利与弊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气魄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被“挤兑”出来的不二法门  还我河山——八千里路云和月  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泱泱大国的儿
皇帝  存天理、灭人欲——被误读的朱子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开河变钞祸根源明月清风
大江东去——明清篇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从乞丐到君王  安养生息——大乱之后要大治  朝无
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地方反叛的唯一成功案例  四夷顺则中国宁——大航海
时代的中华帝国  役归于地，计亩征收——中兴中衰只一步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晚明儒家异
教徒  均田免赋——十七世纪初的话语英雄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背父救国——只忠不孝的民族英雄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仅仅是发式的问题  反清复明——
没有结束的叛乱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激增的开始  火耗归公——大清国的高薪养廉政策  改土
归流——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调整  严禁鸦片——毒品与一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华夏巨变帝国残阳——
晚清篇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六朝金粉中的农
民起义巅峰  师夷长技以制夷——破落帝国的励志格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
药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洋务派的救亡理论  变法自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实业救国——从状元到
实业家  扶清灭洋——一场让人笑不出来的闹剧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改
良到革命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假立宪真专制的自白书  中华共和万岁——武昌城头第一
枪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民国篇  五族共和——民主不分民族  护国讨袁——八十三天皇帝梦的破灭  打
倒孔家店——烧了孔家店，救出孔子来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弱国外交引发的爱国运动  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寻找革命合伙人  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旧军阀，请来新军阀  宁可错杀一千，不
能放过一个——国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语道破天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十世纪最准确的预言  北上抗日——堪称奇迹的战略大转移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  到敌人后方去——敌人后方是战争最前线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铁丝网在这里失
效  和平、民主、团结——没有一厢情愿的和平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将革命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雄关漫道  曲折探索——新中国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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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声音、大国的姿态  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大国地位的奠基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欲速则不
达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被夸大的主观能动性  向雷锋同志学习——永远的榜样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标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言兴邦  小平您好！
——不仅是问候语的变迁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争朝夕  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
种树——失衡后的平衡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教育是种植希望的工程  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秉承历史，继往开来  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的力量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重
点的全面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走出去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汶川挺住，中国加油！
——真爱暖人间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见证中国，拥抱世界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为贵
，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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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哪里知道，几捆茅草虽然不值几个钱，可代表了对周王室的尊崇。
其他诸侯看到齐国这么为周王卖命，连几捆茅草的小事都不惜出兵打仗，谁也不敢不听齐国的号令了
。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
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
同年秋，齐桓公以诸侯长的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国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
，同时进攻齐国的东邻东方莱夷各小国，扩大齐国的版图。
公元前664年，北方的山戎攻打燕国，燕国赶忙向齐国求救。
桓公、管仲一点也没耽误，率领军队击退山戎，救了燕国。
燕国国君庄公对齐桓公十分感激，亲自送桓公归国，不觉送人齐国境内。
桓公说：“诸侯之间相送不出境。
我不能坏了规矩。
”于是燕国国君送到了哪里，齐桓公就将哪里的土地送给了燕国。
这件事在诸侯中引起轰动，大家更是对齐桓公敬重有加。
齐桓公之后，其他大国为了争取诸侯的领导权，在其主持会盟期间，都以“尊王室”、“攘夷狄”相
号召。
在随后的孔子时代，“尊王攘夷”被儒家吸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高度评价了管仲“尊王攘夷”之功：“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如其仁，如其仁”。
就是说没有管仲的“尊王攘夷”，中原人民就要穿少数民族的衣服了。
真是仁德啊。
“仁”是孔子评价人和事的最高概念，与孔子同时的历史人物中当此誉者也就管仲一人。
可见在孔子心目中，管仲“尊王攘夷”的成就有多高。
其实，与其说成就“尊王攘夷”的是管仲，倒不如说是齐桓公。
在皇权得不到约束的封建专制时代，任人唯亲就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现象。
谁不想自己身边的大臣都是自己的亲信？
谁听说过把相国的重任托付给刚刚还要杀死自己的仇人的呢？
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本当处死的管仲，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业。
同样留名青史的还有知人让贤的鲍叔牙。
管仲二十来岁时就结识了鲍叔牙，起初二人合伙做点买卖，因为管仲家境贫寒就出资少些，鲍叔牙出
资多些。
生意做得还不错，可是有人发现管仲用两人一起挣的钱先还了自己欠的一些债，这钱还没入账就给花
了。
这如果放到现在，会计学名词叫“坐支”，恐怕离贪污公款罪也不远了。
更可气的是到年底分红时，鲍叔牙分给他一半的红利，管仲二话不说就接受了，没有一点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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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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