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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读《通鉴》是被迫的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资治通鉴》（以
下简称《通鉴》）这本书，如果没有你的精彩解
读，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不会碰它。我尽管大学读的
是中文系，里面的几个名篇也读了，但都是从文学
角度来欣赏的，没有从权力的角度和从管理的角度
去理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通鉴》的？

锐圆：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
人，在求知欲最强的少年时代，是没有什么书读
的。不过很多人虽然没有通读过《通鉴》，但是这
部书名头太大了，中学和大学的课本里都有选录，
所以，在中国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这部
书。《通鉴》对于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
说，知道但很陌生。

记：我也是六十年代生人，所以，读你的文
字，甚合我的口味和欣赏节奏，因为你用的好多词
汇，我能感应。这是同时代人的一种默契。

锐圆：我最早读《通鉴》是被迫的，大学毕业
后，我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工作，领导安排编写评论
杂文专栏，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这类文章，一般爱用
历史故事做由头，尤其是伯乐和毛遂，为了避免把
伯乐毛遂说到自己都要吐，于是我翻开了《资治通
鉴》，想找冷一点的故事。

记：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它的情景吗？
锐圆：第一次读《通鉴》，就感觉我找到了个

批判的对象和典型，呵呵，司马光在一开篇大谈名
分多么重要，而我那时大学刚毕业，整个社会都处
在一个反思“文革”、反思历史的新启蒙思潮状态
之中，大家都通过清算历史来推进四个现代化。

记：那个年代，年轻人都很有激情，思考问题
尽管幼稚，但有的也很尖锐。

锐圆：因为年轻，所以也有些愤，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愤青，把火都发在不争气的老祖宗身上了，
为什么这么悠久的文明却给我们带来的是积贫积
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心，直到今天。人生
识字忧患始，识字以后再读中国历史，忧患更甚。

《通鉴》里记载的是相砍的现实

记：我自己有个体验，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
任别人怎么劝导也白搭，但你的写作改变了我的体
验，你用自己的语言来解读我有些讨厌的东西。比
如权术，你采用这种古今一起“煮”的叙述方式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验的？

锐圆：《通鉴》最初的定位就是写给皇帝看
的，是皇帝专用的MBA 教材，司马光没有停留在大
道理上，而是通过鲜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鲜
血染红的历史，向皇帝讲治国的经验教训。一说到
实际，就不能不讲权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不搞
阴谋诡计怎么行呢？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我以为
读《通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国情，《通鉴》
所载的这一段历史，包括之前之后的中国历史，也
都是中国国情，《通鉴》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中
国的传统不是《论语》里慷慨的格言所能概括，孔
夫子讲的是理想，《通鉴》里记载的是现实，而且
是相砍的现实。

记：从历史中去发现当下的一些蛛丝马迹。

锐圆：可能是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所以我们
这一代人对“古为今用”有天生的偏好，其实以史
影射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到我们这一代
人就能够终结，所以读中国历史，越读你就越感觉历
史就是昨天，今天和昨天是无障碍对接的。比如怎么
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怎么在
危急的关头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怎么在纷杂的矛盾
中求得平衡或安宁，这些今天的人们也需要。

记：历史与现实在互相眺望。
锐圆：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毕竟大家都

不是学着怎么做皇上的，所以对《通鉴》需要作一
次当代的解读，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过一些
年，每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弯的时候，都需要对历史
重新作一次解读。所以古今一起“煮”是一种必
然。

不要小看文本创新价值

记：这是个浮躁的时代，诱惑太多，网络让好
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远离经典，你解读司马光时，
有没有顾虑，就是写了没人看？

锐圆：我是 2006 年开始在“天涯煮酒”上发帖
子的，网络写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快就知道你写
的东西有没有人看，有点击率，有回帖，就说明有
读者，没有人看，帖子就沉了。所以，我写东西是
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没有用户就淘汰。

记：你选取的一些节点，往往跟当代正在发生
的好多事件相似。你写的时候有没有顾虑？出版社
没有让你修改吗？比如，你把刘邦称为 “无产阶
级革命家”……

锐圆：古今乱“煮”，这是近年来网络文本的

总体特色之一，解读历史，做学问，古人已经有总
结，那就是只能在三个方向有新突破：一曰词章，
二曰义理，三曰考据。现在我和一些民间的历史写
手们所能做的，更多的都是做“词章”和“义理”
的功夫。词章就是文本，我们不要小看文本创新的
价值，五四的白话文、延安的新华体，不仅是说话
写文章的风格变了，更是思想和情感的变化，也可
以说义理是不能脱离文本存在的。

记：言为心声，语言的表述方式确实体现一种
精神状态。

锐圆：今天的网络文本，是当代人精神思想自
由的一种外在表现。比如我说刘邦是“无产阶级革
命家”，可能有一些戏谑的成分，但是可以帮助今
天的人更好地理解这位确确实实既是“无产阶级”
又是“革命家”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把几千年
前，几百年前的人物，都想象得那么幽古深远，其
实他和我们熟悉的人是一样的，时间流逝，改变了
很多，但人心是不变的。网络文本的“没有规
矩”，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如果
我们只是 GDP 增长，说话写文章还全部是几十年前
的社论体，那怎么称得起“伟大变革”呢？

记：在义理上探索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锐圆：说到“义理”，就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有了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见解和看法，网络写手
好做翻案文章，可能不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也
不乏真知灼见，这个不必要大惊小怪，时间自然有
沉淀效应。

不要到了监狱里才想起《通鉴》

记：你的书封面上有“一部曾经让毛泽东读了

17 遍的大书”的话，《通鉴》你读了多少遍？毛泽东读史
从里面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而你这次是智慧寻找，
有些掌握权力的读者,会不会读偏了你的解读？

锐圆：我对毛泽东读 17 遍《通鉴》的说法有点
怀疑，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老人家 17 次比较郑重地拿
起《通鉴》来读，但每次不一定是通读，可能是对
感兴趣的一段进行重温，通读 17 遍要花费的时间成
本是巨大的。其实读几遍不重要，有些书过几年、
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再读一遍是必要的，因为好书
的价值和读者的人生阅历成正比。

记：我觉得也是，你想想，他老人家多忙啊。
锐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担任一定级别的

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应该花些时间读一读《通
鉴》，要认识中国的权力文化，要了解中国的治乱
兴衰，要把握中国老百姓的人心，要深刻领悟统治
管理的道和术，读《通鉴》其实是捷径，因为司马
光确实把宋以前的中国历史总结得相当完备和透
切，《通鉴》已经把中国政治文化的 DNA 图谱描绘
出来了。当然，读我写的《这样读〈资治通鉴〉》
可能是捷径中的捷径，呵呵，话说大了——— 自己吹
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的读者中如果有领导干部，我对他们的忠告
很简单，就是《大学》里的一句话：“正心诚
意”，权力是一只魔戒，它可以让你有力量，但也
可以腐蚀你的内心。可惜，很多官员是到了监狱里
才想起《通鉴》这部书的，虽然晚了点，但是圣人
不是也说过，朝闻道夕死也可以嘛。

怎样看待读史热

记：当下出现了读史、聊史热，有人说，喜欢
读史，是对当代的一种回避，你怎么看？

锐圆：今天的历史热，是一种社会自发。历史
为什么这么火？国学为什么这么热？我个人的观点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和当下中国的发展有
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发展了三十多年，估
摸大概到了中场休息时间了，混得好的（发展起来
的先富起来的）混得不好的，都有点空闲照照历史
这面镜子了。

记：大家越来越现实和功利。阅读是为了管
用。

锐圆：历史热，一方面是功利性的，老板们要
从历史中寻找管理经验，从国学中找到管理哲学，
打工仔们要寻找职场的生存方法，学会为人处世。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悲凉，很多年轻人
似乎都认为，世事洞明人情达练是比工作能力更强
的一种竞争力，“职场政治学”成为显学，这不是
什么好事情。

历史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娱乐。戏说笑侃，
拿历史开涮，这也是影视作品或商品避免和现实发
生硬碰撞的一种途径。反正中国这方面的资源是太
丰盛了。

我不认同各种各样的历史热是“回避现实”的
说法，今天的历史热只是社会各种热点中的一个。
历史新文本的畅销，皇帝戏的高收视，并不说明中
国老百姓只关心过去，回避当下。恰恰相反，全民
读史正说明了大家都在关心现实，也都隐隐地明
白，中国今天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和过去的专制历
史有关联，与时俱进必须以历史为参照物才有意
义。

跟锐圆网上聊天，很有意思。他使用网络语
言，信手拈来，根本不像“ 6 0 后”，而像“ 8 0
后”“ 90 后”。比如回答我们的提问，他说：马上
开练。

我们的问题当然离不开山东。山东是儒家文化
的发祥地。孔子在这里诞生，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无与伦比。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对孔
子的形象是妖魔化的“孔老二”形象，而现在，出
现了尊孔、恢复国学等论调，锐圆先生怎么看？

锐圆的观点很清晰：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其
实一直是被边缘化的。能代表中国文化本质的，不
是孔夫子，是秦皇汉武，就好比一幢房子，钢筋水
泥是皇帝专制，外面贴的墙纸是孔孟之道，这层墙
纸，有时候华丽丽地贴着，有的时候则脏污不堪。

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总体上说来，是皇帝专制政治的
包装物，再不客气点说，是专制的帮凶。当然，现
在有不少学者出面反驳，说“孔家店”里的孔夫
子，不是真正的孔夫子，提出要恢复儒家的原教旨
主义。

锐圆一泄而下的网络语言又来了：在学术学理
上对孔子正本清源，也许不难，如果我们研究原生
态的孔夫子，就会发现他的学说，也就是个“三好
学生守则”，最多是个“优秀公务员守则”，某种
意义上讲，于丹对论语和孔子的解读并不错，就是
规规矩矩做儿子做臣子，拿这一套东西实现中国民
族的伟大复兴恐怕有问题。中国当下确实需要有凝
聚力的官方意识形态，理想道德、精神价值是一个
伟大国家不能忽略的东西，如果缺乏，一定要建立

和完善，因为行政权力并不能做到无远弗届，何况
权力本身也需要道德精神来约束，和谐社会一定要
有整套的价值观，伟大复兴也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
力，但是我们能从孔夫子那里淘换出来什么宝贝，
大家应该有个预判。经过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
命，在当下的国际环境里，孔子学说就算是最原生
态最原版的，拿来做墙纸都已经是支离破碎，更遑
论用来做栋梁和支柱。

锐圆本名张瑞元，山西夏县人，和司马光是老
乡。山西大学毕业，是山东女婿，夫人老家是淄
博。他对山东人和山东的评价是：因为工作关系，
经常来山东出差，在山东也有不少朋友，和山东人
打交道很累但也很踏实。累是因为山东人讲礼数，
说话做事不小心就会失礼，尤其是在酒桌上，呵

呵。踏实是因为山东人有道德讲规矩，不愧受孔圣
人就近熏陶这么多年——— 把孔子定位为一个提倡讲
道德的人，重视教育的人，应该算是恢复他本人的
历史原貌。

我们问锐圆先生，下一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有没有进军影视的打算，比如写写历史题材的剧
本？锐圆说，还将继续解读《资治通鉴》，目前出
了四部，第一部《铁血纵横：从三家分晋到刘邦登
基》、第二部《大国崛起：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第三部
《帝国强人：从霍光、王莽到刘秀》、第四部《帝国落日：
从汉明帝到汉献帝》。这只是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
强。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然将来有时间，对
已出版的书还可以重新修订一遍。还没有写剧本的
打算，也没有人来，只能守株待兔。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 9 月 1 日起实施。值得一
提的是，条例对未成年人的隐
私也作了保护，家长查看孩子
聊天记录、手机短信都属于违
法行为。条例第 39 条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
定，开拆或者查看未成年人的
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
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
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
隐私。（《中国青年报》 8 月
24 日）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将未成年人的隐私列入保
护范围，其用心和出发点是好
的，是出于对未成年人权利的
保护，但是，我认为未成年人
有其特殊性，从更有利孩子成
长的角度看，这一规定不应绝
对化。因为对于未成年人而
言，其父母具有监护权，这种
监护权应当在未成年人隐私保
护权之上。以日记为例，相信
任何父母都一样，除非确属必
要，父母决不会轻易去偷看孩
子的日记。正在青春成长期的
孩子总是有很强的叛逆心理，
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而
且不愿与父母、长辈沟通，只
愿把问题藏在心里或写入日
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父母
如果不找出问题所在，只会使
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孩子的
学习和成长。父母通过偷看孩
子日记来了解孩子的心迹，其
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其
目的无非是加深对孩子的了
解，找出孩子产生问题的原因
所在，好对症下药。其实，父
母们也知道，偷看日记会伤及
孩子敏感的自尊，但与孩子的
成长相比，他们只能选择了前
者。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通过
偷看孩子日记方式来了解孩
子，但将父母偷看孩子日记行
为规定为违法并予以禁止，是
否过于绝对化呢？作为孩子家
长以及孩子的监护人，家长看
孩子的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
信等，完全是对孩子的健康、
安全保护负责。假如孩子在网
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出现
不良信息，不健康的信息，家
长可以及时提醒、帮助处理。
如果孩子的网上聊天记录、手
机短信等规定家长不得查看，
孩子走上不健康的成长道路，
谁会为此负责任呢？

其实，这样的规定出台之
后，其实施的效果也是值得怀
疑的。相信，一些父母面对孩
子的问题，为了孩子的健康成
长仍然会“以身试法”，而法
律要惩罚这些违法的父母恐怕
也是难上加难。按照《重庆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家
长为了孩子健康查看了孩子的
日记、 QQ 聊天记录等是违法
了，谁来监督？法律会对家长
怎么处理？如果追究家长法律
责任，孩子真的会同意吗？显
然，禁止家长偷窥孩子“隐
私”属于违法的行为，会变成
法律的聋子耳朵——— 摆设。其
实，对偷看孩子日记等类似的
问题，最佳的方式应当是道德
劝导，而不是法律介入，毕竟
抚养并教育孩子的是父母而不
是法律。

目前，一套《这样读〈资治通鉴〉 》系列读书笔记正在网上和网下流行。作者锐圆是一位网络写手，他的这

部书是由“天涯煮酒”的长帖整理而成。三年多来，始终有一批网友跟踪读帖，同时跟锐圆先生交流，一时成为

网上热点。 8 月 2 2 日，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 QQ 跟现居深圳的锐圆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锐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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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人打交道很累也很踏实
□ 逄春阶 张韫

■ 周末感言

监护权

与

隐私权

□ 孙瑞灼

澳 20 岁的大学生
成为最年轻议员

澳大利亚大选最受瞩目
的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年
轻议员——— 20 岁的大学生怀
亚特·罗伊。他喜欢“肯德
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90
后。不过，他在政治上却有
着超出同龄人的老练。

奥巴马购书兴趣
折射内心情感

近日在马撒葡萄园岛度假的奥巴
马在当地书店里选购了《自由》、《父亲
的梦想》以及《修正》。有分析说，奥巴马
购《自由》表明了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反
对立场；而后两本体现父子关系的小
说则体现了奥巴马对父亲的怀念。

锐圆近影。

施泰因迈尔
为妻捐肾暂离政坛

德国前外交部长、
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
重要领导人施泰因迈尔
当天表示，本周将捐肾
给妻子，因此会暂时离
开政坛数周。

希特勒
可能是犹太人

据英国媒体报道，希特勒
生前曾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然
而，对其亲属进行的 DNA 检
测结果显示，希特勒本人可能
含有犹太人和非洲人的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