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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秦始皇帝名嬴政，嬴姓秦氏，又名赵政，有人称之为“吕政”。
公元前260年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公元前210年卒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大平台)。
嬴政十二岁继承秦国王位，二十一岁亲政。
他横扫六合，统一天下，自命为秦朝“始皇帝”，俗称“秦始皇”。
秦始皇享年仅五十岁，实际执政不到三十年，却上承千年，下启千年。
具有这样历史地位的人物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罕见的。
作为秦王的嬴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君主。
他吞灭六国，缔造秦朝，结束了数百年来“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的政治局面。
这个事件一直被视为春秋战国时期结束的历史性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秦王嬴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终结者。
作为秦始皇的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他最先在全中国范围内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这就使秦始皇成为又一个历史篇章开端的标志性人物。
许多史学家把秦始皇建立帝制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
春秋战国是一个英雄时代。
历史的大变革、政治的大动荡、社会的大调整、思想的大裂变，相继推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英雄气质的
杰出人才，可谓豪杰辈出，群星灿烂。
他们叱咤风云，有的是政治英雄，有的是思想英雄，有的是军事英雄。
秦始皇是一位拥有优秀军政素质和博大政治功业的君主。
从秦王到秦始皇，嬴政充分利用历史进程所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能动性的进取精神和典范化的政治
行为，几乎无可挑剔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任务。
他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枭雄。
秦朝制度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在人们阅读有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汉承秦制”的说法。
不仅如此，“秦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框架一直贯通了此后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
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这件事，可谓“定一制而传千古”。
秦始皇身上包纳着如此之多的社会历史内容。
在世界史上，他把现存第一套真正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全面变成现实，是欧亚大陆完成帝国化过程的典
型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他是春秋战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完成者。
在中国政治史上，他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改朝换代。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他第一个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大一统”，是中华帝制的创造者。
在中国思想史上，他集先秦帝王观念之大成，首创“皇帝”尊号。
在中国法制史上，他是首屈一指的“法治”皇帝。
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制同度、行同伦，促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
在中国工程史上，他的名字与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和秦陵兵马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类文
明发展史上，具有类似影响的历史人物屈指可数，而在中国古代史上则堪称独一无二。
这是一个政治英雄，又是一个专制暴君。
秦始皇集英雄与暴君于一身，这并不奇怪。
在那个时代，只有枭雄能够成为政治英雄，枭雄而为帝制之君主其政治必有专横暴虐之处。
秦始皇统治时期有六大弊政，即无节制地扩建宫室、超标准地修筑陵墓、迫不及待地封禅泰山、兴师
动众地寻仙求药、大规模地焚烧《诗》《书》以及“坑术士”而株连无辜。
与历代帝王比较，秦始皇的功业无人匹敌，秦始皇的弊政也相当严重。
他集中体现了中华帝制的优长与弊端，甚至成为这种制度的文化符号。
因此，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斥之为“独夫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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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关于秦始皇一生的是非、善恶、功过，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秦始皇是以“暴”闻名于世的。
自古以来，许多政论、史评偏爱用“暴虐”二字一口将秦始皇骂倒，然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早就看到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如何评价秦始皇的“暴”是解读“秦始皇现象”的重要课题。
对于“暴”必须做具体分析，否则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一段历史和一个历史人物。
如果忽略了由西周王制到秦朝帝制的社会变迁在若干重要指标方面相对弱化了社会性暴虐这个基本事
实，如果不将社会性暴虐、时代性暴虐、制度性暴虐和个体性暴虐有所区别，就很难正确认识秦始皇
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
笼统地抨击秦皇、秦制的“暴”，反而不利于全面地认识中华帝制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历史现象，也不
利于深刻地批判专制主义政治。
自云梦秦简等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发现以来，学术界对秦朝历史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对于秦
始皇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这些材料和研究推翻了一些加在秦皇、秦制头上的诬罔。
本传的目的就是充分利用秦史研究的新进展，以比较通俗的行文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关于“秦
始皇现象”的学术性诠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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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
社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
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
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
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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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分田,1948年生。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天津市高等教育学会理事。
著有《王充》、《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副主编、主要撰稿人之一）。
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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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篇：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法治”帝王  第一节  秦始皇的法制理念与政治行为方式    一、先秦的法
治思潮与法家的法治理想    二、秦始皇的“以法治国”统治方略  第二节  秦朝的法律制度与法律形式   
一、秦朝法制的基本制度    二、秦朝主要的法律形式和内容    三、秦朝法制的罪名与刑罚体系    第三
节  重刑主义的刑罚原则  第四节  与文化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书同文”    二、“行同伦”    
三、“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第五节  秦始皇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第十二章  工程篇：前无
古人的工程皇帝  第一节  以长城为主要标志的军事工程体系  第二节  驰道与遍布中华的通衢驿道网  第
三节  灵渠与沟通大江南北的水运交通网  第四节  十二金人与“销锋铸镰”工程  第五节  阿房宫与秦都
咸阳的扩建工程  第六节  兵马俑与空前奢华的骊山陵工程  第十三章  生活篇：享御称尊的大秦天子  第
一节  中华帝王家的家庭制度与秦始皇的家庭生活    一、君臣关系制导下的家庭关系      二、秦始皇与
家庭中的尊长、兄弟    三、后妃制度与秦始皇的后妃姬妾们    四、秦始皇与子女和姻亲的关系      五、
宦官制度与秦始皇的家奴们    第二节  秦始皇的宫廷生活与日常政务活动    一、与皇帝日常活动密切相
关的各种礼仪制度    二、秦始皇的日常宫廷生活  第三节  “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一、巡狩制度的
政治意义    二、第一次大巡狩    三、第二次大巡狩    四、第三次大巡狩    五、第四次大巡狩    六、第五
次大巡狩与命丧沙丘第十四章  骄奢篇：为祸一世的暴虐君王  第一节  社会性暴虐、时代性暴虐、制度
性暴虐与个体性暴虐  第二节  封禅    一、封禅的来历与政治意义    二、第一位封禅皇帝的重大失策  第
三节  寻仙求药  第四节  “焚书”与“坑术士”    一、“焚书”缘起    二、“焚书”令的执行    三、“
坑术士”  第五节  秦始皇的政治人格    一、秦始皇的形象与个性    二、秦始皇的政治素质和政治人格
第十五章  结局篇：二世而亡的大秦帝国  第一节  秦始皇统治末期的政治形势    一、形形色色的政治敌
手    二、“天下苦秦久矣”  第二节  “夺嫡之祸”与皇权异化    一、“沙丘之交”    二、秦二世动摇国
本的系列化暴行  第三节  国破家亡    一、大泽乡起义    二、“指鹿为马”与赵高弑君    三、秦朝灭亡  
第四节  “百代犹行秦政法”    一、“秦”、“震旦”与“CHINA”    二、“汉承秦制”与“百代行秦
政”第十六章  史评篇：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秦始皇  第一节  彻底否定性的政治批判与作为文化典型的
“暴君”      一、秦汉之际的秦政批判思潮与“秦始皇”的文化符号化    二、“秦始皇”文化符号的社
会政治功能  第二节  “千古一帝”的点评与肯定秦始皇历史地位的史论    第三节  分析性秦始皇评价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始皇传>>

步发展的历史特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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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襄公勤王与秦国跻身诸侯之列周朝的衰落为赢秦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由于历史的巧合，赢秦的初创恰恰与西周的衰亡同时发生。
赢秦立家于西周王道衰微之时，又正式立国于周平王之际。
西周灭亡，襄公封侯，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拉开了“周秦之变”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为漫长且非同寻常的改朝换代过程从此起步。
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西周王权的衰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到宣王末年和幽王之时，戎人大量侵人关中，威胁国都；西北地区干旱严重，又曾发生地震，导致洛
、径、渭三川一度干涸和岐山崩塌等自然灾害；国民以《我行其野》和《十月之交》、《雨无正》等
诗歌讥刺宣王、幽王的政治行为；周太史伯阳父还根据天灾、人事及阴阳五行学说断言西周将亡。
正是由于这样的动乱，秦仲及其子孙才得以凭借为王室抵御西戎而晋升大夫，封疆拓土，创立了秦国
最初的基业。
周幽王荒淫无道，宠幸王妃褒姒，重用奸佞虢石父，还多次烽火戏诸侯。
他违背立嫡立长的宗桃继承法则，废黜申后及太子宜臼，终于酿成大祸。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国、犬戎、西夷共同起兵。
幽王以烽火报警，而各地救兵不至。
犬戎攻克镐京，斩杀幽王，灭亡西周。
经过诸侯之间的一番政治较量，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周平王将都城东迁洛邑，标志着王室衰微。
周王室丧失大片领土，所能直接支配的土地和臣民的数量只相当于较大的诸侯。
周王室在领地内依然继续搞分封，其土地进一步被诸侯、封邑蚕食、分化，以致王室困守一隅之地，
方圆百余里，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诸侯国。
天子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
与此相应，出现了权力不断下移的局面。
史称“诸侯恣行，政由强国”。
中国进人了一个政治大动荡的时期。
最先出现的大变化是诸侯的实力压倒了天子。
起先是个别诸侯公然违抗王命。
继而是“政由方伯”。
一批“在成周微甚”的诸侯逐渐强大起来，齐、晋、楚、秦相继称霸，他们“兴师不请天子，然挟主
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
此后更有甚者，有些诸侯竟然开始凯觑王权。
楚庄王在灭了陆浑之戎之后，饮马黄河，路经洛邑，竟然询问王者九鼎的大小轻重。
接下来各个诸侯国内部的政治局面也先后发生重大变化。
卿大夫专政成为各国广泛存在的政治现象，史称“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
重于诸侯”。
三家分晋，田陈代齐，都是这种政治局面的产物。
当时还发生了比“陪臣执国命”更甚的政治权力下移现象。
许多卿大夫的家臣居然篡夺“主君”的权力或违抗“主君”的命令。
到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
公元前367年，由于多年来不断被大国蚕食，已经变得非常弱小的周王室又一分为二，形成“东周”、
“西周”两个小国。
最后竟灭于秦国之手。
这种政治大变局为各个诸侯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秦国恰恰借助这个机遇得以立国，进而称霸，最终实现了“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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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著作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刘泽华教授和乔还田主任。
刘泽华先生是我的导师。
1998年以前，我另有本职工作，搞历史研究带有“票友”的性质。
如果不是在先生的“指令”下写了几部著作，我现在很难受聘于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岗位。
人无宿命，却有机缘。
2001年4月，我协助刘泽华先生操办一个学术年会。
正当几位著名学者拿着与会者名单，议论“分田”、“还田”的取名之义时，我与乔还田先生握手相
识。
随后便奉刘先生之命和乔先生之约，开始写作这本《秦始皇传》。
二“田”合作，可谓彼此一诺千金，事事顺畅如意。
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对秦始皇及相关历史现象的思考可谓久矣！
记得我的第一篇有关秦始皇的文字是一份政治课作业。
时在1970年初冬。
我正以插队知识青年兼“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承德师范学校隆化分校专攻数学。
自从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以来，君主论、帝王观念和统治思想一直是我所关注的重点。
这本《秦始皇传》只是一个个性化思考过程的阶段性成果。
在长期的学习与研究中，读过许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
在此，谨向一切曾经给予我教益的师长、前辈和同行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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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始皇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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