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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武帝刘彻，原名彘(音同治)，高祖刘邦的曾孙，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景帝刘启的第九个儿子。
生于景帝初元年(前156年)，古书说他七月七日晨生于猗兰殿。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去世，刘彻即皇帝位，时年16岁。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把“秦皇汉武”并称。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二人确有相似之处。
比如：汉武帝和秦始皇都对中国的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又如：二人在追求长生不老方面也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
然而，汉武帝较之于秦始皇，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俩的不同之处在于：秦始皇“坑儒”，而汉武帝“尊儒”；秦始皇重法治，专任刑罚，而汉武
帝却是德治与法治并用，仁义与刑罚同施；在处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方面，秦始皇主张“废先王
之道”，而汉武帝则是采用“先王之道”。
如此等等，这些方面都反映了自秦朝灭亡之后，汉武帝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不仅继承秦始
皇优秀的一面，而且还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发展。
    汉武帝是继汉朝“文景之治”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武帝是一位富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皇帝。
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中国又回到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
  汉朝初期，汉朝统治者只能对匈奴的欺侮听之任之，任其宰割。
汉武帝经过数次对匈奴的战争，终于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局面。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驱逐匈奴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以“断匈奴右臂”的战争策略，通过三次决定性战役，使得匈奴不敢南下，以至“漠南无王庭”。
    汉武帝经营西域，使西域三十六国臣服汉朝，并在西域开设屯田。
在此基础上，宣帝、元帝时，朝廷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管理西域事务。
为了配合“断匈奴左臂”的战略要求，武帝又开扩领土，统一了两越、西南夷等地。
并对辽东以东地区实行经营与管理，在今朝鲜境内置乐浪等四郡。
天下一统，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
    汉武帝重视兴修水利。
他所兴修的水利数量之多、地域之广，是两汉以前的统治者无可比拟的。
他先是兴修了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网络，然后又在西北的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和东部的汝南、九
江、东海、泰山等地穿渠溉田。
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临黄河瓠子决口堵塞现场，亲自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武帝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发展。
他对新式农具及新耕作方法的推广工作极为重视。
这无疑大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为自己日后的长期统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改革。
这些改革，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力，为击败匈奴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他调整了政治体制。
他通过确立选官制度、实行中朝制度、监察制度及分封制度，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推进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进程，对后世的统治带来深远影响。
    然而，由于汉武帝后期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追求长生不老，贪图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
加上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武帝认真悔过，下轮台诏，改弦更张，从此不再乱发一兵一卒，推行富民政
策，“思富养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正是这一政策转轨，使得国家避免了一次大的社会动乱，而且挽救了危机四伏的统治。
可以说，由于武帝的及时醒悟，改弦更张政策的顺利实施，为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智取天下>>

、强盛提供了必要条件。
    汉武帝的改革推动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他运用自己高超的统治智慧，大大提高了汉朝的国力，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后元二年，汉武帝在陕西境内巡行时，一病不起。
经过慎重考虑，他召来霍光等人，立少子刘弗陵为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将军，并让其效法周代周公辅
助成王的故事，辅佐小皇帝。
不久，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69岁。
之后，汉武帝的灵柩移殡于未央宫前殿，18天后葬于长安西北80里的茂陵。
    汉武帝在位54年，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标志
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成熟和定型。
汉武帝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诸如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唐都、落下闳
、赵过、张骞等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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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放什么也不能放权、守住基业靠行动、抓住关键就行事、把好事进行到底等。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
扶世导民，莫善于德。
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阅焉，朕甚哀之。
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逐其供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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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把大权抓在手利用一切资源 创惊天伟业“命”不可择 “运”有作为有实力才能把握机会坐
稳位置好办事第二章 放什么也不能放权实力决定魄力执行力高于一切该揽的权力一定要揽建设高效的
组织机构第三章 守住基业靠行动制定弹性政策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抓住关键就行事把好事进行到
底第四章 做事一定要有魄力恩威并施促和气志存高远成就非凡有爱好就有目标借力成事创共赢局面第
五章 上下同心创伟业第六章 有财权才有发言权第七章 不要让小事毁了自己第八章 安排好身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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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常常把自己的不如意归于命运，其实不然。
  “命”确实有“天注定”的成分，自己无能为力，但“运”往往能够把握。
只要运作成功，一定能大有作为。
有人恨不生在帝王家，其实大可不必，生在帝王家又怎样，权谋运作不成功轻则一身不得志，郁郁寡
欢，重则遭致杀身之祸。
    刘彻在汉景帝的众多皇子中排行第九，按理说很难轮到他当皇帝，而且年幼无知的他顶多觉得当皇
帝好玩而已，不会刻意追逐皇权，但他的母亲王夫人和后来成为他岳母的长公主一次次成功的运作，
终于使刘彻一步步走向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刘彻本来是当不上皇帝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承法，排名第
九、又是庶出之子的他想当皇帝，本是无望的，轮谁也轮不上他。
可是在一来二去的宫廷皇储竞争中，他却无意中得到了皇位继承权。
    汉朝时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预立皇储，他们认为皇储是国家的根本，天下之命，悬于太子，秦朝之
所以灭亡，就是不肯早立扶苏为皇位继承人，所以才被赵高等小人篡权夺位。
因此，汉朝的统治者们确立了预立太子的制度。
    虽然预立太子的制度已经确立，但眼下又出现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在众多的皇子中究竟该选谁做为储君呢？
况且，皇子各自的母族集团也都想“望子成龙”，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潜龙升天。
不仅如此，还有一大群皇子的师傅们，他们也都跃跃欲试，渴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早登庙堂，自己当上
佐命大臣。
总之，宫中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明争暗斗，乃至无情的自相残杀很少停止。
这种争斗又总是波及外廷时局，造成政局动乱。
    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持国家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转，皇族内部及上层统治集团的平衡，甚至是皇权和
政权的稳定，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计，以解决皇位在交接时可能会发生的种种问题。
因此在预立皇储的同时，还规定嫡长子首先拥有皇储的继承权。
这种建立在“立子以贵立嫡以长”基础上的继承法，能确保皇权的稳固，避免皇储争夺所带来的种种
问题。
    嫡长继承制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减少纷争，避免各种意想不到的麻
烦与障碍。
嫡长子的皇储资格规定当权者必须按照“预立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的原则来行使权力，
这是一种皇家内部的家法，也是一种严格的国家公法，因此不论从制度上还是情理上，皇帝个人都必
须遵守嫡长继承制，决不允许因个人的喜好而另行选择皇储。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嫡长子具有皇储资格，而其余皇子只有在嫡长子或夭折或被废黜后，才能拥
有进入皇储候选序列的可能，因此说他们的皇储资格是隐性的。
通常情况下，他们想当皇帝简直是不可能的，踏踏实实做自己的王爷就好了。
    这种嫡长继承制，在汉朝政治制度还具有一定宗法性。
嫡长继承法在汉朝初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汉高祖刘邦曾出于私意想废太子刘盈，改立庶出
的小儿子赵王如意，可是在叔孙通强硬阻拦和积极劝谏下，高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他马上
收回成命。
    到景帝即位时，由于薄皇后无子，所以皇储的继承人也就只能从庶出皇子中选立。
景帝生十四庶子：栗姬生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程姬生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
西于王端；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
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王夫人生彘。
《史记索隐》说，彘排行第九。
    既然没有嫡子，又未定储位，所以这时的十四个庶出皇子的皇储候选资格就由隐性转化为显性了。
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继承皇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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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里同样潜伏着夺储纷争的危险。
    可是按照嫡长继承法立长不以贤的原则来说，庶出诸子相互之间，并没有嫡庶贵贱的差别，有的只
是年龄的差别。
为了减免纷争，还是按照年龄大小的先天性原则来选立皇储。
由于栗姬所生的刘荣年龄最长，所以景帝初元四年(前153年)四月，立刘荣为皇太子，史称栗太子。
并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立年仅四岁的刘彘封为胶东王。
    既然刘彘王爷的名分已经定了，他就应该没什么其他指望了，但是，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皇帝也
不例外。
    由于秦汉君主内部制度结构的自相矛盾，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这也包括立储权，尽管它
与嫡长继承制相违背，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现象。
这样一来，即使在储君地位己经确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夺储的斗争。
看来各皇子集团之间又要各显神通争夺太子的金冠了。
    刘彘的生母王夫人，扶风郡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平民王仲之女。
王仲之妻臧儿，乃是燕王关头臧荼的孙女，她曾生有一男两女，长女志就是刘彘的生母。
丈夫王仲死后，臧儿带着这几个儿女，改嫁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田氏，生男玢、胜。
后来，长女志嫁给了金王孙为妻，后生一女名为俗。
可是母亲臧儿有一天让人算挂，卜者说她的这两个女儿今后都能很贵显。
臧儿心想金王孙只不过一介平民，有何贵显！
于是竟硬生生地把长女志又从金王孙那里夺了回来，一来二去，长女志被送入了还在做太子的刘启宫
中。
太子刘启后来即位，当了皇帝，史称景帝。
景帝对志十分宠爱，先是封她为美人，不久后又册封为夫人。
这样长女志便成了王夫人。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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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汉武帝刘彻，7岁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以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
最强大的国家。
他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
他也是一位最被误解的谜一般的帝王。
    郁玲编著《汉武帝刘彻权智》为你介绍的就是这位历史名帝汉武帝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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