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帝王故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帝王故事>>

13位ISBN编号：9787220085512

10位ISBN编号：7220085516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云风

页数：310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帝王故事>>

前言

中华历史五千年，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帝王约有千人左右，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王权、皇权至高无上，它以暴力为基础，以天命为矫饰，以“家天下”为特
征，以世袭制为传承，对全国或某个地区实行统治。
行使王权、皇权的人便是帝王。
帝王是最高最尊的统治者，其言被奉为金科玉律，其行被视为规范准则，其思想、意志则与法律无异
。
帝王的素质和性格不全一样，至少存在着年长与年幼、聪明与愚蠢、好动与爱静、俭朴与奢侈、宽厚
与暴虐的区别。
但是，只要他们坐上皇位，就是“九五之尊”，就是“金口玉言”，就是绝对的统治者。
他们施政，其治国方略、用人之道、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生活等，无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乃至社会风气和习俗，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内容已沉淀为中华文化的传统。
然而，帝王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特定的角色，决定了他们除具有不同的个性外，还具有普遍的共性
，唯我独尊，刚愎乖戾，猜忌多疑，自私贪婪，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等等。
这些共性，在历朝历代的兴亡盛衰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貌似的偶然，大多体现
了历史的必然。
    中华帝王名号，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有“天子”(上天之子)的称谓，“帝”是后世对他们的尊称。
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禹首建奴隶制国家，称“后”，其子姒启继位，称“后帝”。
《说文》：“后者，继君体也。
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
故‘厂’字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
”就是说，“后”象征一个人，凭一张嘴发号施令，所以拥有无限的权力。
“帝”被认为是最高天神。
“后”与“后帝”，兼有政治的和宗教的色彩。
商朝沿用夏制。
周朝出现“王”的称谓。
《说文》引用董仲舒的解释：“古今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最早的“王”是当做谥号用的，商朝亡国天子死后，贬谥“纣王”。
周文王的“文王”、周武王的“武王”等，均为谥号名称。
东周时，“王”逐渐用来称在位的天子。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
”这里的“天王”指东周敬王姬匄，即国王。
此外，一国之王又称“君”。
“君”字是“尹”与“口”的组合，“尹”指官吏，“君”从“尹”从“口”，表示是凌驾于众尹之
上的发号施令者，即国君。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出现了诸侯争霸和七国争雄的局面。
起初，各国诸侯比较谨慎，随着势力的增强，他们就不那么安分了，也陆续称起“王”来，力图和周
王平起平坐。
更甚者，公元前228年，秦昭王和齐滑王野心勃勃，还自称“帝”，一为“西帝”，一为“东帝”。
此举遭到其他各国的反对，两个月后，草草收场，被迫取消帝号，仍旧称王。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自认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
，乃取“皇”、“帝”二字日“皇帝”，作为名号。
他自称“始皇帝”，希望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样，中国历史上便有了“皇帝”，并为其后的帝王所沿用，直到清朝灭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帝王故事>>

“皇帝”的意义，远远超出其名号本身。
“三皇”只是上古神话中人物，“五帝”只是传说中人物，是接近于半人半神的形象。
取“皇帝”二字，就是利用这一形象，将帝王与臣民分开，造成偶像化的崇拜与服从对象。
皇帝的权威，不仅来源皇帝本人的神化，而且需要一整套制度加以保证，于是就又有了严格而缜密的
礼乐、舆服、避讳、谥号制度等。
从此，不管什么人当了皇帝，他的权力都是“神授”的，吃穿住行既同于凡人又别于凡人，高高在上
，尊贵无比，违背其意志，就是“不敬”或“造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治。
皇权的威严，皇帝的权力，均被推崇到极至，生杀予夺，不可逆违。
    纵观中华的帝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开国帝王，很多人都具有雄才大略，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孜孜求治。
如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东汉光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宋太祖、元太
祖和元世祖、明太祖、清太祖和清世祖等，对于促进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一类是守成帝王，其中不少人文韬武略，在守成中开拓进取，很有作为。
如西汉文帝和景帝，执行“与民休息”政策，注重发展社会经济，天下大治，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疆拓土，平定四方，从而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威扬四海，誉满天下。
唐太宗既是开国皇帝，又是守成皇帝，虚怀纳谏，开放言路，体察民情，轻徭薄赋，故而使贞观年间
，社会安定，风尚纯朴，史称“贞观之治”。
唐玄宗前期，英明睿智，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不仅使唐朝，也使中国封建社会
进入鼎盛时期，被史家誉为“开元盛世”。
清朝从康熙到乾隆中叶，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三任皇帝，相继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粉碎边
疆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治绩可观。
这百余年间，则被称作“康乾盛世”。
不过，从实而论，守成帝王中的多数人，属于平庸无能之辈，前人“栽树”，他们“乘凉”，骄奢淫
逸，弊端丛生，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再一类是亡国帝王，大多荒淫残暴，沉湎酒色，重用奸佞，迫害忠良，没有气节，苟且偷生，最后落
得国亡身死的下场。
夏桀、商纣王、周幽王、秦二世、魏元帝、蜀汉后主、吴末帝、南朝陈后主、隋炀帝、南唐后主、宋
徽宗和宋钦宗、元顺帝等，莫不如此。
个别亡国帝王如明思宗，曾经试图振作，但河决山崩，时势已然，根本不可能挽揽狂澜，扭转败亡。
    中华帝王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他们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民族”与“大一统”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在遥远的古代，中华大地上生活着不同的人群，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部族和民族。
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黄河中下游形成了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族(后统称“汉族”)，周围则有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夏族和他们长期交往、斗争、融合，甚至爆发战争。
华夏族在与周围不同族群相处中得以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括其他众多民族在内
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上的民族构成，但不排斥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
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基本形成。
整个封建社会，就是中国古代疆域开拓、奠定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与巩固的过程。
自秦朝至西晋，约五百余年，主要是秦统一中国和汉、魏、西晋经营西域(今新疆地区)、西南夷(今云
南、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地区。
这期间，汉族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自东晋十六国至清朝中期，约一千五百余年，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特别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
、满族，作出的贡献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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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契丹、女真族建立的北魏、辽、金政权，都曾统治过北部半个中国，在政治上把黄河流域和今
东北地区、蒙古高原，牢固地联结在一起，时长均超过百年。
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元、清两朝，都是中国统一的强大王朝，不仅把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和新疆地
区的统治权继承并巩固下来，元初还把吐蕃(今西藏、青海)、澎湖、台湾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清朝前期和中期，朝廷进一步改善并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与统治，最终奠定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
国的疆域。
    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就秦朝至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来说，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朝，国家
疆域基本上是统一的，共约一千六百余年。
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等时期，国家疆域是分裂的，共约五百余年。
这五百余年中，又有四百余年为民族对立和战争时期，与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并不一样，真正分裂的
时间只有一百余年。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方面；分裂是中国历史
的支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非基本方面。
    历朝有作为的帝王，不论来自哪个民族，都持有“大一统”的国家观，都把“寰宇一统”作为治国
安邦的最高理想和目标。
汉族(华夏族)出身的汉高祖说：“定有天下，以为一家。
”(《汉书·高帝纪》)唐太宗说：“混六合以为家。
”(《唐大诏令集·和蕃》)鲜卑族出身的北魏太武帝说：“廓定四平，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
”(《魏书·太武帝纪》)蒙古族出身的元世祖在改国号为元时说：“见天下一家之义。
”(《元史·世祖纪》)“天下”、“一家”、“六合”、“家”、“戎华”、“天下一家”等词，含
义基本相同，都是针对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而言。
满族出身的清高宗在《密云道中望长城》诗中写道：“此日长城为苑囿，三秋巡狩数经还。
”长城，原是隔离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而在清高宗看来，它只是大一统国家内的一个“苑囿
”，足见其宽广的胸怀和宏大的气魄。
    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大一统”国家观的形成，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数千年来，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作
出了各自的贡献，其功彪炳史册，世世代代，熠熠生辉。
    帝王通常是国家的代表和民族的象征。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结束了封建帝制。
从那以后，帝王研究成了一门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帝王研究呈热门趋势，关于帝王的理论专著、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纷纷扬扬，层出
不穷。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研究，可窥很多历史奥妙，有助于了解和认识过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
，从而温故知新，借古鉴今，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以古为鉴(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
失”。
    本书无意研究所有的帝王，只是选择他们中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八十余人，着重于开国帝王、亡国
帝王和有作为有影响的守成帝王，以及出类拔萃的少数民族帝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介
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叙述他们的重大活动，评说他们的功过得失。
材料来源主要依据正史，并参考了一些野史和相关论著。
文字注意准确、通俗和流畅，努力做到“比正史易懂，比野史可信”，不深奥，不晦涩，读来饶有兴
味。
希望本书能成为一把梳子，用来梳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一把钥匙，用来开启中华文化智慧的大门
。
凭借“梳子”和“钥匙”，以利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威武雄壮而又曲折艰辛的道路，以史
为荣，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加热爱并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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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张云风    2011年12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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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历史五千年，产生的帝王约有千人。
帝王是全国或某个地区最高最尊的统治者，其言被奉为金科玉律，其行被视为规范准则，其思想、意
志则与法律无异。
他们施政，其治国方略、用人之道、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生活等，无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乃至社会风气和习俗，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内容已沉淀为中华文化的传统。
帝王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民族”与“大一
统”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大一统”国家观的形成，是各
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中华帝王故事》选择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八十余人，着重于汉族开国帝王、亡国帝王和有作为有影
响的守成帝王，以及出类拔萃的少数民族帝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
，叙述他们的重大活动，评说他们的功过得失。

《中华帝王故事》为读者提供一把梳子，用来梳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一把钥匙，用来开启中华文
化智慧的大门。
凭借“梳子”和“钥匙”
，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威武雄壮而又曲折艰辛的道路，以史为荣，以史为鉴，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更加热爱并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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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姒禹、后帝姒启——首建“家天下”奴隶制国家
夏桀姒癸——荒淫残暴，国亡身死
商汤子履——审时度势，灭夏建商
商纣王子受——残义损善，焚身鹿台
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_兴周灭商，父子双“圣”
周幽王姬官涅——为博美人笑，烽火戏诸侯
东周平王姬宜臼——王室衰微，名义天子
齐桓公姜小白——一代霸主，结局悲惨
晋文公姬重耳——流亡归国，取威定霸
秦穆公赢任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楚庄王芈旅——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吴王姬光、越王姒勾践——长江下游的霸业
秦昭王赢则——强权政治，远交近攻
秦始皇赢政——叱咤风云，千古一帝
秦二世赢胡亥——花花公子，败家败国
西楚霸王项羽——勇猛武士，失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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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先朝的翻版与覆辙
南朝梁武帝萧衍——菩萨皇帝，活活饿死
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后主陈叔宝——开国者尚俭素，亡国者无心肝
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太武帝拓拔焘——乘势崛起，统一北方
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全面汉化
隋文帝杨坚——开皇之治，功过参半
隋炀帝杨广——荒淫暴君，独夫民贼
唐高祖李渊——志向不大，本质平庸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功德兼隆
武周圣神皇帝武则天——赫赫女皇，颠倒乾坤
唐玄宗李隆基——盛世的辉煌与衰败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汉藏友好佳话
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叛徒皇帝，伶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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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出卖国土儿皇帝，乱认祖宗假英雄
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一朝皇帝两个姓，吹响统一前奏曲
宋太祖赵匡胤——兵变开国，权术高手
宋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守内虚外，澶渊之盟
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奢侈腐化亡国，客死异域荒漠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北方草原的豪杰
夏景宗李元昊——书写党项族历史新篇章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金戈铁马，灭辽灭宋
南宋高宗赵构——“直把杭州作汴州”
元太祖孛尔只斤·铁木真——一代天骄，弯弓大雕
元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奠定中国现今疆域的基础
明太祖朱元璋——从牧童、和尚到皇帝
明成祖朱棣——夺侄儿皇位，创文武业绩
明思宗朱由检——生不逢时，吊死煤山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白山黑水，开国奠基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入关定鼎，孜孜求治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经文纬武，寰宇一统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承前启后，勤勉国是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揆文奋武，于斯为盛”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计舌——受制受气，无奈人生
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从皇帝到战犯，从战犯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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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幽王姬宫涅(公元前？
～前771年)是西周最后一位国君，由于喜新厌旧，嬖爱美女褒姒，导致了亡国丧身的可耻下场。
    周幽王原来的王后姓申，是申地(今河南安阳)的申侯之女。
申王后生子姬宜臼，姬宜臼已经被立为太子。
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发兵攻伐南方的褒国(今陕西勉县东南)，褒国失败。
褒国为了保住国家，将一位绝色美女褒姒进献给周幽王。
周幽王如获至宝，封褒姒为妃。
一年后，褒姒生了儿子姬伯服。
周幽王满心欢喜，更加宠爱褒姒。
    褒姒从南方来到北方，住进豪华的王宫，一切都不适应，一切都不顺心。
可是她长得太美了，周幽王爱她爱得发疯。
周幽王将褒姒和申王后作了个比较，那简直一是白天鹅，一是老母鸡，真有天壤之别。
因此，他作出决定：废黜申王后和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姬伯服为太子。
    褒姒和儿子不知王后、太子为何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漫长的时光。
特别是褒姒，思念褒国的山水和亲人，心情抑郁。
她从进宫的那天起，就从来没有笑过，眉眼间时时流露出无穷无尽的忧伤。
周幽王心想，这样一个美人，怎么老是板着脸呢？
应该让她发笑，她笑起来，说不定多漂亮呢！
因次，他想方设法逗她哄她，希望她能笑起来。
可是，褒姒就是不笑，弄得周幽王束手无策。
    周幽壬手下有个佞直叫做虢石父，献媚地说：“大王可以点燃骊山(今陕西临潼骊山)烽火台的烽火
，征召诸侯前来，烟呀火呀人呀马呀的，褒后见了，肯定会笑。
”    周幽王大喜，连声叫好，吩咐虢石父立刻去办。
    这天晚上，周幽王带着褒姒登上骊山，一声令下，烽火点燃，鼓声大作。
各地诸侯看到烽火，以为有外敌人寇国都，赶紧率领兵马前来，勤王护驾。
顿时，骊山脚卞，车水马龙，旌旗招展，人来人往，群声鼎沸。
厨幽王指着山。
下的兵马，讨好地说：“我的大美人！
这是专门为你安排的，好玩吗？
你觉得好玩，不妨笑一笑嘛！
”    褒姒看到周幽主拿国事当儿戏，又气又恼，冷笑说：“哼！
亏你想得出来！
”    周幽王大为高兴。
因为褒姒毕竟开口笑了，这比她愁眉苦脸的时候要好看得多。
    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不惜动用报警的烽火，也够别出心裁的了。
各地诸侯询问敌人何在。
周幽王派虢石父回答他们说：“哪有什么敌人？
大王是为了引王后发笑，逗你们玩呢！
好啦，没事了，回去吧！
”    原来如此。
诸侯们气得牙根痒痒的，愤恨而退。
其后，周幽王故伎重演，又点燃了两次烽火。
各地诸侯知道国王是在恶作剧，根本不予理会。
    再说那个被废的申王后和太子姬宜臼，恨死了周幽王。
母子二人满怀不平和愤恨，跑到申地去，向申侯哭诉了他们的不幸，并添油加醋，说了周幽王和褒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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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坏话。
申侯一听，勃然大怒，说：“我的女儿，我的外孙，无端被废，遭受耻辱，这还了得？
”他当即联合缯地(今河南方城)的缯侯和西方的犬戎族，发兵攻打丰镐。
    周幽王长期沉醉在声色犬马之中，朝政腐败，武备松弛，军队没有任何战斗力。
联军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到了丰镐城外。
情况危急，周幽王又想起了烽火台，急命点燃烽火，征召诸侯。
可是，各地诸侯上过当受过骗，说：“国王又玩花样寻开心了，别理他！
”结果，没有一兵一卒前来勤王护驾。
    周幽王傻眼了。
关键时刻，他也就顾不上褒姒和太子了，孤身单骑，出城逃命。
他一直逃至骊山下，未及喘息，申侯已经追到。
申侯痛斥女婿荒淫无耻，愤怒地将他杀死。
可怜的褒姒，则被犬戎人掳去，结局不明。
至此，西周灭亡。
这一年为公元前771年。
    周幽王在位只有十一年，死后谥号为“幽”。
《谥法解》：“动祭乱常日幽。
”一个“幽”字，揭示了他的荒淫和腐朽，西周王朝灭亡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一点也不奇怪。
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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