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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夏五千年，从文明古国一路走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我们的王朝曾经站在了
世界的顶峰。
当再一次翻开历史卷本，如数家珍般地去瞧瞧中国那些事的时候，就将看到一位位历史人物纷纷登场
，一个个历史事件此起彼伏，一幕幕历史画卷风云激荡。
盘古于一片混沌中开天辟地，女娲在空空世间造出男人和女人。
在我们的神话世界里，仍然可以找寻到关于人和世界的最初想象。
在那最原始的想象中，我们的祖先就在预言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盘古和女娲一直在不辞辛苦地劳作
着。
春秋战国，朝堂上霸主更替，战场上风起云涌，文化苑里却是百花齐放。
频繁的战争，交替的霸主，恰恰促进人才流动，最终引导出文化大爆炸的奇丽景象。
战国七雄中，秦灭六国。
第一个皇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华夏大地走向统一，中国疆域初具雏形。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陈胜的一声呼喊，农民战争气势汹涌地登上历史舞台。
草根英雄刘邦应运而生，霸王别姬的悲剧流传至今。
大汉天子们隆重地把孔夫子推上了最高庙堂，名正言顺地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丝绸之路上，两汉的商品和文化走出国门，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和交融。
赤壁之战，火光冲天，照亮的是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纷纷乱乱之后，短命隋朝重整版图，再次达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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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只眼看中国:一本书读透中国史》内容简介：自古追溯，中国是响当当的文明古国；展望未来，
中国在新的世纪里呈现着别开生面的复兴。
历史名嘴们纷纷登场，教科书中的历史也铺天盖地地走进了大众视野。
原来，历史也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调料，也可以成为偶尔思考的灵感之源。
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第三只眼看中国:一本书读透中国史》的基本格调，它将是你休闲生活之余的一袭
凉风，吹醒思绪，尽兴沉思。

这里，一位为历史人物纷纷登场，一个个历史事件此起彼伏，一场场历史风云翻来覆去：
为什么中国人是炎黄子孙？

长城也禁不起眼泪
不做皇帝做和尚
唐朝盛产的是诗人
作诗比做皇帝更出色
闯王变霸王
爱江山更爱美人
最忠的臣，最贪的官
谁烧了圆明园？

武昌传来的那一声炮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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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天、地与人的传说开天辟地的巨人盘古——我们的创世说人面蛇身的大神女娲——我们的造物
女神并非空穴来风——创世神话的特殊意义第二篇 为什么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部落融合之炎黄一家亲—
—炎黄子孙的源起炎黄子孙之源远流长——民族融合中的发展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炎黄子孙之是
非评价第三篇 首领宝座，贤者举止首领宝座贤者为上——尧舜禹禅让制民主传统的伊始——禅让制的
历史影响或许禅让只是遐想——禅让的历史点评第四篇 奴隶不如牲畜的时代奴隶不如牲畜——奴隶时
代的凶残不能束缚的是生产发展——奴隶时代的历史进步最野蛮的制度——史评奴隶剥削第五篇 只为
博美人一笑只为博美人一笑——话说烽火戏诸侯嬉闹之后的灾难——西周的覆灭谁是罪魁祸首？
——烽火闹剧与西周灭亡第六篇 昨日王公，今日囚徒你方战罢我争霸——春秋五霸统一前的大动荡—
—霸主更替的历史影响昨日王侯今日囚徒——对五霸的历史评语第七篇 文化大爆炸——百家争鸣尽数
诸子百家——空前的文化盛况学术走向民间——百家争鸣的意义文化爆炸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影
响第八篇 孔子，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坎坷的一生——孔子生平中国文化之中心——不朽的思想走向世
界的孔子——孔子的影响力第九篇 第一位皇帝，第一个封建国家千古一帝秦始皇——第一位皇帝炎黄
时代的版图再现——第一个封建王朝开拓者还是暴君？
——始皇帝的功过是非第十篇 长城也禁不起眼泪孟姜女哭长城——话说民间故事文艺舞台的渲染——
民间故事成素材凄美的历史控诉——故事流传的影响第十一篇 揭竿而起一词从何而来？
法逼民反揭竿而起——陈胜吴广起义揭开农民战争的序幕——揭竿而起的历史意义扫除奴隶还是打击
地主？
——史学评价的变化第十二篇 鸿门宴不好吃酒桌上刀光剑影——话说鸿门宴楚汉之争的真正开始——
鸿门宴的意义谁更适合做帝王？
——史评项羽和刘邦第十三篇 缇萦弱女，废残酷肉刑孝心感动天子——缇萦救父刑罚走向文明化——
废除肉刑的历史意义弱女救父名传千古——缇萦事迹的影响第十四篇 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传统根深蒂固——儒家统治地位的延续一枝独秀的是非——儒家统治
的利与弊第十五篇 武帝金屋藏娇青梅竹马终成眷属——皇帝夫妻患难与共患难娇妻留守冷宫——“巫
蛊之祸”的政治纷争阿娇终成赋下魂——“金屋藏娇”转折汉朝政治第十六篇 丝绸，中西文化的通讯
器谁在喊我们赛里斯人——陆上丝绸之路丝绸漂洋过海——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通讯器——丝绸
之路的历史意义第十七篇 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迎献帝定许都畜士马以讨不庭——
富国强民，克定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改变第十八篇 赤壁之战，让天下
三分山雨欲来风满楼——孙刘联盟，周瑜挂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赤壁大战，大败曹军三足鼎立，
天下三分——赤壁之战奠定三国格局第十九篇 不做皇帝做和尚爱做学者的皇帝——梁武帝的文韬武略
丢下朝堂入佛堂——梁武帝舍身做和尚佛光照不亮朝堂——佛教全盛，梁朝覆灭第二十篇 短命的隋朝
一个王朝的英年早逝——短命隋朝昙花一现的美丽绝伦——辉煌隋朝大唐盛世的历史伏笔——史评隋
朝第二十一篇 南北黄金水道，杭大运河一条河的前世今生——大运河的历史发展南北黄金水道——大
运河功过千秋凿出来的“大地史诗”——人类遗产大运河第二十二篇 光辉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是怎样
炼成的——唐文化兴盛的历史背景百花齐放的唐文苑——唐文化的成就我们是唐人的时代——唐文化
名扬四方第二十三篇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载舟者得天下——唐太宗“以民为本”得民心者治天下—
—贞观王朝的盛世奇观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史评唐太宗第二十四篇 第一位女皇帝一个女子的帝王
之路——那人那事那王朝一代女皇的历史功勋——那王朝转身的背影这个女人古今少有——那无字碑
后的功过是非第二十五篇 若是美女，月见则闭，花见则羞她们是美女间谍——西施和貂蝉她们为政治
牺牲——昭君和杨贵妃她们的结局并不美——美女的历史倩影第二十六篇 唐朝盛产是诗人诗仙诗圣横
空出世——初唐盛唐的诗人诗鬼诗魔前赴后继——中后唐时期的诗人唐朝盛产是诗人——诗人造就的
鼎盛诗歌第二十七篇 五代十国的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的风云更替我的地盘你做主——十国的
依附政权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五代十国的历史影响第二十八篇 作诗比做皇帝更出色一不小心做了
皇帝——李煜的帝王之路写词比做皇帝出色——李煜的词作成就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千古词帝
李后主第二十九篇 后来居上的南方地区南下大开荒——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方经济后来居上——南宋时
期南方压倒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第三十篇 外戚建起的王朝偏安一隅的王朝——南宋的议和外交命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三只眼看中国>>

多舛的王朝——南宋的覆灭弱兵是否能强国——南宋历史地位第三十一篇 只为精忠报国岳家军气吞山
河——只为精忠报国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壮志未酬含冤死尽忠报国反成牺牲品——民族英雄的碧血
丹心第三十二篇 打胜仗却要赔别人钱打了胜仗却要赔钱买和平——宋朝苟且偷安的议和我有钱，却不
敢有敌人——宋朝的文盛武衰繁荣王朝的窝囊背影——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第三十三篇 一代天桥成吉
思汗大汗崛起，弯弓射大雕——统一草原马背天骄，铁骑踏欧亚——南伐西征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
说第三十四篇 马背上的政权草原上的雄起——蒙古贵族征伐天下中原大地的帝国——大元王朝的统治
岁月马背王朝百余年——元朝的历史影响第三十五篇 四大发明，问鼎世界军事的助推器——指南针和
火药文明的载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古人的智慧点亮世界——四大发明的历史贡献第三十六篇 感
天动地窦娥感天动地六月飘雪——话说窦娥冤文学剧本走向成熟——元杂剧的发展元朝文学的风生水
起——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第兰十七篇 马克·波罗的东游记大元的欧洲来客——马可·波罗来中国一
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马可·波罗行纪》开辟欧洲新时代——世界一大奇书的影响第三十八篇 贫
皇帝朱元璋从放牛娃到大将军——从军之路贫农皇帝治国家——帝王之路平民英雄还是血腥皇帝？
——朱元璋的功过是非第三十九篇 西行的浩瀚船队忠心耿耿的伟大航海家——前六次下西洋为了信仰
再次启航——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第四十篇 宦官的天下
最大的太监帝国——宦官走向权力高峰多少太监纵横朝野——尽数宦官典型宦官天下的乌烟瘴气——
太监掌权的影响第四十一篇 闯王变霸王闯将变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闯王变霸王——李自成称王入
京草莽英雄还是农民领袖？
——李白成的是非功过第四十二篇 台湾，中国的绝对领土国姓爷叱诧风云——反清复明台湾是中国绝
对的领土——驱逐荷兰，进驻台湾台湾的开山圣王——民族英雄郑成功第四十三篇 谁是做得最久的皇
帝少年天子成长记——亲政后集中帝权千年一帝治国记——纵横边疆重农兴文康熙功绩千古一帝——
“康乾盛世”的前奏第四十四篇 和珅，最忠的臣，最贪的官贪下15年国库收入——最贪的官忠臣和坤
的秘诀——侍君如父史无前例的和坤一最牛的贪官忠臣第四十五篇 爱江山，更爱美人“十全老人”爱
江山——乾隆治天下多情天子爱美人——乾隆的妃子们爱江山更爱美人——乾隆的功过是非第四十六
篇 错一个字，全家都要掉脑袋清朝的文化清剿——文字狱的件件大案文化镇压的“白色恐怖”——文
字狱的历史原因空前绝后的文字灾难——文字狱的历史影响第四十七篇 丧权辱国的那拉氏从“选美”
到垂帘听政——走向权位前台的慈禧清朝江山的女主事人——大力朝堂的慈禧丧权辱国的那拉氏——
慈禧的罪恶和人生哀乐第四十八篇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四海为官的日子——林则徐的政治生
涯开眼看世界的日子——林则徐了解“夷情”“先进的”民族英雄——史评林则徐第四十九篇 民阶级
最朴实的愿望农民再次揭竿而起——兴起和发展农民阶级的梦想破灭——衰落和灭亡太平天国的先进
性不足——历史影响第五十篇 是谁烧了圆明园两个世界级的强盗——英法联军火烧圆明远永远逝去的
“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最终毁灭落后就要挨打——罪恶背后的清廷耻辱第五十一篇 地主官僚变身
工厂主我们要自强求富——洋务派的呼喊和实践官僚摇身一变成了工厂主——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失败
是摆脱不了的宿命——洋务运动的结果和影响第五十二篇 甲午之耻六次大战节节败退——甲午战争的
过程黑纸白字的历史耻辱——《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沉沦，日本成了暴发户——甲午战争的影响第
五十三篇 由义和拳到义和团“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由义和拳到义和团从招抚到镇压——义
和团遭遇内外夹攻残忍还是悲壮？
——谁在评论义和团第五十四篇 武昌传来的枪声蓄势待发的武昌城——起义前夕的准备武昌城内传来
一声炮响——起义爆发清政府的丧钟共和国的号角——武昌起义的历史意义第五十五篇 孙中山，伟大
的民主革命家改革不成就革命——早期革命生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矢志不渝的革命人生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的卓越贡献第五十六篇 溥仪，关闭君主制之门短暂的帝王时光——宣统
皇帝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新公民——接受改造的溥仪不当皇帝当新公民——溥仪的悲剧和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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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二篇 鸿门宴不好吃酒桌上刀光剑影——话说鸿门宴沛公刘邦的军队驻扎在霸上，没有跟项羽相见
。
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去告诉项羽说：“刘邦想占领关中称王，让子婴做国相，秦国所有的珍珠宝
器都占为己有。
”项羽听了非常生气，下令说：“明天用酒肉犒劳士兵，然后随我去攻打刘邦。
”这时候，项羽有4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鸿门。
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驻扎在霸上。
范增劝告项羽说：“从前的刘邦，贪图钱财，爱好美色。
进入关中以后，居然不敛财物，也不近女色。
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小，是在收服民心，为称帝做准备。
我叫人去看过他那里的云气，形状有如龙虎，色彩鲜艳，这是天子的征兆啊！
你要赶快攻打他，不能失掉时机，不然就后晦莫及了！
”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与张良是好朋友，而此时张良就与刘邦在一起。
项伯知道侄子要攻打刘邦后，就连夜骑马赶到刘邦军中，私下会见了张良，把事情告诉他，想叫张良
和他一起离开，免遭杀身之祸。
张良说：“我替韩王护送沛公入关，沛公现在有急难，我怎么能不顾道义离开！
”于是，张良把情况详细告诉刘邦。
刘邦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件事。
张良问：“大王为什么想在关中称王？
”刘邦回答说：“有个人劝我把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来，秦国的地盘就可以由我称王了。
我听信了他的话。
”张良说：“大王估计，您的军队能够抵挡住项王的进攻吗？
”刘邦沉默一会儿说：“自然是不如人家，我该怎么办呢？
”张良说：“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
”刘邦问：“你怎么和项伯有交情的？
”张良说：“在秦朝的时候，项伯和我有交往。
项伯杀了人，我使他活了下来；现在有了紧急的情况，所以幸亏他来告诉我。
”刘邦说：“他和你的年龄，谁大谁小？
”张良说：“他比我大。
”刘邦说：“你请他进来，我得用对待兄长的礼节待他。
”张良出去，邀请项伯。
项伯立即进来见刘邦。
刘邦就奉上一杯酒为项伯祝福，并约定为亲家，说：“我进入关中，财物丝毫都不敢据为己有，登记
官吏、人民，封闭了收藏财物的府库，以等待项王的到来。
之所以派遣官兵去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盗贼的进入和意外变故。
日日夜夜盼望着项王的到来，绝无反叛的想法！
希望你详细地说明，我是不敢忘恩负义的。
”项伯答应了，并约定刘邦第二天亲自向项王谢罪。
于是，项伯连夜离开，回到项羽军营里，把刘邦的话全部报告项王。
并趁机说情：“刘邦不先攻破关中，你也不会这么容易进来。
现在人家有大功你却要打人家，这是不仁义的。
不如友好地款待他。
”项王答应了。
第二天，刘邦带领一百多人马来见项羽。
他谢罪说：“我和将军合力攻打秦国，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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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料想到能够侥幸先入关攻破秦国，能够在这里再看到将军您。
现在有小人的流言，想使将军和我互相残杀。
”项羽说：“这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
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这样呢？
”项羽趁此机会留刘邦同他饮酒。
范增多次使眼色给项羽，举起他佩带的玉块向项羽示意多次，项羽默默地没有反应。
范增只好出去召来项庄，对项庄说：“项王心肠太软，不忍下手。
你进去上前祝酒，祝酒完了，再请求舞剑助兴，趁机把刘邦杀掉。
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将成为他的阶下囚！
”项庄就进去祝酒。
祝酒完了，请求舞剑助兴。
项羽同意，项庄就拔出剑舞起来。
项伯也拔出剑舞起来掩护刘邦，项庄始终得不到机会刺杀刘邦。
于是，张良到军门外召见樊哙。
樊哙就进去了，揭开帷幕面向西站立，瞪眼看着项羽，头发直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
项羽问说：“客人是干什么的？
”张良说：“他是沛公的卫士樊哙。
”项羽说：“壮士！
赏他一杯酒。
”侍从就给他一大杯酒。
樊哙拜谢，站着一饮而尽。
项羽说：“赏给他一只猪前腿。
”侍从就给了他一只生的猪前腿。
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切着吃起来。
项羽说：“壮士，能再喝杯酒吗？
”樊哙说：“我死尚且不怕，还怕多喝一杯酒！
秦王像虎狼一样凶狠，杀人惟恐不能杀尽，处罚人惟恐不能用尽酷刑，所以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他。
楚怀王曾经和诸将领约定：谁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就封谁为关中王。
现在沛公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一丝一毫都不敢占有私用，封闭了官室，退军驻扎在霸上，以等待大
王到来。
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也是为了防备盗贼的出入和发生意外的事变。
这样劳苦功高，没有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劳的人，这是秦朝的后续者啊！
我自己认为大王不应该这么做。
”项羽没有回答他什么，让他坐下。
樊哙就挨着张良坐下。
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招呼樊哙一道出去，准备先行离开。
刘邦问樊哙：“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
”樊哙说：“做大事情不必顾虑细枝末节，生命关头这些小礼节不遵守又何妨。
现在人家正像切肉的刀和砧板，我们是鱼和肉，何必告辞呢？
”于是，刘邦就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自己准备溜走。
张良问刘邦来时有没有带些什么礼物，刘邦拿出一对白玉璧和酒杯，让张良代替他献给项王与范增。
刘邦还特意叮嘱张良：“我走小路回军营，要行二十里。
请你估计我到了军营，再进去见项王。
”刘邦丢下随从的人马，骑马离开鸿门。
他们顺着骊山脚下，取道芷阳，抄小路逃走。
估计刘邦已经回到军中，张良进去辞谢，说：“沛公不能多喝酒，已经醉了，不能前来告辞。
沛公叫我奉上白玉璧一对，敬献给大王，玉杯一对，敬献给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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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问：“沛公在哪里？
”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他脱身独自离开了，已经回到了军中。
”项羽就接受了白玉璧，放到座位上。
范增接过玉杯，丢在地上，拔出剑砍碎了它，朝项羽说：“唉！
你终究难成大业！
夺走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
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
”刘邦回到军营，立即杀掉了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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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只眼看中国:一本书读透中国史》编辑推荐：一本读懂中国史！
翻开它，你将闻到华夏文明的瓣瓣幽香；阅读它，你将徜徉历史长河的源远流长。
掩卷而思，你将回味无穷。
〈br〉“用第三只眼睛去品读中国”〈br〉你将感叹不尽，你将沉静凝思。
回味无穷的是那四大发明的独具匠心，是那唐文化的登峰造极；感叹不尽的是那千年一帝的磅礴气势
，是那一代女皇的唯美转身；沉静凝思的是那历史车轮碾过的岁月苍桑，是那战争纷乱过后的悠远回
响。
〈br〉华夏五千年，从文明古国一路走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我们的王朝曾经
站在了世界的顶蜂。
当再一次翻开历史卷本，如数家珍般地去瞧瞧中国那些事的时候。
我们还仅仅是长长的悠叹吗？
您可否看到眼前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历史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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