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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纵观几千年来的历朝历代奸臣，多不得善终，也许这是给我们最好的历史教育。
回眸历史，在这悠久的两千多年的文明流淌中，他们虽然很不协调，却也够成了历史中的某些弦音，
观摩历史的真实演绎，聆听其中给我们的谆谆教诲，以史为鉴。
　　翻开历史，诸多君主往往被奸臣所包围，社会动荡之时窃权弄国，安定之日便导君为虐，党同伐
异。
然而历史上许多的奸臣却最初以勤于政务、忠于皇室的面貌出现，其办事能力之强又绝非等闲之辈。
如何对之有一个相当全面的观照评价？
　　本书对历史上的奸臣的作了一个尝试性的收录，其选列主要包括一下几个类型：其一，篡权自立
，所作所为又丧尽民心，其结局大多喋血宫廷，这一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王莽。
其二，心怀问鼎，为私利起兵叛乱，使人民陷于兵战之中，其结果多是兵败被戮。
其代表主要是安禄山、史思明。
其三，独揽朝纲，为了私利清除作对的骨鲠，骄横跋扈，其结局往往毙命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象
东汉末年的“跋扈将军”粱冀、凉州军阀董卓便是如此。
其四，嫉贤妒能、口蜜腹剑，嗜权乱政，其结果大多是不得善终。
例如唐代的李义府、李林甫等。
其五，祸国殃民，残害忠良，民怨鼎沸，其结局却能寿终正寝。
其最具代表的便是宋朝的秦桧。
其六，贪婪成性，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其结局大多是“人为财死”。
其最具代表的历史人物便是清朝乾隆权臣和珅。
其七，阉党擅权，酷刑峻法，冤狱遍地，待恶贯满盈后其结果是自尝其果。
其最大代表便是魏忠贤。
　　翻开本书，你便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发展一隅，以正己之言行，同时也能更好
的品评历史人物，给你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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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僭号称尊无善果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随手拈来，便不难找到五个大字：
“王冠与代价。
”获得王冠与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这种血与火的历史用文字是难以表述的。
古诗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名将尚且如此，何况是君王呢！
　　王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剥削者所赋予它的权力实在是太多太多。
而且，随着历史镜头的不断推进，统治者还在不断强化他手中的权力，春生秋杀无所不可。
拥有了它，就可以主宰天下苍生，就可以任意驱使别人的行动，控制别人的一生；拥有了它，就掌握
了天下的土地、财宝和美女；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威势和尊严，死后照样可以住进宏大的陵墓。
为了接近这顶王冠，许多人绞尽脑汁，耍尽阴谋，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为了这顶王冠，引来了父子兄弟相残；为了这顶王冠，可以出卖灵魂、认贼作父，可以让后人唾骂、
遗臭万年。
　　本章所收录的七位历史人物都是篡位者，都是大奸臣。
关于奸臣这一定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夺了别姓的王冠戴到自己头上，我们视之为奸臣者是因为他们不
是那些顺应了历史的脚步，去推翻昏君、暴君，解人民于水火的义勇之士，他们为的是满足个人或本
家族的野心和贪欲，去实现目标的手段太卑鄙，不但未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激化
了矛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国家陷入无穷的灾难。
所以，他们必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他们的结局必然没有什么好下场。
　　1.王莽：在喝彩中称帝，在唾骂中丧命　　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其子成帝继位后，尊母为皇
太后，以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从此，凭借王政君的特殊地位，王氏八兄弟相继担任大司马、大将军，在元帝、成帝两朝中，王氏家
中共有九人封侯，五大司马。
成帝朝一天同封五位舅父为侯，世称之“五侯”。
王家子弟也因此坐高车、乘肥马，生活在锦衣玉食的奢华之中。
　　王莽之父王曼与王政君同父异母，在王氏八子中排二，只因王曼早死，没有赶上封侯的时光。
同王家堂兄弟的奢靡放荡作风不同，王莽因早孤而家财不丰，兄又早死，全家重担由他担起。
王氏家族中只有王莽家生活比较艰苦。
王莽孝敬老母，尊敬寡嫂，善待侄儿。
他勤奋读书，生活俭朴，待人谦恭，衣着言行如普通儒生一般，在王家众兄弟子侄中，王莽显得与众
不同。
　　靠着谦恭和心计，三十八岁的王莽后来居上，当上了大司马。
　　对于官高爵显的众伯父、叔父，王莽更是恭顺知礼，十分听话。
伯父大司马王凤生病，王莽日夜守候榻前，亲奉汤药，数月不解衣带服侍，数月下来，蓬首垢面，面
容憔悴，比王凤的亲生儿子还孝顺。
王凤和皇太后是一母所生，太后前往大将军府探病，王凤病中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成帝，请他们重用
这个难得的侄儿。
王政君也念及兄弟早死，王莽身世可怜，人也谦虚谨慎，孝顺听话，是王家子侄中难得的贤人。
王凤死后，太后让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任射声校尉，逐渐成为王氏权贵集团的重要成员。
　　王莽的谦恭好学，朴素知礼感动了更多的人。
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朝廷，愿将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给王莽。
王莽又以十分好学谦恭的态度结交天下名士。
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闵、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当世名士，都上书称赞保荐王
莽。
汉成帝由此开始另相看待这位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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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受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卫，成为皇帝身边的宿卫近臣。
　　王莽封侯升官，其谦恭俭朴、慷慨好施的作风一如既往，家中没有多少财产，行为谨慎，办事小
心。
同时在讲话时又敢讲真话，不惧后果，受到人们的尊敬。
　　王莽兄早死，侄儿王光被王莽送往博士门下就学，王莽恭敬认真地沐浴更衣，坐车去拜谢王光的
老师，向老师奉上羊酒礼品，对王光的同学也每人送一份礼物致谢。
人们见到如此谦恭知礼没有骄横之气的高官显贵，不禁心生敬意。
王光比王莽的儿子年龄小一些，王莽给他们兄弟同一天娶亲，宾客满堂，王莽热情招待。
正忙乱中，忽有家人禀报老太太不舒服，王莽忙前去侍奉母亲，殷勤备至，众人感叹。
　　王莽不好声色犬马，生活俭朴。
一次王莽悄悄买了一名侍婢，堂兄弟们闻知此事后颇感诧异。
王莽却解释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人讲这个女人能生儿子，所以特地买来送给朱子元。
”当天就将此女送进朱家。
　　王莽叔父王根此时继任大司马，这是继王凤、王商、王音之后第四位担当此职的成帝舅父，王家
的显赫已超过本朝任何一个家族。
太后姐姐之子淳于长以才能名列九卿，资历比王莽老，很得太后及成帝信任，大有代替大司马之势。
偏偏王根又卧病在床，一旦王根去世，一直由王家人掌握的大司马要职极有可能落人淳于长手中，这
对王家，对王莽都极不利。
为了扳倒淳于长，王莽抓住他这位表兄与许皇后的通奸把柄，借王根之手，向太后告状。
结果淳于长被革除一切官职，王根在病床上推荐王莽代替自己，辅佐朝政。
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从重病中的王根手里接过了大司马印，成为王家第五位大司马，这一年
王莽三十八岁。
　　王莽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为了巩固已经攫取的权力，就更加克己修行，在别人看来，继叔父
而辅政的王莽谦恭待人、俭朴好礼的作风依然未变，处处更小心，对自己约束更严。
王莽之母有病，公卿列侯夫人们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众夫人，她“衣不曳地，布蔽膝”，
众夫人以为是王家的婢女使妇，一问方知是大司马新都侯夫人，众人大惊，感慨大司马夫妇的难得的
品德操行。
　　王莽荣升大司马主持朝政刚过一年，上下左右的权力网还没有构筑完善，成帝死，哀帝继位，皇
太后为太皇太后。
哀帝与太皇太后王政君没有血缘关系，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亲定陶丁太后为首的新外戚要登上政
治舞台。
面对新外戚集团咄咄逼人的气势，王政君很识时务，在自己蛰伏不动潜待时机的同时，下诏让王莽等
人辞职避让。
哀帝赏王莽黄金五百、安车驷马，假意挽留一番后，同意他辞官家居。
王氏一家长期掌权，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王莽回到家里隐居，哀帝遣人“十日一赐餐”，以示恩宠。
　　王莽丢掉了大司马，但他坚信，虽然姑姑王政君这个太皇太后退避长信宫，不再过问朝廷大事，
但只要她还在，王氏家族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机，为了东山再起，他继续矫情自饰，博取名誉。
他的二儿子王获，因故杀死一个家奴，这在当时的达官贵族中本是件区区小事，可他担心有损自己的
名声，竟逼儿子王获自杀偿命。
普通的百姓听说后，无不为他那大义灭亲的高风亮节而歌功颂德。
　　经历了一番小小的波折，王葬趁哀帝逝世之机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重新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下野三年，每年都有官员上书为他鸣不平，请求召他回朝任职。
　　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了日食，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拥护王莽的人却借机大作文章
，说这是贤良被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许多大臣上书为王莽颂扬功德，哀帝迫于舆论压力，下诏让王
莽回京城长安居住，以侍奉姑母太皇太后，但仍不恢复官职。
　　元寿二年（前1年），专宠男色年仅二十六岁的哀帝刘欣一命呜呼。
　　这时，哀帝的祖母傅太后、生母丁太后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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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年过七十一岁、平日不理政事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再次显示了过人的胆略，在哀帝驾崩的当天乘车
赶往未央宫，在别人还没回过神的时候，抢先一步把象征权力的玉玺收在怀中，然后飞马召王莽，下
诏所有官员及发兵符印、禁卫军一律由王莽统管。
王莽刚一掌权便迫不及待地弹劾董贤，“大司马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
董贤本无德无才，只因长得英俊漂亮，成为哀帝的宠儿，越级提拔，授之大权。
董贤见靠山已去，知末日来临，当即自杀。
董贤早让朝野上下鄙视怨怒不已，董贤之死，人们又归功于王莽，称赞王莽为国家除去小人佞臣。
　　经众臣推举，王莽重新被任命为大司马、兼领尚书事，重新攫取了总理朝政的大权。
合该汉朝气数当尽，成帝没有儿子，哀帝又没有儿子，王莽与姑姑王政君选定与汉成帝血缘最近的一
个侄子中山王刘衍继承皇帝位，即汉平帝。
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处理好国事，自然由太后王政君临朝，政事委诸王莽。
王莽奏保大司徒孔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以讨好孔光。
孔光是当世大儒，太后十分敬重。
　　出于在哀帝时被赶出京城的报复，王莽将矛头首先对准了汉哀帝朝外戚或大臣中素与他有矛盾的
人，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将奏章令甄邯送到孔光手里，孔光一向做事小心，不敢不把这些奏章送给太
后。
这样王莽借孔光的名望，将那些政敌和与自己有怨的人全整垮了。
连自己的叔父，太后唯一还活着的弟弟红都侯王立，也不放过。
王莽担心王立向太后说对自己不利的话，便授意别人上书，抓住王立与淳于长勾结的老底不放。
在王莽的一再坚持下，太后方同意让王立离开京师，到封邑之地居住，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
　　于是，凡是顺从王莽的人都得到重用提升，凡是与他作对的均被诛灭。
王莽如今有望有威，很快就结成一个利益一致的权力集团。
地位巩固后，便着手进行更大的动作，干一件大事。
　　王莽自幼学儒家典籍，熟知尧舜禅让的事情。
现在，他要利用当时学者和百姓对汉帝的失望，盼望有新气象的心理，为自己罩上救世主、新朝圣主
的光环，开始了他逼汉帝退位、自己夺取政权的计划。
　　在逼迫汉帝退位之前，王莽做了大量精心细致的铺垫工作，一步一步地走近皇帝宝座。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在王莽的操纵下，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赏氏，向汉朝献白雉一，黑
雉一。
群臣奏言当年周公摄政，风调雨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尚书大传》中有记载。
这证明大司马王莽如当年周公～样功劳很大，应当顺应天意，予以表彰。
于是太后将群臣所讲的“功盖霍光，行比萧相国”的大司马王莽封为安汉公，增其食户，以应古制。
王莽再三谦辞，太后与众臣一再劝说，王莽最终接受安汉公称号，但增加的爵邑却不肯接受，他说只
有天下百姓家家生活富裕了，他才能安心接受赏赐。
王莽翅膀硬了，总觉得上头有一位太皇太后指手划脚很不耐烦，但又不能轻易动摇姑母的地位，为了
获得更大的职权，便指使爪牙上书，称太皇太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不宜亲理小事，国事当委诣安汉
公处理，太后静心养体，照顾年幼的小皇帝就行了。
于是，自此朝廷事务全由王莽一人决定，权力如同君主一样。
　　王莽为了收买人心，声称哀帝丁、傅两外戚家骄奢浮华，不问百姓疾苦。
他上书太后，愿献出钱百万，田三十顷，由国家分给贫民。
于是公卿们皆起而仿效，争献钱财和土地。
百姓感谢王莽慷慨，到处有人歌颂王莽的德政。
王莽为表示与民共甘苦，每当发生水旱灾荒，他都不食肉，只吃素食。
太后闻报后十分感动，派使者劝其为国为民要保重身体。
　　为了制造天下太平、四夷宾服的景象，王莽重金送于匈奴单于，单于上书朝廷，言其仰慕圣制，
愿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和中国人一样，并派王昭君女入朝。
凡此种种，王莽在制造自己的神话，以便谋夺更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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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皇帝慢慢大了，王莽想让女儿当皇后，上奏太后请为皇帝选美。
太后认为此事甚妥，让下面去选拔。
自然王莽之女在候选者之列，王莽担心其他人和自己的女儿争夺，便上言自己无德，女儿没有突出德
行，不应当列入名单之中。
王政君以为这是王莽谦让本意，下诏说王氏女乃自己娘家人，不宜入选。
然而太后诏令一下，众人以为不平，庶民百姓、诸生员、郎吏以及下层群众数千人上书反对，公卿大
夫们更是不同意，大家一致主张应由王莽之女做新皇后。
王莽故做姿态，派人说服制止众人，可上书希望王莽女为后者反而更多。
结果，王莽女儿如愿以偿成了皇后。
　　立皇后之事已定，按规矩皇帝聘皇后应当给皇后娘家一笔聘礼。
聘礼数额自然巨大，黄金二万斤，钱二万万。
王莽再三辞让，最后只接受了四千万钱的聘礼，并拿出三千三百万送与十一媵家。
朝廷又加了二千三百万，王莽又将其中一千万钱分给贫苦亲戚本族之人。
　　元始四年，王莽之女立为皇后。
太保王舜称颂王莽功德，请求封王莽以更大的名位，有八千余人上书附和。
于是，太后顺众人之心意，赐王莽以“宰衡”称号，并增加封邑。
王莽接受了封号，却辞让了封邑。
　　为了取得读书人支持，王莽在京师修建了辟雍、灵台和明堂等学习场所，修建了可容纳一万人住
的读书人宿舍，扩大太学名额，征召天下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方术、
本草等学问的读书人数千人到京师。
这样的做法，获得了广大读书人的支持，有四十八万多人上书王政君，请求重赏王莽。
为了缩小对立面，王莽并封汉初以来功臣子孙、汉宗室以及在朝高官为王、侯、关内侯，这样一来，
其亲信数百人亦受到封爵。
这样做又获得了上层社会人士及汉宗室的支持拥护。
于是，太后策命安汉公王莽享九锡，即象征地位的绿韨、衮冕、鸾路、龙旃等尊贵之物。
　　王莽的势力和声望如日中天，他距离皇帝之位就越来越近了。
汉宗室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尚书》里，周成王因年幼自称‘孺子’，由周公代行天子之事。
如今天子年幼，安汉公应当像周公当年一样，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汉宗室如此提议，群臣一致附合赞成。
　　此时平帝已十四岁，他对王莽阻止他母子相见、陷害舅舅一家很不满。
一个未成熟的孩子，心事往往挂在脸上，王莽对此深感不安，遂即下了除掉平帝的决心。
这年十二月腊日到了，平帝依例应饮腊八节进贡的椒酒，王莽在酒中放了毒药，平帝饮后就病倒了。
王莽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学《尚书》里所记周公为成王祈祷平安时那样，作祝策，指天划地发
誓，愿以自己代替平帝得病，其实心里却盼着平帝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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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时，应当知道和记住
这一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结局。
阅读“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见闻的同时或许能
够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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