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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王朝都有他的其悲情时刻，本书以讲述了秦、两汉、隋、唐、两宋、元、明、清十大历史末代王
朝的衰败过程和最后时刻，以及无可避免的历史性败局。
总结了每个王朝末代皇帝的不同风格，展现江山摇曳背后帝王的人性挣扎，以此给读者展现了一幕幕
对历史枯局面前王朝的突围表演。

秦朝：孤独的孩子看不住铁打的江山
西汉：一个王朝的虎头蛇尾
东汉：亲小人，远贤臣，江山如纸
隋朝：被超限的政治理想所压垮
唐朝：玄宗之后无大唐
北宋：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南宋：一个偏安王朝的亡命之旅
元朝：那些勾心斗角，那些风生水起
明朝：一个人的孤单谢幕
清朝：摇摇晃晃，支离破碎，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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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军，笔名，麻辣摇滚，属猴，年近不惑。
曾经的杂志做手，后退出江湖。
著有长篇小说《你不可突破我的底线》和随笔集《泡一代的灰皮书》等。
2007年起致力于历史写作。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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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名字，让人听了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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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秦朝：孤独的孩子看不住铁打的江山　　青年赢政的心理问题　　很多年之后，没有人
知道那个叫赢政的孩子拥有怎样的童年；更没有人会将他的童年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命运做一个相
关的联想。
　　不错，事实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一样——当秦帝国的命运被
交给一个从小心理有阴影的人去掌控时，孤独的孩子注定看不住铁打的江山。
　　一切不妨话说从头。
　　秦始皇赢政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全感。
　　因为他天生就是个人质。
　　他的父亲子楚在秦赵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被作为秦朝的人质留在了赵国。
若干年后，子楚在赵国娶妻生子，这才有了小人质赢政。
　　赢政当然知道他的祖国是秦国，但却不可能回去看一眼。
因为他是一个人质。
　　从小，他就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从小，他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
　　如果这辈子，他终生被质押在赵国的话，这种痛苦将陪伴他一生。
不过仅此而已，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质。
　　但是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此时伸向了他——吕不韦出现了。
吕不韦命中注定要将这个孩子的命运和一座江山的命运绑在一起。
　　不过，吕不韦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命运也被这个孩子给主宰了——若干年后，他成了秦始皇
赢政的阶下囚。
当然这是后话。
　　吕不韦其实只是个商人。
在这个世界上，商人有很多，但吕不韦是个非同寻常的商人。
　　他问父亲：如果能拥立一个国君上任，可获利多少呢？
　　父亲告诉他：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
　　吕不韦于是抓住商机，开始行动。
他以金钱开道，先后运作子楚和赢政回秦国，又耗巨资运作子楚成为秦国国君。
　　吕不韦成功了，他果然获利千万倍，成为秦国的宰相。
　　这时的秦国，仅仅是战国七雄之一，国君庄襄王子楚在做了多年的异国人质之后乍登大宝，惊惧
之余唯处处小心谨慎，只求安安心心过好下半辈子，哪有什么统一中国的宏愿；赢政当时只有十岁，
不爱说话，整天只拿惊惧的眼神四处看，谁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只有吕不韦在四处圈地，发着狠地要将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此时的秦国只是个平庸的国度，看不出有任何发达的可能。
　　三年后，子楚死了，赢政继位。
但很快他就发现，大秦江山名义上是他的，实际上却是吕不韦和太后的。
　　该拿的主意他们替他拿了，不该拿的主意他们也替他拿了。
　　因为他还小，只有十三岁。
十三岁的赢政孤独地站在大殿中间，看所有的人在忙碌，为自己忙碌，以大秦的名义。
只有他想为大秦忙碌，却不知从何忙起。
　　十三岁真的太小。
十三岁是个任人主宰的年龄。
　　赢政只得等待。
等待是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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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沦为人质的日子里，他在等待；现如今，他还需等待。
　　春天花会开，秋天叶会落。
盛衰荣辱是天道，也是王道。
　　赢政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等待。
　　这一年，他发动宫廷政变，罢黜了宰相吕不韦，软禁了他的母亲——一个绯闻缠身的太后，从而
将秦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此时的秦国人心动荡。
因为赢政不仅发动宫廷政变，还发表了一篇《逐客令》，意图将所有的外籍谋士、官员赶出秦国。
让秦国成为秦国人的秦国，这是赢政强烈的安全渴求。
　　看来外籍高官吕不韦的所作所为真的让赢政心寒了。
虽然没有吕不韦，赢政这辈子肯定不能坐上王位，但事关一个国家的安危荣辱，赢政还是决定采取门
户清理行动。
　　就在此时，吕不韦的门生李斯上了一篇《谏逐客令》，苦口婆心地告诉赢政，秦国六百多年来之
所以能逐步走强，靠的就是外籍谋士、官员的富国强民之策。
从秦穆公时的百里奚、蹇叔到秦孝公时的商鞅再到秦惠王时的张仪、甘茂，秦国走向强大的每一个节
点上都有外籍谋士、官员的大智慧。
现如今大王下《逐客令》，这等于是把秦国的大智慧拱手送人啊。
凡是圣明的君主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的。
　　李斯的《谏逐客令》用语辛辣，他又是吕不韦的门生，同时也是外籍谋士（赢政曾拜他为客卿）
，所有这一切都让时人们担心：这个不知趣的家伙会不会人头落地呢？
　　谁也没想到，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赢政此时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容人之量。
他不仅取消了《逐客令》，还封李斯为廷尉，同时重用大批外籍谋士、官员，为秦国随后进行的统一
中国行动汇聚了足够的“外脑”。
　　看来青年赢政的心理问题仅仅是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他的老成、忍耐与宽容在此时恰到好处地浮
出了水面。
这样的品质在战国七子中是很少见的，家国命运的天平在悄然间倒向了秦国，那么秦国最终能抓住这
次机会吗？
　　虽然若干年后，残酷的事实多次证明嬴政的心理问题还有残暴、多疑、自卑等诸多方面，但起码
在其执政十七年之前，嬴政的负面心理问题被隐藏得滴水不漏。
这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处世低调、待人诚恳。
他非常有耐心地吸纳着那些对他成就霸业有用的人才：　　比如尉僚。
尉僚是来自大梁的兵法家。
尉大兵法家擅长“用间”，主张以金钱开路，离间其它六国的君臣关系。
尉僚认为，这样的作为远比流血作战要有效，成本也来得低。
嬴政笑了，他非常欣赏尉僚的理论，觉得此人是个奇才。
嬴政为了笼络他，和他同衣共食，但尉僚却吓得逃跑了。
因为从嬴政的相貌中，尉僚看出了一个豺狼的影子：鼻子很高，眼睛很大，前胸突出，很像老鹰，声
音粗哑，很像豺狼——此人内心残忍、无情而寡恩啊，用得着你时，可以当爷一样供着；一旦功成，
一脚踢开是轻的，送你上西天那几乎是题中之义。
尉僚跑了，但嬴政诚恳地把他找回来，强烈地向他展示一个君王的老成、忍耐与宽容，最终尉僚还是
选择了乖乖为他卖命。
　　比如王翦。
王翦是一代名将了，嬴政曾经对他有所轻视——秦国攻楚之前，王翦曾提出非六十万人不可为，嬴政
觉得他太保守，让他回家养老。
李信及蒙恬则表示带二十万大军就可南征，嬴政高兴了，就让李、蒙二人带上二十万大军上路了。
但很快嬴政就不高兴了——二十万大军被打得屁滚尿流。
嬴政这才明白，名将就是名将，轻视名将就是轻视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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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一脸诚恳，带着满腔悔意来到王翦家乡向他表示谢罪，并成功说服王翦再次出山，带上六十万
大军杀向楚国。
　　但是王翦的眼光非常了得。
和尉僚一样，他一眼就看穿了嬴政深埋在骨子里的残暴、多疑和自卑——别看这个君王一脸诚恳，真
的把六十万大军交给自己，他放心吗？
王翦于是在临出发前一再请求嬴政赏赐他庄园田地以作养老之需。
有部将不解，说王大将军寸功未立，为何急着讨赏呢？
王翦慨叹：我这哪是讨赏啊？
我这是在表忠心，在讨自己死后的丧身之地啊！
　　嬴政笑眯眯地接受了王翦的请求，什么都不点破——为达目的，这个年轻的君王什么都可以忍。
甚至，他可以没有自己的底线——从人质到君王，人生的大开大合都已经历，还有什么底线需要坚守
呢？
也许只有天下一统吧。
　　天下一统，异乡也就成了家乡。
那个遥远的赵国将会成为大秦王朝的一个郡县，曾经的人质之辱也就一朝洗清了——这应该是青年嬴
政抚平心理创伤的最好药方，也是他最后、最隐秘的人生底线。
　　但嬴政什么都不说，他只是安静地、低调地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
一如童年时的他，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所做的那样。
　　麻烦来了　　天下终于一统了，在一个王者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被短暂地满足了之后，嬴政痛苦地
发现，麻烦来了。
　　那些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要求封地，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诸侯王。
但他们不明说，而是请丞相王绾为他们代言。
王绾对嬴政说，现在的天下太大了，燕、齐楚等地离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如此的遥远，设立诸侯王
实行有效的属地管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但李斯立刻反对。
李斯告诉嬴政，分封诸侯建立各大小诸侯国，是国家乱之根源。
为什么会有战国的混乱时代，原因就在于西周以来实行的诸侯封建制。
诸侯王的权力大了，国君的权力就萎缩了。
殷鉴不远，大王可要三思啊。
李斯建议，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实行中央集权。
大王对这三十六郡实行直接管理。
　　嬴政听了这两人的意见后犹豫不决。
他当然明白这两人都各自代表了其背后的利益阶层。
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与大秦的外脑——大批外籍谋士、官员开始争利了。
这平衡怎么搞，这国家怎么领导？
伤脑筋啊。
　　如果倾向前者，诚如李斯所说，殷鉴不远，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要大动干戈，新一轮战
国纷争将不可避免；如果倾向后者，那些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会不会心存不满，会不会
现在就反戈一击，自立为王呢？
特别是王翦，手上有六十万大军啊，要是杀回咸阳来，那一切都完了。
嬴政突然觉得自己不够谨慎，几乎把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交给一个陌生人去率领——这是最大的冒险。
　　最后，嬴政还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对这个国家实行中央集权。
这个曾经的人质事实上并不惧怕冒险。
既然天生就是个人质，那就不可能不冒险——只有冒险才能突围，只有冒险才能有一线生机。
　　当然嬴政所担心的一切到最后并没有发生。
这个世界上，循规蹈矩的人是大多数，敢于冒险的只有一小撮。
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虽然无奈但也只能宿命地接受这个叫秦始皇的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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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始皇喜欢安排一切，他不仅安排了当下的朝政时局，还安排了他千秋万代的子孙前程——他假
设他们为秦二世、秦三世、秦四世、秦五世⋯⋯秦n世⋯⋯秦始皇真心以为，大秦江山将永世长存，
因为他首先尝试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中央集权制。
一切都收归他的掌心，一切都可以一手掌握，江山再大，那也是一轴长卷山水画，打开与收拢只需提
纲挈领。
提纲挈领者谁，他秦始皇是也。
以一人掌控千万人，以一人掌控万千江山，这才叫丰功伟业，这才叫名至实归。
　　但嬴政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的帝王生涯就在路上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三十六岁的中年皇帝秦始皇就开始了他的巡视天
下之旅。
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秦始皇对他的国家进行了四次巡视。
这样的巡视是充满艰辛的，因为交通工具并不发达，道路也不好走，更要命的是国家还不安全。
始皇二十九年时，秦始皇在东巡至博浪沙时差点遇刺；始皇三十一年时，秦始皇在帝都咸阳巡视也受
到了袭击！
　　秦始皇的辛劳还不止于此。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
得休息。
”什么意思呢？
是说秦始皇的工作量极其巨大，每天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这就是以一人掌控千万人，以一人掌控万千江山的代价！
如果实行分封诸侯制，秦始皇何至于如此东奔西走？
！
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自然会替他分担大大小小的政务。
但嬴政在此时依旧表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愿意默默承受。
　　帝国的诡异气质　　但接下来的几件事却让这个新兴的帝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气质：　　一是修
阿房宫。
后人很难理解秦始皇为什么要修这么一座大而无当的宫殿。
也许是秦始皇的代偿心理在起作用——我巡视天下这么辛苦，回京了得有个让我绝对放松的地方在等
着我。
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不过这座宫殿的宿命似乎也昭示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几年之后，项羽一把火烧掉了这座长达三百里
，光廊道长度就有八十里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宫殿。
大火连烧三个多月才将它烧干净。
　　二是修长城。
修长城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燕人卢生受秦始皇指派去海上找仙人指点大秦的国运，结果卢生带回来一句
箴言——亡秦者胡。
按秦始皇的理解，这个“胡”应该是指北边的匈奴。
于是为了阻挡匈奴可能的进攻，秦始皇下令修建原赵、秦、燕、魏等国的城墙，将它们连在一起，从
而使一个庞大的帝国画地为牢，一方面秦国不再具备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王道和霸气，另一方面，修
长城要大兴土木，其劳民伤财之举为一个帝国的“猝死”埋下了伏笔。
但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一层警示。
在宿命的道路上，这个性格复杂、充满自信的皇帝以人定胜天的决绝心态大步向前走，一如他四次横
跨整个中国的巡视。
　　三是焚书。
焚书事件缘起于大秦帝国一次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秦始皇为了向天下展示大秦帝国的伟大成就，宴请了齐鲁一带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并
请他们对时局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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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此举当然是想听好话，没想到淳于越不知趣，他以殷周两朝的长治久安和当前的时局做对比，
批评中央集权累了皇上却不能治理好国家，希望秦始皇痛下决心，废除中央集权制，重新恢复分封诸
侯制。
秦始皇听了这些心里很是不爽，他请李斯评估此事，李斯想，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必须无情打击
！
他建议秦始皇对此类学者以古非今的事不可小看，因为他会动摇一个王朝思想统治的基础，并进一步
左右民心，从而造成公权力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
李斯建议，除了史官保存的书以外，秦纪以外的书应该全部烧毁，不用烧毁的书只限于医药、卜筮、
种树类的。
秦始皇照此实行了，一个王朝终于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态度，秦始皇和李斯都以为，江山稳固了不
少，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暗涌正在出现，正在悄无声息地冲刷着大秦江山最薄弱的部分，而他们对此
却一无所知。
　　四是坑儒。
坑儒事件可以说全面暴露了秦始皇性格当中残暴、多疑、自卑等诸多负面因素。
那是在焚书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
秦始皇心情很好，因为他要在阿房宫中加建“始皇登天台”，当然关于具体的技术工作，秦始皇是不
懂的，他虚心请教半仙卢生该怎么做，卢生告诉他，皇上的日常所居以及行为千万不要被他人知道，
这样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求得。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对卢生的话那是深信不疑。
他开始不信任任何人，甚至李斯也不被他信任，这让卢生感到惶恐不安。
真是祸从口出，祸从口出啊，关于秦始皇的隐私，他卢生知道的不比李斯少，秦始皇现在喜怒无常，
会不会在求得仙药后的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要处死他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知情者呢？
卢生害怕了，他找其他儒生抱怨此事，并且说像秦始皇这样心胸狭窄、复杂多变的性格，再加上每天
超负荷的工作，要想长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生没有想到，他的抱怨很快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秦始皇得知这一切后，震怒异常，他派御史审问了与卢生有涉的儒生。
结果这些儒生互相告发，最后竟引出了四百六十多儒生与此案相关。
秦始皇下令把他们全部都活埋坑杀了，他要让地球人都知道，凡是获悉他秦始皇隐私的人，都得从地
球上消失。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坑儒事件。
　　坑儒事件发生后，人们仿佛看到了长着另一副面孔的秦始皇。
这个秦始皇是如此的狰狞，以至于不敢让人靠近。
只有他的长子扶苏，为着大秦的江山社稷着想，劝他父亲以仁治天下。
特别是现在天下初定，民心不稳，如此作为，恐生激变。
但是扶苏很快也领略了父亲秦始皇的狰狞，他被发配到了边疆，美其名曰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孤独者之死　　如此一来，秦始皇更孤独了。
在大秦的天下，他是一个孤独的统治者，也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
统治是他的宿命，行走也是他的宿命，这个叫嬴政的中年男人带着他深刻而沉重的心理创伤，孤独而
落寞地行走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人为他疗伤，他也不以为是创伤。
秦始皇以看守大秦江山为己任，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田守望者。
　　每行走一地，秦始皇必要刻石为证。
这些刻上文字的石块既是留给当世的，也是留给后世的。
秦始皇是想向世人表明，当年的那个人质早已经死了，现在的他，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最有作为的
男人。
历史也确实记录了秦始皇的那些壮举。
《史记》有载：　　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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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二十九年：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
　　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
　　始皇三十七年：会稽刻石。
　　但最后，这个有刻石癖的男人再也刻不动了。
因为他病了。
　　病的根源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
　　一块刻有文字的陨石。
　　上面据说刻着七个大字：始皇死而天下分。
　　这块陨石掉在远齐国东郡地区，秦始皇没有亲见。
　　所以他不知道这是神灵所刻还是有人在搞鬼。
　　但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大秦的老百姓开始议论纷纷，多数人相信这是神灵的启示，从而对大秦江山还能存在多久持怀疑态度
。
　　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秦始皇不再刻石——当威权不再有说服力时，刻再多的石头又有什么用呢？
　　他长叹一声，病从中来 。
　　他也确实该病了。
江山如此沉重，心灵如此孤独，铁打的人也扛不住。
　　但是巡视的队伍依旧浩浩荡荡，依旧威风八面，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在深深的辇车里头，屏风背
后，一具不久于人世的躯体正虚弱地兀自支撑着。
他在作出最后的安排，对国事，对身后事。
　　秦始皇下令，那个被发配到北疆的长子扶苏立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回咸阳准备丧事，以备不测
。
这既是秦始皇的谕旨，也是他的遗嘱。
因为他实在支撑不了多久了。
他几近昏迷，他是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把这谕旨交给身边的宦官赵高的。
　　赵高当然明白秦始皇的意思，但他更明白一点，从此以后，麻烦大了。
大秦的江山将注定风雨飘摇。
　　因为这件事情的逻辑不对。
秦始皇明知，作为宦官，赵高是不可以插手朝政的，而李斯此刻也在陪伴秦始皇巡视途中，按照行政
逻辑，授嘱这样的大事，秦始皇应该交给李斯来办。
可皇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只有一个，皇上不再相信李斯了，或者说，不愿意再采取李斯路线来统治大秦帝国了。
皇上希望长子扶苏回来，继承大统。
而大秦官员们都清楚，扶苏一向是赞成以仁治天下，反对李斯路线的。
　　扶苏和李斯是死敌。
这一点不仅宦官赵高明白，秦始皇也很明白。
所以他才不敢把谕旨交给李斯去办，所以他才让扶苏立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回咸阳，以备不测。
备谁的不测，当然是李斯的不测了。
李斯为相多年，在朝廷中是很有一番势力的。
　　秦始皇想得很周全，但他唯一没有想周全的是赵高的政治取向。
宦官也是有政治取向的，宦官尤其需要政治取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赵高曾经是秦始皇幼子胡亥的师傅，他一直把宝押在胡亥身上，特别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扶苏被
发配到边疆之后，赵高相信，胡亥毫无疑问将是秦二世。
但是现如今⋯⋯　　宦官赵高有些懊恼，而秦始皇则在他的懊恼心态下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眼
睛。
赵高捧着这有些烫手的谕旨，茫茫然不知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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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一切取决于赵高的一念间。
宦官赵高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会在这一刻变得如此重要，这样的感觉甚至让他有些晕眩。
　　但很快他就不晕眩了。
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他决定和李斯联手，一起做主自己的命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这个道理不仅宦官赵高懂，李斯更懂。
这么多年来，李斯的人生就是刀口上舔血的人生。
他一次次沉没，又一次次崛起。
在大秦的星空下，他是陪伴心理疾患患者秦始皇孤独起舞时间最长的那个男人。
秦始皇倒下了，他还要继续起舞，和秦始皇的继任者。
因为起舞是他的宿命，他不想这么快就停止。
所以他和赵高达成默契：李斯支持胡亥为秦始皇的继任者，并负责解决一切技术问题。
比如由他来伪造秦始皇的遗嘱，并暂时隐瞒秦始皇的死讯，拖着他的尸体火速赶回咸阳。
在赶回咸阳途中，李斯又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用一车鲍鱼来混淆秦始皇的尸体由于天热腐败所散发
出的腐臭味。
　　在秦始皇的尸体浩浩荡荡回京途中，还发生了两个历史小插曲。
插曲一：楚地沛县某亭亭长刘邦被秦始皇车队的皇家气派所震翻，在冲天臭气中流着口水感慨：“大
丈夫当若是”。
插曲二：楚地某小股部队头领项羽则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声称“彼可取而代之”。
　　但秦始皇注定是听不到了，旁人也不以为意，因为这是被历史存档的声音，它的意义要若干年后
才能体现出来。
　　被瞒天过海的王朝命运　　秦始皇的尸体被运回咸阳，作为一个个体人，秦始皇的命运是到此为
止了，但是对一个王朝而言，它的命运却存在很大的变数。
　　毕竟，扶苏是长子，他不为君而让幼子为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毕竟，扶苏是和几十万大军
呆在一起。
这几十万大军杀回京城来，是可以让江山变色的。
　　怎么办？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当事人应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李斯的人生是刀口上舔血的人生。
他能一次次存活下来并不断地发扬光大，毫无疑问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李斯决定做一做死人文章，他把秦始皇的玉玺和佩剑拿过来，交给他选择的最可靠的禁卫军领袖，并
让后者带上精锐的禁卫军团，直扑北疆的扶苏所在的北征部队。
　　当然，仅有禁卫军团是不够的，因为这不是去PK，而是去执行命令。
谁的命令，死去的秦始皇的命令。
李斯伪造了这份命令，要点有两条；一、缴了蒙恬的军权；二、逮捕扶苏和蒙恬，并赐死他们。
至于秦始皇原来的遗嘱，李斯是永远不会让它见天日了。
　　这样一来，扶苏和蒙恬就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要不要相信这份命令？
执不执行这份命令？
　　这既是一个人生选择，又是一个历史选择。
历史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有悬念，而悬念的方向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
　　而李斯却相当有信心。
他相信自己基本堵住了历史的漏洞，在扶苏和蒙恬之间，他至少可以让扶苏先倒下。
因为他为扶苏精心准备了倒下的n个理由。
在李斯伪造的军令状中，他模仿秦始皇的口气这样写道：　　唉，我巡视天下，为江山社稷万世长存
祈求各名山诸神为我延长性命。
可你们（扶苏和蒙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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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几十万将兵在北疆多年却无寸功，还几次上书诽谤我，特别是扶苏，因为不能回京当太子而牢骚
满腹。
扶苏你就是这样身为人子的吗？
简直是不孝之至！
所以你可以自杀了，如果你还有一丝廉耻之心的话。
而将军蒙恬呢？
眼看扶苏不孝却不劝导他，反而利用他的这种情绪阴谋作乱，为人臣者如此不忠，这难道是一个良将
所为吗？
所以你也可以自杀了⋯⋯　　李斯伪造的军令状写得情理并至，一下击中了扶苏脆弱的心灵。
他认为既然父皇说他不孝那看来是真不孝了，他决意最后行一次孝道，自杀以谢父皇。
但蒙恬拦住了他。
蒙恬驰骋沙场几十年，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没见过。
他劝扶苏不要鲁莽行事，先见过秦始皇再说。
扶苏却觉得无颜再见父皇，最后还是一死了之了。
蒙恬坚持不自杀，要见过秦始皇再作决定。
禁卫军领袖怕硬逼会酿出兵变，便夺了蒙恬的军权，将他关在阳周的军事监狱里——但最终，这个可
怜的人永远见不到秦始皇了，历史在坚信人定胜天的李斯手里被瞒天过海地转移了方向，大秦王朝的
接力棒诡异地落在毫无主见、一心追求口腹之欲的胡亥手里。
这个王朝越发显得岌岌可危了。
　　　什么叫“爽”　　胡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爽”。
　　做皇帝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和做皇帝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够爽，后者比较爽。
　　和他父亲秦始皇不同，追求口腹之欲的胡亥对权力没什么兴趣，而是对享乐情有独钟。
他在把政事都交给赵高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巡幸天下了。
　　在胡亥眼里，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底有什么宝贝、到底有多少乐子是他首先要搞明白的问
题。
　　胡亥走了，国库里的钱也跟着他走了，和秦始皇巡幸天下不同，胡亥行走中国是以烧钱为目的的
。
胡亥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的仙药是不存在的，人生苦短，玩的就是
现在，玩的就是心跳。
钱是拿来干什么的，就是拿来烧的。
他不仅在路上烧，还留一些在京城烧。
现有的宫殿要扩建，没有的宫殿要造起来。
活着享受用的宫殿要造，死了安葬用的宫殿也要造。
比如骊山陵，胡亥就造得不惜血本。
　　李斯害怕了。
见过大手笔的，没见过这么大手笔的。
胡亥这么劳民伤财那是要把一个王朝往死胡同里赶啊。
李斯不干了：这江山是你胡亥的，也是我们大臣的。
这么胡搞下去，江山倒了，我李斯的明天在哪里？
宰相李斯忧国忧民之心顿起，他联合右宰相还有御史大夫等人，上疏劝导胡亥不要胡来，要风物长宜
放眼量。
　　胡亥生气了。
他觉得李斯这是对他重用赵高的嫉妒。
赵高此时已被胡亥封为郎中令，专门用来制约李斯。
胡亥找到赵高，要他出来拿个主意。
赵高是怎样的人，阴谋家，叛乱头子，他建议胡亥要用狠的。
乱世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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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勇气和手段来反击一小撮官僚的蠢蠢欲动。
要辞旧迎新，旧的官员不去，新的官员不来；不听话的官员不去，听话的官员不来。
于是大秦官场吹起了恐怖风。
很多官员纷纷落马并逃离咸阳。
其中一些军队的高层领袖因涉嫌叛乱被发配到骊山陵做苦工，其手下的官兵也难逃此劫。
秦二世其间，先后被流放到骊山陵做苦工的前大秦官兵竟然达七十万人。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化整为零了，但胡亥并不在意。
因为他看不出养这么多人光吃饭不干活有什么重大意义。
让他们去骊山陵做苦工好歹能为大秦朝做点实事。
胡亥乐观地作如是想。
赵高也想得很乐观，他把禁卫军团也裁减了，总共只留五万人。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陪皇上狩猎，分作两派进行互殴，想方设法让皇上开心。
　　胡亥终于开心了，大秦王朝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没有人看到一个王朝的危险正在日益逼近，除了李斯。
但李斯也毫无办法。
虽然在帮助秦始皇建立大秦王朝时他居功至伟，但那都已经是过去时了，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他李斯
也从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舞台边缘。
他只能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默默担忧⋯⋯　　而陈胜吴广此时正从历史的斜角处拍马赶到，就快走到
聚光灯下担当主角了。
　　　一场雨把一个王朝下决堤了　　一场大雨把一个王朝给下决堤了。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七月，胡亥继承大统才几个月时间，他还没有把大好河山好好游览，这场致命
的雨就在楚地稀里哗啦下个不停。
　　雨把陈胜吴广的心给下毛了。
此时他们两人正奉命押运粮食到安徽蕲县去，如果误期，按照大秦法律他们将被处死——这法律也太
不给人活路了，把不可抗力因素也作为处死人的一个原因。
　　只有反了。
　　不得不反了。
　　反了，可能还有活路；不反，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真正造反是需要大公无私的理由的，如果仅仅为了自己活命，天下人是不会跟他们走的。
陈胜吴广想起了一个人——扶苏。
还想起了另一个人——原楚国统帅项燕。
如果这两人在，天下将不会如此残暴。
　　为拥戴扶、项二人揭竿而起——这是陈胜吴广的认同，也必定是天下人的认同！
　　陈胜吴广猜得没错，天下人果然认同了。
不久之后，武臣自封为赵王，魏咎自封为魏王，田詹自封为齐王，当然还少不得那著名的刘邦、项羽
揭竿而起，他们日后取代陈胜吴广，真正在历史的聚光灯下粉墨登场了。
　　胡亥惊骇地发现，几乎是一夜之间，大秦又回到了分崩离析的战国时代。
作为一个职业的美食家和猎色者，胡亥对这样的局面束手无策。
他的人生不属于这样的时刻，他第一次觉得，屁股下的龙椅是如此的发烫，烫得他一刻都不想再坐下
去了。
　　但是坐龙椅容易，下龙椅难。
大秦虽大，如果江山易手，怕是没有他胡亥的葬身之地。
胡亥勉力支撑着，希望局势早日安定下来。
不过事与愿违，局势非但没有安定下来，反而如火如荼了。
在第二年的冬天，陈胜的身边竟聚集了几十万人马，由一个叫周章的人率领着，一路浩浩荡荡势如破
竹，很快就攻到了骊山陵的东区。
这让胡亥慌乱不已：禁卫军团只有区区几万人，这两年由于互殴又死了不少，怎么阻挡陈胜大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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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呢？
　　关键时刻，财税官章邯献计了：骊山陵做苦工的前大秦官兵还有七十万人呢！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皇上不如大赦天下，一方面可以收人心，另一方面有了救国之本。
　　胡亥同意了。
当然在他心中，他不是没担心过这些苦大仇深的苦工们会在阵前反戈一击。
但是人生走到这般田地，一切赌的都是运气了。
　　胡亥这一回运气不错。
七十万前大秦官兵虽然做了一段时间苦工，但毕竟是职业军人，具有专业精神。
他们发起狠来，威力还是惊人的。
结果是，周章的大部队被击溃了。
咸阳的危机终于解除。
　　咸阳的危机解除了，不等于一个王朝的危机就此解除。
在秦王室内部，一场党同伐异的大清洗运动在迅雷不及掩耳地进行。
赵高突然对李斯发难，说此次叛乱以楚地最为严重，李斯作为楚人，逃脱不了嫌疑。
特别是李斯的儿子李由，一直以来管辖着陈胜等起兵的地方，陈胜造反，李由是什么态度，他在其中
又起什么作用，为了帝国的安全，这一切不能不查。
　　李斯感到百口莫辩。
在历史的责难面前，个人经常会百口莫辩，这是历史的不由分说。
李斯被下狱了。
李斯下狱，对于郎中令赵高来说，只是万路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他的目标是置其死地而后生。
赵高准备拉更多的人进来一起做一个局，以坐实李斯的死罪。
他诬蔑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串通李斯谋反。
这俩人大呼冤枉，以死明志，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挡赵高搞死李斯的决心和意志。
李斯最后被腰斩了，“弃尸于市”。
　　一个王朝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李斯之死被隐藏在胜利的喜悦之下，没
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王朝的回光返照。
特别是郎中令赵高，那真是高兴大发了。
试看今日之天下，又有谁是他的对手。
赵高甚至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摧毁李斯易如反掌，摧毁胡亥是不是也易如反掌呢？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像，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想像。
赵高简直要蠢蠢欲动了。
　　但是一个消息让他感到了败兴。
　　章邯不再进攻了。
　　因为没有粮草。
　　李斯一死，这条帝国的生命补给线就断了。
因为这事一向是他李斯在抓。
关于粮草怎么调度的问题，郎中令赵高是两眼一抹黑。
　　在历史的节点上，一个大人物之死，往往会牵动全局。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赵高一声叹息：这李斯看来还真是个大人物，没有了他，大秦帝国就玩不转了。
　　但赵高决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我绕着走还不行吗？
赵高对章邯补充粮草的祈求置之不理，反而指责他怠兵。
章邯的派遣官司马欣回来告诉章邯：“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矣！
”章邯心寒了，终于下令：部队不再进攻，以自保为第一要义，以吃饱饭为当前第一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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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不久之后，大将王离看不下去，想办法弄了些粮草去支援章邯，这支大秦第一军团才没有饿
死或阵前倒戈。
他们在吃饱饭之后，开始挥师北上攻打已经宣布独立的赵国。
历史的剧情在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后又轰隆隆演将下去。
一个名垂千古的地名在此时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为一个王朝扑朔迷离的命运走向添加了些许新鲜的
看点。
它，就是巨鹿。
　　项羽：没有退路的人　　楚怀王是楚国造反大军的领袖。
　　名义上的。
　　因为他是原楚怀王的孙子，所以项梁就把他捧出来作为一个招牌以号令三军。
　　但是对于项梁、项羽两人，楚怀王还是有所戒备的。
　　当天下没有到手时，楚怀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有着他充分的利用价值的；当天下到手之
后，楚怀王也就该腾出位置了。
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凉，也是暴力美学的悲剧部分。
　　关于这一点，楚怀王很清楚。
　　所以，在楚国大军北上救赵的行动中，楚怀王作了这样的安排：任命宋义为大将、项羽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项羽不可不用，但也不可大用，在他上面必须有人压着他。
　　楚怀王把宝押在老实、谨慎的宋义身上。
楚怀王以为，当天下鼎定之时，大将宋义之功当在次将项羽之上，唯有如此，他的王座才是安全的。
　　但是楚怀王错了。
在这样一个乱世，一个墨守成规、老实、谨慎的人注定不能胜出。
宋义PK项羽，谁胜谁负真是难以预料。
当这支各怀鬼胎的队伍行进到河南安阳时，宋义听说章邯部队的人数十倍于自己，他不敢往前走了。
　　他将楚军驻扎在安阳，长达四十六天。
　　这四十六天是手足无措的四十六天，也是项羽心中怒火熊熊燃烧的四十六天。
他终于一刀砍死了宋义，从而将楚怀王心头唯一的希望也给砍掉了。
项羽未经楚怀王允许自任大将，还派遣一位姓蒲的将军带领两万人马先行渡河去解巨鹿之围。
但是蒲将军不争气，他的两万人马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项羽觉得自己真是个没有退路的人。
宋义是他杀的，人间蒸发的两万人马是他派的。
现如今，他不可能领着剩下的人马灰溜溜地回到楚地。
他回不去了——他已经将自己逼到了人生绝境。
　　项羽选择了继续往前走。
他让楚军全部渡河，然后把船给沉了，把行军时做饭用的锅给砸了，每人只带三天的口粮。
三天之内，胜，他们可以见到第二天的太阳；败，他们去见阎罗王。
项羽自豪地说：什么叫破釜沉舟？
这就叫破釜沉舟！
　　当然历史的剧情演绎到此，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章邯的七十万大军不是吃素的。
项羽勇气固然可嘉，但在三天之内以少胜多，那还是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
好在范增站了出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范增说，我们现在与章邯主力对决，那是以卵击石，不妨往西击其软肋——负责供应章邯粮草的王离
军团。
一来可以保证我们继续生存下去，二来章邯的部队一旦失去粮草，肯定军心不稳，到那时我们的机会
就来了。
　　　　项羽采纳了范增的建议，很快就将王离军团干掉了。
王离被抓，秦将苏角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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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粮草那是全部没收。
这个消息传到章邯那儿，他的七十万大军顿时嗡嗡声一片。
章邯没有办法，只好把大部队拉到巨鹿南边的棘原扎下根来，试图和项羽的楚军进行最后一搏。
　　也只能最后一搏了，还能怎么样呢？
一切都已失去，唯有这几十万大军在人数上还占优势。
打赢了，天下还是大秦的；打输了，这天下可就是项羽的了。
关于这一点，章邯看得很明白，他的七十万大军也看得很明白。
他们忍着饥饿，跃跃欲试，要与楚军争高低。
　　这是最后的战争。
　　这是最后的较量。
　　项羽却犹豫了。
七十万是个天文数字，原以为七十万饿着肚子的部队不堪一击，但是困兽犹斗，这七十万人扑出来那
是要惊天地泣鬼神的。
项羽真是没有胜算。
好在范增又支招了。
范增说，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继续扰乱对方军心。
事实上他们已是惊弓之鸟。
因为赵高主政以来，对这支部队的粮草供应那是不闻不问。
据说官司马欣在咸阳求见赵高而不得，据说赵高一直心存诛章之念。
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加强攻势，不仅可以扰乱对方军心，甚至还可以争取章邯投降。
　　项羽觉得有道理。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最难的工作也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为达目的，项羽请出赵将陈余，让他向章邯做思想政治工作。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项羽许诺，如章邯倒戈，得天下后两人共分之。
　　但章邯却迟疑不决。
不是他有什么道德障碍，非得效忠秦王朝不可——事实上秦王朝已经抛弃了这支一直以来为它效命的
队伍；也不是项羽给的利不诱人——共分天下，那也算是半个皇帝或者南北朝了。
章邯只是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等着自己。
项羽的性格他很清楚。
一个残暴的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真得了天下后，这个人会让他章邯和他共分天下吗？
章邯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边章邯还在长考，那边项羽却迫不及待地开战了。
思考家章邯只得领着几十万茫茫然不知所之的士兵们边打边退，终于退无可退，在一次大败后章邯率
领全军投降了项羽。
　　项羽看上去很守信用。
他任命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命令他们统领秦军反攻咸阳。
章邯突然有了一丝不舒服的感觉，他这是为项羽火中取栗啊。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败军之将何以言耻，事情走得到这一步，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事实上不光是章邯，他所率领的整支秦军都有不舒服的感觉——窝囊，太窝囊了。
　　这支降军走得很沉默。
这是重压之下的沉默。
但尽管如此，毕竟还在往前走，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到达咸阳，亲手推翻那个他们曾经为之效
命的王朝。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一根稻草出现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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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二十万降军被项羽活埋，原因是他们想发动军变。
　　为什么要在投降之后又发动军变，项羽不清楚，章邯却很明白；同行的楚军一路上轻视侮辱这支
可怜的降军，到最后，心理底线被突破，激变突起。
在最关键的时刻，项羽以非常手段处置了这支想造反的降军。
二十万生灵瞬间一命呜呼。
　　项羽的残暴震惊了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不管是胡亥还是赵高都明白，江山很快就要易手了，因为残暴之后，项羽正率着他的楚军日夜兼程地
直扑咸阳。
胡、赵都以为，项羽将是这个国家日后真正的统治者，事实上，项羽也是打心眼里这么认为。
但是项羽却不知道，历史老人在这里却打了个伏笔，那个叫刘邦的沛县亭长此时带着另一支西征楚军
先他一步到达咸阳，正和他展开江山争夺战呢⋯⋯　　不争是争，不杀是杀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格言。
但刘邦只相信一条：人心都是肉长的。
　　因此对于世事，甚至对于对手，他常怀悲悯之心。
　　所以，与其说他是军事家，不如说他是个慈善家。
　　刘邦带兵打仗以来，恪守“不争是争，不杀是杀”的原则。
　　他尽量避免和秦军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是一路收编那些有心来降的秦军——刘邦的队伍就这么逐
步壮大了起来。
　　刚开始，有心来降的秦军不多。
但是，当项羽以非常手段处置了二十万降军之后，刘邦惊讶地发现，他的队伍在迅速膨胀。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刘邦心软，不杀降军。
　　刘邦在坐享其成。
　　但刘邦也有急的时候。
当项羽的部队攻到函谷关之时，刘邦为了早日抵达咸阳，准备放弃进攻军事要塞宛城直扑咸阳。
好在张良拦住了他。
张良可以说是刘邦生命中的福星，就像范增是项羽生命中的福星一样，张良总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明
辨是非、看情方向，从而助刘邦一臂之力。
张良说收服人心的工作要善始善终，如果不下宛城直接入关，弄得不好我们就会陷入秦军的前后包抄
之中。
刘邦醒悟，再一次对宛城的地方长官——南阳太守施展慈悲大法，迫使南阳太守在刘式悲悯面前败下
阵来，同意和刘邦相约进攻武关。
　　武关在此时几乎成了一座孤城，因为咸阳附近的秦军纷纷弃暗投明，胡亥竟派不出像样的部队去
增援武关。
正在胡亥一筹莫展之际，一场针对他的政变迫不及待地发生。
政变的发起者是赵高。
赵高因为害怕胡亥看到国势这样一副烂摊子，迁怒于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杀了他再说。
赵高联合他做咸阳令的女婿阎乐（赵高不愧是个阴谋家，早安排他女婿做咸阳令，从而为政变埋好伏
笔）以及他的弟弟赵成，一下子就把胡亥给做了。
胡亥命丧黄泉，赵高本来想即位，但考虑了一下当前的形势，觉得还是先救火再说。
他拥立扶苏的公子子婴为帝，试图借助扶苏在民间崇高的声望，救大秦于水火之中。
　　但是赵高很快就失望了。
他发现老百姓对扶苏不再感冒，更别说扶苏的公子了。
而子婴这人也怪，放着皇帝不当，偏偏要去做秦王。
子婴认为，天下重新回到七国时代，其它六国均已叛秦，自己不能光顶着皇帝的空帽子招摇过市，还
是脚踏实地领导秦国人民共同抗敌。
　　可惜局面已经失控了。
人民不听秦王的，一切的努力都是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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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隐隐感到自己失策了。
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己当皇帝呢！
赵高真是懊恼无比。
就在此时，一个流言开始在咸阳到处传播，说赵高将和楚军讲和，“灭秦宗室而王关中”。
这个流言在最后一刻要了赵高的命——子婴相信了流言，他和他的儿子在齐宫赐死了赵高，并灭了他
的三族。
这时候正是子婴当上秦王的第四十六天，刘邦和他的队伍已经宿命地攻破武关，直达灞上。
他，即将和大秦王朝最后一任名义上的统治者子婴短兵相接了。
　　不过刘邦愉快地发现，他并没有和子婴短兵相接。
　　因为没有必要。
　　这个王朝现在是如此的虚弱，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进行抵抗了。
　　子婴将自己捆绑好，手上还托着象征权力的天子印玺，跪在咸阳道旁。
他的身边，是白马素车，他的身后，是一个王朝最后的遗老遗少。
刘邦走到心如死灰的子婴跟前，真是不胜感慨：这才过了多久啊，一个王朝就这么稀里哗啦地倒下来
了。
万里长城雄伟壮观，阿房宫、骊山陵气派庄严，但它们都托不起一个王朝下坠的重量。
刘邦上前扶起子婴，就像扶起一个王朝的前世今生。
　　刘邦最后没有接受那象征权力的天子印玺，他甚至没有选择住在咸阳，而是在封了咸阳的宫室府
库之后，还军灞上，一心等着项羽及其他各路诸侯军抵达咸阳。
不错，刘邦就是这样的人，有悲悯心，还有足够的耐心。
为了一个目标的实现，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执着，这一点看上去很像得天下之前的秦始皇。
　　只是，这天下真的会是他的吗？
他身上的阳光品质是否可以转化成足够的能量击溃项羽身上的霸气呢？
没有人看好这一点。
在世人眼里，看上去有些懦弱的刘邦最多只能成为项羽身边的配角，大秦江山迟早是项羽的，因为他
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这样的男人，才是未来王朝的主宰！
　　一个多月之后，项羽率领着他的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咸阳。
　　此时的项羽真是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感觉。
他甚至没有正眼看一下猫在灞上的刘邦，直接闯进了咸阳。
也许，刘邦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个看大门的——先进来看一下咸阳，然后就猫在灞上守着这座京城等
着他项羽来。
仅此而已。
　　项羽进得咸阳来，发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处死子婴和他身边的遗老遗少。
项羽是以战地司令长官的名义来分布命令的，他甚至没有知会那个遥远的楚怀王。
在项羽心中，楚怀王这个名词已经结束了。
永远地结束了。
　　项羽发出的第二道命令是火烧咸阳城。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凡是大秦王朝的一切，从现在开始都要推倒重来。
阿房宫、骊山陵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秦王朝的奇珍异宝都统统换了主人。
这场改天换日的举动持续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咸阳城面目全非；三个月后，天下人的心寒了；三个月后，刘邦的心中踏实了不少：传说
中威风凛凛的项羽，不过如此。
　　项羽开始封王了。
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取春秋霸王之意，隐隐有天下共主的意思。
但他不明说，他让大家伙儿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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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把楚怀王迁到长沙，又暗中派人杀死了他。
于是这西楚霸王的含金量又增加了不少。
　　项羽封魏王豹为西魏王，韩王成仍为韩王，原赵王歇被迁往北方，封为代王，燕王韩广被封为辽
东王，韩广不服，项羽就索性派人杀了他——所有这一切，项羽其实都是做给刘邦看的。
原来，他和刘邦早先有个约定，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
刘邦先项羽一个多月入咸阳，理应为关中王。
但项羽却不想把这么一块风水宝地给他。
项羽对刘邦说，巴蜀是关中故地，你到那儿去做关中王吧。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项羽已经把潜规则演绎得很清楚了：去者生，不去者死。
韩广就是榜样。
　　刘邦没有说什么，他甚至是笑着离开项羽带着手下的人马来到山高水长的巴蜀。
刘邦相信，一切很快会见分晓——秦始皇亡于暴力，西楚霸王也必将亡于暴力。
在人性关怀与暴力征服之间，前者比后者更有力量。
刘邦是人心征服师，他相信时间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天下的局势很快就乱了。
项羽在杀了不听话的韩广之后，又杀了不听话的韩王成。
他的杀无赦政策何时是个尽头？
人人心中慌乱不已。
这个时候齐国大将田荣站了出来，他准备混水摸鱼。
田荣提出反对田都为齐王的口号，将田都赶跑了，然后自立为齐王。
　　这是个拳头说话的时代，赵将陈余很快领悟到了这个时代的真谛。
他联合赵国力量，把赵王张耳也赶跑了。
陈余接下来把代王赵歇请回来，重新拥为赵王。
项羽布置的权力格局就这样被田荣和陈余这两个不按规矩出牌者给打破了。
项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项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项羽的军队以铁血手段很快打败了齐赵联军，然后是田荣被诛杀。
项羽霸气地以为，天下从此该太平了，但他没想到，汉王刘邦就在此时出兵关中，为期四年之久的楚
汉战争拉开了序幕⋯⋯　　四年之后，一切真相大白。
就像刘邦当初所预料的那样，秦始皇亡于暴力，西楚霸王也亡于暴力。
在人性关怀与暴力征服之间，前者比后者更有力量。
项羽在垓下自杀，一代枭雄就此灰飞烟灭。
刘邦厚葬了他，并赐以鲁公的名号。
随后，刘邦封韩信为楚王，继续做着人心征服的工作，直到天下重新一统。
　　至此，大秦江山的最后归属问题才了无悬念。
刘邦，这个不怎么会耍刀弄棍、整天一脸笑眯眯表情的小个子男人开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很多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骄傲地采用了他的王朝名作为
自己民族的名字——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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