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王春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帝王春秋>>

13位ISBN编号：9787536695948

10位ISBN编号：7536695942

出版时间：2008年09月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集团

作者：撄宁

页数：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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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春秋>>

前言

中国的帝制发端于五帝时代，但君主称为“皇帝”却始自于秦始皇。
在此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般称“王，”或单称“皇”或“帝”。
秦始皇认为自己功业超过了三皇五帝，单称“皇”或“帝”已不足以显其威，于是将“皇”、“帝”
二字连用，开创了一个新的帝制时代。
作为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第一人，大凡帝王都有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
研究这些成功帝王的历史，他们具有以下的共同特征：善于审时度势。
对天下形势的把握，对各个政治力量的准确判断，是帝王成就帝业的前提。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宰白蛇起义，灭秦后击溃各派诸侯势力，最后建立汉室，莫不
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审时度势，利用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为己之用，各个击破是成功的关键。
善于用人。
刘邦取得天下后，一次在南宫设宴犒赏群臣，他问大家项羽失天下、自己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
答，但都不中肯綮。
最后刘邦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
给前方将士提供给养，我比不上萧何；论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
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
”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张良、萧何、韩信如此厉害，但都愿意为我所用，那我不是更高人一筹
吗?长于隐忍之术。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实不足为勇。
天下有大勇者，往往遇大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楚汉对峙时，有人向项羽献计，在阵前把刘邦的父亲绑在油锅之上，刘邦若不投降，就把他父亲给烹
了；他若见死不救，岂非向天下公开宣布自己不孝?不料刘邦却说：“我与项王曾约为兄弟，我的父亲
也就是你的父亲。
如果项王一定要烹杀我们的父亲，可别忘了分一碗肉汤给我!”在如此危机关头，刘邦出此惊人之语，
实非常人所能及。
除以上所举外，成功的帝王还有很多特点，如：善于收买人心；善于平衡大臣之问的关系，使其互相
监督；采取分职弱权的手段，削弱相权，保障皇权的至高无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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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帝王的盖世功业中，读出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与机缘。
从帝业崩解中，读出盛衰之道。
　　上卷 开国之君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有着非凡的才能、智谋、胆略和心胸，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能聚积起一大批出生入死的武将谋臣。
他们是历史的转折点上唯一能驾驭历史的盖世英雄，他们是自己所处时代唯一最大的“成功入士”。
但是在这盖世成就的背后，历史留给了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正是这些总能被他们控制的细节构
成了帝业的台阶，让他们最终站到了人生峰巅。
开国之君永远只告诉我们什么是获得成功的必备素质和机缘。
　　下卷  亡国之主　　亡国之主，是历史的失败者，是身处王朝终结时的至高见证者。
他们在承接帝业时，帝国已显露出非人力可以逆转的颓势，所以他们又往往是宿命的历史牺牲品。
他们中，不泛勤政爱民、志向高远者，却终因缺少气度、魄力和驾驭权臣之术而导致帝国消亡。
读亡国之主，可以让人深切体悟到守成之道，更令人惊讶于盛衰有命的气运复转。
　　本书从历史上408位帝王（从秦朝始算）中选出20位帝王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中成功与失败者各半
。
透过他们对军国大事的处置，对个人私生活的态度，或可从中窥觅到他们的胸襟和抱负、他们的思想
和为人。
这，就是我们出版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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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帝王身世漫嗟荣辱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59年），一个男孩在时属赵国的邯郸呱呱坠地。
男孩的父亲是当时最强大的秦国皇子，母亲则是赵国的富家女，更兼倾国倾城之色。
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男孩，日后会成为纵横天下的盖世雄主，其名政。
相貌之争对于赢政的相貌，后人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认为其定是相貌堂堂，具有君王之相。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家注》集解徐广日：“蜂，一作‘隆’。
蜂，虿也。
高鼻也。
”意思是说，赢政的鼻子俊俏挺拔。
“长目”，《太平御览》直接作“大目”，认为他应是双目圆睁，无怒自威。
“挚鸟膺”，《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家注》：“鸷鸟，鹘。
膺突向前，其性悍勇。
”讲的自然是秦始皇卓尔不群、异常彪悍的体魄。
若然，如翦伯赞先生的描述：“他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生长着一副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
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秦汉史》）。
不过，郭沫若先生曾煞有其事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观点：秦始皇非但丑陋不堪，还是身体有
很大缺陷的残疾人。
在其《十批判书》中写道：“《史记》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
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
‘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
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鼻形都成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
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
”事实如何已不可究，但秦始皇长得仪表堂堂、威猛非常，正是好战尚武的秦国最推重的那一类充满
阳刚之气的好男儿这样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
身世传闻在民间，关于赢政的身世，从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其生父是一代名相吕不韦。
论之者凿凿，连下笔谨严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采用了这一种说法，而其史料的来源，还是太
史公的《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司马迁认为，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吕不韦的宠姬，结果被落魄王孙、当时还在赵国做人质的庄襄王
看上了，吕不韦慨然割爱，成就了那段姻缘，这才有了赢政。
不过，《史记》里互见之文实在太多，细心的史家对读了《史记?吕不韦列传》，便有了捕风捉影一说
。
《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
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
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说的是庄襄王横刀夺爱，吕不韦从大局出发忍气吞声；更重要的是，这位美女非但是吕不韦的女人
，还怀有吕不韦的孩子。
这样，人们不能不怀疑：嫁给庄襄王的美女生下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也许太史公也心存这样的疑窦，也许他也听到了诸多这样的传闻，所以留下了这样一条引人发问的线
索。
但文中所谓“大期”，索隐徐广云“十二月也”，也就是说，赢政母从嫁给庄襄王到生出孩子，足足
过了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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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司马迁暗示后世读者，这位美女即使在嫁给庄襄王之后，也还是和吕不韦暗中春风数度，这未必
没有可能。
不过，在史无明文的情况下，直接确立秦始皇私生子的身份未免武断。
漂泊童年在回到秦国之前，后来雄视四方的秦始皇赢政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王孙贵族。
在他的童年，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质。
根据高阳先生的说法，“质”有多音，强国抵押在弱国的，其音如“致”；弱国抵押在强国的，则作
本音。
大致“质子”为太子或者该国重要的王子，而“致子”则正好相反。
强国总存着欺侮弱国的念头，而“抵押品”就是用来牺牲的，当然不会把最受宠的王子王孙派遣出去
。
这样看来，赢政的父亲在秦国王室中根本没有地位，别说归国之期遥不可待，就算回到秦国，也未有
一登帝位，尽享荣华之日。
就是在这样漂泊于异国他乡、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中，年幼的赢政一天天长大。
可是，在他三岁那年，赵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前所未有地紧张了起来。
他的父亲作为秦国的人质，自然也朝不保夕，生命岌岌可危。
还是吕不韦，获知赵国要对人质不利的消息后，立即下重金，买通重重关系，终陪同政的父亲逃回秦
国。
因一时隋急，不得不抛家别口，赢政母子陷入了孤儿寡母的处境。
若不是他的母亲家里力保，母子两人早已身首异处。
又过了好几年，赢政之父庄襄王已经成为了秦国太子，掌握了大秦王国的实权，赵国不愿意与秦结怨
，这才把赢政母子好好地送回了秦国。
那一年，赢政九岁。
弃子孤儿一下成为皇室贵胄，告别了东躲西匿的悲惨处境，也告别了不堪回首的童年。
六世余烈秦国之兴说到赢政的统一功绩，后世史家喜欢以“奉六世之余烈”概之，意即秦剿灭六国、
一统天下，并非是他一个人的功绩。
秦人原是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周围的一个赢姓部落。
西周孝王时，这个部落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地区，一说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因其首领善于养
马，于是被周孝王召至开渭之间（今陕西扶风县和眉县一带），专给周王室牧放马群。
又因功绩出色，周王大悦，遂“分土为附庸”（《史记?秦本纪》），到那个时候，才以“秦”为正式
族称。
直到公元前771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立下了赫赫战功，平王这才封襄公为诸侯，赐之
岐以西之地，后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此为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的开始。
虽然名分是有了，但地处西陲偏僻之地的秦国还是影响甚微：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晋、郑、齐、鲁
、宋、卫诸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视为夷狄，开会结盟这一类象征着光荣和信任的
重大历史事件从来没有他们的份。
秦国的真正强盛，是经过了数十代君王的不懈努力才逐渐奠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君主，则是秦穆公、
秦献公、秦孝公、惠文王和昭襄王。
秦穆公秦穆公名任好，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史家认为他是春秋五霸之一。
无论如何，在他任内秦国开始取得了国际声望，此为事实。
在穆公继位的时候，秦国经过文、宁、武、德、宣诸公的励精图治，疆土不断东移，已占有大半个关
中。
而从秦穆公开始，偏据一地的秦国麾下有了众多在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贤臣，如百里奚、蹇叔、丕豹
、公孙支等，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在这样一批能臣的共同努力下，秦国把自己的脚步小心翼翼地往外迈了一步又一步：协助晋文公回到
晋国夺取王位，更把握机遇，在周襄王时出兵攻打了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
被襄王赐名为西方诸侯之伯，秦国自此称霸西方。
《诗经?黄鸟》载：“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写的正是秦穆公去世之后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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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悼，言秦国的子民都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回秦穆公。
这样一位国君，在外图霸业的同时，没有忘记内修国政，无疑深得人心。
秦献公秦献公名连，一名师隰，又称公子连，在位23年（公元前384－前362年）。
他即位的时候，国内局势不算很安，宦官掌权多年，所以，秦献公初登皇位的前些年，还是以安定人
心、发展经济为主。
秦献公元年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
在这项制度盛行的时代，秦国每年都要杀死大量的青壮年奴隶以显示贵族的身份。
秦国地广人稀，本来劳动力就不够，故献公废除这项制度，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用于国
家建设，获得了实际成效。
此外，献公还鼓励人民繁育多生，国家予以补助和奖励；又施行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
人到秦国种地、放牧。
这样一来，秦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用人就得到了保障，更开垦了很多荒地。
国力增强后，献公立即进行迁都事宜，把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东部地近河
西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表明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
即便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渴望，秦献公还是没有轻率用兵，只是一门心思地埋头改革，搞国家
建设。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献公在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等地设县，直接掌握了这一片边境地区。
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
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又颁发了一道新的命令，“令民为户籍相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一来，臣民必须向国家申
报身份、户口。
此外，这道命令还规定了家出一丁、五户成一伍、十户成一什的“什伍制”，仿效军队的编制来编组
民众，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助耕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并赋予告密防奸、联保连坐的
维持治安责任。
秦户籍相伍。
这样的制度很容易把国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最易收到同心协力的效果，可以说是战备时段最适合的
国家形式。
这样举国上下奋斗了十年，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大幅度增加，军队素质也磨炼了多时，献公晚年，
秦国才把试探的步伐迈向了中原。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对周天子显王不敬，献公便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
并且在洛阳大败韩魏两军，天子大悦。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以打回老家的口号攻魏，一举夺回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
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这在战国时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巨大胜
利，献公也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的称号。
在秦献公在位的23年中，秦国的内部事务前所未有地稳定和繁荣，国富然后兵强，秦人更在战争中又
一次触摸到了往昔的荣耀，秦国离中原又近了一步。
秦孝公秦孝公名渠梁，在位23年（公元前361－前338年）。
《过秦论》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写的正是孝公一朝君臣的功绩。
孝公继承了献公的王位，也继承了献公逐鹿中原的梦想。
当时，敏感的孝公觉得各路诸侯还是看不起从荒蛮之地崛起的秦国，愤然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光有愤怒是不够的，他“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之余，更提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
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求贤令。
于是卫国人商鞅款款登场了。
有现代史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咸阳街市上竖起那根木头时，历史的进程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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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内容多矣，统而言之，方向是一个：让国家拥有对人民切实的控制力。
他力行“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又配合设立了以县为地
方行政单位的制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设县令。
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总共在秦国设立了
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县）。
这样，国家任命县令，县令通过户籍制度直接管辖属下人民，而人民被鼓励留在土地上劳作而非在市
面上浪荡，整个社会的稳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当时的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商鞅为此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通过县令推行下去，这样，全国的
赋税标准就得到了统一，浑水摸鱼的事情就杜绝了。
此外，作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秦国要实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梦想，唯一的选择是打出去，有
鉴于此，商鞅变法把军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的法令规定，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设定二十级爵：一级日公士，二级日上造，第十九级日
关内侯，二十级日彻侯。
每一级爵位均配有相应的田宅、奴婢和衣服等次；又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
以轻重被刑”，明确了赏罚的标准，使得秦人清楚地知道荣华富贵要从哪里去获取。
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的做法，使得秦国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战国风气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大好局面。
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名驷，在位27年（公元前338－前311年），是孝公的儿子，秦武王和秦昭王的父亲
。
传到他手里的秦国，已经不是当初马疲民弱、闭塞狭陋的小国家，经过献公、孝公两代人一以贯之的
变法图强，秦国已经跃然成为第一流的强国。
不过，惠文王深刻地懂得成败系于一线的道理，并没有躺在父辈的余荫里不思进取。
他在位的27年并非波澜不惊：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齐六国“合纵”攻秦，秦国虽然军
力雄厚，可是要应付六个国家的同时进攻，到底力不从心；谋士的“朝秦暮楚”更使得局势扑朔迷离
。
幸好，天佑大秦，秦国得到了张仪。
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过人的胆略见地，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惠文王得以“拔三川之地，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史记?李斯列传55），化弭了一场危机。
在惠文王的任内，秦国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打通了梦寐以求的中原通道，攻灭了巴蜀，占领
了汉中一一中原通道，这个也是战国时期的商业金道，巴蜀之地从来就拥有第一等的良田——秦国的
领土面积骤然扩大了数倍。
勇于战争的秦人在经济上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无疑是拥有了富饶巩固的大后方，日后统一天下的强
大经济基础就此奠定，几代秦君的中原之梦又逼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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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帝王》从历史上408位帝王（从秦朝始算）中选出20位帝王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中成功与失败者
各半。
透过他们对军国大事的处置，对个人私生活的态度，或可从中窥觅到他们的胸襟和抱负、他们的思想
和为人。
木府藏书，从细节读历史。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上卷：开国之君，细说千古帝业开创者的才智，谋略、胆识和驭人之术；下卷：亡国之主，细说承当
王朝崩解时的帝王气运与国事。
中国的帝制发端于五帝时代，但君主称为“皇帝”却始自于秦始皇。
在此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般称“王，”或单称“皇”或“帝”。
秦始皇认为自己功业超过了三皇五帝，单称“皇”或“帝”已不足以显其威，于是将“皇”、“帝”
二字连用，开创了一个新的帝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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