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秦帝国（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秦帝国（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543940314

10位ISBN编号：7543940310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作者：萧然

页数：515

字数：7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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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帝国（上下）>>

前言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
我的这部《大秦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晨鼓暮钟、不
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
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
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现在这三部书前两部已先后与读者见面：《大秦帝国》初版于1997年，此次经修订新版；《大汉
帝国》也同时出版。
第三部《大唐帝国》，准备明年开写。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
等，可谓百花齐放。
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
的“史话”。
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
要我们明白的。
”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
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
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
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
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
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
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
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
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
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
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
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
字便可概括：人。
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
明白的前提是理解。
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
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
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
们的知音。
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
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
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
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
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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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
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
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
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
又难免枯燥乏味。
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
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
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
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
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
：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文。
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
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
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
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
著。
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这部《大秦帝国》究竟写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方家的
教正。
我热切企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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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秦帝国》记述了嬴秦家族从放逐迁徙的命运中奋起，春秋称霸西戎，战国与天下争雄，到秦王嬴
政一举扫灭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又迅速在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中轰然灭亡
的全过程。
    作者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充分吸收最新历史研究成果，让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以宏大浩荡的气魄
，充满激情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巨幅历史
画卷，展示了嬴秦家族五百年的奋斗史和秦王国、秦帝国的兴亡历程，并以悲悯之情怀，展示在巨大
的历史波涛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所表现的欲望、激情、壮怀、勇力等诸种真实的人性。
    作者人生经历丰富，思想深刻，文笔老到而充满激情，这使本书超然于当今那些言之无物而又故弄
玄虚的所谓畅销历史作品之上，具有独特的阅读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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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然，作家，历史学者，老新闻工作者。
著有《堕民》等长篇小说，并与人合著有《新译吕氏春秋》、《新译春秋繁露》、《新译唐六典》等
多种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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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今我们习惯把建立秦国、秦帝国这一氏族称为“嬴秦”，其实“嬴”这个姓，“秦”这个采自
封国之名的氏，他们都是过了相当长历史阶段才取得的。
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一开始就称他们为秦人吧！
　　秦人的历史，仿佛与鸟兽有着不解之缘。
　　不只是本节题目中写到的白颈雉，还有燕子、马和各种珍禽异兽。
　　燕群快活地鸣叫着，飞过原野，落下一枚燕蛋。
一位正在牧羊的名叫女修的少女，吞咽了这枚燕蛋，生下一个男子，取名大业，他就是秦人的始祖—
—《史记?秦本纪》用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翻开了秦部落起源的历史。
　　古籍中这类无性而孕，生下男子成为某个部族始祖的传说，还有很多。
不妨推想，它是我们先人追忆那个已颇为遥远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时，敷衍幻化出
来的神话吧？
　　另有一个也是有关燕子的神话，见于《吕氏春秋?音初》，更为委婉动人。
　　春天，碧绿的原野上，高耸入云的九重台拔地而起。
台顶上，蓝天下，一对美丽的少女击鼓奏瑟，时歌时舞。
天帝感动了，便命令燕子代他下访这两位少女。
燕子“嗌嗌”地鸣叫着，欢快地飞翔着，来到台顶。
两位少女立刻欣喜地嬉戏捕捉起来。
终于捉到了燕子，关进一个玉筐。
一会儿，她们想揭开筐子来看看。
谁知刚一揭，那燕子便飞向蓝天，留下了两枚燕蛋。
这对少女便无限怀恋地歌唱起来：可爱的燕子啊，你飞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少女中的一位名叫简狄的，在沐浴时吞下了一枚燕蛋，便怀孕而生了殷商的祖先契。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秦人因自己与曾经建立了商朝的商人有类似的始祖传说而感到荣耀。
但自从他们被迫从富庶、温暖的东海之滨，经过艰难的跋涉，踏上了荒凉、寒冷的黄土高原，迁徙到
了遥远的西陲之地之后，再想起这两个有关燕子的传说时，就会引起莫名的惆怅和怨愤。
　　因为这联系着他们一段痛苦的历史。
　　把断断续续的神话和传说连缀起来，秦人先祖的世系大略是这样的——　　大业娶女华，生子大
费。
大费娶姚姓玉女，生子大廉和若木。
此后，若木有后嗣费昌，大廉则有孟戏和中衍。
接着开始了中谲的世代：中谲生蜚廉，蜚廉生恶来⋯⋯　　大费生活的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虞
舜、大禹时代。
滔滔洪水，泛滥于中原大地。
禹受命治水，大费跟随左右当助手。
禹劳身苦心，胫毛尽脱，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大功告成时，虞舜要重赏大禹。
大禹说：并非我一个人能完成，也有大费辅佐的功劳呀！
虞舜听了很高兴，说：好啊，你这个大费，助禹治水有功，赏赐你这面皂游，你的子孙将会有盛大的
功业！
　　“皂游”是一种有黑色飘带的旗子，秦人把它视为无上光荣。
　　从这时开始，秦人和先后以舜、禹为首领的舜、夏部族联盟有了较为亲密的联系。
舜还充分发挥秦人祖先驯养鸟兽方面的丰富经验，让他们担任驯养师。
特别是一位叫柏翳的先祖，干得特别出色，许多珍禽异兽都被调教得十分驯服。
为了表示嘉奖，舜特地赐予柏翳一个姓，就叫“嬴”。
　　现在他们已可说自己姓“嬴”了，只是还没有“秦”这个封国，还没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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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是否有氏，是区别贵贱的一个标志。
这也就是说，秦人到这时候也还没有跻身于贵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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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上下)》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
作者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巨幅历史画卷，展示了嬴秦家族五百年的奋斗史和秦王国、秦帝国的兴亡
历程，并以悲悯之情怀，展示在巨大的历史波涛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所表现的欲望、激情
、壮怀、勇力等诸种真实的人性。
　　《大秦帝国(上下)》有秦人精神屡败屡战一统之功千秋传，顶峰心理积荣积毁两世而亡万代鉴。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
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
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这便是《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
　　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
乃是要我们明白的。
”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
　　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
中的人生况昧；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
　　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
　　我想我们如果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
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
为他们的知音。
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
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
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
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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