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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序陈炎辛亥百年初冬，小病刚愈之际，忽从电话中获得一条喜讯：老友史式教授的新著《皇权祸国
——皇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已经完稿，不久即将出版，闻之十分高兴，很想说几句话，以供读者
参考。
因为我对其人、其书，都很熟悉。
先谈其人。
我称他为老友，一因年龄之大与其交往之久。
我今年已经九十有六，他也年届九秩，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经过数十寒暑，仍然常有春树暮云之思
，岂可不谓之老友！
二是相交程度之深。
前几年，当我出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之时，是他第一个寄文章来，文末还附有小诗一首，诗曰：人生
相知贵知心，文章知己永相亲。
莫恨人间无兄弟，与君长保手足情！
这首小诗，说出了我们的“三同”之谊：我们同是孤儿，自然都无兄弟姊妹；我们都是终身自学，经
过艰苦自修，成为教授、专家，我们又都是历史学者，终身同行，经常交流，友谊越老越巩固。
要做学问的人，必须坐得住冷板凳。
史式教授的坐功确实是练出来了的。
他可以从早上六时坐到深夜十二时，腰不酸，背不痛，颈椎不出毛病，也没有任何老年病。
中年以后，他为了抢回过去浪费了的时间，在出成果方面特别努力，出版了不少著作，最近三年，光
是在台湾他就出了三本书：《我是宋朝人》、《中国不可无岳飞》、《皇权祸国》。
到了八九十岁，工作效率不减，确实令人吃惊。
一般人到了老年，难免丢三落四，他的记忆力是虽老不衰。
外出未带电话簿，照样打电话，常被朋友们戏称为“电脑”。
也许学者因为长期用脑之故比较长寿。
但是到了八九十岁也就搁笔了，史式教授至今还敢订出多年工作计划，我们希望他能够坚持到百岁。
再谈其书。
史式教授的著作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可庄可谐。
我们多数人只能写刻板文章，就是诙谐不起来。
他既能写义正词严的文章，也能随时风格一变，立刻诙谐起来，妙趣横生，因此常常受到青年读者的
欢迎。
他是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私淑弟子，从罗老那里学到了一套扎扎实实的考证工夫。
对历史上的一些难题，他十分大胆，敢于提出新见解来，然后认真考实定案，绝不采用模棱两可、似
是而非的说法，看他的考证文章，有时如读推理小说，令人兴趣盎然。
对于这部《皇权祸国》，我在多年之前就听他谈过，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有些论点是经过千锤百
炼才敲定的。
有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扶不起的是刘皇叔而不是刘阿斗”，看似诙谐文章，其实确有道理。
台湾的《历史月刊》就曾经把此文作为重点文章刊出。
在此书中，我惊见作者在千年之后能够重新揭破赵匡胤被谋杀的惊天大案；又能在岳飞殉国的八百多
年之后把谋杀民族英雄的主犯赵构的卖国罪证从档案中提取出来，使之大白于天下，铁案如山，永远
翻不了案。
读了此书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之中，汉、唐两代的功业并非那么轰轰烈烈，确实
像民间批评的那样，叫做“脏唐臭汉”。
刘邦一死，吕后立即夺权，如非汉初几个老臣——陈平、周勃“军皆左袒”，制止一场政变侥幸成功
，则天下又复大乱，汉室立即垮台。
李世民以一个胡人政权入主中原，从隋王朝手中轻易地接受了鲜卑人打下的基业，虽然表面上推崇中
华文化，打的是汉人王朝的招牌，但是胡人习气不改，在他本人健在的时候，就埋下了大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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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死，武则天就一步步从嫔妃爬上皇帝宝座（只有胡人王朝才有这种可能）。
在他儿子李治手中，唐王朝就改了国号。
李隆基依靠政变成功巧取帝位，争取了“开元之治”短短二十年的安定，却一手一脚造成了“安史之
乱”，从此大乱一百多年。
李唐王朝功少罪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说不尽的灾难。
本来，“正史”都是由御用文人写定的，他们所认定的功罪是非，从人民的角度来说，本不应该承认
，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就应该重写。
辛亥革命又已到了百年，难道这一套史书，我们还能将将就就用下去吗？
史式教授把皇帝系统称为“盗统”，令人绝倒，我举双手赞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为情同手足的老友，我衷心祝愿他能再上层楼，不断拿出他的暮年精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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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皇帝都乐于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间的怪物，神圣无比，权力无边。
你说他是人吧，他又扬言受命于天，自称天子，好像是从天上派下来的；你说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
父母所生，饮食男女，皆同常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么法力。
看来，皇帝之所以异于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无限的皇权，如此而已。

尽管皇帝制度十分荒唐，十分无理，但它在中华大地上盘踞日久，已经成为大家头脑中难于清除的千
年病毒。
天下一乱，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做起“皇帝梦”来。
有识之士做“皇帝梦”，是希望夺得大权施展抱负，救国救民；亡命之徒做“皇帝梦”，是希望获取
私利、子女玉帛，荣华富贵。
因此这个“皇帝梦”就为雅俗所共赏。
更有些伪君子，野心家，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嘴里说的是功名事业，心里想的是子女玉帛，流风所
及，做“皇帝梦”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皇帝之名是没有了，但是皇帝之实──皇帝思想、皇帝作风──却长期徘徊在
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威胁着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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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式，字执中，1922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著名史学家、民主党派中的民革党员、重庆师范
大学教授、南昌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抗日战争爆发，史式弃学参加抗战工作，从此失学，以后全靠长期自学，成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历史
学家，以倡议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合作重写中华古史而闻名。
他的文章是一种“三合一”的独特文体：一曰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绝不“戏说”
或“漫谈”；二曰历史散文的形式，为便于表达内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三曰历
史杂文的语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尖锐泼辣与妙趣横生兼而有之。
七十年来，他已问世的有关史学与语言学的著作已近百种，各类史学文章数百篇，总数估计不下两千
万言。

《皇权祸国》一书出版于2012年2月，首先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再由作者直接授权本社
在大陆出版。
从2009年6月至今，在2年多的时间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了他的三本历史著作：《我是宋朝
人》、《中国不可无岳飞》与《皇权祸国》，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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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陈 序 _
前 言 皇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_
第一章?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_
一个大投机商的投机产品
亲政前生活在吕不韦的控制之下
亲政后又走进了李斯的阴影之中
韩非无辜被害说明什么问题
秦始皇为何如此优柔寡断
既有金汤之固又有累卵之危
秦始皇的结局给后人的教训
第二章?牛皮吹上了天的超级小人李斯?_
为什么说李斯是敢吹敢拍的超级小人
没有李斯就没有“无限皇权”的秦帝国
苏东坡和姚鼐争评李斯的罪恶
商鞅变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斯是个牛皮吹上了天的大骗子
揭穿“书同文”的真相
第三章?楚王朝的联邦盟主项羽?_
楚人是抗秦的主力军
项羽一举击溃秦军的主力
开头打得明明白白后来打得糊里糊涂
历代志士仁人多为项羽的自刎而惋惜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
第四章?汉帝国开国之君就是流氓无赖?_
刘老三不务正业招摇撞骗
刘邦这个皇帝就是招摇撞骗得来的
楚汉相争究竟谁是谁非
刘邦能当皇帝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
刘邦究竟是会用人还是会利用人？

秦帝制损害有限，汉帝制贻害无穷
第五章?真诚悔过的汉武帝?_
都是迷信惹出来的祸
闹出一场惨烈的父子大战
为太子平反筑一座思子宫
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真相
汉武帝最后的悔过是真诚的
第六章?曹操是旷代英雄还是千古罪人?_
曹操是在什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曹操迅速组成一个靠阴谋起家的军阀集团
曹操怎样祸延子孙
他又是怎样祸延天下后世
成为后世黑帮黑社会的老祖宗
第七章?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两上出师表?_
刘备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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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这个天下奇才是如何产生的
“三顾茅庐”的说法从何而来？

另一美谈是怎么来的？

《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惹出了麻烦
自己在研究中走过一段弯路
第八章?真正扶不起的是刘皇叔而不是刘阿斗?_
真正扶不起的是刘皇叔
刘阿斗是扶得起的
阿斗颇有自知之明
阿斗是有道之君
谁说阿斗没有政绩
对于“乐不思蜀”的再思考
第九章?魔后贾南风和她挑起的八王之乱?_
西晋是司马家族几个阴谋家依靠阴谋得国
司马炎就是靠阴谋得国的庸才
魔后贾南风挑起八王之乱
贾南风的淫乱已无人理
为什么西晋帝后多无耻
第十章?朔风劲吹，胡人皇帝奔腾来?_
匈奴改姓刘，赢得对手放下武器
跟样学样，胡人皇帝奔腾来
匈奴（屠各部）为何很快走向覆亡
靳准大杀匈奴刘氏的原因不明
羯族建立的后赵亡国灭种
对残杀子孙视为特权
第十一章?痴迷于做皇帝的王始?_
王始是个皇帝迷
为少数人争帝位牺牲了多少军民？

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
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
第十二章?不要江山要宝座的半截英雄刘裕?_
五胡乱华乱出了一个什么结果
夷狄之相攻，或为中国之利
东晋谢安在唱空城计
好机会都落在刘裕的头上
刘裕是个不要江山要宝座的半截英雄
刘裕何以断子绝孙
第十三章?力促中华一统的文明冯太后?_
汉武帝的暴政在胡人国家成了定制
冯太后本来是汉人
后人对冯太后的评价
冯太后做了哪些改革工作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制工作
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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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到人间潇洒走一回的杨广?_
写了一句好诗就丢了性命
杨坚轻轻松松得了天下
伪君子杨广一共伪装了十四年
杨广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远征高丽如同演习又如儿戏
他有一整套拒谏的理论
第十五章?一生不忘沽名钓誉的李世民?_
李世民肯纳谏的原因何在
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是在唱双簧
一出“纵囚”的滑稽剧
用诈取的手段夺得《兰亭序》
玄武门之变所造成的后遗症
第十六章?最会用小人的武则天?_
小人误国自古皆然
鼓励告密与罗织罪名
“请君入瓮”是小人整小人的办法
武则天驾驭小人的本领非比一般
第十七章?一治一乱的两截人物李隆基?_
开元之治时的有道明君
李三郎原是个纨袴子弟
李隆基一手造成了安史之乱
《长恨歌》是白乐天的败笔
“养在深闺人未识”吗？

“三千宠爱在一身”吗？

“君王掩面救不得”吗？

第十八章?当了两年皇帝再当流寇的黄巢?_
黄巢出身于私盐贩子世家
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黄巢凭什么本领横行天下？

黄巢做了皇帝之后再当流寇
黄巢起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秦妇吟》这首长诗也是多灾多难
第十九章?一生行径不如禽兽的朱温?_
中华大地上的一场大兵灾
脸上刺字与军人连坐都是朱温的发明
朱温哪些行为不如禽兽
第二十章?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_
可怜薄命做君王
为什么当了亡国之君
李后主的诗词成为神品
第二十一章?冯道的角色是精神病医生与驯兽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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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清官被骂为无耻之徒
说他是无耻之徒有何理由？

冯道曾经是一位贤相
冯道保土保民有功于国
冯道并非阿谀逢迎之徒
对于冯道应该有个公平的评价
第二十二章?善于化解矛盾的赵匡胤?_
侥幸得了天下，努力化解矛盾
应该正确地评价“杯酒释兵权”
聪明人用和平谈判化解矛盾
宋王朝为文臣治国创造条件
第二十三章?弑兄夺位的犯罪嫌疑人赵光义?_
请看史书上是如何记载的
“金匮之盟”是怎么一回事
侦破古今刑事案件目的有何不同
第二十四章?赵构是谋杀民族英雄岳飞的元凶?_
揭开历史面纱——一窥庐山真面
应该把幕后的赵构拉出来亮相
赵构和岳飞之间长期磕磕碰碰
是赵构自己断送了抗金大业
谋杀民族英雄岳飞的元凶就是赵构
第二十五章?一生都是杀人魔王的朱元璋?_
此人不打敌人，专打友军
是平民皇帝还是流氓皇帝
一生都是杀人魔王
老百姓对朱元璋的看法
第二十六章?明初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_
太监王振当权酿成大祸
御驾亲征有如儿戏
于谦临危受命保卫北京
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被俘的皇帝无条件送回来
招摇撞骗的“夺门之变”
和岳飞之死同样的大冤案
祸国的小人迅速地自取灭亡
第二十七章?一身系天下安危的袁崇焕?_
三百年前的后金没有争夺天下的条件
努尔哈赤并没有灭明的妄想
袁崇焕一直有志恢复辽东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守辽之事，非袁蛮子不可！
”
袁崇焕牺牲之后的思考
第二十八章?对文字狱花样翻新的雍正?_
文字狱是一种低级的暴政
雍正其人城府深沉阴险毒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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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前的一场大批判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歪歪道理
从《大义觉迷录》说到康乾盛世
第二十九章?长期培养大贪官的乾隆?_
乾隆培养了大贪官和珅?
和珅遇上了最好贪污的时候
乾隆所作所为很像隋炀帝
乾隆的反贪污是看人说话
和珅的家是皇帝的小金库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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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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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上的怪胎——皇帝——虽然在一百年前就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
亥革命赶下了历史舞台，但它至今阴魂不散，时时要想借尸还魂。
长期以来，皇帝戏充斥荧屏，吹捧皇帝的歪书充斥图书市场，令人难以容忍。
难道两千年来我们所受的皇帝制度之害还不够深，还不足以令人痛心疾首！
因此，时值辛亥百年，自己有些书稿可以缓写，有一本书却非写不可，那就是《皇权祸国——皇帝是
个什么玩意儿》。
    今年既是辛亥革命百年，又是我的虚岁九十。
由于我的同龄友人大都已归道山，所以我在今年三月访台之时，已被一些友好称为“高龄”。
既是高龄，想必离开这个世界之期已经不远。
他生未卜此生休！
既然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了一遭，总希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
过去七十年来，厚厚薄薄也出版过几十本书，但是自己都不满意，认为难以传世。
只有这一本书，我希望得以流传下去，给读者们作个纪念，所以决心在这辛亥百年完稿，并且对本书
的成书经过作个自我介绍。
    因为我长期研究历史，有人就以为我的名字是笔名。
其实我从来不用笔名，姓史而又治史，巧合而已。
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中出过不少史官，因无确据，不敢轻信。
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官僚大家庭，家里的书箱摆满几大问屋子，即使算不上是“书香之家”
，至少也可以说是“书箱之家”。
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管我，从小生活在书城之中，得以任意浏览，也算人生
快事。
按过去的治学道路，一般是先读“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为参考。
我则由于家中书多，可以自由选读，小时候啃不动“正史”，就先读小说、野史、诸家笔记。
先了解“正史”中的许多内幕，长大了再读“正史”，自然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
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野史)，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
书。
我从小先看野史、杂书，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
特殊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
    二十年前，我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的时候，就提出过“正史不正，实录不实”
的说法。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
因为所有的“正史”，都出于历代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谱，又是断烂朝报(官方公报)，御
用史官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
不仅对老百姓不公正，就连对他们自己人(帝王将相)也不公正。
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长了，必然会出一些圣明天子，因为其史书是本朝人写的，只能歌功颂德；凡是
短命王朝的统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为其史书是下一个朝代人写的，不妨大骂一通。
我总觉得今人还把历代官方史书称为“正史”，实在有些滑稽。
因为其中论事既不公正，记事又不正确，有何“正”之可言！
我说“正史不正”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正如“不正之风”就是“歪风”一样，不正之史也就是“歪
史”，它歪向帝王将相一边，歪向统治阶层一边，歪向既得利益者一边。
辛亥革命以后，按“正史”体例修撰的《清史稿》中，还把清廷奉为“正统”，斥辛亥革命为“倡乱
”，请问如此“史书”，有何价值？
    “实录”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档案，照理说就该如实记录，好像医院的病历一样，不能随便改动。
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明代的《太祖实录》，建文朝修一次，朱棣夺位后的永乐朝又修一次，主编出了问题再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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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再改，面目全非。
其内容忌讳之处甚多，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讳来讳去，还有什么“实录”之可言
！
明代学者张履祥愤『既地说：“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
”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有“千秋无信史”的浩叹，我说“实录不实”应该不算是过激之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够鉴古知今，鉴往知来。
如果历史是假的，那就是一面哈哈镜，把人照得奇形怪状，岂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历代官方史书，正是这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哈哈镜，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辨伪、求真。
目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对历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时期。
一方面，帝王与变相帝王的阴影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陈旧的观念也在逐渐更新，对于确有真凭实据的
新论点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工作
成绩斐然。
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许多千秋疑案，此
时无声胜有声，铁证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14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类
之间的血缘关系，都为研究历史去伪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径。
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构建起来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许多历史之谜已被破解，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还打不破传统的历史框架，
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本来，探讨历史真相的文章，应该是被群众所欢迎的。
始创于唐代，大兴于宋代的说书，共分“烟粉”、“灵陉”、“公案”、“佛书”、“讲史”等几大
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讲史”类，历史故事，谁不欢迎。
几百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在讲史；从儿童到老叟，人人都爱听书。
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为之一变，人们对学历史的兴趣淡薄了，这与史学书籍、史学文章的文风大有
关系。
由于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都被写成千巴巴的教条的注释，使
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学生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索然无味。
考古工作虽然不断有新发现，历史研究虽然不断有新成果，但是一切史学书籍、史学文章始终只放在
学者案头，而不为广大群众所知，起不到借鉴作用与教育作用。
    我在幼年虽然读了不少史书，但是到了少年时代，抗日战争开始，家乡沦陷，从此失学，到处流浪
参加抗战工作，独立谋生。
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历史学教授，我走过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在别的学者就读高中、大学、研究生的黄金时代，我却天南海北，到处漂}白，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
，就是安定不下来。
要说治学，我是读万卷书不足，行万里路有余。
后来朋友们戏称我为“三自学者”，“三自”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也。
我这一生，到处奔走求知，已成习惯，既不安心当一个书斋学者，又不甘心接受自己认为还有疑问的
结论，对历代史书，都持批评态度。
总不愿意接受一个现成的课题安心去做学问，而是不断地异想天开去探讨许多历史疑案，在《石达开
新论》一书中，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提供今人
与后人借鉴，这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    我从小就对皇帝制度有反感。
以后自学历史，对于中国这座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的历史大舞台，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前台观众，
而是长期到后台去窥视的顽皮观众，当然就会不断地发现“千秋疑案”、“百代沉冤”，永远也探讨
不完。
这就决定了我这一生一定要写一本竭力反对皇帝制度的书，而且一定要推到一生的最后阶段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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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也到了九十高龄，而且又遇到了一位十分内行的学历史的同行——远流的主编游
奇惠女士，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这才决定我一定要在今年之内完成此书，而不想再拖延。
    要写此书的想法是从什么开始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至少在二十年以上。
因为二十年来，我已经公开了这个计划，而且得到不少师友的帮助。
缺少了他们的帮助，此书也就无法完成。
为了留个纪念，我按“序齿”的次序把他们的情况介绍在下面：    罗尔纲先生(1901—1997)，一位世纪
老人，我是他的私淑弟子，我对历史的考证工夫，基本上是从他那里学来。
他对我的评价“学博工深，贯通文史”一语，鼓励我永远奋勇前进。
    贾亦斌先生(1912—2012)，今年4月份才去世的“百岁”将军，他对我研究岳飞给予最大的支持，他
认为民族英雄岳飞绝对是皇帝制度的牺牲品。
    陈炎先生(1916—)，他和我同是孤儿，同是自学成才，因此情同手足。
在研究百越史方面，他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李新先生(1918—2000)，他的一封来信中的几句话，永远记下了他几年中对我的全力支持：“年初两
信一稿均已拜读，纵观宏论，深佩吾兄不独史才过人，且极有史识，更重史德。
对兄所倡导之重写中华古史一事，我举双手赞成，愿与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岂止从旁襄助而已。
”    黄大受先生(1920—2002)，是与我共同开创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活动的合作者，前后奋
斗十年，合写了《台湾先住民史》，共同编纂了《中华民族史研究》多辑。
    冯克熙先生(1922—2003)，是我的同龄人，一位学者型的重庆市前副市长，此书中的许多人物我都和
他探讨过，听取过他的意见。
他曾经沉痛地说过：“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文历史，几千年却大多沉浸在‘圣君’、‘明主’、专制的
长河中，许多现象反复循环，换了一个叉一个朝代，却换其名而仍其实。
”    王奇先生(1924—2011)，团结报社老社长，我们曾经多次共同商定一个题材，他因血压太高而写不
了，就由我动笔，但是后来又不愿共同署名。
他在为我写序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终身难忘：“1989年初，我初读他的长文《太平天国不太平》，
不禁拍案叫绝，因为此文的题目，正好是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数十年所作的言简意赅的结论。
近年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所作的批评，据我看来，实与这篇《太平天国不太平》不谋而合，而且愈来
愈被更多的有识者所认同。
”    梁白泉先生(1927—)，南京博物院老院长，他跑遍了世界上备大古文明遗址，最后仍然赞同我们
的中华万年史之说，因此，他是我们坚定的合作者。
    在这里提到的唯一的年青人叫李富根，他是中国网的副总裁。
1999年夏天，我因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电视片，暂住在北京友人家中。
《今日中国》中文版年轻的李富根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开辟一个“史式谈史”的专栏。
他盛赞我的一些内容认真、体裁自由的谈史短文，主张我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
出来，从专家学者的案头推展到广大群众中间去。
这是年轻人极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欣然接受。
后来我的改变文风，写书形式极为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就是接受了他的意见。
    最后还要提到吾妻赵培玉女士，她陪伴我走过了三四十个寒夜春宵，从年青人到中年人，又从中年
人进入了老年，一直默默无声地充当我的第—个读者和第一个审稿人。
    我赞成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说法，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万年的文明起步。
而皇帝制度在中国出现，只不过是两千多年的事。
远在皇帝制度尚未出现的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崇高的政治理想
，有了讲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家学说，有了讲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儒家学说。
有了维护人间礼仪遵守伦理道德爱好世界和平的中华文明。
而皇帝制度则主张“天下为私”、“皇帝一家子子孙孙世袭”，两千多年来一治一乱，纷争不已，永
远建立不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为人所诟病。
我们不仅不能出力维护世界和平，连国内的长治久安也难以办到。
皇帝制度在本质上是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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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再为这个可耻的皇帝制度护短了。
    在历代王朝中，既有江山一统的大皇帝，也有偏安一隅的小皇帝；既有老老少少的男皇帝，也有千
秋唯一的女皇帝；既有风度翩翩文采风流的皇帝，也有鼠窃狗偷禽兽不如的皇帝；既有酷毒万状令人
发指的皇帝，也有终日醉酒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
既有开国之君、亡国之君，也有继位之君、篡位之君。
荒唐的皇帝制度虽然两千多年始终如一，但是作为血肉之躯的皇帝个人，则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
有。
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所得到的教训也就备不相同。
作者回首撰写此书的心路历程，不禁感慨万端，现以小诗一首，大胆表露自己的心声。
诗日：    幼读诗书已疏狂，    不依“正史”自主张，    正义在胸笔在手，    敢斥千秋古帝王！
    辛亥百年11月28日作者完稿于云南省曲靖市    2012年8月26日修改于狂风暴雨中的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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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编辑推荐：当今中国，皇帝制度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然而，皇
帝思想、皇帝作风依旧盛行不衰，人们依然痴迷于重权高位，陶醉于特权享受⋯⋯千年帝制的流毒已
经深深地浸入了太多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读《皇权祸国》，是要看清皇帝的本质，更要在无限皇权的遗祸之中，深刻警醒。
权力本身没有对错，追求权力亦无可厚非，但不能忘记——绝对的集权专制——皇帝曾用它给中国百
姓带来了多少灾难？
《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史实为据，不断拷问：皇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史式教授在90高龄之际，集其一生史学研究成果，揭开皇权公与私的神秘面纱，深度解析皇帝在中国
历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展现了在巨大权力诱惑之下人的贪婪和无耻，揭露了在毫无监督与制衡体系
之下的无限皇权，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的束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无尽灾难。
无限皇权的专制，让“人制”彻底取代了“法制”，于是，腐败滋生，民主沦丧。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哪朝哪代，只有让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实现真正的法制，权力才不致被滥
用，国家才不致走上日渐腐败衰微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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