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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
而巍巍皇城，天子御座，就象征着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了能坐上、坐稳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为了它，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出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戏码！

　　在百姓眼中，皇帝高不可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个“半人半神”的皇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与之相生相伴的“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

　　在皇宫中“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的现象，那是一场没有感情可言，只论胜负成败的博弈。
权力是嗜血的，不管是敌人的血，还是亲人的血，都可以为权力补给养料。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銮殿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
场上浴血拼杀。
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

　　自古以来，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对权力的角逐就如影随形般地在历史舞台上一幕幕地上
演着。
君臣百官、嫔妃宗亲、外戚宦官，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上演无数个“悲剧”和“喜剧”：滑稽者让人
捧腹大笑，又喜又忧，丑恶者则令人既怜又恨。
有的令人肃然起敬，有的却是让人扼腕叹息。
这当中的形色人物、形色事件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皇朝之上，一把血刃已经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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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嗜血的权力场
第一章 武力窃国——夏王朝的血雨腥风
　中国皇权，莫不是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突出皇权的不可替代性和永恒
性。
夏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夏桀就认为自己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
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以手中的权力制造了亡国经典“酒池肉林”，他的暴政也为自己留下
了“桀骜不驯”的警句。
他曾说过：“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
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
然而，历经400多年的夏王朝最后还是葬送在了夏桀手里。
不错，在百姓的心里，太阳就是他们心中的一种信仰，然而，夏朝的臣民却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意思就是，你几时灭亡，我情愿与你同归于尽。
可见，信仰也不是盲目的。

　1、太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被篡权谋位而被迫流亡的君王
　2、窃国的后羿与傀儡君王仲康间的明争暗斗
　3、百年权力更迭，少康终复国都
第二章 卫国宫闱内的权力之争
　中国人讲究忠、孝、礼、仪，皇权之下，尤以“忠”字排头。
在恪守为臣之道上，石碏和石厚两父子都可谓典范，但最终石碏成了人人称颂的贤人，石厚却落得一
身骂名。
石厚和石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所侍奉的主人的口碑有所不同，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忠奸好坏不
能一言简而论之，这完全要取决于时代，取决于当时的人心所向。

　1、通向权力之路的敌人
　2、背后下手，剑刃透前心
　3、大义灭亲
第三章 失德卫宣公引发的王室悲剧
　古语有云，人善人欺天不欺。
古语又云，公道自在人心。
这两句话用在失德的卫国宫廷之内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一个国君，在做尽了失德的事情后，还指望这个国家能好好的延续下去吗？

　1、父起杀子歹心
　2、弟代兄死，兄以死报弟
　3、王权杖握四年，换来几千年骂名
第四章 一个女人让晋国乱了30年
　在任何时候，人才都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有了人才，并能胸怀伟大，能够广进言路，这才能成就为英明君王，才能使国家兴旺。

　1、英雄难过美人关
　2、不想坐以待毙的重耳和夷吾
　3、许愿的总是比还愿的多
　4、流亡公子回国成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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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祖龙一毙二世争权
　有时候，野心就是一把屠刀，而一个有野心，且是野心不断膨胀的人，是会挥着屠刀向任何一个遏
制他膨胀野心的人砍去的。
刘备曾说“惟贤惟德，方能服人。
”可是，在嗜血的权力场中，这句话却又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相比之下，韩非子的“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更加一针见血，中国的皇朝血史不止
一次证明了，才德能不能服众是未知数，可有权有势却的确能控制有才德的人。
权力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可怕。

　1、有了皇帝有了朕
　2、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3、左膀与右臂争权
　4、万世夙愿仅在二世就被终结
第六章 阴谋家王莽觊觎刘家汉室江山
　在实现代汉立新这条路上，王莽选择了水滴石穿的方略，不惜以自己的至亲骨肉为代价，苦心孤诣
，长期忍耐，最终身披黄袍，坐上了龙椅。
然而，能夺江山却不见得能守江山。
阴谋与手段能帮助王莽代汉立新，却不能帮他维护和巩固统治。
王莽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也明白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才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的关键，因此王莽实施了一
系列措施，即“王莽改制”。
但是，王莽的改革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还触怒了豪强，种种问题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
王莽的新朝也很快被颠覆在农民起义的汹涌浪潮中。

　1、经营名声的高手
　2、杀亲子以图东山再起
　3、茶毒女婿，黄袍加身
　4、新朝不过是一枕黄粱
第七章 深藏爪牙，司马懿蚕食曹家江山
　《十七史商榷》对司马懿的一生做了精妙的总结：“少壮则为魏划篡汉策，及老则又自为子孙定篡
位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
”
司马懿用了一生的时间为司马家的最终夺权称帝做铺垫，试问天下间有几个人能有这份心思，几个人
能有这种耐性？
不管是司马懿有心插柳还是为势所迫，最终司马家族还是完成了从臣子到帝皇的一个截然的身份易位
，司马懿当之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头牌政治人物。

　1、处乱不惊待刺客
　2、军事灼见令曹惊
　3、赌诸葛亮死
　4、司马家替换了曹家
第八章 西晋痴愚皇帝权力真空下的争斗
　说起“窝里斗”，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绝伦的莫过于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按出场顺序排列，依次分别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
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其中，司马亮和司马伦分别是司马懿的第四子和第九子，司马颙和司马越分别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
和司马馗的孙子，司马玮、司马乂和司马颖分别是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的第五子、第六子和第十六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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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亲疏来，这八王还真都是自家人。
综观古今，为了一个“权”字，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都不足为奇，直系亲属尚且如此，何
况亲戚呢。

　1、痴愚太子难服众口
　2、女人相争必有后患
　3、借刀杀人
　4、太子死了，皇后也得死了
　5、狗尾续貂惹祸上身
第九章 血染隋宫
　隋炀帝在位只有短短的14年，无论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上，隋炀帝得到的都是贬多于褒。
但在今天看来，隋炀帝的确创造了其他帝王都难以创造的丰功伟绩。
只可惜，这位帝王不关心民生疾苦，视百姓如牛马，如此，即便他留给后人一些所谓的帝王功绩，也
抵不过悠悠众口对他的责难。
历史又一次证明，什么宏伟建筑，什么开疆扩土，什么帝国荣耀，于当时而言，那些只是满足帝王虚
荣心的政绩工程。
一个帝王，只知道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激情梦想，罔顾民生，那人民自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没收
他手中的权力。

　1、虎父犬子
　2、连根拔起宇文皇族
　3、“真兄弟”，悲下场
　4、有着“当时罪，千秋功”的雄心帝王
　5、死于一根白练巾
第十章 兄弟相争，兵变玄武门
　每个朝代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权力的不平衡。
一个再怎样宽厚仁慈的人，一旦处身在权力角逐中的时候，就不得不为了利益而战。
作为一个君王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诬陷、策反、谋杀都成为其成事所必要
的工具，然后踏着鲜血走上权力之巅，接着用温文尔雅的姿态安抚民心，最终在国家权力高峰上大呼
仁义道德。
李渊是这样走过来的，他的儿子李世明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而后来的李唐王朝也一直在重复着这个梦
魇。

　1、王公贵胄的李家
　2、称帝，一统天下
　3、从水底浮上水面的兄弟相争
　4、玄武门杀兄逼宫
第十一章 武则天霸国改号
　在中国的帝王史中，武则天是特立独行的。
在中国的皇权史中，武则天则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是她死后，也异于其他的帝皇——立了一块“无字碑”。
一个贯以文字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女皇，死后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
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其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
是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
还是连武则天自己也无法定义自己的一生，遂将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评论？
拥有权力到此地步，恐怕是武则天自己也没有料想到。
而权力能衍生、延伸至怎样，又有多少人能控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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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皇后引狼入室
　2、武皇后狠驭朝柄
　3、日月当空照的“圣神皇帝”
　4、皇权之下暗潮汹涌
　5、李显的暴力除瘤
第十二章 两登皇位，三让天下
　“太极”，是唐睿宗第二次在位期间的年号。
而综观睿宗的一生，其耍太极的功夫可谓是一流。
尽管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睿宗的平衡法则最终也是化为泡影。
可身处于那个与宗室沾点边就可能遭遇杀身之祸的大唐，睿宗竟得以善终，这已经说明睿宗确有过人
之处。
引用《旧唐书?睿宗纪》的话：“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
竟免于祸。
”睿宗的“睿”，那可真是名副其实。

　1、梅开二度的皇帝
　2、李隆基禁苑兵变拥皇父
　3、挟父制姑登位
　4、夺了天下，自己的天下就被人惦记
　5、一个老太子成为皇帝的雄心壮志
第十三章 变色龙朱温的蓄谋
　乱世之中不乏英雄的身影，然而，唐末至五代时期，则是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有的只是一群乱臣贼
子在一场场表演着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戏码。
乱世之中，为了地盘、为了权力，什么正义和良心都可以被抛之脑后，兄弟相杀，朋友反目，成了那
个时期最黑暗的一面。

　1、在黄巢起义中起家
　2、反叛之后的霸业
　3、杀，只是为了权力
第十四章 从黄袍加身到斧声烛影
　宋太祖在位期间，赵匡义就已经深居要职，掌握实权，其所形成的政治势力也是根深蒂固。
即位后的赵匡义，马上开始安插自己的亲信在朝中掌握重要的官职，从而更加全面掌控朝政。
为了安抚人心，打消别人对他篡位的猜疑，宋太宗将宋太祖时的一些旧臣子都加官晋爵，那些宋太祖
在位时要处罚的人，他也将他们赦免了。
除此之外，宋太宗还广纳贤才，广招幕僚。
到了最后，朝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宋太宗只是存着感激之情，至于宋太宗是如何得到皇位的已经变得不
那么重要了。
由此，宋太宗的皇位也得到了巩固。

　1、黄袍加身，兵变陈桥驿
　2、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3、斧声烛影，太祖殒命
　4、作茧自缚，解铃还须系铃人
第十五章 契丹建辽，后宫阴谋不断
　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长不立贤，这不可避免的和契丹的传统发生冲突，确立嫡长子
继承制是基于对国家社稷稳定的考虑，而10世纪中叶的契丹人刚刚结束部落联合制的生活方式，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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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还没有太过深入的认识。
契丹人信奉强者，认为追随强者，立最强者为领袖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在辽国权力争夺的战争中，强者总是最让统治者防备的。
可往往，总是防不胜防。
除非，统治者更加强大。

　1、阿保机起而争权
　2、辽太祖的半壁江山
　3、辽皇帝的继承危机
　4、政变阴谋接连不断
第十六章 蒙古元朝兄弟操戈
　自蒙古汗国时期起至元朝建立，最高权力的传承几乎就是毫无章法可言，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伴随
着激烈的纷争，甚至是内战。
除了政权更迭杂乱无章、内斗频繁外，元朝的统治者都只晓得马上得天下——所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
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却不知下马治天下——单单是一个等级制度，就让民族矛盾难以调和。
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

　1、谁来执掌“黄金家族”
　2、乃马真氏称制摄国
　3、夺汗位互相残杀
　4、元宪宗殒命钓鱼城
　5、忽必烈同室操戈夺汗位
　6、毫无章法可言的帝位传承
第十七章 朱棣“靖难”夺皇权
　一边是书呆子皇帝，加上一群不通世故且迂腐不知变通，又自命抱负不凡的文人臣子，他们致力于
建立一个“仁慈”的文治国家。
一边是崇尚武力的藩王，依靠着军官们的支持，经营着拥有极大权势的、半自治的国中国。
双方的对峙的结果，显然不仅仅是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
这是儒家精英阶层与军人的权力之争。
另外，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明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当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军事势力压
过了文官制度，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其结果都是藩王挖了皇帝权力的墙脚。
所以，双方的权力之争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一提的是，燕王朱棣篡位成功，这个崇武的帝王却没有了原来“国中国”的威胁，此时的他是尚
武也好，文治也罢，他都已经是手握两者之权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1、本是同宗，相煎太急
　2、装疯扮傻，露馅起兵
　3、为江山，叔侄逐鹿于中原
　4、直趋长江，侄难挡
　5、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拒绝讲和
　6、血溅明宫
第十八章 朱祁镇的复辟
　明代的皇位之争，最无意义的非“南宫复辟”莫属了——明英宗是复了位，可恰逢其时，明代宗也
暴薨。
本来，当初明代宗取明英宗而代之，就是权宜之计。
如此这般也就罢了，可明代宗眷恋权位，唯恐明英宗再夺回其位。
说到册立自己的血脉，传承正统，这也无可厚非，可自己的儿子命薄，无缘帝位，加之自己已无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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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皇位归还明英宗一脉也是理所应当。
兄弟失和，本有极好的机会修复关系，可偏偏明代宗不明其理。
也正是如此，野心分子有了作乱的机会，小人有了滋生事端的空间。

　
　1、明英宗御驾亲征，狼狈被俘
　2、挟持太上皇，毫无用处
　3、太子风波
　4、太上皇重登盘龙御座
第十九章 一个传奇女人的权祸人生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清末新政”并没有引起戊戌变法那样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清末新政”是在《辛丑条约》签订的
巨大屈辱下开始实施的，且实施中需要的巨额款项又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再说，那些和戊戌变法类似的改革方案已经不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荡。
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清末新政”中，慈禧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她在实施新政上所展现出来的眼光
和魄力，而是她在帝国主义列强下的屈服姿态。
毕竟，慈禧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依靠外国人来维护自己的皇权。
所以，光绪因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了为人惋惜同情的悲剧人物，而同样实行新政的慈禧则成了腐朽、顽
固的代名词。

　1、正统皇权与实权派间的较量
　2、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败
　3、悲剧之后的悲剧
　4、光绪对慈禧的最大一次反叛
　5、皇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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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王莽的夺权之路，坦白说，还真是够难为他的，装了这么久，装得这么辛苦。
对王莽来说，江山来之不易，可守江山又何尝容易？
况且，做真皇帝，坐稳自己的江山，绝不是耍阴谋、玩手段那么简单。
　　王莽做了皇帝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ldquo;王莽改制&rdquo;。
但是，改制并没有为他维护和巩固统治起到作用，十五年后，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
他对新朝的种种幻想，也彻底化为了泡影。
　　在王莽的改革中，他首先改革了官制，即在中央设置了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
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
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则设县宰。
如此一来，便将上古官制和汉朝官制结合起来，削弱了刘氏家族的权力。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颁布&ldquo;王田令&rdquo;，将全国土地称为王田，禁止土地买卖。
此外，王莽还下令禁止买卖奴隶，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频繁的货币改革等。
　　但是，王莽的改革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福音，也没有巩固他的统治。
改革以削弱刘氏家族利益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触怒了部分官员和一些豪强的利益，他们也纷纷对
王莽表示不满。
王莽和大臣、贵族们的矛盾不断激化。
　　这段时期内，边陲战火四起，内部斗争激烈，善于篡权的王莽在守权上却无大的建树，反而日渐
力不从心。
　　王莽称帝后，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引起了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大为愤怒，他们甚至也自己称王，匈奴一部更是挥兵南下，战争不断。
王莽慌忙之余，四处征兵应敌，不料由于长期的政治腐败，军队早已丧失了战斗力。
一时间，北方局势极为动荡。
　　随着边陲局势的紧张，新朝内部的局势也动荡起来。
　　当初，王莽的篡权并没有得到所有官员的支持，以致到了新朝，一些官员还对王莽篡权一事耿耿
于怀，他们始终觉得篡权是大逆不道之事。
这些官员的想法自然瞒不过王莽，他不惜对自己的重臣下毒手，试图杀一儆百。
事情演变到后来，王莽几乎对谁都不敢再相信，就连其很多亲信也死在他的手下。
　　与此同时，王莽的家人也先后离他而去。
王莽的女儿，即汉平帝的皇后，以及他的夫人都先后去世。
而在王莽当上皇帝后，为了自己的声望，他又将影响自己名誉的孙子、儿子王临逼死。
　　百姓更是对王莽深恶痛绝。
赋役繁重，行政苛暴，使得民间怨声载道。
尤其是黄河改道引发灾难，致使大量百姓无家可归。
　　王莽已是众叛亲离，高处不胜寒，王莽的新朝摇摇欲坠。
　　王莽天凤元年（14年），王匡、王凤两人领导了绿林起义。
　　地皇三年（22年），平林人陈牧为响应绿林军率领1000多人起义，号称平林兵。
　　刘氏皇室成员刘玄也在此时投身到反新复汉的斗争中。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平林起义军拥立刘玄为&ldquo;更始将军&rdquo;，随即，平林军与绿林军合
并。
二月，刘玄被起义军拥立为皇帝，即更始皇帝。
　　刘玄的出现对王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王莽开始对起义军胆怯起来。
实际上，刘玄并不具备帝王的资质，也不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之所以得到拥护，完全在于他是
刘氏皇室的成员。
然而，在这样一个没有雄才伟略的人物面前，大阴谋家王莽也开始自乱阵脚。
　　就在刘玄被拥立为帝后不久，他就派起义军对南阳和昆阳发动了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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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阳一战，王莽几乎全军覆没。
随后，起义军势如破竹，直逼长安。
　　10月，起义军攻克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死。
随即，刘玄定都洛阳，到刘玄更始二年（24年）完全恢复了汉家天下。
至此，王莽建立的新朝，最终也只成了黄粱一梦。
　　回放王莽的代汉立新，表面看来确是王莽步步为营，苦心经营阴谋，将权术玩弄得淋漓尽致的结
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以及刘氏皇室的昏庸，注定了刘室皇朝难逃皇权被夺的劫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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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术无黑白，高低即黑白；政治无是非，利害即是非。
　　不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人都是权谋高手。
　　铁血和权谋，铸就五千年权力巅峰的非常之路。
　　智慧与胆识，书写一部癫狂之战的血腥政变史。
　　层层解剖中国权力争斗中的生死局，细细品味权力争夺过程中的一言一行，领略掌握非常权力的
非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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