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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4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中华大地。
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中，第一个国家“夏”诞生了。
500多年后，商取代了夏。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又以武力征服了天下。
由于王位只能传给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们就只能得到封地。
这样一代代分封下去，周天子脚下就出现了几十个国中之国。
东周之后，这些属国之间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战争。
 直到公元前230年，一支来自西北方的军队开始横扫天下。
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吞并了所有的国家，征服了所有的部落。
就是这支军队，最终结束了500多年的战乱，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
 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它战无不胜的根源在哪里？
是什么使它所向披靡，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
 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冬天，秦始皇在第四次东巡的路上，告别了他耗尽毕生心血所创建的帝国，带着
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
令他至死都耿耿于怀的是东郡石头上的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的确，一语成谶，在秦始皇逝世三年后，公元前207年，雄霸四海的秦帝国轰然坍塌。
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
它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谜。
 闻名世界的秦兵马俑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蕴藏着许多未解之谜。
 兵马俑与秦始皇有无直接联系呢？
 秦始皇的地宫是否真的存于封土之下，两千年来众说纷纭。
历史上不可胜数的记载和传说让秦陵地宫成为千古之谜。
有人推测封土之下并非真正的地宫所在，更有人臆断秦始皇的墓室在南部的骊山里，还有人猜测始皇
帝葬于河北。
始皇陵封土高度究竟是多少？
秦始皇陵的封土之下有什么？
在38年的时间中有多少人参与建造了这座巨大的陵墓呢？
司马迁《史记》里的阿房宫到底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秦宫中的众多谜案，谁人能解？
 所有这些困扰人们的未解之谜，本书将一一带读者探寻，希望本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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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始皇的地宫是否真的存于封土之下，两千年来众说纷纭。
历史上不可胜数的记载和传说让秦陵地宫成为千古之谜。
有人推测封土之下并非真正的地宫所在，更有人臆断秦始皇的墓室在南部的骊山里，还有人猜测始皇
帝葬于河北。
始皇陵封土高度究竟是多少？
秦始皇陵的封土之下有什么？
在38年的时间中有多少人参与建造了这座巨大的陵墓呢？
司马迁《史记》里的阿房宫到底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秦宫中的众多谜案，谁人能解？

所有这些困扰人们的未解之谜，马兆锋编著的《复活的帝国》将一一带读者探寻，希望《复活的帝国
》能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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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苏醒的军团 第一节 虎狼之师 4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中国大地。
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中，第一个国家——夏诞生了。
500多年后，商取代了夏。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又以武力征服了天下。
由于王位只能传给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们就只能得到封地。
这样一代代分封下去，周天子脚下就出现了几十个国中之国。
东周之后，这些属国之间就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战争。
 直到公元前230年，一支来自西北方的军队开始横扫天下。
在 10年的时间里，他们吞并了所有的国家，征服了所有的部落，并最终结束了500多年的战乱，在中
国第一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
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对这支创造了历史的军队了解并不多，它真实的形象一直模糊不清。
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
它靠什么建立了空前的丰功伟业？
 回望秦军统一中国的步伐，那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3000多年前，周王朝在镐京统治着中国。
在王国的西北边陲，生活着一个专门为国君养马的部落，他们就是最早的秦人。
这是一个传奇般的部落，它最早的居住地在哪儿，什么时候迁移到了西北高原，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公元前771年，来自于西方的游牧部落攻陷了都城镐京，周王朝被迫迁都，秦人出兵护送。
为了感激秦人的忠诚，周天子封秦人的首领为诸侯。
秦人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刚刚立国的秦人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西北高原是游牧部落的天下，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极其
凶悍，他们经常对秦人进行攻击和屠杀。
史书记载，秦人几代先王都战死在疆场。
然而，这支顽强的军队开始在逆境中成长。
经过 200多年的浴血奋战，秦军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
 秦人在西部站稳了脚跟之后，把眼光转向了东方。
此时，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
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弱小的国家都消失了，出现在秦人眼前的是六个
强大的对手。
秦人发现，对手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向东扩张的梦想一时很难实现。
 然而，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56年，一个叫商鞅的人开始在秦国推行改革。
“商鞅变法 ”成功之后，秦军开始迅猛地向东推进。
 魏国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史书记载：魏国军队身穿重装铠甲，以强悍闻名。
然而，强悍的魏军成了秦军的第一个牺牲品。
公元前293年，魏军被秦军斩首 24万，魏国从此衰落。
 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大国，实力雄厚，楚人制造的青铜剑直到今天都赫赫有名。
 公元前278年，楚国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郢被秦军攻占，楚国自此也一蹶不振。
 赵国位于北方。
由于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赵人民风剽悍，英勇善战。
但是，在公元前260年，赵军整整45万精锐在长平被秦军消灭了。
赵国元气大伤。
 自“商鞅变法”以来，强大的秦军通过一次次战争消耗东方列强的军事力量。
 在130年的时间里，秦军歼灭六国军队160多万。
到公元前230年时，再也没有对手能够与秦军抗衡，秦王赢政就此发动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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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统一战争期间，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超过了200万。
公元前221年，最后的齐国不战而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被秦军攻占。
至此，战国时代结束，诞生了秦帝国。
 从崛起于西北边陲到一统中国，这支伟大的秦军经历了550多年的奋战。
 在今天陕西省的咸阳市附近，有个平台曾经是秦帝国的心脏——咸阳宫。
就在这个地方，秦王赢政发号施令、指挥秦军一统天下。
两千多年过去了，咸阳宫早已变成了黄土堆，秦帝国的军队也找不到任何踪影。
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在秦帝国之后一百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了。
他的经典巨著《史记》记录了几百年间秦军发动的一次次战争，但对于战争的详细过程和具体细节，
司马迁却很少提到，一场涉及几十万军队、持续几个月的战争，往往只是简略的几十个字、甚至几个
字的描述。
秦军使用什么武器、如何装备、用什么方法攻击对手，则语焉不详。
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记载比较详细的战役。
公元前 260年，秦军和最强大的对手赵军在长平决战，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
 司马迁写道，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秦军出动了一支25000人的奇兵，将赵军一分为二，又派出一
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了赵军的粮道。
秦国的骑兵部队又是什么样的呢？
秦军合围之后，立即派出一支轻兵部队冲击赵军。
这支令人费解的轻兵，应该有超乎寻常的攻击力，这个“轻”字又做何解释呢？
 山西省的高平县，就是当年秦赵交战的地方。
岁月流逝，古战场上建起了村庄。
县博物馆的馆长定期来村里收集文物，因为村民经常能够捡到箭头之类的古兵器。
这些箭头曾经深埋于地下，上面似乎还散发着血腥。
秦赵长平大战是秦军统一中国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它的结局对秦帝国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就在这个山谷，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
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千米。
两千多年前，一支60万的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
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一个刚刚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时代，秦国用什么供养这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进行长年累月的
战争？
这支规模庞大军队的粮草和武器装备的消耗是惊人的。
秦国的国力如何支撑如此巨大的消耗？
所有这些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提供答案。
但是，司马迁却记录了秦军极其残酷的一面：长平之战，赵军战败投降。
投降后的赵国士兵除了240名年龄较小者被释放之外，40万俘虏全部被活埋，整个战役赵军死了45万人
。
在山西高平的一个山谷，考古人员的发现证实了这个惨烈的结局。
在方圆10千米左右的地方，到处都是掩埋尸骨的大坑。
 仅在一个坑里边，就发现了100多具赵国士兵的尸体。
 在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是残暴的化身。
在另一部历史文献《战国策》中，当时的一个谋士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胳膊下夹着俘虏，身
上挂着人头，继续追杀逃跑的对手。
史书中的秦军离野蛮只有一步之遥，难道是残暴和野蛮造就了这些强悍的士兵吗？
这支曾经最强大的秦军，包藏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千百年来，它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存在。
直到有一天，几个陕西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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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干旱袭击了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扬村，焦急的村民希望地下水能够拯救他们枯萎的庄稼。
几个村民将打井的地点选在一片石榴树林里。
三月的一个黄昏，村民们没有看到井水，却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
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快，考古工作者取代了当地的农民，就在这个打井的地方，专业的
发掘开始了。
 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但是，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
在现场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和同事们断定，这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几十天的挖
掘，只是冰山一角。
最终的探测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陪葬坑，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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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留下了众多奇迹与未解之谜——深不可测的骊山陵墓、雄壮威武的兵马俑、梦—般的阿
房宫、不知所踪的徐福、始皇帝的神秘死亡等，引发出了人们无尽的猜想。
这些谜团的背后，—个真实的大秦帝国究竟是怎样的呢？
《复活的帝国》将带您破解王朝最后的谜团，还原真实的大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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