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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帝王之事都被镀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各年代的史学家对帝王们的身世更是讳莫如深，有记载多半都是在野史之中，但也说法不一。
这样就使得他们的身世近更加神秘，更加传奇⋯⋯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由于历史环
境的制约和人为的因素作用，帝王宝座始终散发着炫目的光环，在此光环笼罩之下，帝王身世也变得
云遮雾绕、高深莫测。
特别是“为尊者言，为尊者讳”的历史评判准则，使正史所载的帝王身世和民间野史的帝王本相，敦
是敦非，真假难辨。
　　历史的功过是非早有评判，又或永远都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标准。
本书的宗旨并不在此，而是希望通过全面、丰富的史料汇集，开辟一条特殊的通道，让读者朋友经由
这一通道，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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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赢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他征伐四方，一统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
立国后，赢政就觉得“秦王”的名号与自己的功绩不配，又对大臣们拟定的“泰皇”的尊称不满，就
自称为功高“三皇五帝”的“始皇帝”。
历史上称他为秦始皇。
    在辉煌的颂歌和宏伟的建筑背后，秦始皇却极力隐藏着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卑、多疑和控制欲。
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疑问：他的出身如何?他与吕不韦是什么关系?他的童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
动荡、囚禁和逃难的儿时生活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能知道的是，赢政成为了一位集暴戾、
专制、孤独于一身的君主。
他的人生之谜塑造了他的个性，最终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获利多寡之辩    秦始皇身世的诸多谜团，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造成的。
    吕不韦，出生年月不详，卫国濮阳人(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做过商人、说客、社会活动家、政
治家、编辑出版家，最高曾出任了秦国相国。
公元前235年自杀。
代表作为《吕氏春秋》，被认为是战国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人物。
    战国末期，位于四战之地的卫国已经沦为三流角色很多年了。
卫都濮阳也是日渐衰败，了无生气。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吕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不韦。
吕家在当地既非豪门，也不是城市贫民。
因为吕不韦长大后并没有凭借家族的恩惠进入卫国宫廷，也没有为了生计整天奔波，食不裹腹，他最
终成为了一名商人。
    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职业，吕不韦和他的父亲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笔者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述一下这场对话的内容，因为它不仅深具指导意义，足可以走入当代
的高级经济研修课堂，更是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人口。
    年轻的吕不韦不治产业，游手好闲。
这正是小户人家子弟的大忌。
吕父不断地督促、责骂儿子。
于是在父子问展开了关于职业选择的对话。
    吕不韦首先向父亲发问：“耕田获利几何?”    吕父回答：“十倍。
”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利有几何?”    吕父答道：“百倍。
”    吕不韦再问：“游说诸侯，策立国君，利润几倍?”    吕父亲思考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
数倍。
”    吕不韦笑了，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
饱穿暖。
若交游诸侯，立定策之功，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
父亲，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    不知道这位能力中庸的吕父听到儿子这般志向，做何感想。
一个游手好闲又野心勃勃的平民子弟和一个游手好闲、庸庸碌碌的平民子弟相比，谁更是祸害?    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吕不韦这样的人物一再出现，最终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心血乃至身家性命放到了政治
上。
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的特性决定的。
这个社会一直没有产生清晰的分化。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没和政治分离开来。
政治总括着社会的一切，包括个人的前程发展。
当时，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余地非常有限，政治限制着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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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继承父业还是其他，王朝政府都不会允许变更职业、云游各地的游民的出现。
只有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才会有成规模的商人团体出现。
即便如此，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仅此一次，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深受政府的压榨、限制和引
导。
年轻的吕不韦能够发现这一点，的确有过人之处。
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认识基础。
    史称吕不韦不久就成为了“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
归纳吕氏商业成功的秘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极强的流动性，二是他寻找商机的敏锐触觉。
    吕不韦从商时即离开卫国，在各国贩卖货物。
大约在公元前265午，吕不韦来到了赵国国都邯郸。
当时的邯郸是繁华的商业之都。
因为形势所迫，秦与东方各国之间连横合纵不断。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邯郸是齐、燕、韩、赵、魏五国的地理与政治中心。
楚国使节要与五国联系．要来邯郸；六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最为适当
；秦国要打破六国合纵，也不断派人来邯郸。
商业亦然。
各国显贵、南北使节、东西说客、各方间谍、失业政客、商旅小贩、游医艺人都汇集邯郸。
邯郸畸形地繁荣起来，成为巨大的冒险乐园、情报市场、通商通衢。
    吕不韦也留恋于邯郸城的繁华。
一方面，富有的他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
邯郸的繁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倡优女子，名闻天下。
据说我国的名医扁鹊，云游各国行医。
作为名医，他坐诊挂牌。
扁鹊在洛阳挂的是“老人医”，因为洛阳为东周的国都，当地人尊老敬贤。
而到了邯郸，他则改为“带下医”。
因为邯郸多“贵妇”。
所谓“贵妇”实际上就是对倡女的代称。
她们浓妆艳抹，鼓瑟吹笙，应如游于过往诸侯的后宫，故都称为“贵妇”。
贵妇多金，却有不洁之疾，扁鹊为了生意，所以专看“白带”。
    这样的记载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史记》的记载透露了赵国的风俗。
《扁鹊列传》说：“扁鹊名闻天下。
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兄
，即为小兄医：随俗为变。
”《货殖列传》描写赵地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女子则鼓鸣瑟，■屣，
游媚贵富，人后宫，遍诸侯。
”可见，“贵妇”是当时赵国一种显著的社会风气。
    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位或者多位这样的贵妇交往密切，其中还迎娶了一位姓赵的贵妇。
    另一方面，吕不韦也是邯郸活跃的众多投机商人的一员。
各地的商人都在邯郸搜索商机，以便获取更多的财富。
投机商人中之大者，不仅贩贱卖贵，而且买空卖空，只为“暴利”二字。
吕不韦关注国计有关的物资、珠玉奢侈品等的涨跌，也关注政治气候，尤其是身边政治人物的行情。
而邯郸汇集的众多政治人物为像吕不韦这样的暴利投机者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机会。
    时刻没有忘记获利的吕不韦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一本万利的“商机”。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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