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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处于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国，不仅需要向外学习大国经验，更要向内寻找精神力量。

　　本书关注的西汉盛世和康乾盛世是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个时期，作者以这两段历史的发育、
壮大和衰落的过程为主线，全景描绘了一个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
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以及潜在的种种危机，透过盛世的兴衰，为当下开创盛世的执政者提供了诸多借
鉴。
书中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的剖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以权力结构与
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为着眼点，探究历史深层次的运行机制，是迄今对盛世这一历史现象挖掘最
深、最透的一部著作。

　　全书虽内容厚重，但文风活泼，叙事于简洁中见幽微，评论于克制中见精彩，融思想性与可读性
于一体，颇具《万历十五年》的论史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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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杨方，生于1970年5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理信息系统、人
口史、清朝政区、经济史。
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民国时期中国
人口的死亡》、《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

为《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撰写历史与时政专栏
，文笔简洁流畅、逻辑严密，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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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上编 西汉盛世
第一章 德莫胜于孝文皇帝
 第一节 由功臣拥立的“弱势”皇帝
为刘氏左袒
控制功臣：安知狱吏之贵乎
 第二节 通往繁荣之路
大萧条
小政府、大社会
 第三节 奉行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
北和匈奴、南抚南越
内安诸侯兄弟之国
 第四节 宽刑重法的仁君
一位感动皇帝的女孩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第五节 后世明君的楷模
既问苍生也问鬼神：识拔平民精英
备受推崇的千古仁君
第二章 勉强合格的继承者与文景之治
 第一节 七国之乱：皇帝与本家诸侯的火拼
缺乏互信的囚徒困境：削藩与造反
 晁错的悲剧与吴楚的败亡
 第二节盛世的奠基：文景之治
道莫大于无为
一代名将的悲剧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空前繁荣的经济
第三章 全面扩张的伟大时代
 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祖孙的权力斗争
 第二节 汉击匈奴：帝国反击战
 马邑之谋：战云初起
 横绝大漠的决战
 第三节 开疆拓土：一定要超越秦始皇
攻灭南越、闽越：版图直达北纬十三度
 汉孰与我大：征服西南夷
 向东：设置朝鲜四郡
 万里凿空：中亚的扩张
第四章 雄才大略：不拘一格用人才
 第一节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平民精英的崛起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第一位拜相封侯的布衣
 第二节 世家大族与平民精英的冲突
 十世公卿的社稷之臣
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第五章 汉家自有制度：霸、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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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国进民退”与酷吏的兴起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政府变为超级垄断公司
 第二节 严厉打击既得利益集团
物盛而衰：重本抑末，打击豪强、兼并之家
黄河如带：拿诸侯王、贵族、官僚开刀
第六章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晚年的悲剧
 第一节 绝对独裁的体制
丞相权力的消长与内朝的建立
 天下俊杰出羽林
封禅泰山与改易正朔、服色
 第二节 晚年的悲剧与幡然悔悟
 子弄父兵：家事即为国事
 千古一帝的悔悟
 顾命大计：周公辅成王
 第七章 盛极而衰：中兴与败家
 第一节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三驾马车的辅政团队
盐铁会议：一个至今未能解决的争论
 危机：谁来继承皇位
 第二节 故剑情深：平民出身的汉宣帝
 从婴儿囚犯到皇帝
祸起骖乘：二元权力结构的隐患
 第三节 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
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毋出今年租赋与亲亲相隐
 第四节 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
征伐四夷、国威远播
匈奴臣服、单于向化
 第五节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
无德不报：中国第一位儒生皇帝
严刑峻法下的仁政
 第六节
乱我家者，太子也：家天下的悲哀
俗儒执政：优游不断的皇帝
儒生士大夫利益集团的坐大
霸、王之道的丧失
下编 康乾盛世
第八章 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第一节三藩之乱：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同盟的瓦解
 撤亦反，不撤亦反：决策的失误
 平定三藩：盛世的开端
 第二节统一台湾：耕凿从今九壤同
 郑经乃中国之人
 澎湖一战定台湾
 第三节 从雅克萨到尼布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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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意命将出师：两战雅克萨
 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
 第四节 统一漠北：使之防备朔方
重建大蒙古国：准噶尔汗国的兴起
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诺尔会盟
 亲统六师，三临绝塞
 第五节 满蒙联盟与出兵安藏
 南不封王，北不断姻
 秋高弓劲万马肥：木兰秋狝
西征安藏：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第九章 乾纲独断：以宽仁治天下
 第一节 裁抑满洲权贵与御门听政
 废除圈地与投充
 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与南书房
 奏折的诞生：点对点的秘密报告
 朕如驾车之马
 第二节 六次南巡与河务、漕运
 罕见的政坛大案
 六次南巡亲临治河
 第三节 育民之道，无如宽赋
 国用已足，不事加征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第四节 善解人意的勤俭仁君
 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
凡有一线可原者，未尝不从宽宥
 第五节 英雄迟暮：晚年的煎熬与欣慰
 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
秘密立储：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
 第十章 不敢以一息自怠的十三年
 第一节耗羡归公反腐，摊丁入地惠民
 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耗羡归公，高薪养廉
 损富益贫的摊丁入地
 第二节 绝对独裁与军机处
 清除八旗权贵
八旗共治的终结与绝对君权的确立
 第三节 西北用兵：清朝惟一的汉人大将军
 一战定青海
 汉人大将军的困境
 志愿未竟，不无微憾
第十一章 宽猛相济：乾纲独揽的乾隆朝
 第一节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
择优原则的秘密立储
 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
 第二节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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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葬礼引发的政治大转折
威福之柄，皆不下移：皇权的最顶峰
 第三节 普免钱粮，仁政频施
天地止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
 经济与人口的空前高峰
第十二章 毁誉参半的“十全武功”
 第一节 代价最为高昂的战争：两次金川之役
 遏必隆刀：第一次金川之役
见溃兵如蚁：第二次金川之役
 第二节 拓地二万余里的西师之役
力排众议、独运乾刚：攻灭准噶尔
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二次出兵，威服中亚
自古罕有之奇功：西域新疆纳入版图
 第三节 西南战事与万里疾驰援藏
 得不偿失的缅甸、安南之战
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金瓶掣签
第十三章 夕阳无限好：盛世挽歌
 第一节 图画紫光阁：创造盛世的功臣名将
贵盛无比、忠烈辈出的富察氏
 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第二节 从严厉反贪到暗中纵容
 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
 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最大的贪污犯和珅
 第三节 大事还是我办： 盛世的终结
 天地之力穷矣：可怕的人口压力
周甲归政：退而不休的太上皇帝
泥足巨人：盛世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世启示录>>

章节摘录

　　虽然霍去病没有遇到单于的主力，但是他的战功却远远超过了卫青。
他从代国、右北平北上二千余里，轻装横绝大漠，取食于敌，俘虏匈奴的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
、相国、当户、都尉83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在山上祭天）、禅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
之北，在山上祭地），一直到达了翰海（大沙漠，在今蒙古国境内；一说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
，斩首7万余级，这是自汉朝建立以来对匈奴取得的空前辉煌的胜利。
　　这场胜利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出塞时两路汉军共有马14万匹，入塞时只剩下了三万匹，霍去
病所部也损失了十分之三的人员。
汉武帝特地设立了大司马的官职，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担任大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太尉，
并规定骠骑将军的等级、待遇均与大将军相同。
从此之后大将军卫青越来越谦退，骠骑将军霍去病越来越显贵，卫青的门客大多去投靠了霍去病寻求
官爵，只有司马迁的好友任安不肯这样做。
　　至此，从元光五年到元狩四年的11年间，汉朝几次发兵主动征讨匈奴，共俘虏、斩首约二十四万
人，其中霍去病的战绩就占了近一半；元狩四年的两路北伐，俘虏、斩首匈奴九万余人，匈奴遭受了
重大损失，从此匈奴向北方远遁，而不敢在沙漠以南设立单于的王庭（匈奴的统治中心）。
此后，汉军越过黄河从朔方郡向西至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构筑防线，开凿灌溉水渠屯田，戍守士
兵达五六万人，并向北蚕食了一些匈奴土地。
然而因为马匹数量少，同时汉军又在向南征伐闽越、南越，向东征伐朝鲜，向西征伐羌、西南夷，因
此很久不再大规模征伐匈奴了，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暂时进入了一个相对和缓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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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有两种写法，一是科学化，一是叙事化、文学化。
本书作者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可读的文笔，加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在
不惑之年写出了综合这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与“文以载道”并不矛盾，一本好的历史书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既有可读性
，又有学术性和思想性，并能给读者启发，让他们在会心一笑后又有所回味。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盛世是灰色的，衰世是猥琐的”，
作者这样的看法在当年时兴“反传统”的岁月可能不稀奇，但在今天可谓振聋发聩。
可贵的是作者既没有沿袭过去“反传统”时代的思维去做“荆轲刺孔子”的文章，也没有趋今日之时
髦发“荆轲颂秦王”的豪语，无论对“传统”的继承还是批判，他都有自己独到而且深思的见解。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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