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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悠久的文明史，这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铸就了中华民族历
史的辉煌。
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帝王始终是历史的核心，他们或是成就了帝业。
或是令帝业毁于一旦。
但无疑。
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航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从三皇五帝到夏禹、商汤，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盛世康乾，直至末代溥仪，中国共产生过数百位
帝王。
随着辛亥革命的惊雷怒吼，他们终被请出了历史舞台。
这是中华民族漫漫的5000年帝王史，也是一部辉煌的华夏文明史。
三皇五帝引领着华夏子孙走向文明，他们缔造了华夏不朽的民族精神，也为后人留下许多美丽的神话
传说。
秦始皇创立了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也因此而自称为“始皇帝”。
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帝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以天命为由，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居于深宫大内之中，身旁
簇拥着文武群臣、数不清的后妃佳丽，享受着无可比拟的奢华，他们鲜至民间，一睹龙颜也便成了幸
中之幸的幸事，凡此种种，帝王们被披上了神化的外衣，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宏观这帝王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凡开国君主大都有着雄才大略，关心民生疾苦，注重生产发展
，无一不是给社会带来积极发展的英才。
但随着帝业的传承，后世君主们往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味
贪图享乐而至腐败昏庸，终令王权旁落，也便有了朝代的更迭。
在这些“真龙天子”之中，既有可歌可泣、可敬、可爱之人，更有可十艮、可鄙、可耻之徒。
读史以明志、更可以明心。
有鉴于此，本书辑录了大量的资料，通过生动洗练的语言，将这一代代开国明君或末世昏王的事迹一
展现给读者，力图融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于一体，令读者在品味帝王生平的时候，更能从中获得
人生的感悟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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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于是皇帝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神化的外衣⋯⋯ 在种种这
些的背后，且容我们细细品位思量一下这“帝王”的分量罢。
    本书按朝代先后顺序编排，时间、事件交错，选录图片近干幅，包括历朝历代皇帝们的影真图像、
居处行止、宫室器用、书画著作，军政大事、民俗风情、名胜古迹，以及后妃、臣下的肖像等，图文
并茂，丰富多彩，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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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平叛乱，稳固帝位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
吴王刘濞在自己的封地上开设铜矿，铸造“半两”钱，煮海盐，设立官市，减免赋税，吴国的经济迅
速发展起来。
随着吴国的逐渐强大，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
到了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
太子砸死。
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
从此，刘濞称身体有恙经常不上朝。
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造反迹象也越发明显。
御史大夫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
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
不削，其反迟，祸大。
”景帝听从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建议，以各种手段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
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将削减藩地的诏书送至吴国。
吴王刘濞立即诛杀了朝廷派来的下诏官员，同时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候国。
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
起兵配合。
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爆发。
刘濞发难后，率领20万大军西渡淮水，与楚军会合，组成吴楚联军。
随即挥戈西向，击败汉军数万人。
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
军，派曲周侯郦寄进军赵王刘遂，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
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
”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了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
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杀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进一步暴露出反叛的真实面目。
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周亚夫智勇双全，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刘濞逃到东越后被杀。
“和亲政策”求发展：到了景帝时期，也正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匈奴的骑兵经常南下侵犯汉地，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
虽然当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景帝采取了有战有和、以和为主的战略。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
准备。
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在为数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出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
军”李广最为著名。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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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措施有两项：一、发展马政。
“造苑马以广用”。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少良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
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
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女口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
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扩大发展，军马数量颇具规模，仅官府的马匹就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
未计。
二、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
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切实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
大批徙民充实了边地，并成为一支兵农合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
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治国方略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有利国策。
他认为：“农，天下之本也。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
”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为了鼓励农业生产，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
，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使粮食储备充足起来。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
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
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吏都
逐渐开始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
弘扬文教礼仪，打击豪强为了保证政令条约通畅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
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与亲党
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执法严峻的官吏，如郅都、宁成、周
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之人，起到了杀馓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
等人人股栗、个个揣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人口迅速增长，国内殷富，府库充实。
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
都霉腐了。
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
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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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帝王全传》是“中国青少年成长必读”系列丛书之一，是我们在新时期为当代学生量身定做、
专业打造的一套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全方位提升学生素质水平的优秀图书。
它涵盖了学生们在青年成长的重要时期不可或缺的百科知识，我们希望以此引领学生们探求无穷的智
慧魅力，让学生们在知识的渴求与完善中不断成就更加完美的自我。
一部漫长的中华民族帝王史，一部辉煌的华夏文明史，跨越五千年时光流转，为你精致地呈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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