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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云时代风云帝王    在五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中国就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以后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并有着几段辉煌时期，包括汉朝
、隋唐、元朝和早清时期。
中国在公元13世纪达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及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
、火药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的历史与科技发展有重要贡献，并拥有发达的农业及手工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帝国长期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优越感：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
，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皇帝就是“天下共主”。
翻开世界历史，这个观点在16世纪以前，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
    拿破仑曾经对英国外交家阿美士德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
”拿破仑一生纵横欧洲，数次把多国联军踩在脚下，如此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中国有这
样的论断，他的根据从何而来？
    翻开世界近代史，我们会发现，拿破仑所处的时代，曾经拥有优秀远古文明的区域大多四分五裂，
各自为政，欧洲如此，非洲也如此：而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国又大多没有久远的文明，俄罗斯如此，美
国亦然：真正能将久远的文明和辽阔的疆域结合在一起的，仍然只有中国。
拿破仑一直试图统一欧洲，因为他深知：只有将文明的力量与辽阔的疆域结合，才能造就伟大的帝国
。
    纵观世界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明能够这样伟大，中国的力量能够这
样让人不敢轻视，一直以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一个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所有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雄才伟略的皇帝完全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有400多位帝王，其中13位杰出的帝王以其丰功伟绩而彪炳史册，在中华帝国史
上，甚至世界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一直都以一个大帝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各民族用各自的历史共同谱写
出一部中华风云史。
秦汉时期，中华帝国把匈奴赶到西方，引发了欧洲的一系列大动荡；唐朝时期，中华帝国把突厥赶到
西北，又引发了中亚和东欧的动荡。
至于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一系列的朝代更替，以及各个朝代中的叛乱分裂或者起
义，都只不过是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的内乱而已。
    现在，我们回顾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史，秦始皇，无疑是这个大帝国的最初缔造者，正是由于他的
君临，才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公元前221年是真实意义上的帝国元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同文、同律、同衡、同轨，修驰道，筑长城，大一
统的中华帝国有了一颗“统一的心”。
从此，中国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与独特的文化内涵，把“大一统思想”作为整个社会和个人的至高理
想永恒地留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血液中。
秦始皇也当之无愧是中华帝国的始皇帝。
    中国封建帝王“皇帝”的称谓由秦始皇开始，他叫“秦始皇”，就是希望大秦帝国会有接下来的二
世、三世，直至千万世这般永远传承下去。
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的子孙没有做到，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中华帝国后来所有坐拥江山的皇帝何尝
不是秦始皇的继承者？
    史家有个说法叫“汉承秦制”，意思就是刘邦建立汉朝之后，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大一统制度，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邦才是秦始皇的第一个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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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天下大乱，楚汉争霸的结果是“流氓战胜了英雄”。
项羽首先在争夺天下的霸业中胜出，但遗憾的是项羽根本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权的意识，而是把诸侯
全部分封到各自的领地。
他的做法实际上是要让中国再次回到战国时代的大分裂中去，这无疑相当于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最
后他败给刘邦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刘邦战胜了项羽，不如说是统一战胜了分裂。
    楚汉争霸，也开创了帝国的另外一个游戏规则：就是皇帝轮流坐，英雄不问出处。
这个规则的结果就是“成王败寇”，完美地解决了帝国内部改朝换代的“正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最有能力的人成为开国皇帝，带领帝国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汉武帝即位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为日后中国两千余年的统一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儒家思
想中的“三纲”和“五常”都有力地促进了大一统思想在百姓心中扎根。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
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两越，西通西域，奠定了现代中国辽阔疆域的初步基础，他又大力提倡中西交
流，数次派人出使西域，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华帝国也开始有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汉文化圈开始形成
。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东汉末年，中国大一统的格局第一次长时间地分裂。
也正是这次分裂，唤醒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统一意识。
    曹操年轻时，曾得当时名士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而他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番
品评，一身功业让后人又叹息又嫉妒。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权势已经到了人臣之极，但他却没有称帝，究其原因，正是深受维护正统观念的
影口向。
随后他又立即率领大军南征，尽管最后功败垂成，但是他在北方实行的诸多政策都为日后晋朝的发展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西晋武帝再次统一中国，最大的功劳当属曹操，这也是曹操被认为是晋祖的原因所在。
在维护统一这一点上，曹操不愧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备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人缘的平民皇帝。
刘备是汉朝宗室，又仁慈爱民，所以在东汉之末的乱世中是人心所向。
他也正是凭借着这两个条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卖草席之人变成蜀汉的开国君主，他的一生也都在为
再次统一天下兴复汉朝而努力，由于时代所限，他也没有成功，但他建立的蜀汉却在开发西南、促进
民族融合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刘备能够三分天下得其一，很大程度是占了“正统”的光，而正统的本质就是统一。
    历史进入唐朝，中华帝国在建立九百多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将这个古老的大帝国推向了辉煌的巅峰
。
中国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是极少数上马善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的英主。
他在位期间，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
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对周边少数民族，他实行开明政策，
安抚首领，鼓励民间交流，被尊为“天可汗”。
    千百年来，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是人们备加推崇的封建社会治世的榜样，他本人也成为
后世帝王竞相效仿的一代明君。
唐朝在他的治理之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李世民的出类拔萃相比，武则天可谓丝毫不逊色。
她以女儿之身，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可以坐上皇位，让天下所有男人俯首称臣，本身就是
一件绝非常人能及之事。
但她的即位，又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胜利，她开创的“武周革命”局面是中华帝国在唐朝时期的一个
重要过渡。
政治上，她上承“贞观之治”，注重富国安民，她的夺权过程虽然残酷，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受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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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影响，反而更加富足，这就为后面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华帝国这个大舞台上，宋太祖赵匡胤的杰出之处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的完善上。
宋朝之前的大一统政权，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在后期饱受地方势力作乱的困扰，原因就是地方势
力拥有军队，可以很轻易地对中央政府产生威胁。
宋太祖登上皇位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使用怀柔手段削去大将的兵权，使军队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
彻底杜绝地方势力叛乱的可能性。
同时，宋太祖还是个重视文化的皇帝，宋朝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昌明也为前朝所罕见。
    经历了南宋与辽、金、西夏并列的分裂局面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再次统一了中华帝国，
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统一全国，也使中国的少数民族再一次震惊全世界。
成吉思汗天生就是一个战争之王，他的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中原、漠北、西域、中亚都留下了他征
服的足迹。
中华帝国从未像成吉思汗在位时表现出这么强大的侵略性，所以，成吉思汗也成为对世界影响深远的
中国皇帝之一。
    明朝时期的中国，仍旧是大一统的局面，朱元璋统一帝国之后，撤消丞相一职，又大开杀戒，几乎
将开国功臣斩尽杀绝，此外又开设了锦衣卫，监视大臣及百姓言行，封建皇权在他的手中发展到一个
新的巅峰。
在朱元璋的一系列举措之下，明朝几乎发展成了他的家天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再也没有权势能
与皇帝抗衡的大臣，这不能归咎于朱元璋个人，应该说是制度的弊端，已经实行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大
一统式封建专制逐渐走到了尽头。
明朝在重修长城一事上最下工夫，这也说明明朝抵御外族的能力最低，在朱元璋的影响之下，明朝后
来的皇帝都只专心内斗，不思进取，明朝的世界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中华帝国的疆域也降到一个低谷
。
    清朝由女真族建立，这也是少数民族第二次统一中国，而大清王朝中最雄才大略的皇帝当属康熙帝
。
康熙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个文治武功皆很出色的皇帝。
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使耕地的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经济作物也
被广泛种植，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康熙又平定准噶尔叛乱，将西藏、新疆和台湾牢牢纳入中国版图，又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有
效抵抗了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
康熙时期是中华帝国的又一个顶峰，但是由于故步自封和闭关锁国，中国已经跟不上世界发展的脚步
，近两千年的大帝国在最后的回光返照中走向没落。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君主集权达到最高峰。
雍正的即位过程可谓将中国古代的皇子夺权斗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即位之后，规定以后的皇帝必须
把继承人的名字写成诏书封存，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皇室继承人纷争的问题。
雍正又设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
。
雍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正是由于他的拨乱反正，才使得康熙的一些有效政策得以延续，
也使得康熙开创出的盛世局面得以延续。
    雍正之子乾隆是“康乾盛世”的收官者。
乾隆在位六十年，前期，他政治颇为清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将“康乾盛世’’局面推向
了顶峰。
到了执政后期，乾隆开始穷兵黩武，将清政府积累下来的上百年家底挥霍一空，对外又实行闭关锁国
的政策，进一步耽误了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发展，时有英国人形容清朝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从这种意义上讲，乾隆也是整个中华帝国的收官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之所以长久以来对中国心存疑虑，就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
统一的大国。
    “统一”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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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政治上与中央相抗衡，无论是后
世的哪一个封建君主，争取统一或者维护统一都是他没法抵挡的诱惑，也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一国不容二主的观念在这块土地上是如此深入人心，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历久
而弥新，中华民族能够傲立世界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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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古英雄，纵横驰骋，说不完的壮怀激烈，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握一把历史的刻刀，雕琢出岁月流逝的痕迹，遗留下故国永恒的记忆。
在权力、物质、欲望和人性的集中碰撞之地--权谋场中，权力角逐的惊心动魄，良知、责任和济世情
怀，如何平衡？
把事情做得不同凡响，成功登顶，如何借势、造势？
过人的领导智慧，圆熟的管理艺术，如何拥有？

　　《领导干部读史》系列丛书，立足真相，不避讳崇高，不躲闪卑劣。
把权谋人物放到复杂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立体展现，着重在细腻的权力斗争情节中，表现其性格
、命运、心态及处世法则，塑造鲜明、真实的人物形象。

　　职场官场生意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状态。
本系列丛书，从草根、精英和社会的大视角，深入历史文化骨髓，去发现、去实践如何做人做事做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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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通过尹泰、尹继善父子的例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雍正使功不如使过的用人术。
尹泰属于前朝废弃不用的人，而雍正观其可用，遂复其官。
与尹泰情况大致同类的，并不少见，像久沉下僚不得施展的田文镜，因科举出事而在河工赎罪的才子
李绂等，都是雍正大胆加以起用的，致使这般形同废人的人“柳暗花明”。
不过，其中有的人经受住了考验，得以重用，有的则起落无常，如李绂之辈即是。
总起来看，雍正对上述之人驾驭起来很方便，欲罪则其人俯首帖耳，欲用则其人感奋图报，颇好摆布
。
尹继善则属新进之辈，是雍正刻意按自己的方式加以培养的人才.对于这些人，他往往量才任用，放在
具体职位上试用观察，若其才可以造就，常常故意任以繁难之事，亲加训诲，有过虽宥。
但却常以此为话柄激励其上进，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造就人才的权术。
当然，如果其人才短心邪，雍正则毫不犹豫地去之。
对于一些特殊人物，雍正所运用的使功不如使过的权术，则明显表现出歹意来。
众所周知，雍正在藩邸时曾拉拢过鄂尔泰，而当时做内务府员外郎的鄂尔泰正色拒之。
雍正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记仇的人，他刚继位，就差鄂尔泰到边远的云南做乡试副考官；差毕，则遣其
到向属难治的江苏做布政使，虽则是升迁，但其中暗藏着杀机，因为江苏乃是非之地，雍正随便就可
找个借口治罪于他。
实际上，鄂尔泰不仅因为从前拒绝雍亲王的好意而遭清算，而且，很可能当年排错了队，或后来钻营
年羹尧的门户，总之，直到二年底时，雍正还在责难他。
从现存宫中未刊的江苏巡抚何天培的奏折及折批中，就可看出，雍正责难鄂尔泰“乱跑门路，寻倚仗
”；鄂尔泰承认自己是“一介书愚”，是“庸才”，表示彻底悔悟。
在此之前，鄂尔泰因其在京兄弟私看密折而遭严旨训诫.与犯有同类毛病的闽浙总督满保、山西巡抚诺
岷、云南巡抚杨名时等人一起，被剥夺密折奏事的特权。
雍正同时表示，日后有督抚大吏的折子被在京子弟亲朋私启者，一经发觉，定将私看之人正法。
那么，雍正不久后的那次谴责，很显然与这次泄密有关，至于还有什么另外原因，不得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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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公元前221年是这个帝国的元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十三位彪炳史
册、震烁中外的最杰出帝王，改变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轨迹，演绎着伟大的辉煌人生，他们应该，也必
须有实事求是的历史地位，他们是浪花淘不去的史诗英雄⋯⋯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文字背后
这些鲜活的帝王，感悟一个古老帝国的，辉煌与沧桑。
　　他是一位权谋家，能隐能忍、能大能小，城府深厚，完全掩盖了自己。
他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复杂的皇储战争中，雍正取得的最
后的胜利。
　　雍正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
他即位时已是不惑之年，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相当丰富。
尤其是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他深切地感受到政治的险恶，体察到世态的炎凉，认识到现存制度和政
治上的缺失。
这种锻炼和经验在历代守成之君中是不多见的。
　　雍正对清朝的贡献在于：使康熙开创的盛世由后期的停滞再度走上发展之路，并为乾隆鼎盛局面
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所以，后世说的“康乾盛世”完整地说应该是“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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