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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秦帝国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帝国，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
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其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
    《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
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
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
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
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巨大精神支柱。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
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
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
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
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
，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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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皓晖，学者型作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他积30年文史沉淀，历16年写作之功，为我们一朝奉献出这部洋洋500万言，共六部11卷的《大秦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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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六国谋秦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
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
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队没有任
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轺车。
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
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黄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
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
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逢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便成了中原地带
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魏国当年其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
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
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
不想自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的得了一回天时地利
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
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便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的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
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
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便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儿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儿。
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
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等
王侯将相的隐私逸闻。
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
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至极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邑人面前羞
于开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财富与享受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
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
富而不贵，心里总是悻悻的不是滋味儿。
然而，十多天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诏令，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的希望
，竟是全城沸腾了起来。
魏王特使的宣谕是：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战国会盟将在逢泽之畔举行，大梁城便是六国会盟的后援基
地；大梁要迅速在逢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并将大梁最好的美酒与美女囤积到魏王行
辕。
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
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的传过来一则王宫秘闻：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逢泽会盟，是
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
旬日之间，秘闻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的议论。
随着安邑商人不断的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询证实，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
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中夜收市的夜市变成了彻夜大市。
各色酒铺饭馆灯笼高挑，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街市。
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
那由四十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社神雕像缓缓行进，和善的看着在他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
总角小儿也一群群涌上街头又唱又跳。
外商们则站在街边檐下兴奋的的指点议论，或面带微笑的听身边老人感慨的评介大梁的民俗和社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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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
起先，最令外商们心跳的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五六成，有的甚或跌了八成！
每家铺面前都高高挂起大幅红布，大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跌六”。
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又不能开罪于天下第一水陆大市的父老，只好随行就市的跌四跌三。
然则更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梁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喜庆之日抢沾小利，他们彬彬有礼的走进大店小店
，只买些许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
就是这些，也是尽量在大梁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们和外地商人们的店面。
一时间，外国外地商人们钦慕不止，相顾惊叹“文哉大梁！
”惊喜之余，不知哪国大商带头，外商们竟是大跌九成以谢大梁父老。
一家齐国大商，竟然将喜庆之物与酒食甜饼摆在店门口馈赠市人，一天竟也没送出几件去。
外商们既惭愧又高兴，便将店面生意交给账房先生们看管，纷纷走上街头与大梁人同欢。
在大梁的狂欢喜庆中，唯独一个地方冷清如常，这就是上将军庞涓的行辕。
庞涓和他的马队于四更时分到达大梁城外。
城中的狂欢喜庆使庞涓感到意外和惊讶。
六国会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需要尽量的秘密进行。
如今被大梁张扬铺排得惊天动地，有何秘密可言？
一时间，他感到大梁人很是浅薄令人厌恶，断然拒绝了大梁守请他从正门入城接受万民拜迎的恳切要
求，命令打开城外秘密通道，隐蔽进入城内事先准备好的上将军行辕。
进入行辕的第一件事，庞涓便派人打探城中各种传言。
他要知道的是，六国会盟的秘密究竟泄露出去多少？
及至各路密探在一个时辰后报齐，都说大梁人庆贺的是迁都消息，几乎没有人议论六国会盟。
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仔细一想，却又感到疑惑不解。
迁都大梁是何等重大的国事，他身为上将军，何以竟然一无所知？
谁提出的立即迁都？
魏王何时赞同的？
为何不预闻与他？
一时理不出头绪，他也不再纠缠。
他相信如此重大的国事总是绕不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上将军，迟早一切都会明白，瞒他的人也会付出
代价的，目下最要紧的是准备六国会盟。
五鼓时分，庞涓已经在大铜镜前梳洗完毕，一身细软干爽的贴身白布衣裤使他觉得分外舒适。
喝下一陶碗肉羹，他轻轻的咳嗽一声，贴身侍卫便捧进了上将军的全副装束。
那是一身用上好精铁特殊打制的甲胄，薄软贴身而又极为坚挺，甲叶摩擦时便发出清亮的振音。
还有一顶青铜打制的上将头盔，一尺长的盔矛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径直五寸的两只护耳弧度精美，耳
刺光滑异常。
再就是一件等身制作的丝质大红披风，一经上身，光洁垂平，脖颈下的披风扣便大放光华。
穿戴完毕，铜镜中便出现了一个威严华丽且极有气度的上将军。
庞涓稍事打量了一下自己，抚摩了一下披风扣上的两颗大珠，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作为战阵大将，他很不喜欢这种浮华招摇的东西。
但这是他被封为上将军时魏王赏赐的，两颗当作披风扣的海珍珠是魏惠王的心爱宝物，这身甲胄则是
魏王派专使在大梁著名的作坊定制的。
这一身装束可真正是价值连城。
除了魏国，大约那个诸侯国的上将军都不会拥有这样豪华名贵的衣甲。
对于魏王的特意赏赐，如果在六国会盟这样的重大场合不装束起来，魏王肯定会不高兴的。
当今的魏国大臣中，只有丞相公叔痤和他这个上将军得到了这一特殊赏赐，酷爱珠宝名器且又特别讲
究衣着威仪的魏王能不在意么？
装束停当，庞涓摘下剑架上的金鞘长剑，低声威严的命令：“护卫十名，随我从小街出南门。
三千铁骑走大街，午时赶到逢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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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
”侍立在大帐外的军务司马答应一声，疾步走出。
庞涓走出大帐时，他的三马轺车已经轻快的驶到帐口。
十名铁甲骑士也已经整装上马立于车后。
庞涓走到车前，右手一搭车轼，利落的跃上轺车，挺立于六尺青铜车盖下，剑鞘轻轻一点，轺车便辚
辚驶出行辕。
因为大梁的喜庆和六国会盟关联不大，庞涓对大梁人的厌恶也消退了许多。
他决定不再从秘道出城，而是直出南门，顺便看看大梁人的狂欢情景。
他相信从小街走，又是黎明时分，耽搁不会太大。
按照大梁人惯于夜生活的风习，清晨时分正是安睡之时，街上行人最为稀少。
但庞涓没有想到，今天这条无名小街竟然也是火把成片，人头攒动，社舞鼓乐热闹非凡。
庞涓在高高轺车上眼见人头火把望不到尽头，微微皱眉，沉声命令：“改道！
”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上将军——！
上将军到了！
”“上将军是国家干城！
给上将军让道！
”一个白发老人在社舞队列中高声大喊，连连挥动手中的红色小旗。
街心参与社舞的男女老少和蔓延到街边的看社舞人众，呼啦啦向两边闪开，“魏王万岁！
上将军万岁！
”喊成一片。
亲见大梁民众如此敬重自己，庞涓心中不禁一股热流。
虽然他没有提出立即迁都，但他却是魏国上层主张迁都大梁最坚定的一个，精明灵通的大梁人岂能不
知？
然则大梁人绝不会公开喊上将军为“恩公”，而只喊上将军为“干城”。
就是连续不断的狂欢，大梁人也只是高呼“魏王万岁！
”“魏国大业，大梁当先！
”没有一个人喊出埋藏于内心的真正冲动——大梁即将成为王城！
庞涓自然明白其中就里，但却对大梁人的狡黠老到总有一丝不安与不快。
数十万市井之民竟能如此默契的借机宣情，如此忍耐的在狂欢中深藏不露，这在目下战国大都会中绝
然没有第二个大城庶民可以做到，包括齐国临淄和魏国安邑。
面对这样的民众国人，庞涓总有不塌实的感觉。
他本来想对敬重他的大梁父老们说上几句热情的敬谢话，但这种不塌实的感觉却使他紧紧的抿起厚阔
的嘴唇，脸上一片庄重。
他在轺车上拱着双手不断向两边民众做礼，在欢呼声中辚辚驶出了大梁南门。
清晨卯时，庞涓到达逢泽。
他的轺车直驶魏国营区的上将军大帐，匆匆吃下一鼎逢泽黄羊肉，便到会盟行辕区做最后一遍视察。
明日六大战国的国王便将陆续到达，一切差错都要消灭在今天。
本来这会盟营区的兴建是由掌管地方民治土地的都司徒府督察，由大梁守具体实施建造的。
论大梁对这件事的兴奋与重视，应该是没有差错。
但庞涓还是不放心。
庞涓太清楚这次会盟成功对于他这个发端者的重要性了。
说起来，六国会盟是他向魏惠王提出的，总体方略也是由他秘密制订的，就连会盟的地点时间也都是
他提出的。
魏王对他提出的具体谋划几乎是全盘接受。
如果成功实行，他庞涓就将是魏国霸业的奠定者，从近处说，他至少将成为魏国的丞相兼上将军，名
副其实的出将入相，一改与公叔痤将相分权的局面。
从远处说，他将远远超过名将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勋业，若魏国统一了天下，那他毫无疑问将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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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涓想得很深很远也很细，他绝不允许六国会盟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正因为如此，他禀明魏王，自领三千铁骑星夜奔赴大梁做最后的督察。
一整天巡查的结果，虽然查出了几处小纰漏，但总算没有大的差错，庞涓还算满意。
他以上将军名义，赏赐给大梁守三名技击武士做护卫。
大梁守诚惶诚恐的接受了，立即向上将军献上十名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
庞涓坚决回绝，并严厉斥责了大梁守私自动用会盟舞女和会盟王酒。
大梁守慌得打躬不迭，连连辩解说舞女和美酒绝非官品，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而表示的一番敬谢。
“既非官品，即刻返还大梁父老。
下去吧。
”庞涓的声音没有一点表情。
“是是是”，大梁守一看庞涓冷若冰霜，忙不迭擦着汗退出大帐。
庞涓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
吃完晚餐，他将上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与掌管杂务的八名少庶子全部召来，秘密布置他们以
会盟执事的身份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探听五国君主的动态。
庞涓特别严厉的叮嘱，任何重大消息只能向他单独报告，否则杀无赦！
分派完毕，大主书立即发下执事吉服和出入令牌，各人便出帐准备去了。
庞涓松了一口气，信步踱出帐外。
已经是月上中天了，虽是初夏，逢泽水面吹来的风还是略带寒意。
庞涓望着一天星斗与逢泽岸边的连绵灯火，油然生出一腔感慨。
他已经出山三年了，虽然打了几场还不算小的胜仗，但在刀兵频仍的战国还远远达不到名动天下的地
步。
必须有一举牵动天下格局的功业，才算真正达到了名士的最高境界。
譬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一举使魏国成为超强大国而举世闻名。
譬如吴起，除了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执政变法的名臣。
只有这样的名士，才是庞涓的人生目标。
他常常觉得自己的才能与吴起相似，既是兵家名士，又是治国大才，该当是出将入相天下敬畏的摄政
权臣。
也许，正因为对自己如此评价，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庞涓的目光从来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兵事，
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做个能打胜仗的带兵将领。
他对治国权力，对涉及天下格局的邦交大事更为关注。
一个既能够统帅三军驰骋疆场，又能够谋划长策纵横捭阖于天下诸侯之间者，方得为真名士也。
这一切，都因为六国会盟的实现而使庞涓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很艰难，但庞涓是满怀信心的，他一定
会成功，一定会改变老师对他当初的评价。
二 五国君主同一天到达逢泽逢泽的清晨分外壮美。
浩淼水面在火红的天幕下金波粼粼。
一轮红日涌出水天相接处，山水风物顿成朦朦红色剪影。
苍茫苇草翻滚着金红的长波。
连绵不断的各式军帐、战车、幡旗、矛戈结成的壮阔行营，环绕水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
悠扬沉重的号角伴着萧萧马鸣此起彼伏。
岸边官道上，一骑红色快马飞驰而来，在苇草长波中恍如一叶飞舟。
庞涓刚坐在长案前准备开鼎用餐，就听见大帐外骏马嘶鸣。
他微微一怔间，帐口护卫已经高声宣呼：“安邑信使到——！
”未及庞涓站起，信使已经匆匆进帐，从背上抽出一个铜管双手捧起禀报：“魏王急命，交上将军开
启。
”庞涓拱手接过铜管，拧开顶端铜帽，抽出一卷羊皮纸打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庞涓我卿，公叔
丞相有疾难行，今着庞涓我卿为特命王使，以代本王迎接五国君主，预商会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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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四月初六日。
”庞涓心中涌起一阵冲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道：“请告我王，庞涓当鼎力维持，不负我王。
”说着拿起公案上的一支六寸长的青铜令箭，交给信使作为回执。
信使拱手道：“回执如信，本使告辞。
”大步出帐，上马疾驰而去。
庞涓握着羊皮纸高声命令：“悬挂特使纛旗！
备车出巡！
”半个时辰后，庞涓大帐外两面大纛旗迎风舒卷。
一面大书“六国会盟特使庞”，一面大书“魏国上将军庞”。
百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青铜轺车辚辚驶出帐外，轺车前三名骑士护卫着一面“六国会盟特使庞”的
红色大旗，组成了迎接会盟国王的特使仪仗。
中军司马一声高报，庞涓身着华贵的上将军甲胄，外罩光芒四射的大红披风，大步走出军帐。
身后是一名红色长衫的主书，手捧一柄金鞘长剑，当先跃上轺车辕木，肃然站立。
庞涓扶轼登车，低声命令，“出巡。
”大旗当先，轺车发动，仪仗队从容向会盟营区出发。
庞涓遥望行辕相连的广阔营区，一种豪情油然而生。
上天对他真是庇护极了，恰恰在他最需要公叔痤消失的时候，公叔痤就突发恶疾，若非天意，真是没
有解释。
六国会盟原是庞涓一手策划的，可就是因为公叔痤是老丞相总摄国事，却硬是要挤进来做了魏惠王的
会盟特使，代表魏王迎接五国君主并事先磋商六国盟约。
庞涓内心是一百个不服气一百个不放心。
六国会盟本来就是针对公叔痤提出的魏秦罢兵谋划的，如何能让这个老迈无能的权臣搅进来？
少梁大战，公叔痤本来是被秦军俘获的，然而却鬼使神差的与秦国达成了罢兵和约。
庞涓坚决反对，力主对秦国继续用兵，一战根除这个心腹大患。
但是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与秦国议定的罢兵和约对魏国大大有利，不用打仗便重新占领了秦国的河西
五百里，何乐而不为？
公叔痤也算将功补过了。
庞涓自然拗不过国王丞相的一致主张，便谋划出六国会盟这着妙棋，要借六国之手灭掉秦国。
魏惠王对庞涓的谋划也是大加赞赏，魏国既未负约，又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
然则如此一来，公叔痤却是大大的不高兴，竟直谏魏王，斥责庞涓是使魏国失信于天下！
魏惠王哈哈大笑一番，竟没有理睬公叔痤的劝谏。
老公叔无奈，便硬要挤进来参与六国会盟，庞涓极力否定，魏惠王却笑着答应了，气得庞涓直骂老贼
可恶，埋怨魏王懵懂。
公叔痤有何才能？
论将兵打仗，一败于石门，再败于少梁，竟老着脸皮把着相位不松手。
若非庞涓收拾局面，一败楚，再败齐，三败赵韩联军，魏国只恐怕丢尽脸面了。
论治国，公叔痤恪守李悝吴起的法令，三十年不做任何变通，眼见魏国府库渐空，也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昏聩老人做了一回俘虏，竟然还高居他庞涓之上，做总摄国事的丞相，魏国能重振霸业统一天
下么？
但这种官场上的不公平，庞涓是不能公开理论的。
虽然庞涓是立足实力竞争的名士，也必须忍耐，必须等待时机。
目下，正当六国会盟扭转战国格局之际，老迈无能偏又喜欢搅和的公叔痤竟然突发暴疾，岂非上苍有
眼，给予他庞涓一个大大的机会？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庞涓真要相信这句老话了。
既然做了名正言顺的会盟特使，庞涓就要将会盟礼仪搞得非同凡响。
本来他向魏王提出了一整套接待方略和会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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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公叔痤不以为然，说是不能让五大战国感到魏国有霸气。
这种迂腐之见根本不解六国会盟的真正意图，魏王却是不置可否，庞涓也不好执意反对。
今日绊脚石自动让道，庞涓的勃勃雄心陡然重新振作，决心将会盟形式恢复到以魏国为中心的格局上
来。
他知道，魏王其实是很赞成他的，作为一个国王，谁不想称霸天下主宰别人命运呢？
只不过魏王不象他的父亲魏武侯和祖父魏文侯那样的铁腕君主，往往在遇到此亦可彼亦可的选择时就
会失去主见，听任办事臣下的左右。
公叔痤病了，他庞涓的主张没有人反对了，魏王更不会拒绝做天下霸主，还有何理由不放开手脚呢？
庞涓的第一个动作，是将六国行辕的位置重新排列。
公叔痤原来安排的是六国行辕排成环状，不分尊卑主次。
庞涓下令将六国行辕的位置变成方形，魏国坐北面南独居盟主尊位，东侧为齐赵两国，西侧为燕韩两
国，楚国是仅次于魏国的强国，行辕便在南面和魏国遥遥相对。
第二个动作便是按照这一格局，改变会盟大帐内的王座位置，同样将环形座次变成了方形座次。
为了快速有效，这两项急务庞涓都没有让大梁守率领民夫完成，而是由他训练有素的一千精兵去做。
日上三竿时，大格局的改变便已经全部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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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朋友，您在读的这部《大秦帝国》，是上海世纪的全新修订版。
这次新版，我作了一次新的全面修订。
这次修订，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对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
纠错；二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
可以说，上海世纪版的《大秦帝国》是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的一个版本。
一部大作品一旦定型，任何修订都只能是修葺性的，而不应该是结构性的。
我们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基本缺陷，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我们有庞大的史料库，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研究之丰厚，无疑为世界之最。
可是，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认知与阶段解析，以及对文明坐标式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等，既像
是一片严重荒漠，又像是一个巨大泥潭。
说荒漠，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文明史研究意识，说泥潭，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充满了矛盾混乱陈
腐臆断，纠葛交错，说不清任何一个文明史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条件下，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最大的难点不是其所叙述故事的史实性，而是能
否以新文明理念重新解读历史。
解决了这个最大难点，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就完成了。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的问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辛勤的
劳动。
重新排版、重新校订、重新设计、再度编辑，等等等等，时间紧迫，工作量极大。
在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统筹指导下，在集团副总、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先生，副总经理王蕾女
士的率领下，世纪文景的一群年轻朋友们蓬勃劳作，一体作战，殊多辛苦。
责任编辑李文青及其所属小组成员杨越江、闫柳君，审读室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等，更是在具
体工作中奋发认真，令人铭刻在心。
在此，我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领导得力，对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奋发劳作，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集团郭志坤编审提出了高水平的审读报告，在此一并感谢。
二理清中国文明史，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评价秦帝国，第二个是如何评价儒家。
从中国历史意识在“前现代”时期的呈现方式看，一个是“非秦”问题，一个是“独尊儒术”问题；
从“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思潮看，一个是“评秦”问题，一个是“批孔”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史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一直贯穿秦帝国灭亡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意识。
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看，所有涉及文明史的问题，都不具有这两个问题独具的普遍性与深远性。
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对秦帝国之后两千余年文明史的认知，尽管也有普遍性问题，但其对我们民族
历史意识的深远影响力，无疑远远逊于“非秦”与“独尊”这两个最基本问题。
这部《大秦帝国》，正是基于澄清“非秦”烟雾而问世的。
对于秦帝国及其赖以生成的春秋战国的评价，则有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对这三大时代文明史地位的总体认知评判。
第二个，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总体认知评判。
第三个，对秦帝国政权性质及其施政实践的总体认知评判。
依据我们在秦后两千多年形成的历史意识，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几乎都是否定性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普遍认知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
时代。
对这一理念的表述，二十五史中比比皆是。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统一中国文明，开于秦而成于汉。
事实上，我们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更多地赋予了汉代，又以否定秦帝国施政实践的方式，实
际否定了秦帝国作为统一文明正源的文明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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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秦帝国政权是专制政权，秦帝国施政实践是暴政，秦始皇是暴
君。
总而言之，秦之为秦，“暴秦”两字足以蔽之。
传统认知构成的事实是，我们对自己民族与国家文明历史最基本坐标的确立，绕过了春秋战国秦帝国
三大时代，而在事实上将夏商周三代与西汉看成了一个完整延续的文明史序列。
中间最重要的枢纽时代，被我们全部确认为黑暗时代，一体否定了。
文明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么？
对隐藏于深远历史烟雾之后的遥远时代，我们果真不能甄别么？
三假如我们民族没有系统的史料，没有坚实的历史遗迹，而只有遥远模糊的碎片传说，也许，我们不
会提出对传统认知的历史质询，而只能以传统的认知为认知，以传统的评判为评判。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偏偏有世界罕有其匹的各种形式的详尽史料，文字的、考古的、实物遗存
的，等等等等，林林总总，无比丰厚。
对于技术性的事件研究、编年研究、局部细节研究而言，当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时段与细节。
但是，对于寻求社会基本认知的大视野的文明史研究，我们的史料对于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足迹，已
经足够扎实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自囚于旧时代对中国文明史的陈腐认知，无疑是文明的悲剧。
一个显然的要害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脚步是历代史官记载的，既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
价，自然也是依据过去时代的价值理念作出的。
我们可以不怀疑被记载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可是，我们对那些陈腐的评价标尺，则完全有充分的纠正
理由。
不是事实清楚，而是是非不明。
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
在既定史实（史料）被普遍认知的情况下，以新的理念去整理历史，去重新解读评判历史，是每一个
时代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
任何一代人，都必须必然要用自身所处时代的文明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借以确定该时代前进的历史
根基。
战国时代，如果没有当时思想家群体秉持“法后王”理念而立足现实对历史作出的深刻反思，就不会
有一浪接一浪的变法运动，从诸侯分治到统一国家的文明跨越也不会完成。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人类各个国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都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人文领
域的基本阵地，历史学第一要做的大事，是理清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脉络，并确立该国该民族最基本
的文明历史坐标；国家民族以这种文明史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国家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我们的现状，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明清两代思想禁锢下形成了考据主义传统，对历史基本上只作技术性研究。
1840年之后，直到今天，将近两百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传统，长期沉溺于事件研究、
编年研究、技术细节研究。
当然，这些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
但是，任何文明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因为具体的技术性研究而忘记文明史课题。
只有我们，被历史这壶老酒灌醉了，失去了清醒的文明评判，呼呼沉睡在传统的大梦里。
梳理文明史并给国家民族提供文明话语权，是一代学人的基本使命。
漠视这一使命，是我们的文明悲剧。
四《大秦帝国》，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
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
对此，我的说法是：《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尽管，当下文学的沉沦，已经使人们对“文以载道”这样的命题嗤之以鼻了。
但是，我赞赏这种精神。
文若无道，人何以堪？
虽然如此，作为历史文学作品，除了基于连接历史断点而生发的必要的文学虚构，以及基于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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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精神而对局部人物关系的调整之外，《大秦帝国》对历史的叙述是忠实的。
惟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大秦帝国》连绵不断的激烈冲突与无数烈士英雄的风骨节操，是战国历史
真相的实然，而不是我所“想象”出来的。
所以选择文学形式，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遥远，人们已经很难有真切的感觉了。
文学的细节真实是根基，大量的鲜活细节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是无法呈现的。
通过文学的细节真实与生活质感，特定的历史风貌与历史精神，会以涓涓细流渗透我们的感知，使时
尚而沉沦的当代人有亲切的认同。
当然，未必人人感觉如此。
但是，作为走进后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生活，大约这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
秦帝国的根本伟大处，不在于统一了国家，而在于统一了文明。
惟其有统一的中国文明，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劫难，但生命永恒。
体验秦帝国历史的骄傲感，正在于她穿越历史而照耀我们精神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作为深度再现帝国文明创造力的文学作品，无论因为作者的局限而有多少缺点，它的历
史精神与基本理念，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是为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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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秦腔秦国人由于偏居西北，保持着较强进取心，事时觊觎富裕中原，就像烈火靠近了干材，然后熊
熊火焰越烧越旺，而干材也渐渐化为熊熊烈火，当火势大的滔天时，什么金呀！
土啊，水啊的本来难以着火的，也就烧的一干二尽，是谁点燃了大秦的星星?又是谁将火燃烧到中原！
又是谁引火烧身呢？
秦国人擅长射箭，这种远距离取人性命的武器堪作封建时代最先进的武器之一了，掌握了先进武器是
在军事上取得不对称优势。
众多的战役导致的分分合合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如果要免于灭亡就的发展军事实力，有的是
倾全国之力投入军队建设，有的是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吴丽勇(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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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共6部11卷)》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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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林剑鸣 （已故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国际著名秦汉史专家）我读完了《大秦帝国》第一部，很激动，
也很高兴。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是最重要的一段，也是变法强国的历史主流最充分强大的一个
时期。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历史题材不亚于任何当代重大题材，因为她是中国文明的根。
陈荒煤（已故著名电影剧作家，前文化部副部长）大秦帝国这段历史最需要写，又最难写。
鲁迅当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
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难。
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
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
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霍松林（著名文学评论家、诗学家）《大秦帝国》规模宏伟，气象万千，有很大震撼力；人物的命运
令人拍案三叹，掩卷不能。
    李国文（著名作家）孙皓晖能坚持在一块净土上写纯粹的历史小说，难能可贵。
我想这与作者的写作志向，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部书的目标是要填补中国历史小说上的先秦这个空白，因为这是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
要的空白。
这是很新颖而且有大目光、有时代精神的想法，尤其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焕然一新地屹立于新世
纪的这个星球上，重温这段古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雷达（著名评论家）　孙皓晖先生所做的，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同时难度甚大的创造工程。
这部大著的主导理念，若用关键词表述，便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我在读《大秦帝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方式的肯定。
今天，我们反省知识分子问题，呼唤建立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传统文人精神，如
果上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行为中提炼出有益的精神资源，无疑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格的建设是一种难得的补充。
 李洁非（著名评论家）《大秦帝国》有四点予我极深的印象：一、作者对秦国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
了如指掌；二、对战国的时代特色、著名典故如数家珍；三、对诸子的事迹、思想与风范有相当全面
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四、对三代（夏商周）特别是周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形制、政治、礼仪、法度、典
籍皆有精熟的研究。
这样一部有着空前文化含量的大创作，为此书写作预先必备的学识上的积累，无20年之功恐怕是不能
染指的。
可以说，这是一本耐了很多寂寞、吃了很多寒窗之苦、长年沉淀之后，方才诞生的坚忍之作。
孟繁华（著名评论家）　 《大秦帝国》是一部结构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
这部作品以严肃的笔触、丰沛的想象力和有训练的、简约又富于文学性的语言，为我们重现了秦帝国
前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时代，这是作家孙皓晖的贡献
。
程光炜（著名评论家）第一次读《大秦帝国》，有一种置身于雄浑苍茫的层峦叠嶂之中的沉甸甸的感
受。
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小说家挥洒自如的大笔墨，把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大舞台安置在我们面前，令人
不禁激情昂扬，一时难以自抑。
 孙飞虎（著名演员,《大秦帝国》电视剧主演之一）喜闻《大秦帝国》最后两部，即《铁血文明》和
《帝国烽烟》就要出版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
如果你看过前四部：即《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那你肯定会念
念不忘最后两部，否则你会产生大大的失落感，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
《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已被搬上了屏幕（待播），我有幸在其中饰演了秦献公和秦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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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一位老臣——甘龙，为了找到表演时人物的感觉，我看了小说《黑色裂变》，不看则已，一看
就再也放不下了，于是就抽排戏时有限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国命纵横》、《金戈铁马》和《阳谋
春秋》，意犹未尽，等再想继续看时，只好刹车了，作者孙皓晖后两部尚未搁笔，只好强忍欲望，等
着！
今年终于等到了，据说后两部比前四部更加精彩!我想象不出来，到底精彩到何程度，因为前四部已经
够精彩的了。
许华伟（《大秦帝国》责任编辑）《大秦帝国》共六部十一卷，504万字。
此次推出的全套图书，1－4部是修订版，第5部和第6部是初版，其中第5部《铁血文明》是全套图书的
重点，展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盘整华夏文明的壮烈历程。
河南文艺出版社自2001年出版《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到2008年出版全套图书，有8个年
头了。
8年来，《大秦帝国》被越来越多的读者们关注和认可，一些专家学者也给与《大秦帝国》很高的评
价。
2005年，发烧友创办了大秦帝国网站（www.daqindiguo.com）。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同名电视连续剧已拍摄完成，即将在主流媒体播映。
《大秦帝国》受到读者、专家和评奖委员会的肯定，原因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品的思想价值
和艺术成就。
《大秦帝国》鸿篇巨制描绘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知识含量非常丰富。
全书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描绘了秦国近200年的变法强国之路，其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
。
作品激情澎湃，昂扬向上，旗帜鲜明地宣扬强势生存的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统一斗争的艰辛
历程。
秦帝国统一后的政治创新（郡县制等），文明创新（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军事上的创建（北击匈
奴、融化岭南等），都值得今人重新评价。
改革、创新、统一是《大秦帝国》的主题！
《大秦帝国》是历史小说，却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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