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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说过，中国人的政治学问，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事，即对治国平天下之事（包括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主张；一是治人，即处理政治舞台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学问。
这本书，专门谈后者，即治人的学问。
　　处于权力结构金字塔不同层次的人，都要面临上对下、下对上以及同一层次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如何自处的问题。
这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从政者个人的荣辱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
这也是一些极其复杂、难于处理的关系，历代的从政者无不为之绞尽脑汁。
　　提到处理政治舞台上的人际关系，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词——权术。
什么叫权术？
以对权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跻身于先秦思想家前列的韩非子，对此也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定义，他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郭沫若说：“术就是手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也就是所谓‘人君南面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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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学通鉴系列丛书作者邹纪孟，自称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匠，授课
之余，研读历史，学而思之，于古人治事、治人之法，悟今世从政者为人处世之道，乃成一家之言。
    本书是实学通鉴系列中的一本，专讲君臣关系，故称“局道”，书中援引国史中此类政治公案凡百
余例，尽皆细说始终，辅以作者心得评述，时有点睛之笔，令阅者不胜唏嘘。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昔时之故人往事，当世之为政者，亦当为鉴，习之，思之，戒之。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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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纪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官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
代官场和权术问题的专家，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

    邹纪孟教授积数十年学问之功力，潜心于对中国历代官场奥秘的探索，对中国历代官场的权力得丧
之因、忠奸贤愚之辨、官际关系之道、荣辱升沉之由的研究，尤为致力。
至今，围绕中国历代官场这一主题，邹纪孟教授已有数百万字的著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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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驭下篇　　第一章　立尊树威　　权威对于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他们需要凭借它来号令天下，
驾驭群臣。
一个没有权威的统治者，是难以长期而稳固地维持其统治的。
权威来自何处？
来自至高无上的地位吗？
来自至大无边的权力吗？
不，地位和权力并不等同于权威。
一个柔弱的幼儿，即使戴上皇冠，执以利剑，也没有多大的威慑力。
权威应当来自于超凡卓绝的识见、力挽狂澜的魄力、百折不回的坚毅、能够付诸实践的丰富知识和令
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这是指主观方面；权威还应当来自于统治者在争夺天下时的武功和治理天下时的
政绩，这是指客观方面。
可是，古往今来，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能有几人？
即使具备了其中某一方面而能长期保持下去的，又有几人？
于是，为了取得权威、增强权威，便不得不人为地去立去树，大立特立，大树特树。
虽然说这种靠立、靠树而取得的权威不能持久，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节　制造神话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说什么“皇权神授”，宣扬一个人之所以能当
上皇帝，是出自“天意”，并不只是由于人力。
因此，那些争夺帝位的人，无论是通过武力去强夺，还是通过阴谋去巧取；无论是在得位之前，还是
在登基之后，总要编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以证明自己权力的取得，实在是“受命于天”，以此来增
强政权和个人的权威性。
这是威慑、驾驭臣下，统治百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
　　这些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它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
。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编造龙蛇鬼怪的神话来实施统治的人大概不会再有了。
但读读这些故事，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迪。
　　刘邦的父亲是谁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
他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这对夫妻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刘邦排行第三。
因此，他的父亲便是太公，这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
　　其实不然，传说刘邦的父亲是神。
　　据说，有一次刘媪干活累了，在汪洋大湖的堤岸上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而且做了个梦，梦见
一尊天神破水而出，与她交欢。
这时天空雷鸣电闪，乌云低垂，太公不放心，去湖边接他的妻子，正巧撞见了这个场面：一条蛟龙正
趴在刘媪的身上。
于是刘媪受孕，怀胎十月，生下一子，便是刘邦。
　　可见刘邦的父亲便是这条龙。
由于他是龙的儿子，他身上便有许多怪异现象：他的长相似龙；他的身体上密密麻麻长了七十二颗黑
痣；他酒醉熟睡之时，总有一条龙盘踞在他的身上。
　　后来，他当了一名小小的亭长，负责押解一批犯人到陕西骊山为秦始皇修建陵墓。
这些犯人不堪虐待，半道上逃跑了不少。
刘邦估计到达骊山时，这批犯人大概都会跑光，自己也难免一死，便干脆把犯人全都放了，说：“你
们都自奔活命去吧，我也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　　犯人中有几个人愿跟他一起逃亡，刘邦便同他们痛饮一番，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
那人便抄近路向大湖的方向奔去，可没走多远又退了回来，说：　　“前面过不去了，有一条大蛇挡
路，咱们绕道走别处吧！
”　　刘邦此时醉意未消，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还能怕一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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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借着酒劲，独自前行，挥剑将大蛇斩为两段，一行人顺利通过。
　　后来有个人从这里经过，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朦胧的夜色中哭泣。
那人问她哭什么，老太太说：“有人把我的儿子杀了，我正哭儿子呢！
”　　那人问：“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呀？
”　　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的后代，化作一条蛇卧在路中，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我因
此伤心。
”说完，老太太便不见了。
　　这个神话流传开来，追随刘邦的人更多了，对他也更敬畏了。
　　这便是有名的“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故事。
　　这么说来，刘邦的父亲是龙，刘邦便是“真龙天子”，他当皇帝也就是天命注定的了。
　　【评说】　　这自然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但是中国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大概和刘邦的这个
故事有点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神话是怎么产生和流传开来的。
刘媪在湖边与神交媾，只有刘邦的父亲太公一人看见；刘邦斩蛇时，更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后来刘邦
逃亡芒砀山，其藏身之处的上空总有五色祥云笼罩，而能发现这一点的，只有他的老婆吕雉。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是由刘邦及其亲人编造的，甚至可能是在刘邦的授意下编造的。
　　那么，刘邦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些神话呢？
这和刘邦的身份有关。
　　春秋战国以来，列国的国君都是通过世袭取得权位，他们都具有一个掌权者所应有的合法身份。
第一个以皇帝自称的秦始皇，虽然有他是私生子的说法，但其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
这些人无须借助什么灵异的神光，也能得到臣下的认可与服从。
　　刘邦则不然，他是江苏沛县中阳里一户农家的子弟，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土里刨食的泥腿、穷汉，
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天潢贵胄的血统。
在楚汉相争的激烈角逐中，他比对手——身为贵族后裔的项羽，在先天的条件上差了一大截。
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增加其在帝位争夺战中的影响力、号召力，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威慑力，他
才苦心孤诣地编造出了这些神话。
　　这便是在制造舆论，这种舆论在刘邦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后世许多运用非正常手段夺取权位的人，看出了这种舆论的力量，便纷纷起而效尤。
汉光武帝刘秀在准备称帝时，便声称梦见乘赤龙上天；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刘裕，据说早年在给人当雇
工时，也经常有小龙忽隐忽现地随从；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也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三天后才离去
⋯⋯　　王莽装神弄鬼　　到了刘邦的子孙后代继承帝位时，便用不着再煞费苦心去编造什么神话了
。
老祖宗既然是真龙天子，他们便是正宗的龙子龙孙，他们当皇帝，上从天意，下合民情，谁还敢对他
们不尊不敬？
而当王莽想要篡夺汉朝的天下时，又不得不拣起刘邦当年用过的手段。
　　王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奸巨猾之人。
他生当西汉后期，由于他的姑姑王政君嫁给了汉元帝，并被立为皇后，他便成了皇室的姻亲，即所谓
的外戚。
封建社会的官场，从来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家既然出了个皇后，王氏一门自然大沽其光
。
在王氏家族的扶植之下，王莽走上了政治舞台。
他一生历仕元、成、哀、平四代皇帝，依靠着种种欺世盗名的手段，名声越来越隆，权力越来越大，
官职越来越高，最后竞被封为“安汉公”，地位与皇帝只有一步之差了，他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置毒于酒中，将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毒死；然后又挑选了一个刚刚
两岁、名叫子婴的吃奶小儿为皇帝的继承人。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王莽要篡夺汉朝的江山了。
　　王莽明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将刘姓的皇帝废掉，自己冕旒登场，非但不能令天下人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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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招致激烈的反抗。
于是，他也要制造神话了，他的手段比刘邦来得更直接。
　　就在汉平帝死后的不几天，陕西武功县有位名叫孟通的小官，向朝廷献上一方石头，上圆下方，
白底红字，写的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据说这块石头是孟通挖井的时候在井底发现的。
　　于是王莽指使一些大臣将此事禀报此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政君，要求她同意由自己来当皇帝。
无奈王政君不答应，还说：“这是欺骗天下，绝不能施行！
”王莽只好暂时当了个“摄皇帝”。
所谓“摄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这个称号，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可以算作王莽的一大发明。
　　他这个“摄皇帝”，每当召见群臣、主持庆典时，便头戴皇帝冕旒，身穿皇帝衮服，动用皇帝仪
仗，俨然已是皇帝了，只有在朝见太皇太后王政君时他才自称为“臣”。
可王莽还不满足，他要继续制造新的神话。
　　一天，他亲自对老太后王政君说：“齐郡临淄昌兴这个地方，有一个亭长名叫辛当，在七月某个
夜晚，一夕数梦，见一个高大的天神对他说：‘我是天帝的使臣，奉天帝的命令昭告亭长：摄皇帝应
当成为真皇帝，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在你管辖的地段中有一口新井可以证明。
’第二天一早，这个亭长在他管辖的地段中巡视，果然发现一口从来不曾有过的新井，深入地下达百
尺之多。
我这个人最相信天命，既然天帝让我做真皇帝，以后我见太皇太后也不好再称‘臣’了，暂时称作‘
假皇帝’吧！
”　　王莽此时已经完全掌握和行使着皇帝的权力，为什么在太皇太后面前还要自称“假皇帝”呢？
原来他这个人生性虚伪，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
他知道光编造一些天神之类的神话还不够分量，尤其是对太皇太后还没有什么威慑力，既然是要从刘
姓家族的手中夺取帝位，还应该由刘氏的祖先出面发话才更好。
　　他的这个心思被人窥破了。
当时长安城有一落魄无赖，姓哀名章，平时最好吹牛皮，说大话，骗吃骗喝，此时正穷极无聊。
他看到那些替王莽抬轿子、吹喇叭的人，轻则赏金，重则封侯，早已眼馋。
便迎合王莽的心理，借了些钱，做了一个小巧精致的铜柜，里面藏了两卷帛书。
一卷上写“天帝授命策书”，另一卷上写“赤帝刘邦传皇帝位策书”，两卷书上都写着王莽应该做真
天子，太皇太后要服从天命。
哀章做好了这一切之后，便趁着一天黄昏，穿了一身黄色衣裳，装神弄鬼地将这个铜柜送到刘邦的神
庙。
　　有了这件宝贝，王莽觉得骗术已十分周全了，便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手中强行索取了皇帝的传国
玉玺，废除了汉朝，建立了“新朝”，他便成了新朝真正的皇帝了。
　　【评说】　　制造关于龙的神话毕竟太虚妄，毫无凭证，大野心家、阴谋家王莽摒弃不用，他蓄
谋在人世间制造怪异。
试看他所宣扬的白石、新井、金柜等几件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有证据，言之凿凿
，在王莽看来，这会更有说服力；其实，也更加荒唐、滑稽。
　　王朝的嬗变、帝位的更迭，是封建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使不是合理的、合法的，至少也应该
是严肃的、庄重的。
如果不是史书上白纸黑字地记载下来，谁能想到在政治斗争中还会有这么多卑劣龌龊的小手法、小花
招。
　　没有神话可以制造神话，没有理论可以制造理论，没有证据可以制造证据。
为了攫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有效地驾驭臣下、统治百姓，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们是什么骗局都可
以制造出来的。
这是中国封建统治术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武则天异曲同工　　与王莽异曲同工的还有武则天。
在丈夫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加紧了篡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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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侄子武承嗣命人在一方白石上凿下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将字涂成紫色，交给一
个叫唐同泰的人，让他出面献给朝廷，并交代让他说是在洛水中发现的。
　　武则天得到了这方石头后，如获至宝，亲自给这方石头命名日“宝图”，并将唐同泰提升为游击
将军；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发布诏书，说自己要亲自到洛水边去拜受“宝图”；还举行祭祀，对上天表
示感谢，同时召见群臣，命令朝廷内外的大臣以及皇亲国戚，提前十天赶到洛阳，准备参加拜受的大
典。
她又因此自封为“圣母神皇”，大赦天下。
　　过了不久，武则天又将“宝图”更名为“天授宝图”。
洛水也被改名为“永昌洛水”，洛水的河神被封为“显圣侯”，禁止人们在洛水中打鱼垂钓，在河边
还立庙祭祀；同时将发现石头的那一段河面称为“圣图泉”，在泉侧还专门设置了个永昌县。
　　就这样武则天还觉得渲染得不够，又将嵩山改名为“神岳”，封嵩山的山神为“天中王”，并比
照人间的官职，授予山神以太师、神岳大都督的官衔，禁止在山上放牧砍柴。
　　【评说】　　值得注意的是，孟通、哀章、唐同泰之流，他们没有能力去攫取功名富贵，却又不
甘于寂寞，便窥伺统治者的需求，迎合统治者的胃口，用这些鸡鸣狗盗的小手法，去赚取一些残羹余
汤。
后世将这种人称为“抬轿子”者。
不可忽视这批抬轿子者的作用，没有这批角色，最高统治者便孤掌难鸣，政治舞台上那一幕幕闹剧、
丑剧也难以出场。
　　第二节　自我标榜　　有那么一些帝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常常亲自出马，王婆卖瓜，自卖自
夸。
或吹嘘自己如何所向无敌，或夸饰自己的文治武功，或炫耀自己的文章才学，或显示自己的勤政爱民
，或表现自己的俭约自奉，或骂倒一切对手，以衬托自己的一贯正确。
臣下自然只有迎合、称颂，齐声赞美“吾皇圣明”。
即使有人知道他言过其实，谁又敢来揭他的老底呢？
只能沉默。
于是，帝王们在一片赞颂声中陶醉了。
　　其实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作为一个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与权势的人，如果你的确建立了不朽的业绩，那么，功在人心，碑在人口
，即使你不自夸，臣民对你也会怀有深深的敬畏；如果你无功无德，却想以这种手法来获得拥戴，只
怕会适得其反。
　　秦始皇树碑立传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年中，先后五次巡游，其足迹北至今内蒙古，南至
今湖南，东至今浙江，西至今陇西，那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领土，他几乎都走遍了。
他每到一地，都要刻石立碑，他刻碑的目的是什么呢？
看看下面这些碑文便明白了：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除灭；黔首康定，利泽久长
⋯⋯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　　皇帝奋威，德并
诸侯；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
　　通观碑文，一是颂扬他统一天下之功，二是颂扬他恩泽百姓之德，三是颂扬他治理国事之劳，张
口不离皇帝，闭口不离皇帝。
　　看来秦始皇好名之心极重。
不幸的是那个时代记录方式太原始，他只好用刻石这种拙笨的方式来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篇幅既不
能长，数量也不能多。
如果那时就有印刷术，为他歌功颂德的文字肯定会铺天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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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赐笼络：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
“赏”，从来都是君上控制臣下最为有效的手段。
楚汉相争中，刘邦在力量对比上远不是项羽的对手，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比项羽大方，不吝封侯之
赏，因而笼络住了人心，最后大败项羽于垓下。
　　牵制防范：一个掌权者在处理与下层的关系时，最关注的只有两点，即如何制造向心效应和如何
防止产生离心效应。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过问刘师立蓄意谍反一事；他昕了刘师立解释后，不但不心存芥蒂．反而对他信任
如初，更加宠信。
这在刘师立及其他大臣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效应。
　　媚事左右：通过媚事那些最贴近皇帝、最受皇帝宠信、最具势力之人，进入权力中心，便可以大
肆施展其谄君、欺君之术。
杨国忠，一个沦落蜀地的无赖、赌徒，不相因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远方妹妹杨贵妃而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驭下，事上，应对，自处，君臣之战，臣臣之争，惊心动魄。
　　权力，财富，前途，性命，忠君之仕，为官之途，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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