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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凝聚和积淀的文化传统里，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或重要标志，一直成为
中国学术思想最为关注的课题，此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一为“究天人之际”；二为“通
古今之变”。
按司马迁的意思，这两个重要指标，是古代学者“成一家之言”的首要前提。
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历史为鉴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可以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学术的始终，它成为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在内的
中华学术的两条主线，故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其成就最为显著昌明。
仅就历史说，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最注重历史的民族。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未断裂。
从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第一部政治史《尚书》、第一部国别史《国语》，一直到第一部通史《史
记》，再到以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所谓的前四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民国史》
等等，可谓朝朝有史，一朝一史，一朝多史。
而所谓“野史”，更是历朝有之，无论其数量，还是其记述的范围，甚至都大大超过“正史”。
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著述，其体例之富、时间跨度之长、记述之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
比拟的。
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从中国文字产生的那一天起，可谓泱泱汩汩，从未中断，故其
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历史认识、历史意识及历史长河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便构成一种具有天人、古
今融会贯通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
古往今来的贤哲们常说，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在于人类能“制造工具”、在于人类
有“道德良知”、在于人类能“从事政治活动”、在于人类“能群”或组织社会、在于人类有“觉解
”等等。
但在我看来，人类与禽兽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人类有历史文化记忆。
因为有历史文化记忆，人类便既可知其所从来，亦可据其所从来，推知其所将来。
不知其所从来，亦不可预见其所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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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走向秦汉帝国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以人物为主线，以大事为枝
干，以思想为血脉，从商鞅、秦始皇到汉武帝，复原历史人物在潮头浪尖上惊心动魄的风云故事。
与此同时，本书在书写这段气势恢弘的历史时，试图勾画出“大一统”思想及其现实的演变进程，探
寻秦皇汉武的内心激情而外，叙及吕不韦、韩非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在这一历史大转折
关头的纵横捭阖和命运沉浮，探讨从百家争鸣、以吏为师到儒家成为正统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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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勇强，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任经济频道《今日观察》栏目制片人。
担任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开心辞典》栏目制片人，创办了《全
球资讯榜》和《今日观察》栏目。
曾担任“3·15晚会”总撰稿、连续四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总撰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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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郡县制：架构两千年大一统格局分封？
不分封？
一场来自朝堂上的争鸣秦始皇一统江山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个偌大的地理空间，如何使
其统一得到延续？
每个皇朝在诞生之初，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这一方面是政治治理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打下江山后
，皇帝和功臣们“排排坐，分果果”的问题。
丞相绾等人建言：现在诸侯都灭亡了，像燕、齐、楚这些国家，地处偏远，不如让诸皇子在这些地方
封疆为王，藩屏中央，请陛下恩准。
秦始皇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让群臣廷议。
廷议，恐怕就是当时最民主的一种形式了，群臣在廷议时，有了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在皇帝的眼皮
底下有了表达权。
当然，表达需要讲艺术，弄不好杀头也是可能的。
但秦始皇除了在迁母亲回咸阳的事情上杀过谏臣，信史上并未有在朝堂上杀人的其他记载。
正因为廷议在皇帝说了算的制度下难能可贵，大臣们便很珍惜这样的权力和机会，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朝堂上的不同意见自然在所难免。
可在封王这件事上，朝堂上似乎有一边倒的看法，都倾向于王绾等人的意见。
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试想想：尽管明里说是分封王子，但分封制历来是既以亲亲原则封王公贵族
，也以功赏原则大封功臣的。
如今，一帮文武大员替秦始皇打下了江山，自然难免盘算着如何分享胜利果实。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分封就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
即便抛开群臣潜意识中的私心不谈，分封与否，秦始皇面对的争议决不是最后一次，在后来的历史中
还反复出现，甚至成为研究治乱之道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从群臣倾向性高度一致的情形来看，在当时对于分封的折中主义思想似很普遍。
在王绾们看来，以朝廷为中心，核心区域实行郡县制，边远地区实行分封制，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
以一种过渡的方式慢慢走向单纯的郡县制，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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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
1995-1999年间担任过驻华大使的德国人康拉德·赛茨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写下的
这段话，曾经深深地刺激过我。
当我认真留意秦汉两朝的历史时，我感觉到这位对中国文化相当关注的德国朋友，他为秦始皇鸣不平
，自有他的理由。
至少，秦始皇打破诸侯封建而创立的郡县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至今格局犹在。
当秦始皇将历史的巨大车轮扭向全新的轨迹时，秦帝国自身却成了过渡王朝，成了先烈。
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秦始皇因暴政而自取灭亡，而很少有人关注到，秦的二世而亡，有其历史的悲
壮因素：从战国七雄的分裂局面到开创一统，秦帝国为中国历史的转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自然，刘氏汉朝作为秦政的延续，一直到汉武帝，才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使命。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潜意识，显然不仅仅意味着“统一”二字，更不简
单意味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内涵，也不简单意味着正统思想的独行其是，而有其多元的文化
含义，有其求同存异、寻求和谐的动力在。
当然，我们应当很高兴地看到大一统思想在当下的积极现实价值：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长假中写下这本书的文字。
我想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他们让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特别要
感谢李中华老师对我的无私指导和帮助。
我想感谢家人的支持，平时本已繁忙，而过节期间自己也经常躲进小楼成一统。
我要感谢给予我力量的每一个朋友，使我能沉入历史，沉入思想，让文字涌于指尖。
我要感谢中华书局，感谢刘树林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劳动，让我体会到专业精神的可贵。
更要感谢宽容的读者，作为才疏学浅的后学者，书中的错讹之处可想而知难以避免，恳请大家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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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勇强先生撰写的《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这本书，从其书名及其所述的内容看，即是以历史
为一面镜子，企图从逝去二千余年的秦汉帝国的历史活动中，追寻仍存活于中国文化中的中华大一统
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艰辛跋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积淀和付诸实践的。
这是一种既饱含历史文化情感，又蕴涵历史文化理性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承负着21世纪中国人历史情
怀、文化承担和对当今现实世界的深层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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