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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史有心得》从历史的各个角度分析，观点新颖，并没有被某些历史结论和历史现象蒙蔽，重
新分析，实事求是地总结出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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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中的谜团翻开中国历史，当我们带着无数疑团回溯曾经发生的故事，每每让我们感慨
万千。
一些故事内容仅只是当时的人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谣设的“佳作”，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永远解不
开的谜。
不懈地揭开历史人物的谜团，才是我们开启中国历史大门的惟一钥匙。
看着先人的恩怨权夺，给历史留下无数谜底；想着皇权里的血迹斑斑，给后人颇多反思：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人生除了名利权力还有生命更值得去珍惜。
1.秦始皇生父之谜：史家的谣传还是吕不韦的弥天大谎？
2.“桃园结义”可信吗？
3.隋文帝“惧内”成就一代英名？
4.玄武门兵变：是蓄意谋杀还是临时应变？
5.“狸猫换太子”是真的吗？
6.雍正皇帝为吕四娘所杀还是自然死亡？
第二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注重出身门第，把那祖辈传下来的高脉血统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但祖辈的高贵
血统又是从何而来呢？
无论地位低下的陈胜、吴广、无赖刘邦等人物，都是由低脉血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取而来。
王侯将相，本就无所谓有种无种，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坐上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成就一翻伟大
的事业，就是真正的英雄。
1.陈胜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2.乡村无赖成霸业3.渔猎之家也能做皇帝4.“蛮夷”之人称王成帝业5.
从农民到天王第三章 权谋争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为了权力和那万人之上的宝座，宫廷与宫廷之外的权谋争夺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停止过。
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道出了权力的争夺的残酷无情。
为了得到皇位皇权，许多人连同胞兄弟甚至父母都不放过。
一句话：为了权，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这就是古代残忍的政治斗争。
1.小白诈死先入为主2.饿死的皇帝3.巫蛊事变4.八王之乱5.同胞相残又为何？
6.害弟杀兄弑父7.诛尽“太平”方太平8.忽必烈纳远略夺位第四章 千古言论，安为今用？
第五章 奸臣误国论第六章 认识治乱或成败之术第七章 识时务者为俊杰第八章 中国的阉人权监第九章 
妓女可悲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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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与闾左九百人被征发戍守渔阳。
闾左是一种无立锥之地，地位极其低下的贫苦农民。
他们原来是东方六国的百姓，被秦国征服后迁徙到指定地点，成为军功贵族的依附农民，所以地位低
下。
为了维护军功地主的利益，秦王朝一般是不征发闾左服役的。
这次秦二世冒天下之大不韪征发闾左，不但使闾左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也直接损害了军功贵族地主的
利益，更进一步激化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所以，征发闾左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在征发途中，陈胜、吴广分别担任屯长。
到了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适逢大雨连绵，道路阻塞，戍卒已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赶到目的
地。
按照秦朝的法律，这是要处以死刑的。
而在严酷的法律面前，根本不可能有缓和的余地。
陈胜于是与吴广密谋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所谓“死国”就是要推翻暴虐的秦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陈胜又借“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手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革
命口号。
陈胜、吴广平素宽厚仁爱，士卒都愿为他们效力；陈、吴随即用计谋杀掉带队的将尉，慷慨激昂地向
众徒属说：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
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
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徒属皆日：“敬受令。
”　　陈胜的宣言和号召，不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也表达了戍卒求生的愿望，它从一
开始就规定了秦末农民起义必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秦王朝暴虐统治的革命性质，是一种别无选择，
正是这种选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陈胜、吴广随即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义军攻下了大
泽乡，又相继攻拔了蕲县和侄、苦、柘、谯等地。
快到陈时，义军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很顺利地攻下了陈，陈胜召集陈地的三老豪杰商量事态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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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史关键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取历史中的精华智慧为人生所用，弃其糟粕给人生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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