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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段子时代"的“历史营养午餐’’    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社
会演进，如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改善，至少挨饿受冻的人，已经比历史上那些困难
年月少了不知凡几，一度顾不上的精神生活、文化修养，也开始更多被千百万个中国家庭谈论、重视
，曾长期被束之高阁、锁进冷清学术殿堂的历史知识，也骤然变成了文化市场和教育领域的热门。
    这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作者、读者而言，可谓既万幸又不幸。
  ．    万幸的是，作者终于不再担心冷对枯灯，耗费精力、时间写出的东西没人出、没人读，今天的中
国，恍惚间进入了又一个无人不多少知道点历史名人轶事的时代，读者也不至于要么无书可读，要么
只能对着既难以索解又篇帙浩繁的史籍，或寥若晨星且文字老旧、不可避免带有特定时代烙印的几套
普及型读物发呆，实体书、电子书中的历史普及读物多如过江之鲫且不去说，随手点开网络，也能看
到许多相关的“段子”。
    不幸的是，信息时代恰如一柄让人爱恨交织的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资讯，和众多的选择余
地，另一方面却也泥沙俱下，让人无所适从，难以取舍。
充斥在各种现代化信息平台上的“历史段子”更是真假难辨，让许多人陷入一种“不看后悔，看了信
了更后悔”的迷惘之中。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察得失”，这两句流传一千多年的唐太宗名言，至今仍具有
充分的现实意义，熟知历史，可以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从前人经验中获得领悟，从前人教训中
知所趋避，不再重复先辈们的遗憾和错误，由此可见，今天的人们、尤其正处于最佳学习周期的青少
年，是需要合适、足够历史读物的。
    然而今天的社会已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节奏快、学科门类繁多，专业分工明确，中国传统的“经
史子集”四科已不足以覆盖“学问”二字，像古代学子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把毕生精力之泰半用于钻研文史是不现实的，这只能让此人变成隔绝于时代、世务的社会弃儿，且即
便如此，也远难以穷尽远超过古代无数倍的知识量。
成年人受工作、家务牵累，固是如此，处于学龄的青少年背负沉重课业负担，就更是如此。
    对于他们而言，传统文言史传固然好，却着实不便阅读，即便勉强生吞活剥，因体例、语言和典故
等问题，也很难实现快速阅读、轻松汲取知识，甚至可能令一些青少年产生畏难、厌恶情绪，从此对
历史敬而远之；“段子时代”的各种“历史段子”，包括“戏说”、“穿越”，以及似是而非的“伪
历史”读来固是轻松愉快，却仿佛“历史快餐”、“历史烤串”，当做生活、学习的点缀是不错的，
然而缺乏提高历史素养所必须的多种营养元素，当作“历史主食”吃得多了、久了，恐怕是要“历史
贫血”的。
    青少年的学习阶段，“营养午餐”备受重视，它既方便快捷，又营养均衡，足以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健康成长，即便从事脑力、体力工作的成年人，“营养午餐”对于他们的生活、身体，也都是至关
重要的。
“段子时代”的历史知识普及，同样需要这种“历史营养午餐”：和严谨却生涩的“历史大餐”——
史籍相比，它更像“家常菜”，大众口味，随到随吃；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历史快餐”相比，
它又有讲究精致的选材，独具匠心的“烹饪”，和均衡搭配的营养，让读者们不至于塞了一肚子“零
食”却营养不良，更不至于一不小心，咽下些“地沟油”、“毒奶粉”，而令身心受损。
    这套崭新的历史丛书，就力图做成这样一份“历史营养午餐”：对于青少年而言，它既可以作为历
史启蒙读物，为更专业化的兴趣研究作一块合格的铺路石，也可作为历史普及读本，让他们较轻松愉
快地汲取更多严谨、准确的历史信息，为其目后的学习、就业和人生之路，提供更多的助益、镜鉴和
思路；对于成年读者而言，它也可以是一套“文不甚深、语不甚俗”，比专业资料通俗、比“历史快
餐”靠谱和有营养的，案头、车上、枕边，甚至厕上的“保留读本”。
    这套丛书是由多名相互熟悉、又独立写作的作者合作完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有相对扎实的“
正史”功底，又曾长期从事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对于烹制这桌“历史营养午餐”而言，他们应是较
合适的“厨师”。
    当然，“众口难调”，这道“历史营养午餐”究竟口味如何，能否为读者挑剔的肠胃所接受，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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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来作答。
    陶短房    壬辰二月十一日北美素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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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中国五千年·赤帝的子孙们：西汉王朝（第3集）》将刘邦起家写起，直至西汉衰亡。
全书栩栩如生，犹如一部好看的电视连续剧，有前奏，有冲突、有高潮，既有文景时期的忍辱负重，
也有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更有哀帝时期的江河日下，将一部大汉历史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更重要的是，本书汇集了最新考古发现及历史研究成果，挖掘出历史细节，还原了事件现场，作为一
部面向青少年和普通历史爱好者国史读本，本书脉络清楚，文字生动，语言活泼，却又不失正史的严
谨，读来别有趣味，足以补教科书呆板教条的不足。
乃至很多上班族读了本书后，狂呼：“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精彩，要是教课书都这样写，当年考试早就
及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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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涉猎范围颇广，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都颇有研究。
曾参与《太平天国通史》编写工作，小说《诅咒》入选《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最佳网络小说》
，并作为古体诗词代表被选入《中国网络诗人100家》。

　　
雍容，本名林慧莹，福建泉州人，1976年生，199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泉州第五中学教书。
现在新加坡从事华文教学交流。
著有作品集《采采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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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无赖拥抱无赖
六　老爹的肉香不香
七　楚河汉界有多宽
八　先得弄个心灵富
九　炖肉季与音乐季
十　对牛弹琴难上难
十一　最难了是儿孙债
第二章　高楼万丈平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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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缺的是钱，最多的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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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汉”到“大汉”
一　富二代与穷二代
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三　马踏匈奴：英雄的时代
四　落寞的百家，难封的李广
五　大帝国有大排场
六　神仙与鬼怪
七　一家人的两家话
八　女人和孩子
九　帝王的第一份自我批评
第四章　霍家与刘家的浮与沉
一　八岁的刘皇帝与走上前台的霍光
二　从四马分肥到一姓独大
三　从民间走出的龙子龙孙
四　芒刺与灶柴
五　天下如今又姓刘
第五章　从真帝国到假皇帝
一　刘奭：刘询无奈的选择
二　书生当家和匈奴谢幕
三　一群女人的难题和一个家族的崛起
四　汉哀帝刘欣：悲哀的插曲
五　真皇帝成假，假皇帝成真
附录（西汉时代中外历史大事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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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仙与鬼怪刘彻的堂叔、淮南王刘安就特别喜欢研究神仙鬼怪，他找了一大群文人编了部《淮南子》
，里面记满了五花八门的神怪传说。
民间相传，他后来就得道成仙，飞到天上享福去了。
但也有人说，他炼仙丹没炼成，误打误撞发明了豆腐，所以后世豆腐坊的保护神，就是这位刘安大王
。
也难怪民间这么热衷，其实汉武帝刘彻本人，就是个痴迷于神仙道术的皇帝。
据说他早年就特别仰慕神仙，渴望遇见异人，公元前134年，有人真的向他推荐了个神仙，叫做李少君
，说这人有法术，能让自己和别人长生不死，而且不用种田、做工、做生意就能发大财，据说有一次
他参加贵族宴会，碰上个90多岁的老人，他跑去跟人攀谈，说曾是这老人曾祖父的好朋友，还讲了好
多当年和这“老朋友”一起玩的细节，让人由不得不信服，就这样，名声大噪的他，就成了刘彻身边
的红人。
其实他哪儿来的什么法术。
他本来是一个贵族的门客，隐瞒了身份到处招摇撞骗，不知底细的人见他说得云山雾罩，有些就信以
为真，拿出钱、物供养他，希望沾些仙气，至于那个让人以为他长生不死的“遇见老朋友”，不过是
他事先搞到宾客名单，对出席宴会的老人家世刻意做了些调查研究罢了。
这位活神仙见到皇帝，口气更是大得不得了，他自称懂得一种叫“祠灶”的法术，这种法术可以把“
丹砂”（水银混合物）炼成黄金，有了这套本事不但能发财，还能见到蓬莱仙岛上的仙人。
据说这位仙人叫安期生，藏有一种和瓜一样大的枣子，吃了能益寿延年，如果见了安期生，吃了枣子
，再去泰山“封禅”（祭祀天地和山神），就能像传说中的黄帝那样永生不死，成为神仙了。
他的这一套，燕、齐沿海一带，也就是今天渤海湾沿岸，从战国开始就有不少方士传得神乎其神，秦
始皇时候带着几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神仙，并且一去不复返的徐巿这一套唬得住秦始皇，当然也唬得
住汉武帝刘彻，他顾不得“祠灶”要花很多钱，亲自督促着李少君赶紧炼金，好接着找蓬莱、吃枣子
、封禅、长生不老。
也不知道是刘彻运气不好，还是李少君运气太差，才折腾几个月，这位长生不死的李少君居然死了。
他的徒子徒孙唯恐骗术被戳穿，就哄骗刘彻，说他成仙羽化，到天上享福去了。
刘彻信以为真，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开始到处寻访神仙。
这么找到第二年，来了个住在亳（今安徽亳州）的方士叫谬忌。
这位倒不会什么神仙术，他是来讲大道理的，要立个太一祠。
这太一是什么？
原来早在商代和商代以前，中国人就信奉天神，并将这个地位最高的天神叫做“上帝”，直到西周末
年，上帝也只有一个—本来么，天不是就一个么？
等到西周灭亡，周平王为躲避少数民族犬戎，将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
），把原来镐京周围的关中地区封给秦国。
秦国驱逐了犬戎，成为西方的强国，野心逐渐大了起来，就在公元前770年，秦国立了一座“白帝祠”
，开始供奉天神。
这天神本来就一个上帝，是国家的最高神，天子是天神的儿子，也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只有王
室才能供奉上帝，秦国这样做当然是大大的僭越。
为了缓和周天子和邻国的不满，秦国耍了个滑头，说自己祭祀的不是上帝，而是“西帝”，就是西方
的上帝，按照五行学说，西方的颜色是白色，因此也叫“白帝”。
这么一来，上帝不再是一个，而是有了两个，秦国开了头，各强国也有样学样，到了战国后期，就出
现了“东帝”、“南帝”等五个天神，按照五行学说，分别成为“青帝”、“白帝”、“赤帝”、“
黑帝”和“黄帝”，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这五个天神代表5种天命，会相生相克，一旦相
克就会改朝换代。
还记得刘邦斩白蛇的传说么？
白蛇就是白帝的儿子，而白帝正是那尊保佑了秦国—秦朝近500年的西方上帝，说刘邦是赤帝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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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要让人们相信，他代表了克制“白帝”的“赤帝”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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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套青年国史读本笔法上继承了《上下五千年》的风骨，叙事明快而不轻浮，深刻而不陈腐，看起来
行云流水，毫无滞涩。
尤为难得的是，在保持风骨的同时，书中还能看到一些近年来才有的研究成果，算得上是与时俱进。
作者就像是个循循善诱的历史老师，拿出了说书人的劲头，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一直至全书翻完，读者才会惊觉这原来是一堂历史课。
    ——著名作家 马伯庸    像讲故事一样为读者展现了夏商西周三代至春秋时期的历史画卷。
历史脉络的宏观叙事，交融着具体的人物、事件与典故，引人入胜，如数家珍，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
载，生动而不戏说，质直而不鄙俚，是近年来通俗历史读物中的佼佼者。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教授  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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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赤帝的子孙们:西汉王朝》比专业更通俗、比戏说更靠谱，史上最正史、最好读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
，汇集最新考古发现及历史研究成果，脉络清晰、通俗好读；深入挖掘历史细节，还原事件现场，活
泼有趣、引人入胜；重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把中国史写成汉族史。
配备大量作战地图，使阅读而更有空间感。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教授张国刚鼎力推荐，说此书“像讲故事一样为读者展现了夏商西周三代
至春秋时期的历史画卷。
历史脉络的宏观叙事，交融着具体的人物、事件与典故，引人入胜，如数家珍，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
载，生动而不戏说，质直而不鄙俚，是近年来通俗历史读物中的佼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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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套青年国史读本笔法上继承了《上下五千年》的风骨，叙事明快而不轻浮，深刻而不陈腐，看起来
行云流水，毫无滞涩。
尤为难得的是，在保持风骨的同时，书中还能看到一些近年来才有的研究成果，算得上是与时俱进。
作者就像是个循循善诱的历史老师，拿出了说书人的劲头，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一直至全书翻完，读者才会惊觉这原来是一堂历史课。
——著名作家 马伯庸像讲故事一样为读者展现了夏商西周三代至春秋时期的历史画卷。
历史脉络的宏观叙事，交融着具体的人物、事件与典故，引人入胜，如数家珍，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
载，生动而不戏说，质直而不鄙俚，是近年来通俗历史读物中的佼佼者。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教授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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