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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序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节选）一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
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
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
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
，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鲁莽灭裂，放肆亵渎，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
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
暴秦”口碑。
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
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
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意识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
肆意涂抹，悠悠岁月中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地变形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
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
悲剧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渐渐淡化，儒家式的恶毒咒骂也已经大体终止了。
但是，国人乃至世界对秦帝国的了解，依然朦胧混沌。
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
，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旧如斯。
秦为何物？
老百姓还是不甚了了。
即或在知识阶层，能够大体说叨秦帝国来龙去脉与基本功绩的，也是凤毛麟角。
于是，就有了将秦帝国说叨清楚的冲动。
在漫长艰苦的写作中，这种冲动已经慢慢淡了下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愿望——将事实展现出来，让人
们自己去判断。
虽然如此，还是想将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大体说说，给读者与研究家们提供些许谈
资，以做深究品评。
二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
它一般包含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或高度集权
（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
秦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
所以，这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叫了《大秦帝国》。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
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
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
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十五年；而罗马
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
其二，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统一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地流传
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
承的统一文明。
一个是滔滔大河千古不废。
一个是源与流断裂，莽莽大河化成了淙淙小溪。
历史命运的不同，隐寓着两种文明方式内在的巨大差异。
详细比较研究这种差异，不是文学作品的任务。
《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只是这个东方大帝国的生灭兴亡史的形象故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秦帝国>>

与罗马帝国的比较只是说明，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
的大帝国。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我创作《大秦帝国》的信念根基。
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三先得说说那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精神。
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
力的大黄金时代。
用那个时候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
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
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转型，联邦制政体向中央统治政体的
转型，使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状态。
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
春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全面竞争，强势生存。
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
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
春秋三百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冰，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铁器出现
、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活跃
起来。
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躁动起来，高高的山陵塌陷
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
进入战国，这种纷争终于演变为大争，开始了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
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
彻底地变法，彻底地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
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
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
雄。
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
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乃至生活方式，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
出最灿烂的辉煌。
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政治生活最阳光，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
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
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强力锻铸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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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国家，统一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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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农耕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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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
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
“求变图存”，此之谓也。
其二，对外部野蛮民族与愚昧文明的冲击，实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战略。
其三，整合统一，霸气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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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
其五，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
其六，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
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出来。
否则，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在统一文明中顽强地生存数千年而成为世界唯
一。
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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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所编织的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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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大秦帝国》要用故事去表现的最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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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秦帝国（签章本）》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
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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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
雄列强之林。
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
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
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
壮历程。
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
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
对原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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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
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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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新版《大秦帝国》还重新校定绘制了所有地图；对整体装帧进行了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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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
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
严肃的作家、学者。
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
“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
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
，505万字。
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
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第一部由央视2009年播出，预计2012年播出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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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黑色裂变（上）》目录： 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序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楔子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二 五国君主同一天到达逢泽 三 接风小宴公开了会盟秘密 四 分秦
大计在会盟大典上敲定 第二章 国耻昭昭 一 金令箭使者飞驰栎阳 二 秘密流言震动了秦国 三 政事堂憋
出了一条奇计 四 秦国君臣在老霖雨中感谢上苍 五 国耻刻石血泪斑斑 六 逢泽猎场中阴谋与财富较量 
第三章 安邑风云 一 洞香春众口纷纭说魏国 二 荐贤杀贤公叔痤忧愤而死 三 庞涓乔装 考校中庶子卫鞅 
四 安邑王街的神秘商人 五 奇人名士 洞香春波诡云谲 六 棋室里的六国角逐 七 卫鞅庞涓 智计周旋 第四
章 秦国求贤令 一 车英出奇计 洮水峡谷大血战 二 秦国特使来到了洛阳王城 三 求贤令应时而出 四 神秘
的布衣小弟突然变身 五 求贤令激发了卫鞅 六 申不害要和卫鞅较量变法 第五章 卫鞅入秦 一 神秘客栈
的布衣少年 二 卫鞅韬晦斡旋艰难脱身 三 茅津渡两情惜别 四 初入秦地谨慎探询 五 秦孝公奇策试真才 
第六章 栎阳潮生 一 失望的景监大为惊喜 二 卫鞅两面君 招贤馆大起波澜 三 肝胆相照 卫鞅三说秦孝公 
四 世族元老们惶惑不安了 五 政事堂发生了尖锐对立 六 奇特的故事震动了秦国民众 第七章 瓦釜雷鸣 
一 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二 疲民与贵族竞有了愤怒的共鸣 三 老秦世族顶风仇杀 四 七百名罪犯一次斩
决 五 哑巴武士做了贴身护卫 六 两样老古董：井田和奴隶 七 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 八 渭水刑场对
大臣贵族开杀了 第八章 政侠发难 一 黑色鸽子飞进了神农大山 二 老墨子愤怒了 三 黑篷车主与神秘的
工匠 四 荆南突然失踪 刺客突然出现 五 墨家剑士受到了意外袭击 六 陈仓河谷的苦行庄园 ⋯⋯ 《黑色
裂变（下）》 《国命纵横（上）》 《国命纵横（下）》 《金戈铁马（上）》 《金戈铁马（下）》 《
阳谋春秋（上）》 《阳谋春秋（下）》 《铁血文明（上）》 《铁血文明（下）》 《帝国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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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黑衣人从马上一跃飞下，甩手将马缰交给将领，大步匆匆地直入石门。
不想几步之后却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嘶哑地摇手：“快，扶我，政事堂。
”四名护卫军士立即抢步上来，抬起使者疾步进入国府官。
 说是国府宫，实际上是一座九开间的六进大宅院，外加一片后庭园林。
如果放在魏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大夫的住宅规格。
在齐国也不过上卿规格。
府中房屋一律是特大方砖块砌成，地上则是一色青石板，没有一片水面，没有一片花草，唯一的绿色
是政事堂后边的一片胡杨林与几株松树。
简单实在得冷冰冰的。
第一进是国府各文书机构，第二进是国府中枢政事堂。
这政事堂是一座六开间的青砖高房，坐落在院落正中央，两边是通向后进的偏门。
政事堂本身分为两大部分，东侧为国君聚集大臣商议大事的正厅，西侧为国君处理日常政务的书房。
以实际作用论，西侧书房才是国府的灵魂与中枢之地。
 此刻，西书房已经亮起了灯光。
这是一间陈设整肃简朴的书房，地上没有红毡，四周也没有任何纱帐窗幔之类的华贵用品。
最显眼的是三大排书架，满置竹简与羊皮书，环绕了三面墙壁。
正对中间书案的墙面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列国地图，画地图的羊皮已经没有了洁白与光滑，乌沉沉的
显示出它的年深月久。
地图两旁挂着长剑与弓箭。
所有的几案书架都是几近于黑的沉沉紫红色，使政事堂颇显得威猛神秘。
房间只有一盏粗大的牛油灯，不是很亮，风罩口的油烟还依稀可见。
一个人站在地图前沉思不动。
从背面看，他身材挺拔，一领黑袍上没有任何装饰，头发也用黑布束起。
端详片刻，他一声长嘘，一拳砸在羊皮大地图上，忧愤而沉重。
公元前362年秋，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战事已经结束。
秋天的暮色中，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大纛旗上的“魏”字尚依稀可
见。
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肃地排列在“秦”字大纛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
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冲杀。
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
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既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谷地
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
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
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
黑色军团由秦献公嬴师隰亲自统率，半日激战中斩首魏军五万。
嫡子嬴渠梁率死士三百，直突敌阵中心，一举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
按照战国初期的用兵规模和评价标准，这算是一场特大胜利了。
出人意料的是，魏军在统帅被俘后非但没有溃散，反而拼命回卷，力图抢回统帅。
秦献公眼见长子嬴渠梁的三百死士陷入红色魏军的汪洋大海，情急之下，长剑挥动，亲自率领五千精
锐骑兵冲入敌阵接应。
两军会合，士气大盛。
嬴渠梁一马当先，率死士冲出重围。
秦献公断后阻击，眼见要脱离魏军，却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
秦献公痛彻心肺，一声低吼，几乎跌落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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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嬴渠梁已经将公叔痤交于后军大将，率死士反身杀回。
秦军在嬴渠梁率领下大举冲杀，一气将魏军杀退到三里之外。
回来再看公父，秦献公背心的箭头竟深入五寸有余，周围已经渗出一圈黑晕。
随军太医急得大汗淋漓，却不知如何下手。
秦献公面色蜡黄，伏在军榻低声道：“渠梁，撤军⋯⋯栎阳。
”便昏了过去。
“是否毒箭？
”嬴渠梁满眼泪光，却没有慌乱。
太医急忙点头：“这是魏国的狼毒箭，一时难解。
”“敢拔除么？
”“近箭疾射，铁镞深入五寸有余，断不可拔。
”太医摇头。
嬴渠梁环视厅中大将，向一员威猛的将领拱手道：“大哥，断箭吧。
”青年将领是秦献公的庶出子，嬴渠梁的长兄，叫嬴虔。
他手中那柄弯月形的长剑极为奇特罕见，听得嬴渠梁招呼，他走到公父身后，拔出长剑立定，双手不
禁微微颤抖。
要知道，箭镞深入肉体，箭杆的受力处便在背心伤口，稍不留神使箭杆晃动带动箭镞，公父立时便有
性命之忧。
况且魏国的兵器打造得极为精细，长箭杆用上好的硬木制作，又反复刷过几遍桐油大漆，锃亮光滑，
寻常刀剑根本难以着力。
纵然这柄弯月长剑是神兵利器，可也没斩削过此等箭杆，安知没有万一？
嬴虔紧张得头上冒汗，内心暗暗祷告：“天月剑也天月剑，救公父一命了。
”凝神定力，扬起天月剑轻轻一挥，只见一道光芒闪烁——剑刃尚未触及，箭杆已被剑气悄无声息地
切断！
嬴虔左手疾伸，凌空抓住断开的箭杆，再看公父，竟是丝毫没有察觉。
嬴虔长嘘一声，不禁跌坐地上。
厅中大将们也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
嬴渠梁镇静如常，吩咐道：“立即班师。
谁愿断后？
”嬴虔一跃而起：“断后我来。
不杀暗箭魏狗，嬴虔提头来见！
”“大哥，”嬴渠梁低声道，“公父重伤，目下当以大局为重，不能恋战。
敌不追，我不动。
坚守一夜，明日立即撤回，万莫意气用事。
我在栎阳等你。
”嬴虔猛然醒悟：“好。
大哥明白了，明日回军。
”嬴渠梁立即吩咐幕府诸将：“前军子岸开路，长史公孙贾领中军护卫国君，其余诸将皆随中军护卫
，我自率三千骑士殿后。
立即拔营班师。
”众将一声答应，大步出帐，少梁北面的山地顿时紧张忙碌起来。
乌云遮月，秋风萧瑟。
秦军壁垒依然是军灯高挑，刁斗声声。
对面山头的魏军也是篝火军灯，一片严密戒备，等着在明日的激战中夺回主帅。
魏国军法：主帅战死，将士无罪；主帅被俘，三军大将并护卫兵士则一律死罪。
如今丞相兼统帅的公叔痤被秦军生擒，不夺回主帅，谁敢撤军？
魏国将军们判断，秦人好战，国君受伤后定然是恼羞成怒，来日一定会进行复仇大战，绝没有乘胜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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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道理。
今夜第一等大事是养精蓄锐，明日大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
那时候，人们还不大擅长偷营劫寨之类的雕虫小技，还延续着春秋车战时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面
决战传统，休战就休战，绝少有一方会乘着黑夜休战之机偷袭对方营寨。
戒备归戒备，那是大军驻扎的必然形式，魏国军营还是迅速淹没于无边无际的鼾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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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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
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这样的学者独立而不倚，了不起。
。
　　&mdash;&mdash;文化学者南怀瑾　　《大秦帝国》运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了一个历史久
远的时代，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自然而然地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得了
到双重满足。
且不说作者十几年潜心创作的执著精神，单看《大秦帝国》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所立足的文明
史的创作高度，就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认真研究、思考、沉淀而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经得住时
间考验的作品。
　　&mdash;&mdash;作家二月河　　《大秦帝国》虽为小说，却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深邃的历史
见解；且恢弘雄健，通过对政治家秦始皇和改革家商鞅的形象塑造，寄托了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发现
。
　　&mdash;&mdash;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 陈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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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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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秦汉史专家林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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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作家李国文　　我认为《大秦帝国》取得了史笔与文笔、叙事与思辨的双胜。
与其说它是历史小说，不如说它是历史文化小说，中国原生文明成功地经由《大秦帝国》的宏大叙事
复活与行走。
从历史观上看，《大秦帝国》不是将历史道德化，而是坚持以是否推动历史前进臧否人物，所以它对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大秦帝国》&ldquo;进入&rdquo;历史又从中&ldquo;走出&rdquo;来进行人物塑造，因而具有很强的艺
术感染力，达到了更高意义上的文史不分。
　　&mdash;&mdash;《文艺报》总编辑 范咏戈　　这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一种再定位。
孙皓晖写这部书，是照亮历史，而不是呈现历史的方式。
它是一部&ldquo;照亮&rdquo;的作品。
《大秦帝国》从精神与理性的层面理清那个时代，这也是他的作品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
　　&mdash;&mdash;评论家胡平　　《大秦帝国》的问世，彻底颠覆了&ldquo;暴秦说&rdquo;，是一
次有根有据的翻案。
作者以其特有的凝重笔触，无比丰富的史实，再现了大秦帝国在那个中华文明转折点上发挥的无可替
代的作用，以及大秦帝国为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说，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历史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小说文本和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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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李荣胜　　现在每年出版1400部长篇小说，真正能引起评
论界和读者关注的凤毛鳞角。
《大秦帝国》确实是力透纸背、才华横溢的一部大书。
它以宏大的历史意识，要为历史溯本清源。
我现在想象，现在有红学，有儒学，以后很可能有秦学。
　　&mdash;&mdash;评论家孟繁华　　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是对当代文学的一部试金石。
很多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者对他所写的时代缺乏必要的研究。
这部作品站立起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
在晦暗的历史布景里，站立在我们面前。
那些人物形象生动饱满，这批人物在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
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的深度对话。
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一个精神实体。
作者还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
从这部小说看，它不受常规的小说限制，反而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空间和容量，表现出更好的更有表
现力的小说形式。
　　&mdash;&mdash;评论家谢有顺　　《大秦帝国》里既有秦与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六
国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以及以儒、法、墨、道、阴阳诸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竞争，朝廷、战
场、商场、学堂、都城、山野、酒肆、密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阴谋与阳谋，构成了一副多姿多
彩的战国生活图画。
孙皓晖以学者的丰瞻、小说家的才智从容地驾驭了如此浩繁复杂的历史局面，有条不紊地抒写了150年
间从秦到六国的历史演变，出色完成了一部大结构、大气象、大内涵的战国末期史和秦帝国兴亡史。
以一部本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诗，为沉寂已久的中国史传文学，竖起了一座具有时代高度的巨碑。
　　&mdash;&mdash;评论家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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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士&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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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评论家 贺绍俊　　一部作品让我连续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第一部。
孙皓晖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
他对战争的描写让我非常震撼，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他能把自己的全部感受化为文字，化为画面，极有激情，极有想象力。
我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如履薄冰。
《大秦帝国》再现那个大开大阖、自由奔放的时代，如果把握不住，那种气吞山河是出不来的。
　　&mdash;&mdash;导演黄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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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国命纵横,等共11本)(修订版)》所展现的是这个东方大帝国的生灭兴亡史的形象
故事。
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
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
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1）近十年最畅销长篇历史小说。
2）一部精神本位的大国兴亡录，让当代中国人为之振奋并受益的战国版《大国崛起》。
第一次以‘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架构历史小说，着眼于国家文明的全面竞争，而非重复宫闱密
事官场阴谋的老套路。
3）第一次正确厘清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将战国时代的万千气象理成一串环环相扣的兴亡故事，以
一种全新的视角，再现了大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借此回答了关于中国文明史的若干基本问题
。
4）从政必备，从商必读。
《大秦》细致地整理了诸位精英们的做事方略，充满了奋发惕励的进取精神与旷达潇洒的人生态度，
无论领袖或普通人都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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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
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这样的学者独立而不倚，了不起。
——文化学者南怀瑾《大秦帝国》运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时代，把历史的
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自然而然地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得了到双重满足。
且不说作者十几年潜心创作的执著精神，单看《大秦帝国》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所立足的文明
史的创作高度，就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认真研究、思考、沉淀而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经得住时
间考验的作品。
——作家二月河《大秦帝国》虽为小说，却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深邃的历史见解；且恢弘雄健，
通过对政治家秦始皇和改革家商鞅的形象塑造，寄托了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发现。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 陈建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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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煤我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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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史专家 林剑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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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 李国文我认为《大秦帝国》取得了史笔与文笔、叙事与思辨的双胜。
与其说它是历史小说，不如说它是历史文化小说，中国原生文明成功地经由《大秦帝国》的宏大叙事
复活与行走。
从历史观上看，《大秦帝国》不是将历史道德化，而是坚持以是否推动历史前进臧否人物，所以它对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大秦帝国》“进入”历史又从中“走出”来进行人物塑造，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更
高意义上的文史不分。
——《文艺报》总编辑 范咏戈这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一种再定位。
孙皓晖写这部书，是照亮历史，而不是呈现历史的方式。
它是一部"照亮"的作品。
《大秦帝国》从精神与理性的层面理清那个时代，这也是他的作品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
——评论家 胡平《大秦帝国》的问世，彻底颠覆了“暴秦说”，是一次有根有据的翻案。
作者以其特有的凝重笔触，无比丰富的史实，再现了大秦帝国在那个中华文明转折点上发挥的无可替
代的作用，以及大秦帝国为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说，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历史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小说文本和文学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李荣胜现在每年出版1400部长篇小说，真正能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关注的凤
毛鳞角。
《大秦帝国》确实是力透纸背、才华横溢的一部大书。
它以宏大的历史意识，要为历史溯本清源。
我现在想象，现在有红学，有儒学，以后很可能有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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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 孟繁华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是对当代文学的一部试金石。
很多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者对他所写的时代缺乏必要的研究。
这部作品站立起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
在晦暗的历史布景里，站立在我们面前。
那些人物形象生动饱满，这批人物在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
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的深度对话。
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一个精神实体。
作者还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
从这部小说看，它不受常规的小说限制，反而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空间和容量，表现出更好的更有表
现力的小说形式。
——评论家 谢有顺《大秦帝国》里既有秦与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六国之间的联合与斗争
以及以儒、法、墨、道、阴阳诸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竞争，朝廷、战场、商场、学堂、都
城、山野、酒肆、密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阴谋与阳谋，构成了一副多姿多彩的战国生活图画。
孙皓晖以学者的丰瞻、小说家的才智从容地驾驭了如此浩繁复杂的历史局面，有条不紊地抒写了150年
间从秦到六国的历史演变，出色完成了一部大结构、大气象、大内涵的战国末期史和秦帝国兴亡史。
以一部本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诗，为沉寂已久的中国史传文学，竖起了一座具有时代高度的巨碑。
——评论家 李星我在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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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家 贺绍俊一部作品让我连续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第一部。
孙皓晖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
他对战争的描写让我非常震撼，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他能把自己的全部感受化为文字，化为画面，极有激情，极有想象力。
我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如履薄冰。
《大秦帝国》再现那个大开大阖、自由奔放的时代，如果把握不住，那种气吞山河是出不来的。
——导演 黄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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