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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秦帝国在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详细叙述了秦始皇极
富创造性的应对手段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作者通过细致的考证后认为，秦始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必须强力推行铁血政策以使帝国尽快安
定，而绝非后世所认为的暴君；秦朝后来的迅速灭亡也并非完全是帝国自身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中
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与统治精英积累已久的激烈矛盾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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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义光，笔名嵩阳云树，一直潜心研读中国历史。
壁立数卷书，一烟一茶，遂神游青灯黄卷矣。
现为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家。
主要作品有《秦朝——被曲解的历史》、《历史的性格》、《战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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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们真的了解秦朝吗?
第一章 仁义的“暴君”
　黑色是秦帝国的流行色，这就足以说明，“黔首”绝不是贬称，反而充分体现政府对农民以及农业
的尊重
　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褒贬不一，主要纠结于“暴君”这个形象上。
事实果真如此吗？

　秦始皇不曾意识到要对旧世贵族动些手脚，这是英明一生的秦始皇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也是一个灾
难性的错误
　秦始皇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子孙想来都如他一样。
也只有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他的这一套制度设计才能发挥效力。

第二章 人性化“严刑峻法”
　激活这个设置完美、理念先进的帝国制度，并使之发生效力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一个字：律
　秦帝国严格控制告密，是为了让告言者明白，必须对自己的控告行为负责，正如执法官必须对自己
的执法行为负责一样。

　秦帝国为避免执法官动不动就滥用“笞讯”，或是恶意将“笞讯”演变为“刑讯逼供”，对这一非
常手段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
　在审判制度中，秦帝国对官吏在执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严格而细致的规定
第三章 巧妙的“驰道”
　视察北方防务，是秦始皇此行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
因为他很清楚，盘踞在那里的到底是怎样一只庞然大物
　秦始皇成功地将驰道的军事目的巧妙地隐藏于民用之中，并且取得了双赢，这才叫谋定
　邮传制度确保了帝国中枢能在最短时间内，收集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和民意，也包括帝国政府所看
中的密报
　秦始皇懂得如何适度地使用他的权威，而并非后世所说的那么专横暴戾。

第四章 巡游天下的真意
　在秦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存在变数，但应该承认，嫡长子继承制一直是秦国王位继承的常规模式
　细读峄山刻石和泰山刻石，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二者恰恰构成了秦帝国的建国方略
　在琅琊，秦始皇终于找到了对尘世的超越，正如山川大地的永恒一样，秦始皇突发奇想，要做人世
永恒的王者
　按照理智许可的尺度来追求传说中的长生不老，并不是真拿它当回事，这才是秦始皇真实的行事风
格
第五章 “暴政”泽被后世
　后世史家将“徙豪富”与刘邦的“徙豪强”政策相提并论，是一种误判。
事实上，秦始皇对六国之后是比较仁慈的。

　不管是公办的“传舍”还是私营的“逆旅”，投宿者必须出具有效的证件以证明其身份，否则不予
留宿。

　成功完成角色转换的张良，其远大之志即是弃匹夫之勇，而以“盖世之才，为伊尹、太公之谋”也
　这三年频繁的刺杀事件，让秦始皇不免要重新审视这个帝国。
此时，他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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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鞅确立奖励耕战这一政策以来，到王莽时期，已历经四百年，百姓依然“未厌其敝”，感念秦
政的好，这是何等的顺应民心
第六章 儒家秦始皇
　打击匈奴，是秦始皇的既定政策，这属于必然。
但在具体实施行动的时间点上，卢生的偶然欺骗暗合了秦始皇的心思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秦始皇都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失败，都与南方有
关
　不只是秦始皇，作为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同样意识到“挟书律”的巨大现实意义，后世表述为“
统一思想”。

　由此来看，秦帝国的崩溃，其实质是由知识分子的人心转向开始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努力：秦始皇试图将儒家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置于律令
的威慑之下
　秦始皇不会想到，正是他的政策，将那些精英知识分子逼向了对立面，使帝国的精英阶层无可挽回
地出现了分裂
第七章 必须“焚书坑儒”？

　秦始皇初始并没有认为咸阳的儒生全部妖言惑众。
而将这一问题复杂化，的，正是成分复杂的儒生自己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意是想因为上天的灾变而出门躲避灾难的秦始皇，到头来却与灭顶之灾
不期而遇
　关于赵高的出身，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久已有之的，即赵高是个宦官。

　一种认为赵高是个留着胡须的男子汉。

　正是由于赵高学识上的强项，以及孔武有力的身板，这才有机会进入秦宫，并且最终成为秦始皇的
头号亲信
　帝国的控制力依然很强大，最起码，在秦始皇濒死的这一年，那些事实上的反秦势力并不敢轻举妄
动
　秦始皇此时并不相信自己马上会死，所以他将自己病重的消息封锁，避免赵高之外的人知道，省去
不必要的麻烦，结果却适得其反
　秦始皇打算将权力交到扶苏手上，是有他良苦用心的。
他希望看到扶苏的忠厚守成，而不是胡亥的变本加厉
第八章 争权夺利的“义军”
　赵高找到了他的“保护伞”。
只不过，这把“伞”，不是秦二世，也不是帝国中枢，而是帝国赖以存在的司法制度
　导致民心生怨的不是帝国的徭役政策，而是另一项法令——“戍徭无已”。
它破坏了成法，把徭役变成了随意征调
　大泽乡起义，并不是出于对国家衰乱的预见和不满，而完全是一次铤而走险的行动
　令人吃惊的是，反秦与不反秦，这原本对立的势力，在陈胜这里，竟然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早有不臣之心的反秦势力，借机生事，因势起哄，所谓天下苦秦久已，不过是表面上的托词罢了
　导致后来六国覆灭的元凶——各怀鬼胎，开始出现在反秦势力内部，这就是陈胜急于称王的结果
第九章 灭亡的真相
　政治立场上微妙的差异，决定了六国旧贵族势力失败的命运，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主导了历史的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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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一生都在做梦，做着王侯的梦，做着将军的梦。
梦醒时分，也是他最终失败之时
　这就是反秦势力的内讧，名义上他们要诛暴秦，要替天行道，实则见利忘义，动不动就火拼
　项羽或许从没想过他统治下的百姓，也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
结果，他得到了这样的回报：秦父兄痛入骨髓
　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让项梁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打垮秦帝国了，于是他面露骄色，然而我们
知道骄兵必败
　精通律令的赵高，之所以一定要让李斯认罪，是因为秦廷讲究以法治国，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
结案的
　钜鹿之战使秦帝国能征善战的有生力量全部丧失殆尽，这也意味着，刘邦的西进之路，不会再有任
何障碍
　自秦孝公变法以来，虎踞关中数百年的秦帝国，竟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令
人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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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始皇的刻石，亦体现了以儒用世的特点。
　　因此，秦之亡，并非亡于法律繁苛。
　　就是说，所谓“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史记？
张耳列传》）、“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汉书？
贾谊传》）、“法令烦惨，刑罚暴酷”（《汉书？
晁错传》）之类，应当看做是西汉时人鉴古知今的需要，并非全部出于理性的分析。
　　尽管发出这些议论的儒生出发点是好的，满心希望并且祝愿大汉帝国不要重蹈秦之覆辙，但结合
秦帝国的审判制度稍作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言论明显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且对于秦帝国覆
亡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分析到关键之处。
　　《云梦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之间，关于律法的某些对应之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为建立理想的新世界，曾颁布过两项影响巨大的法令--“挟书律”和“妖言令”，后人将
之批得体无完肤，恶名难拂。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两项“臭名昭著”的法令，前者直到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当政时期才
被废除，而后者，直到吕后当政时期才被废除。
　　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鉴于西汉初年纷繁复杂的局面，刘邦亦需要这两项法令来维持汉初
政局的稳定。
　　因此，秦始皇不只是一个意志坚强、手段强硬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个目光远大、智略不群的哲
学家，其法儒兼用、以法为主的哲学实践，对后世影响既深且巨。
　　事实再一次证明，秦国以及秦帝国，对待百姓是充满着人性关怀的。
他们时刻关心着百姓的死活而不是时刻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所出台的政策，所做的决定，其
立足点是根植于百姓的实际需要。
　　时至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对秦人这一政策依然持有倾慕之心的，大有人在。
　　王莽掌权后，打算在全国恢复周朝的井田制。
有一个名叫区博的人就劝他说：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
周道既衰，而民不从。
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
”　　从商鞅确立奖励耕战这一政策以来，到王莽时期，已历经四百年，百姓依然“未厌其敝”，感
念秦政的好，这是何等的顺应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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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解密秦帝国的历史谜团与政治玄机　　正本清源，展现中华帝国形成初期不为人知的建国理
想　　客观公正，还原秦始皇不惜得罪天下人也要实现的帝国蓝图　　激活这个理念先进的帝国制度
，并使之发生效力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一个字：律。
　　秦始皇懂得如何适度地使用他的权威，而并非后世所说的那么专横暴戾。
　　秦始皇虽然追求长生不老，却并不是真拿它当回事，这才是他真实的行事风格。
　　“焚书坑儒”并非秦始皇有意为之，竟是儒生自作自受。
　　大泽乡起义，并不是出于对国家衰乱的预见和不满，完全是一次铤而走险的行动。
　　秦帝国对官吏在执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严格而细致的规定，绝不随意执法。
　　秦帝国被后世所贬斥的“严刑峻法”，竟然被刘邦完整继承。
　　到王莽时期，已历经四百年，百姓依然“未厌其敝”，感念秦政的好。
　　秦帝国的崩溃，其实是由知识分子的背叛开始的。
　　在秦始皇濒死的那一年，帝国的控制力依然很强大，那些反秦势力仍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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