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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的移接，君王们的身影也随着历史的脚步而出现或消
亡。
他们有的开一代先河，创一世伟业；有的治国无道，为他人作嫁衣裳；有的造反立业，却消弭于滔滔
历史洪流之中。
这些帝王的上位无不印证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言。
论地位：这些君王们是人中之龙；论权力：他们至高无上——这是中国历代皇帝一脉相承的“政治标
识”。
所以，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他们都可以对着自己的子民大言不惭地宣告“朕就是法，寡人就是天
”。
可是，他们的“法”与“天”从何而来，由何而去呢？
换句话讲，他们是用什么来治理自己国家的呢？
他们的治国方略中，是否也有某种高山仰止的力量源泉与精神支柱呢？
这些，本都应该是我们管窥历史的主轴，遗憾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记述却只是一鳞半爪，未成系
统，使得我们纵然能够知道历代君王功过几何，但功绩或过错的始因，却知之甚少。
何况，世人评价向来不一，究竟何为真相，何为全貌，向无定论。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中国俗语有云：“一物降一物。
”在我学习的历史学过程中，就曾经用这个“定律”推敲过“以君代法”“以君遮天”的古代君王们
的习性，一个疑窦从此而生：谁来降君王？
带着这个疑窦，我重温了很多关于古代帝王的历史资料，并极尽所能地找出一些能指导他们定立政纲
的噱头，再沿着这些噱头深究，渐渐地，一个词条的轮廓在我的脑海里明晰起来，这个词条就是“信
仰”二字。
是的，唯有信仰，才可以“降”君王！
于是，《君王们的信仰》的创作冲动由此而生。
信仰这个词奥妙无穷，有的人认为它总有一种神秘神奇的感觉，似乎蕴涵着无穷的力量。
有的人则对它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把它归类为封建迷信，落后骗人的学说。
何以信仰一词会招致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不妨先来看看何谓信仰。
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
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
看，信仰如此震慑人心，如此具有号召力，甚至具有导人向善恶的作用。
当信仰与君王连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何种惊人的发现呢？
从秦始皇开始，这位千古一帝对于长生有着疯狂的向往与执著的追求，这种信仰至死不渝。
汉武大帝为了追求神仙信仰，赔上了一家的性命。
儒家信仰的忠实追随者王莽，虽然篡汉，可是他的信仰并没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帮助他治国兴邦。
当佛家信仰自印度传入我国之后，与道家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矛盾，尽管之前有梁武帝的崇佛，后有武
则天的信佛，可它仍经历了三武一宗的法难。
说到这，有必要强调一下信仰的实用之处。
虽然，不能否定很多帝王把信仰归类于信念，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
但是，信仰也是为帝王上位和统治百姓的工具。
用信仰圈限人民的活动，用信仰麻痹人民的思想，用信仰得到人民的拥护。
信仰也包含有信仰的君王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
所以有信仰与没有信仰的君王是不一样的。
没有信仰的君王，会失去把握自身命运的力量，其发展的目标性会大大减低；有信仰的君王，会为自
己的信仰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既定的目标上，其知识、能力、内心世界都会得到充实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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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及统治整个国家的政纲。
就好像成吉思汗的萨满信仰，包括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扑朔迷离的回教信仰——从他的治国之道与用
人处世上，我们甚至还挖掘出一幕足可以惊世的秘密。
《君王们的信仰》从秦始皇开始，到洪秀全的起义，力图通过有力的史料与确切的证据，分析历朝历
代帝王们的信仰，深入探悉他们的内心世界。
希望剑走偏锋，通过之前少有人提及的信仰问题，发掘历史中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事实，从而更
有利于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
由于笔者学识浅陋，恐行文中出现欠缺之处，贻笑大方，故而特拜访了人民大学历史系权威教授马金
科老师，蒙马老师不弃，占用休息时间给予了本书斧正与肯定，及时纠正了文中的错漏之处，在此笔
者对马老师致以深重的谢意。
本书实乃笔者的浅见，虽蒙专家教授的鼓励，心下不免惴惴，因而竭诚希望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南2007年7月30日于北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君王们的信仰>>

内容概要

《君王们的信仰》从秦始皇开始，到洪秀全的起义，力图通过有力的史料与确切的证据，分析历朝历
代帝王们的信仰，深入探悉他们的内心世界。
希望剑走偏锋，通过之前少有人提及的信仰问题，发掘历史中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事实，从而更
有利于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
由于笔者学识浅陋，恐行文中出现欠缺之处，贻笑大方，故而特拜访了人民大学历史系权威教授马金
科老师，蒙马老师不弃，占用休息时间给予了本书斧正与肯定，及时纠正了文中的错漏之处，在此笔
者对马老师致以深重的谢意。
本书实乃笔者的浅见，虽蒙专家教授的鼓励，心下不免惴惴，因而竭诚希望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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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国政权    二、孔孟非妖书，教化深入，止足不前　第五节  “朕之天兵多过于水”虚幻信仰与天国
崩塌    一、北伐完败，西征受阻    二、内讧加剧衰亡，虚幻信仰没能挽救天国的崩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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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秦始皇：走火入魔于“长生不老”间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至此，分崩离析的华
夏国土结束了战国时代，中国从此有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号——秦。
秦国始皇帝姓嬴名政，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迄今为止也没找到自己真实祖宗的皇帝，但这丝毫
不影响作为一个天才的用武之地。
他有军事家的才能和政治家的眼光，在他登极后，设立郡县，开凿运河，兴建长城，严刑立法，一度
把诸侯割据混战近五百年的沧桑乱世治理得颇有东方帝国般的神韵。
一个科技、文化、管理、知识，及生活水平满目苍痍的国度，在一个具有卓越的超前意识的领军人物
手里，逐渐开始复苏。
可是，好景不长，秦始皇所希冀的长久统治并没有实现，尽管他虔诚地祝祷永生，并把一生中近三分
之一的精力投入到追求神仙、寻求仙药的事业中去，并为此巡游全国、北击匈奴、坑杀儒士、兴建宫
室，不惜一切手段企图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但最终还是死在巡游求仙的途中。
想必，连秦始皇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信仰，他那孜孜不倦的求仙活动对秦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
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变成了加速秦王朝灭亡的催化剂。
让很多人感到不解的是，像秦始皇这种才智不凡的君王，怎么也会对虚头巴脑的“成仙不死”之道如
此虔诚、神往，乃至至死不悟？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他看作是唯心主义者的思想取向，因为这涉及到秦始皇信仰的形成背景，以及当时
的历史条件、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原因，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才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位千古帝王的求
仙之谜。
第一节 人心不古神仙兴方术“不死”谑始皇一、方士由来有据“礼崩乐坏”的背景探绎秦始皇的信仰
与他所处时代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要知道秦始皇距今有二千二百多年，当时印度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而西方的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
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直至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基督教方始传入中国。
也就是说秦始皇时期我国并未受到外来宗教思想的影响，而本土的宗教尚未成形，充其量是处于萌芽
状态。
因此，秦始皇的信仰源头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
应该说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
，是有识之士思维活跃的时期，是各种理论的萌芽阶段。
随着周王朝实力与威望的衰退，各诸侯国呈现出了兴盛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周朝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几乎由领军诸侯的国家领袖沦落为附属物。
因而早前适用于周朝的礼法、制度及思维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以及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个人人都在要求独立的年代。
用当时的文词中提到的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说的就是国家出现了一拨拨叛逆人士，从太宰掠妻弑君
、公子佗杀兄夺位、雍姬杀夫，到吾公子杀父王等违背礼教规章事件频频发生。
这还不算，各地的诸侯拥兵自重，纷纷宣布独立，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无一不是豪情壮志，欲独
领风骚的人物。
他们坚信只有自己坐上第一把交椅那才是硬道理，因而“连横”、“合纵”、“武治”等政治学说有
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谁也不愿意听孔老夫子在那里反复地唠叨什么“仁”啊“礼”的，所以孔先生的悲哀就悲哀在他生不
逢时，要晚生几百年，越过秦国的尸体，步到汉朝，兴许就能独领风骚，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了。
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心中向往的是权力，是地位，是万代千秋的世袭罔替，他们为此可以付出所有
的心血，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能登极，不计一切代价和后果。
此时，各国诸侯都有自己的想法，要么改旗易帜自己建国兴邦，要么强强联手割据一方。
这些诸候不约而同的遗弃了自己的领袖，他们不仅不再向当时的周天子纳贡，而且楚庄王居然派使臣
问周天子大禹铸的九鼎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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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味，说明自己有欲取代其位的野心。
比楚国动作更大的还有鲁国的昭公，他率先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经济改革的浪潮。
从废井田、开阡陌到大肆变法，在当时很成气候，鲁国在昭公手里开始有了鼎盛的迹象，各国君主显
然是看到了前景和实效，于是纷纷效仿，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养士招贤，当时的君王们已然深刻地认
识到，我们21世纪才认识到的真理：什么最可贵，人才！
于是，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建设广纳精英、积累人才。
周天子的威信渐行渐远，一人说了算的制度已然不再适用，反而是诸侯们都在极力思索和探求新的治
国之道。
于是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百家争鸣局面。
尽管由于地方势力的割据，使得社会上充斥着混乱的不安定因素，可是也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思变
”之潮的发端，和此消彼长的各种沙龙，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财富，为后世的
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提炼出了精华。
其实，这种文化现象和知识世家的分崩离析开始得很早，只不过周天子时代也未曾对其加以重视和控
制，使得它一直延续下来，原属王官的知识分子融入了普通老百姓之中，而原为下层的平民知识份子
的地位却大幅度提高了，并融入了本属上流社会的王官阶层之中，正是这种新型的知识阶层的产生，
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士”。
当时各国的君王不少都深信方士、术士之言，似乎方士才是第一生产力，才是“摇钱树”。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半路修行”的方士也确实有些技能，他们不仅能把君王说服得对“长生不
老”一说深信不疑，而且还“制造”了不少靠“呼风唤雨”吃饭的幻术高手。
《墨子枕中五行记》中曾经提到，这些方士能够把人随处隐藏，也能含笑间由男变女，还可以让人“
飞行上下”。
《墨子枕中五行记》初衷示人与否，我说不清楚，就连他对方士的描述，我想或多或少也带着些许的
新鲜感。
因而对于他的描写和记载只能看作是方士文化的一种演绎，其可信度则大打折扣。
而所谓的方士，按我们现代人理解，应该类似于科技工作者和神职人员。
当然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对于无法理解的事物就用神仙来解释。
因而他们的思想领域和认识高度总围绕神仙世界不足为奇。
巧趣的是，秦始皇嬴政恰好就生在这个年代。
他之所以对长生不老如此执著追求，与他所受的仲父吕不韦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吕不韦当相国时，其门客中有一多半是方士与术士，嬴政从小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自然而然会收到方
士和术士思想文化的熏陶。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人们享受到数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而一味地否定数字科技尚处于贫脊
时代的方士作用。
毕竟方士方术也归在百家争鸣的范畴之中。
而这一领域的确是当时人们智慧的体现。
它不仅涉及到思想领域，它的出现还刺激和推动了狭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狭义上的科学技术及科学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这种所谓的狭义上的科技，说到底就是方术。
这些引人瞩目的科学成果，大部分也还是集中于古代的方术中。
方术其实算是当时一个时髦的新名词，它是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艺能。
所谓“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由此，从秦汉以来，方术几乎成了一切高端杂术的总称
。
不妨把方术提高一个层次，称它为方技，因为，它的确是以探讨“人道”与“性命”为主，内容涉及
医学、药学、性学、养生学、长寿学以及与之有关的营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古化学等学
科。
古代的科学技术史料大多囊括其中，并产生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及科学思想，在当时也算是
一门科技攻关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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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纵然具有超强的超前意识，也不可能飞跃两千年的历史长河，到现代这个世界来，与我们共享
现代数字科技的荣耀，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方术上的长寿学，尽量地让自己享受到长生不老的实惠
。
这一段时期的方士技术，后来在很多相关的书籍中都有记述。
比如在《后汉书》中专门有《方术列传》，其序就把卜筮、阴阳、推步、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
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铃决之符、易学数术、图录内学等皆归属于方术。
这不免给人以无限遐想，为那个数字科技还不发达、信息传播有限的年代中的方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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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春临大地，又一个生发之季欣然而至，令我喜慰的是，君王一书终可在这种孕育着勃勃生机的时节面
世了！
回首去年的创作历程，除了繁复的脑力劳动更多的则是紧张与不安。
毕竟从秦始皇到洪秀全，一十三位著名君王的信仰很少有人提及，我的这番工作不知是不自量力的莽
撞之举，还是为大家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素材呢？
说实话，我心里实在没底，唯有尽力为之，同时查阅大量古籍资料，拜师访友，以弥补自己的无知，
希望为本书免除起码的、低级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本书最大的遗憾是对于武则天和成吉思汗的描写。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曾有六七位女人临朝执政，但只有武则天真正登上了皇帝宝座，享受了“万国衣
冠拜冕旒”的殊荣，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尽管她受到后人的口诛笔伐，但这位睿智的女性留下了无字碑，功过后人评说。
客观来讲，她的政绩还是光耀千古的。
她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过许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稳固和发展了“贞观之
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开元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当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武则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将彪炳千秋！
而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杰出首领和军事家。
他先是统一了蒙古诸部。
后又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
同时，制定军事、政治、法律等制度，创制并使用文字，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即位以后，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不断西征，先后建立了横跨亚欧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
大汗国，打通了亚洲的陆路交通线，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特别是把我国发明的指南针、
火药和活字印刷术传人欧洲，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在西征的同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吉思汗又挥师南下，不断巩固和开拓祖国的疆土，为元朝的
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就是这么两位中外历史瞩目的名人，却在本书受于篇幅等限制，描写力度不够，尤其是敏感的成
吉思汗侵略欧洲问题，本书一再谨言慎行，生怕节外生枝，生出些不好的影响。
因此，我真是诸多遗憾之处，恐怕读者品评后也不禁失望。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本书遗憾颇多，但创作以来一直受到各界老师的关注、指导和鼓励，这其中包括
作家林蔚人老师，包括人文大学教授马金科老师，以及中国邮电大学的博士郑永彪老师，本书的成型
离不开诸位老师的帮助，特此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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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君王们的信仰》实乃笔者的浅见，虽蒙专家教授的鼓励，心下不免惴惴，因而竭诚希望广大读者的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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