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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英雄传》三辑先后完成，现印合订本出版。
特志数语，以明作书之意。
中国之大，都是先民缔造。
江山虽好，全靠英雄扶持。
在国家太平之日，我们不可忘记先人的功德。
在国家危难之日，尤其要想到先烈英雄的气概、身手，做自己的伟大模范，振作我们的精神，磨砺我
们的才智，以求无愧为他们的子孙。
这一本英雄传，不是零零碎碎的传记之集合。
我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和奋斗的历史中，在中国国防史的观点中，写这部传记。
自古中国大患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所以，中国生存线在北方的欧亚大陆(万里长城是最后生存线)。
而生命线则在东南亚海洋之上(闽粤沿海又是最后生命线)。
而中国国防政策，总是东通朝鲜，西通西域，并开发东南之财赋，用于保障西北之安全。
虽然鸦片战后因西方海国之东来，中国的环境大有变化，然这原理，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根本上依
然未变。
必明乎此，方能充分了解近世外患之性质，八年抗战之意义，以及今日奋斗之意义。
本书原分三辑。
第一辑自战国到唐朝。
这是匈奴、鲜卑、突厥威胁中国的时期，包括李牧到高仙芝的奋斗。
中国对匈奴、突厥抵抗之成功，造成汉唐的伟大与光华。
天宝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而在满蒙地区，则有契丹、女真、蒙古相继而起，并且南下。
在此时期，中国的抵抗没有能够成功，蒙古人遂得以一藉中国之技巧，混一欧亚，终于统一中国。
这便是中辑和下辑的第一章 ，由柴荣到文天祥所说的事情。
下辑自徐达至刘永福，包括明、清两代之事。
始而明朝藉南方力量，恢复汉人之主权。
继而明朝采取闭关政策，而西方人则努力海上事业。
我们过去对游牧民族有研究，所以抵抗还能成功。
而闭关以来，对海洋民族毫无所知，这便造成中国国力之落后。
如是先有满人之入关，后有鸦片战后外患之频来，终于有我们眼前的日、俄之乱华。
然而中国人并不缺乏海上战斗和活动的能力，这也是郑成功和罗芳伯的事业所告诉我们的。
在这样一个展望之下，我所选择主要的和附见的一百五十左右的英雄名单，便有若干标准。
首先，他们都是对外奋斗的人物，即使是天才军事家，如其事业只限于国内战争之上，不在其内。
其次，那些对外奋斗的人物，主要是“扫北征西”的人，而“征东平南”者大抵不在其内。
再其次，书中人物不限于汉族。
中国民族与文化以汉族为中心，站在文化观点上，我当然站在汉族的立场，表彰抵抗非汉族的英雄。
然而在中国各民族既已融合之后，则凡过去能对中国民族尽力，或能对外扩张中国文化范围的人物，
也不能不在中国英雄名册之内(此所以书中有高仙芝、耶律大石、速不台)。
又其次，英雄与好杀不同。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过于好杀的人，在我书中没有地位。
即多少好杀者，亦不能不加以贬责。
最后，英雄不一定是跃马横戈、搴旗斩将的武士。
有学问的英雄，有道义的英雄，而无论为了国家为了生活，那些探险拓荒，深入前人未到之地，乃至
穿着袈裟，拿着禅杖，越摩天之葱岭，飘无际之海洋，不顾死生而求法(真理、学问)者，又能说不是
英雄？
(此所以书中有张骞、玄奘、罗芳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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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无畏之勇气，和战场上横扫千军的将军并无二致，而其开创中国民族和文化新机运之功德，
亦与保族安民之血战，是相得益彰的。
如果中国民族的气力不会从此澌灭，则不远的将来，在大漠之北，葱岭之西，亦必见霍嫖姚、李卫公
之再生！
一九六三年八月，胡秋原，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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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才干，有眼光，有见解
，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民族国家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
被辱。
⋯⋯《中国英雄传》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网罗齐全。
我们不必翻“正史”啦，仅就此书上所有的英雄，看看他们在百战之后，其结局如之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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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曾在台湾创办《中华杂志》，是台湾知名政论家，被誉为“两岸
破冰第一人”。
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民族文学论》《中国英雄传》《文学与历史》《近百年来中外关系
》等。
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曾称赞他为：“真不愧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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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前言李牧蒙恬→附：赵武灵王李广卫青→附：霍去病等张骞郑吉→附：傅介子、常惠、司马熹、
冯撩等赵充国陈汤→附：甘延寿耿恭→附：范羌及十三壮士班超→附：徐干及三十六人窦宪→附：耿
秉、耿夔等班勇法显→附：智严、昙无竭等玄奘李靖徐世勋→附：侯君集、郭孝恪苏定方裴行俭→附
：王方翼、王玄策、薛仁贵王忠嗣→附：唐休璟等高仙芝→附：封常清柴荣→附：张藏英、韩通杨业
→附：杨延昭、王贵范仲淹→附：韩琦、狄青、郭逵宗泽→附：王孝忠、刘衍、张拍岳飞→附：魏胜
、虞允文、李显忠耶律大石速不台→附：者别、拔都、海都、合丹郭侃→附：旭烈兀、怯的不花孟珙
→附：杜呆、余瑜、王坚文天祥→附：张世杰、张顺、范天顺、牛富、张钰、赵时赏徐达→附：常遇
春、李文忠、邓愈朱棣→附：柳升、郑亨、刘江梁道明→附：黄总兵郑和→附：王景弘、马欢、侯显
、陈诚等于谦→附：郭登马文升→附：许进马芳→附：俞大猷戚继光→附：谭纶熊廷弼→附：贺世贤
、罗→贯袁崇焕→附：赵率教、何可刚、罗立郑成功→附：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张煌言、李定
国、颜思齐、甘辉、郑经、陈永华林兴珠→附：沙尔呼达、彭春、何祜玄烨→附：费扬古、岳钟琪、
策凌、兆惠罗芳伯→附：吴元盛、郑昭、张杰诸、叶德来左宗棠→附：刘锦堂、张曜刘永福→附：冯
子材、吴凤典、杨智仁、王孝祺、李阿火、丘逢甲后语新版校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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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赵充国赵充国，号翁孙，陇西人，先为骑兵。
汉朝以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这六郡青年身体强壮，常挑选其中良家子弟，加入一种
军官团，名日“羽林”或“期门”。
赵充国先为骑兵，后入羽林。
为人深沉勇敢，有大志。
喜欢将帅之学，研究兵法和当时外国事情。
武帝时，为假司马，从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大军包围。
汉军几天不得食，死伤甚重，充国和壮士百余人突围陷阵。
得李广利的军队接应，才能逃出，但浑身刀箭血口，已有二十几处了。
李广利上报，武帝召见，亲自看其伤口，非常钦佩，嗟叹一番，任他为车骑将军长史。
昭帝时，武都氐族造反，充国出兵击走，升中郎将，屯驻上谷，又回任水衡都尉。
旋与匈奴作战，俘虏其西祁王，升为将军。
昭帝死后，他和霍光册立宣帝。
匈奴攻乌孙时，汉遣五将出师应援，充国带兵三万骑，由酒泉进攻蒲类(巴里坤)，予匈奴以打击。
其后匈奴出兵十余万骑，大举南下。
汉派充国率四万骑北上，防卫沿边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云阳)
。
匈奴听说赵充国来，立刻将军队撤走了。
这时候，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现在青海一带诸羌之地。
先零羌请渡湟水，找无田之处畜牧，安国含糊答应。
不久羌人渡河者很多，先零和诸羌种订立盟约，和解以前仇怨。
当时充国曾批评安国无识，至是宣帝问充国所以然。
充国说：“匈奴想与羌人合作反汉，不是一时之事。
羌人所以易制，由于他们互相攻击，不能团结。
每次入寇，一定先结解仇之约。
从前先零羌派人到匈奴处，匈奴就鼓动他们说：‘李广利十几万人投降了，羌人还奈何不得汉人吗？
张掖、酒泉是我们的老地方，可以合作，共同打回。
’现在乌桓来保塞，匈奴怕我们由东方进攻，曾派人到西域勾结尉、黎等国。
我怀疑也曾遣使到羌中，同先零相遇。
恐怕羌变要起来，而且要联合他族，应该赶快防患于未然。
”月余以后，狼何羌果然到匈奴处借兵。
充国以为狼何羌在阳关西南，是小月氏种，不能独出此计，一定是匈奴有人到羌中，使先零、罕研两
部合作。
一到秋天马肥，一定要出事了。
应该赶快派人到边境准备，防止诸羌结合。
承相、御史两府仍派安国前往。
安国一到，找先零头目桀傲不驯者杀了，又派兵杀了一千多羌人。
这样蛮干无谋，徒然激起羌人杨玉等之怨怒，进攻金城(兰州西南)，乱事扩大。
安国派三千兵出击，大败。
安国逃到令居(永登)，上奏，这是神爵元年(前61车)之事。
这时充国七十余岁了。
宣帝特派御史大夫丙吉问他：“谁可为将？
”充国说：“没有比老臣更适当的人了。
”如是宣帝问他：“将军看要用多少人马？
”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不可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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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要跑到金城，才能画出地形，奏上方略。
不过这是小乱，不久可以解决的。
希望陛下交老臣负责，不要担心好了。
”宣帝笑道，“好！
”充国到金城，要兵万骑。
他想渡黄河，恐被羌人拦击，夜派三人无声而渡。
渡河以后，即刻筑起土阵。
如此陆续增渡，次日渡完。
敌人数百骑来，出入汉军之傍。
充国说：“我军已倦，不要攻击。
战争以灭敌为目标，不可贪小利。
”他派人到四望山中，见没有羌兵，连夜率军到乐都城(西宁附近)，召集将校司马说：“我知道羌虏
不能用兵了。
只要用几千人将四望山峡塞住，我们还能进兵吗？
”充国用兵，派斥堠甚远，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垒；尤其持重爱士卒，先计划而后战斗。
于是到金城西部，每天飨宴士兵，士皆愿为用。
虏几次挑战，充国但坚守不出。
据俘虏说，羌豪互相埋怨道：“现在天子派赵老将军来，八九十岁了，最会打仗。
现在我们想一斗而死都不可能了！
”充国派其子叩，领一支兵到今居，守护山间要道。
先是罕研羌酋之弟雕库来，说先零要反，后数日果然反了。
金城都尉将雕库扣留，充国遣回，要他告诉羌头目，大军只诛有罪者，如将犯法者捕斩，有大小赏格
；否则玉石俱焚。
充国之意，是要以恩信招降罕研，然后专击先零羌之不服从者。
当时朝廷已动员六万人。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兵集中南山，北面空虚，势不可久，应两路大举出酒泉、张掖，合攻鲜水(青
海)一带罕研羌。
宣帝将武贤计划转与充国。
充国召集部下讨论，认为行军要三十天，一匹马装一月自用粮食，还有兵器，如何还能作战？
如大军来到，虏先退山林。
我军再进，他即断我后路。
这将有重大危险，为夷狄笑话千年。
他认为先零与匈奴有预谋，酒泉郡兵不可以动。
现在只要解决先零，罕研自然归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宣帝交公卿商议，都赞成武贤计划，先攻罕研。
乃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下诏责让赵充国，说他“不念中国费用巨大，长期小
胜，哪一个将军不愿如此？
现在辛武贤带兵万二千人入鲜水，将军应引兵西进会合，勿复怀疑。
”充国得诏，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上书谢罪，同时郑重恳切说明：“兵法说，攻，若力量不够；守，则是有余的。
又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受制于人。
”接着反复说明，如不照他的计划，国家将有十年之乱，不止二三年而已。
他年已七十六，死不足惜，只是对于用兵利害想得周到，希望皇帝再加考虑。
七天以后，皇帝来诏，依照他的主张。
充国再引兵包围压迫先零。
先零见大军来到，即渡湟水。
充国慢慢赶，有人说，何不力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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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国说，穷寇莫追。
慢追，他就逃；追得太急，他会拼命的。
先零羌溺死及被杀者约千人。
兵到罕研羌地，充国下令军士不得侵犯罕研羌。
罕研羌使者来，说愿归故地。
充国上奏请准。
诏书未到，罕研羌酋靡忘自己到充国军中，充国厚待遣回。
部下都说，这是反虏，诏书还未到，如何放得？
充国说，诸君无非想借他一条命，自己文饰以邀功劳，不是为国家利益打算。
话未说完，诏书答应罕研、靡忘可以赎罪。
其后，罕研羌果然不用一兵而定。
这年秋天，充国患病。
宣帝派人慰问，催他十二月进攻。
又派辛武贤为副，要他不要管事。
充国看到这办法一定坏事。
他并且主张裁撤骑兵，用以屯田。
然而朝廷进兵令到了。
赵印非常恐惧，请一人劝他父亲说：“即令出兵打了败仗，将军守好了。
胜败于将军何干？
一旦不合皇上意思，派了绣衣使者(汉朝一种钦差，有就地正法之权)来，将军性命都不能保了。
”充国叹道：“何言之不忠于国家！
当初如用我的话，何至有羌祸？
先前我推荐辛武贤，宰相御史一定要用安国。
当时金城谷每斛八钱，我主张买谷二百万斛以足军食，羌即不敢动。
而耿中丞只买百万斛，实际只买四十万斛。
失此两策，才有今日之乱。
现在稍有差池，四夷相因而起。
虽有智者，也不能善后。
羌岂足忧？
我要用生命贯彻主张，聪明的皇帝，是可以进忠言的。
”如是上有名的裁兵屯田奏章，指出兵祸由于军粮太大，人民不能负担，才群起为乱。
他提出一个计划，将一万骑兵裁掉，并用他们屯田，可开田二千顷，并开了一个农具清单。
皇帝报书，“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
兵当何时解决？
”他即上书，说明“军事贵谋贱战。
战而不胜，非善之善。
羌虏失其草地，愁于寄托，所以人有叛心。
一旦罢兵，万人屯田，即不能立刻解决，不久可望其瓦解的。
现降者一万七千人，受吩咐传话的七十人，这便是瓦解羌虏的工具。
”他继而提出屯田十二理由，这真是大文章，词长不能引用，各位将来找《汉书》细读好了。
当充国上书到时，宣帝总交公卿讨论。
最初赞成他的，不过十分之三，以后渐多到一半，后来再多到十分之八。
最后宣帝问过去反对者，也都顿首拜服。
丞相魏相，亦以为充国之计可用。
不过辛武贤力言应当进攻，如是两策并进。
、许延寿、辛武贤率军进攻，叩亦参加出击。
用兵结果，杀者降者八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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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国不用一兵，所降五六千人。
至此朝廷下诏罢兵，充国仍留屯田。
翌年，充国报告，羌五万人，降者三万一千人，死者七千人，溺死饿死者五六千人，逃亡者四千人。
主张屯田亦可告一段落。
于是全师凯旋。
他的老友浩星赐迎接他说：“众人都说许、辛两人功劳很大(按：许延寿是皇亲国戚)，将军见到皇帝
，最好归功两人。
”充国说：“我年老了，位极人臣，决不会自己炫耀功劳。
不过用兵是国之大事，应为后世法。
老臣不能以余年为陛下说明利害，死了还有谁能说呢？
”他还是据实说明。
不久，羌皆归降。
那时要一人管理降羌，丞相御史及诸将军，都举荐辛武贤之弟汤。
充国说汤好饮酒，不能管蛮夷，不如汤兄，但事情已定。
汤一去，羌人果然反叛。
辛武贤后来衔恨，控告充国之子叩泄漏机密，印自杀。
充国告老回家。
朝廷每有大事，总向他请教。
死时八十六，封壮侯，孙门鼎盛。
胡秋原评：冲锋陷阵，出死入生，是勇将之才。
防患未然，举重若轻，是大帅之略。
若赵充国及后来诸葛亮，可说是典型大帅。
换言之，兼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于一身的。
汉朝追念赵充国之功，成帝时画像于未央宫。
大文豪扬雄为赞说：“明灵唯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汉西疆。
汉令虎臣，惟后将军。
整我六师，是讨是震。
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料敌制胜，威谋靡亢。
遂克戎师，还师于京。
鬼方宾服，罔有不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诗人歌功，乃列于雅。
在汉中兴，充国作武。
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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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问津堂书局方守仁先生盛情，决定再版先父秋原公遗著《中国英雄传》。
2004年9月初，周玉山兄邀我校稿，花了一个月时间，于十月初完成。
玉山兄说本书编辑洪宜勇兄希望有一篇《新版后记》，我就自告奋勇，承诺下来。
因为我没有参与编辑工作，这篇文章只能以《新版校对后记》命名。
我读《中国英雄传》已有四十年。
当时还是大一的学生，看了之后热血澎湃，报效国家之志，油然而生。
现在重读此书，回首当年，惭愧之余不免仍有几许伏枥余勇。
古人有学书不成，转而学剑的话，我刚好相反，在时代潮流的驱使下，没有能锻炼出投笔从戎的气概
，转而读书。
四十年后，拿不出造福社会、人群的事功，只有就本书主题，阐述一二，希望对今天的读者，略尽“
导读”的帮助。
《中国英雄传》可说是一本“中国通史之国防篇”。
这本书从李牧、蒙恬开始，记载了一般人熟悉的汉朝张骞、卫青、霍去病，唐朝李靖、玄奘、薛仁贵
，五代的柴荣，宋朝杨家诸将、岳飞、文天祥，元朝拔都，明朝郑和、戚继光、袁崇焕，收回台湾的
郑成功，清朝左宗棠、刘永福等，以及其他几十位捍卫国土、保护人民，大家也多少都听过，甚或向
往、景仰的英雄们的事迹。
在21世纪，我们都知道现代武器和过去的武器有本质的不同。
随着科技的进步，武器的威力呈现指数式的增加，“决胜于千里之外”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经常发生的
案例。
虽然人类普遍了解这个严峻现实，因而动用武力的倾向或趋势逐渐降低，但战争的威胁和阴影仍然无
处不在。
由于现代武器的威力和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力，战争的后果不再是局部的和一时的。
从日本广岛、长崎之后，韩战、越战、多次以阿战争、两伊战争、第一次波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
富汗战争、一直无法和平解决的以巴（游）战争，和美伊（拉克）战争等，被杀死的人不再限于军人
和少数平民，被破坏的土地不再限于所谓的“战场”，战争的烙痕更往往延续几十年。
因此，我们要深刻体会《孙子》在约二千五百年前所说的两段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
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篇》）以及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
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以下讨论本书的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中国的外患来自西北和东北。
”这当然是由于历史上自匈奴以降，西北和东北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牧马而来的教训。
不过由于过去五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努力及国际形势的演变，俄、日、中三国国势消长，此一主题
已失去四十年前的急迫性。
如果中国未来再度面临战争，敌人应该来自万里之外。
另一方面，“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时代已经过去。
由于现代武器的威力和破坏力，今后会是：“两大对抗，尸积跨洲；中美相争，全球将毁”。
因此，21世纪的中国英雄，将不只是驰骋沙场的将军，而必须是以高度智慧来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
争发生的政治家。
由于当前台湾省内部政客的愚蠢，和帝国主义政客和军火贩子的操弄，导致两岸形势五十年来仍缺乏
正面和合理的进展。
许多文人和网客，常常以动用“武力”或“战争”的言论，来发泄自己“孤臣孽子”的悲情或悲愤。
虽然其情可悯，但我认为这是和三流政客及军火贩子同样愚蠢和不负责任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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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少数暴虎冯河、铤而走险的台独狂热分子，当然更是完全失去了理性。
就一个关切社会大众和国家前途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务之急，一方面宣扬和促进两岸人民间的沟
通了解和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应该督促两岸政治领袖公忠谋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歧见。
第二个主题：“专制将导致政治的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亡国之祸。
” 这是综合中国各个末代王朝史实而得到的结论，它也支持Lord Acton说的： “权力导致腐化，绝对
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 政治是“争夺资源拥有权和分配权的活动”。
地球是有限空间，所以自有记载以来，或有人类以来，资源总是有限的。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升级，资源只会越来越少。
因此即使独裁体制或开明专制能带来一时的效率，但长久以往，政治领袖及其左右随从跟班，必然不
择手段地企图继续保持这个“资源拥有权和分配权”，因而导致“权力的腐化”。
本文的重点不在讨论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但本书根据史实而得到的第二个主题，再度佐证：“民主政
治”虽然有种种流弊，但从长期运作看，对大多数人民来说，它仍然是最有利的政治制度。
因为只有在监督、制衡、法制和政权轮替等机制下，一般人民才有可能进行公平的“资源分配”活动
。
多数人民只有能够在公平竞争下取得自身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资源，才有所谓的“独立”人格和行为能
力，也才不会走上被奴役之路。
第三个主题：“国家强盛，最重要的因素在人才。
” 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什么样的人才算“人才”？
才称得上“英雄”？
本书一开始引用了刘劭的《人物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文化或演化论的观点来看，我想以下的定义也很适合：所谓“英雄”或“人才”，指那些能够面对
多数人所无法面对的严酷（自然或社会）环境，因而能够解决多数人问题的人。
例如，本书中提到的卫青、李广、霍去病三位英雄。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丰功伟业在打败匈奴，奠定大汉的国威，他们和本书中其他英雄的共同点在哪里？
我认为卫青、李广、霍去病三人，（站在汉人的立场）解决了当时汉人跟匈奴争夺生存空间或生活资
源的问题，所以他们被尊为（汉族或中国）英雄。
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度阴山。
” 所表达的思想。
张骞、玄奘之被尊为“英雄”，因为他们坚毅卓绝，克服险恶的自然和异邦环境，完成艰巨的任务或
伟大的目标。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能人所不能”，达到非凡的成就，而跻入英雄之列？
因为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或一般人所缺乏的人格特质。
这种能力和人格特质从哪里来？
我认为是从教育和文化熏陶而来。
换句话说，没有历史和楷模的传承，后世就没有产生英雄或人才的渊源。
更重要的是：只要努力学习培养，人人都有成为英雄或人才的机会。
当年先父致力于这本《中国英雄传》，我相信他并不是在著述一部“中国通史之国防篇”，他是痛感
中国当时不但国家分裂，而且数十年来，国势积弱、社会风气颓废；因此，他希望借这些中国英雄豪
杰的英勇行为和光辉事迹，鼓舞青少年“有为者亦若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弘扬士不可以不弘毅
之风，重振大汉声威，名垂中华青史。
再读此书，追思先父忧国忧民的情怀，展望欣欣向荣的中国世纪，我对未来满抱乐观。
但“国家强盛，最重要的因素在人才”，谨以上述的几句话，和今天的读者们互励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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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之大，都是先民缔造。
江山虽好，全靠英雄扶持。
在国家太平之日，我们不可忘记先人的功德。
在国家危难之日，尤其要想到先烈英雄的气概，身手，做自己的伟大模范，振作我们的精神，磨砺我
们的才智，以求无愧为他们的子孙。
这一本英雄传，不是零零碎碎的传记之集合。
我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和奋斗的历史中，在中国国防史的观点中，写这部传记。
自古中国大患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所以，中国生存线在北方的欧亚大陆(万里长城是最后生存线)。
而生命线则在东南亚海洋之上(闽粤沿海又是最后生命线)。
而中国国防政策，总是东通朝鲜，西通西域，并开发东南之财赋，用于保障西北之安全。
虽然鸦片战后因西方海国之东来，中国的环境大有变化，然这原理，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根本上依
然未变。
必明乎此，方能充分了解近世外患之性质，八年抗战之意义，以及今日奋斗之意义。
　　——胡秋原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才干，
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民族国家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
不是被杀，便是被辱。
⋯⋯《中国英雄传》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网罗齐全。
我们不必翻“正史”啦，仅就此书上所有的英雄，看看他们在百战之后，其结局如之何吧。
　　——柏杨《闻过则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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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英雄传》是台湾指名政论家、“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秋原的经典之作。
大好江山，英雄驰骋。
从战国到晚清，一百五十位英雄煮酒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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