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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李斯是邻村。
李斯的乡村住宅在上蔡城西南的李斯楼村，我村尚堂距李斯楼仅1．5公里，同在芦岗，田亩相连，我
家祖茔前的流水就流到李斯墓旁的沟渠里。
幼年时侯，祖父曾指着李斯楼村对我说：“丞相李斯就是这个村庄的。
”“丞相李斯”，在我懵懂的思想上只感觉李斯是个大人物，对丞相二字并不理解；后来在读书的过
程中，知道李斯是秦始皇的丞相，他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匡扶天下。
但是，上蔡人又说：“李斯有罪，死后埋在上蔡城的东门下，让千人踏、万人踩。
”李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思想仍在懵懂怀疑着。
数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对李斯并无真正的理解。
  在“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法中，李斯被定为法家，掀起了一股李斯热，省会郑州的专家经常到上
蔡考查李斯的住址与墓地。
当时我在城郊高中任教，可能人们知道我有好古癖，专家来县，总是让我陪同、骑着半旧的自行车游
村越野，到处寻找李斯的遗址，搜集传说。
接首，河南人民出版社向上蔡约稿，撰写《李斯文集》，县委把我由学校抽出，住在县委党校编写。
偏僻县城，图书奇缺，我便到藏收最多的上蔡高中、上蔡一中的图书馆的旧书堆里寻找资料。
哪知经过“破四旧”，很多老的图书大多烧掉了，扒来扒去，只找到两本书：《史记》、清康熙本《
上蔡县志》。
于是，我便逐页翻阅，像深海捞珠似地精心求索。
门外是片遮天的梧桐，困了，我便在走廊下走走，看看梧桐的绿荫，和阳光从绿荫的空隙处洒下的金
色，回到住室继续翻阅。
《上蔡县志》上对李斯皆是贬责，《李斯偷合取容论》《李斯叹》《李斯不善度事机论》，当然不能
选用，这样就只有翻《史记》了。
《史记》上《李斯列传》《秦始皇本纪》外，很多《传》《纪》不载，有时也只一言片语，很难形成
一个本子，怎么办?    1974年开春，河南人民出版社通知上蔡县委，要我到开封第三招待所开会。
原来河南师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也在写《李斯文集》，出版社邀请全省专家对《李斯文集》怎样写
进行研究。
会上，专家各抒己见，也互相争论，提供了很多意见和资料。
会后，出版社让上蔡与河师院中文系两家合为一家，共同编写，于是我便住在河师院，长达三年之久
。
    我住在河师院的招待所。
这里原来是河南大学学生的宿舍楼，三层小楼，自住一间，非常舒适。
楼后是河师院图书馆的古籍部，查阅资料十分方便。
    河师院中文系原来参加的人员很多，后来只剩张中义、王宽行、王宗堂三人了。
我们一面查找资料，一面进行讨论。
在讨论中涉及到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与途径，在我面前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大道。
    我们在自己查找资料与讨论的同时，也向全国各大院校与研究组织发函，征求意见与资料，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多个单位与组织都提供了宝贵
的文献资料与意见。
1974年6月，为了使《文集》编得更好，河南人民出版社又使人带队带领我们到上海、济南、西安各大
院校走访，征求意见，搜集了很多新的观点和资料。
归来，对原来的稿本进行了补充修改，正在准备第二年正式出版，“四人帮”垮台了。
因为是在“四人帮”期间搞的本子，恐怕含有“毒素”，停止了。
我知道这部资料宝贵，誊写几天，带回上蔡。
这部资料对我写《李斯评传》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说，这本《李斯评传》不能说全是我力量，包括有张中义、王宽行、王宗堂等很多教授专家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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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原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组织和领导的心血和劳动。
    一眨眼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出版了三本书：《河南地名漫录》《
豫捻大帅陈大喜》《蔡国纪事本末》。
有些人说：“你研究李斯，可是李斯至今仍在捎黑锅，说李斯是只仓中鼠，李斯的哲学是老鼠哲学，
你怎不写本对李斯公正评价的书呢?”是的，有的人把李斯的脸谱画得太不成样子了。
据说有《血腥的仕途》一书，就是写李斯的一生，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最后自己也被杀了。
可是，我已是耄耋之年了，试试看吧!我执笔了。
中间因为住院医疗和他人约稿写文章，从1990年夏季开始。
直到2011年清明节后方才写出初稿。
又修改了一年，现在已是2012年3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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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尚景熙编著的《李斯评传》讲述了：李斯是大秦统一中国的幕后策划者，是先秦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者
，是后世官场文化的开创者，是从最卑微的起点到位极人臣的第一人，是开创小篆的大书法家；他的
上司是史上最强悍的独裁者秦始皇，他的死对头是权倾朝野、老谋深算的吕不韦；数十年血雨腥风，
半辈子叱咤风云，当李斯在公元前254年那天下午从上蔡出发，他的一生，就注定要成为从政之路上无
数后来者的万世楷模。
《李斯评传》讲述了李斯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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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齐威王道：“我们的宝物与你的不同。
”接着他一个个介绍了为齐国立有卓著功绩的得力大臣：“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
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
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
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齐威王历数了他有能力的贤臣所起的作用，说像这些宝珠光辉照耀千里，岂只十二辆车那么远。
于是，魏惠王自觉惭愧，不愉快地离开了。
 齐威王不但严整吏治，知人善用，而且广纳众议，从善如流。
他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
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数月之后，时时有进谏的。
一年以后，有的人虽想进谏，但是已经没有进谏内容了。
从没有进谏内容，说明齐国大治。
由于齐国大治，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评论家说：“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即在自己处理政务的地方征服了敌国。
齐威王在与驺忌的论瑟中也详谈了如何“治国家而弭人民”的问题。
“弭人民”即安定人民。
怎样治理好国家和安定人民呢？
讨论的结论是“琴音调而天下治”。
说治理国家像弹琴一样，能使五音谐调天下就得到治理了，很有些今天国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因
素。
 齐宣王礼贤下士，齐国仍很强大。
齐宣王即位的第二年，使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大破魏兵于马陵，杀其将庞涓，俘虏魏国太
子申。
由于齐威王、齐宣王知人善用，礼贤下士，齐国大治，当时出现了“诸侯东南朝齐”的局面。
 齐滑王前期，齐国国力尚强，秦国曾约齐为东帝，秦为西帝。
接着灭宋，把兵力伸展到豫东，向南割取楚的淮北，向西侵犯魏、赵、韩的土地，“欲以并周室，为
天子。
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由于齐滑王的打击面太宽了，没有采取适当的策略，使诸侯由恐惧而共同图齐。
燕、赵、韩、魏、秦、楚各出锐师，大败齐兵，齐滑王被杀。
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齐滑王死后为齐襄王，齐襄王后即齐王建。
齐王建是个糊涂虫，对事情是非不分。
他任用佞臣后胜为相，作为秦国用事大臣的李斯便牢靠地抓住后胜之个“宝贝”。
多与后胜黄金，使其为秦国服务。
后胜也使人多次去到秦国，秦国也与这些人很多黄金。
这些人便在齐王建面前替秦国说好话，劝齐王建与秦国友好，不要支援诸侯抗秦。
于是，齐国“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
根据史书记载，秦国派到齐国去的间谍人员也竟达三人：荆苏、顿弱、陈驰。
荆苏使齐，见李斯《议“存韩”》，顿弱游齐说“齐王人朝”，见《战国策·秦四》，“陈驰诱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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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秦见《战国策·齐六》。
这些人人齐应都是经秦王政认可，由李斯策划派遣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斯评传>>

编辑推荐

《李斯评传》讲述了李斯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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