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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秦始皇创帝制、筑长城，统一文字、货币，开疆拓土，创立了不世伟业，也为后世留了诸多历史盲点
。
汉朝是继秦之后的又一个强大帝国，它处于中华帝国形成期的历史关口。
汉武帝对外北击匈奴，开通西域，对内更化革新，创设制度，气魄宏恢，睥睨天下，创造了辉煌的帝
国文明，与唐朝并称为“强汉盛唐”。
汉朝所确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
中国人现在仍称自己为“汉人”、“汉族”，其文字亦称为“汉字”。
　　《秦汉帝国（全彩插图本）》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取材，以这一时期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经线，系统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对我们深入了解秦汉时
期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走向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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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秦之兴亡秦帝国的建立商鞅变法成效初现奇货可居“仲父”吕不韦政治制度建设经济文
化措施皇帝气象秦帝国的覆灭沙丘之谋李斯之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土崩瓦解第二章　汉初政治汉初政
治风云刘项原来不读书项羽还报楚怀王之后楚汉战争布衣将相狡兔死，走狗烹同姓诸侯吕后专权文景
之治反思历史无为而治文景之治第三章　汉武雄风统一思想，加强皇权独尊儒家削枝强干建立中朝察
举制度设立刺史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与民争利晚年重农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巫蛊之祸罪己之诏第四章　
昭宣中兴四大臣和小皇帝武帝遗愿老臣幼主盐铁会议昭宣中兴选立宣帝始末儒法并重重视儒学昭宣中
兴第五章　西京夕阳：西汉末年的外戚专权皇权的旁落门柔弱无主的元帝受制于外戚的成帝左右为难
的哀帝汉末政治中的经学之士汉末社会皇帝的菩举盗贼并兴第六章　王莽篡汉和新朝的命运王莽篡位
谦恭的王莽篡位的王莽目无六亲的王莽新朝的覆亡王莽的复苦革新民乱纷起符命和方术第七章　东汉
的建立及光武中兴刘秀光复汉朝勤于稼穑的书生游学长安刘秀当为天子起兵南阳联合作战昆阳扬名英
雄也流泪蛟龙入海艰难河北路初建根据地相煎何太急三十而立赤眉灭亡威加海内光武中兴更换“反面
”教材光武之政治明章和三帝延续中兴气象永平之政宽厚长者英年早逝的仁君第八章　东汉衰亡朝廷
上的权力争夺贪婪的养母横行不法的窦家兄弟少年的反抗温和的太后及其兄弟宦官立功狼狈为奸跋扈
将军厕所中的阴谋阴暗的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历史的天空不再有理想太学生运动第一次党锢之祸承明
门之夜悲剧重演道教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道、道家、道教“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五斗米道”与
张鲁政权军阀混战何进之乱董卓专权曹操崛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曹操专政曹丕称帝第九章　泰汉民族
关系秦汉与匈奴修长城，防匈奴白登之围忍辱负重和战辩论河南地之战控制河西走廊少帅传奇河西之
役主力决战好辞和亲，和战交织奉藩称臣郅支覆灭朔漠遗青冢：昭君出塞硝烟再起匈奴分裂北匈奴覆
灭两汉与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北方丝绸之路西域都护瘫痪西域都护重置投笔从戎的班超罢
西域都护第十章　秦汉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精神生活开放的婚俗奢靡的丧葬丰富的娱
乐节气节令第十一章　游侠与豪强地主游侠以武犯禁豪强武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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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秦之兴亡　　建帝国的建立　　皇帝气象　　为进一步瓦解抵抗力量，秦始皇下令没有
收平民拥的兵器，在咸阳将之销毁，铸成铜和钟；双将各地大室豪族共十二万户迁到咸阳。
由于秦朝之前是诸候争强的局面，所以在统一之后，各地仍有很多旧贵族，或富室大家。
这些家族在当地都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对新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都是潜在的威胁。
迁徙巨室豪族可以削弱这种威胁。
汉兴以后，一直有利用修建陵墓的机会迁徙大户的惯例。
　　秦始皇希望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圣君”的形象，他勤于政事，给自己定下了日览120斤文书的额度
，完成之后才能休息。
他还喜欢巡游各地，并立石颂德。
秦始皇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了合并天下后的第一次巡游。
第二年，他巡游至鲁国故地，在邹峄山立碑，并召集当地的儒生商议碑文的内容和封禅祭祀等事。
继而上泰山，举行祭祀，刻立石碑。
下山后在梁山（在泰山旁）又举行祭祀，刻石颂德。
刻石除了歌颂皇帝的功业以外，还描写了他所期望的理想之境：“皇帝躬圣⋯⋯夙兴夜寐，建设长利
，专隆教诲。
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化及无穷⋯⋯”继续往东，秦始皇登上之罘山，又留下了石刻。
转而向南，登上琅邪山，同样竖立石刻。
在石刻中，说皇帝要“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最后，不忘高歌“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儒家等诸子所崇尚的三皇五帝显然成了秦始皇的“偶像”，他认为自己合并天下，消弭了战乱，安定
了百姓，已经“功盖五帝”。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希望儒生们能理解他的事业，因而放下姿态，与鲁地的儒生共商祭祀。
儒生的反应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不过，秦始皇的一班武将大臣却深得君上心曲，他们认为皇
帝已经实现的功业早已超过三皇五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这些石刻中，屡屡提及法令严明，看来秦始皇对于“以法治国”颇为得意。
考古所见的很多秦国兵器制作精良，且有着几乎划一的标准，以及众多的法律文书，都反映出了秦朝
法律体系的复杂和高效。
如此好的治国理念，秦始皇没有理由不坚持。
　　秦与周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面对一个庞大的国家，秦始皇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探索。
巡游也许源于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巡狩，君王要定期巡狩诸侯，通过巡狩，君王可以视察民情，也可以
解决一些政治问题。
但对于秦始皇而言，巡游也许还可以自我欣赏和炫耀武威。
例如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遭遇大风而不得渡江时，他勃然大怒，驱使三千刑徒将湘山上的树砍伐殆尽，
这是施威于神；公元前218年，巡游至河南阳武县的博狼沙，遇见了盗匪。
为了抓住强盗，秦始皇下令大肆搜索，十天后才罢休，此为施威于民。
石刻上固然有隽永的文辞和美好的愿景，但秦始皇的行动并不受这些文字的约束，他一方面沉醉在古
圣帝王和长生不老的传说当中，忙于巡游、派出人员寻找不老丹药和接受臣子的奉谀；一方面越来越
刚愎自用，以日益惨苛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吞并天下之后，秦始皇仍然承袭战争时代的作风，似乎陷入了自我膨胀式的迷　　狂之中。
　　从即位之初起，秦始皇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筑陵墓，极尽奢华。
这座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下王陵包括了地宫，《史记》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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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异怪徙藏满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
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穿三泉”是形容地宫的深度，也有可能指在施工过程中碰到地下水。
根据考古勘察，地宫可能距地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仅位于地宫中央的墓室的面积
就约与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
地宫内确实有水银，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
水银不仅可以代表江湖大海，而且可以防腐，又因汞气体的剧毒性质，灌注水银还可以起到防盗的作
用。
陵园的地表总面积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原高约115米，现在仍有76米。
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40米，外城周长6210米。
1974年，当地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进一步发掘，确认这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坑。
整个陪葬坑从西向东，三个坑呈“品”字形排列。
一号坑就长230米，宽62米，深5米，总面积14 260平方米。
坑内有几千个陶俑，陶俑的造型十分逼真，无不栩栩如生，他们被排列成一个包括了不同兵种的完整
作战队形。
兵马俑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但它的艺术性和工程量已非常令人吃惊，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
　　秦始皇陵至少修建了35年以上，直到陈胜手下的将军周文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至陵园附近，秦二
世才听从将军章邯的建议，下令停止施工（此时整个工程已进行至收尾阶段），将修陵的劳力组编成
军队扑向起义军。
　　在南方，秦始皇继续开疆辟土，组织军队攻城略地，相继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
在西北，派蒙恬率兵30万，攻击匈奴，并开建巨大的防御工程：长城。
公元前212年，为便于向北方出兵，开始修筑直道。
所谓直道就是宽阔平直，便于马车奔驰的道路，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对于秦直道，《汉书》有这样的描写：“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秦代一尺大约是现今的0.23米，50丈就是115米，每隔7米左右就植树一棵。
从实地勘察的结果看，秦直道的路面最宽可达60米，一般则在20米左右，《汉书》显然夸大了数字。
《史记》称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即从今天陕西的淳化县梁武帝村至内蒙
古包头市。
这条直道的遗迹现在仍然清晰可辨，有些部分甚至仍在使用。
　　另一项大型工程阿房宫也于公元前210年开工。
阿房宫位于现在的西安西郊，据司马迁的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
咸阳。
”一步约合6尺，也就是说，阿房宫东西长690米，南北长约115米，殿中可以容纳1万人，四周都有阁
道包围。
如此宏伟的宫殿，需要的财力和劳力都是数以千万计的。
阿房宫动工约一年后，秦始皇去世，当时只修筑了一座前殿。
据考古勘探，阿房宫前殿遗址的台基长1270米，宽426米，其工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和劳役令老百姓连年奔走，怨声载道。
众多大型工程使秦始皇在巡游时刻立的石碑变成了强烈的反讽，并将新的王朝推向危险的边缘。
　　公元前211年，有人在陨石上刻下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句。
一年后，秦始皇遵从前一年卜筮所得的忠告，又开始巡游。
但这次巡游并没有实现它的初设目标，秦始皇在中途因病逝世。
　　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他也为历代梦想成为圣君贤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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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竖起了一些标准，比如开疆辟土、征伐夷狄；天下归一、四宾来服；自比三皇五帝、梦想不老成
仙。
秦始皇的暴政虽遭诟病，但他的理想，以及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甚至成仙之类的妄想都被人
继承。
　　秦帝国的覆灭　　秦国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来自东方的人才，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
这些人大多出身低微，对名利爵禄有着如饥似渴的占有欲，在危难之时，他们可能表现出惊人的勇气
和才智，但面对人性的考验，他们又可能畏首缩足，难堪重托。
李斯就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他为秦国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贪图名利也加速了秦帝国的
覆灭进程。
　　沙丘之谋　　李斯本是楚国的一介布衣寒士，先跟从当时的大儒荀子学“帝王之术”，然后只身
往西，入秦国。
到秦国后，李斯投靠吕不韦门下，由他推荐，成为秦王政身边的近侍。
期间，李斯曾向赢政献《论统一书》，力主秦王早日实现天下一统。
此次上书使秦王对李斯刮目相看，很快任命他为长史（此官职战国末年始置，起初职责不明），再后
又拜为客卿（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职，多授予担任高官的外国人），并命参与制定统一战争的策略。
公元前237年，秦国贵族指斥来自韩国的郑国利用修建水渠的机会消耗秦国国力，进而将矛头对准游说
之士，认为他们在秦国搞间谍活动。
秦王在贵族的压力下，下令驱逐说客，其中包括李斯。
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向秦王上《谏逐客书》。
这篇千古少有的佳作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秦国的富强离不开外国的人才，劝秦王不拘地域、
国别，广聚人才。
这篇文章为李斯带来了转机，秦王看到文章后马上取消了此前的命令，并擢用李斯。
　　李斯是秦国统一战争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他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辅佐秦王合并天下。
统一之后，李斯已经官至丞相，位列三公，权倾朝野：长子是一方要员，几个儿子都贵为驸马，几位
女儿则嫁与各位王子为妻。
在地方任官的长子李由有一次回咸阳，李斯为其置酒洗尘。
溜须拍马者闻风而动，李斯家门口停驻的车骑竟成百上千。
身临如此盛况，李斯却不无担忧：“我的老师曾告诫我，说‘物禁大盛’。
想我年轻时生活艰难，而现在却位居人臣之极，今后的日子吉凶难料啊！
”虽然担忧，但李斯终究做不到顺势而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于沙丘去世，李斯的担忧很快变为事实，这可能是他始料未及
的。
　　秦始皇死后留下遗诏，要戍边在外的太子扶苏将兵权交给将军蒙恬，然后回咸阳参加葬礼，这相
当于要扶苏回咸阳继承帝位。
诏书是赵高代写的，而赵高又是秦始皇另一个儿子胡亥的老师，胡亥当时恰好随驾巡游。
秦始皇病逝后，消息秘而不发，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及几位亲近的宦官知道。
　　身为胡亥的老师，赵高企图立胡亥为新帝。
因此，如何对付太子扶苏成为当务之急，而除掉扶苏又必须获得丞相李斯的支持。
当赵高开始说服李斯时，李斯斥责他丢弃了臣子本分，不立太子而立胡亥是“亡国之言”。
面对位高权重的丞相，赵高显得信心十足。
他首先恐吓李斯，说自己入宫二十余年来，未尝见丞相或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且无有得善终者。
这还不够，赵高还不忘提醒李斯，在这场选立新　　帝的斗争中，一定不要站错队！
如果扶苏登基，帝临天下，必将用蒙恬为丞相，先帝旧臣之失宠，乃必然之事；如果胡亥获胜，而丞
相现在又与我们为敌，这也未必是上策！
　　李斯乃说客出身，赵高的恐吓岂能使他改弦易张？
再一次被李斯驳斥后，赵高抛出了爵禄和名利的诱饵，战国说客毕竟是逐利之徒，赵高好像将李斯一
眼看到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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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利之间的抉择令李斯左右为难，甚至仰天长叹。
但他迅速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合理的台阶：身逢乱世，无力奉持先帝遗志。
　　事实证明，选择与赵高、胡亥为伍，是李斯一生中的败笔。
扶苏登基后，可能另择新相，但在赵高和李斯之间，胡亥肯定更看重赵高，而非前朝老臣。
扶苏忠孝仁慈，胡亥庸碌无能，以李斯之机敏和洞察力，二人之高下明晰可见，立然可判。
可惜此刻的李斯不再是当年冒死上“谏逐客书”的李斯，功成名就之后，患得患失如影随形，赵高正
是利用了这一点。
　　荀子以“帝王之术”教诲李斯，告诫他一定要警惕“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规律，这也是
战国游士惯常引用的语言。
但当李斯面临重要抉择时，他显然忘掉了老师的教诲。
胡亥登基之后，李斯可以选择顺势而退，利禄未必全保，但终不至于弃尸于市，株连三族。
到后来，贪慕名利的李斯竟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间。
“利令智昏”，诚为智者之言！
　　李斯之死　　李斯的悲剧似乎早已注定。
年轻时曾任小官员，看到厕所中的老鼠不仅吃食肮脏，而且整天提心吊胆，一见到人或狗，更是仓皇
避之。
而粮仓中的老鼠就不同了，藏身在大梁之下，以粮为食，也没有人和狗的骚扰。
李斯发出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既然选择了“仓中之鼠”，则官位厚爵是绝不可抛弃的。
人无近忧，必有远虑，“仓中之鼠”果能高枕无忧吗？
肥硕之鼠，行动迟缓，加之长处安乐，反应迟钝，一旦危机降临，往往逃之不及。
　　胡亥登基后，听从赵高的主意，起用亲近之人，先帝故臣大受冷落。
不仅如此，胡亥还采取极端的手段消灭异己，杀害将军蒙毅等功勋卓绝的大臣，以及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财产也尽数人官，连坐者更是不可胜数。
与此同时，秦二世又治阿房宫，修直道，赋敛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被逼至生存底线的民众奋臂而起，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开始了反抗。
　　由于李斯长子李由镇压不力，群臣多有讥议，认为李斯位居三公，自己的儿子却不能保一方安宁
。
当二世责问李斯时，他惶恐不已，只得阿谀秦二世之意，上书要求严行督责，认为严行督责可防臣属
弄权，以此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皇帝愈加尊严，这就是所谓的“行督责书”。
“行督责书”所言实非李斯本意，完全是为了迎合二世。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此举不异于火上浇油，这个时候的李斯已经变成了庸碌之才。
秦二世的残酷治国，李斯的昧心纵容，使秦帝国的灭亡终成必然之势。
　　赵高虽官阶不高，但由于是秦二世的老师，而且是胡亥得以称帝的主谋，所以深为秦二世信任。
李斯虽仍然身居丞相之位，但不能再像辅佐先帝那样，随侍皇帝左右。
赵高听闻李斯对自己的做法心存微词后，心生一计，怂恿李斯进谏，故意要李斯在胡亥饮酒作乐时进
宫，结果引得胡亥大为不快。
赵高趁势煽风点火，说李斯参与了沙丘之谋，二世登基之后，他对自己的权位并未加益心存不满，而
且诬陷李斯“亦望裂地而王”，甚至暗通陈胜等人，所以“楚盗”经过李由所辖的三川时才不攻城。
　　李斯在得知二世开始调查长子李由之后，决定以一己之力扳倒赵高。
二世当时居住甘泉，李斯无缘得见，只得上书言事，提醒秦二世提防赵高。
这等同于自投罗网，此时的李斯已经不能正确地判断自身的处境。
秦二世担心李斯攻杀赵高，于是将李斯所奏悉数告知赵高。
赵高乘机借步上梯，重弹老调，并将李斯与篡齐之王位的田常相提并论，秦二世闻之震怒不已，下令
将李斯交由赵高处置，务必要他供出谋反的罪证。
　　身陷囹圄的李斯自恃辅佐先帝有功，能以善辩之辞还自己清白之身，于是上书秦二世，为自己列
出七项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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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有罪”之臣根本没有与天子对话的机会，赵高下令将李斯的上书丢弃不奏，又安排亲信假
冒御史、谒者、侍中，三番五次地提审李斯。
只要李斯敢申辩，就酷刑相加，使他痛苦难堪。
等到秦二世派人来查验时，李斯再也不敢申诉，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即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斩双脚）、枭首，最
后被剁成肉酱，并株连三族。
临刑前，李斯悲怆地对儿子说：“我再也不能和你牵着猎狗，从上蔡东门出城，去山野猎杀野兔了。
”（《史记?李斯列传》）言未竟而老泪纵横，父子相拥而泣。
　　李斯违背秦始皇遗愿，导致对秦始皇素有异议的太子扶苏自杀，使秦帝国的政治错失了一次转变
的机会。
扶苏生前数次劝谏秦始皇，主张柔和的治国策略，他见假诏之后的自杀足以说明他为人仁孝、率直。
如果是他继承始皇帝之位，而非德才皆元的胡亥，秦也许不会猝亡于突起的战火之中。
　　一年之后，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自杀。
赵高妄图自立为帝，但遭到群臣的反对，宫殿之上也出现了不祥的征兆。
赵高遂立秦始皇的弟弟子婴为新帝，子婴即位之后，联合贵族，设计刺杀赵高，并诛其三族（此依《
史记?李斯列传》之说，《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使人约降子婴。
”）。
三个月后，咸阳破，子婴与妻儿子女自系其颈，迎接起义军。
刘邦将子婴交与属吏，项羽进城后，立斩之。
　　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国贵族势力相对较弱，不能像东方六国的贵族那样与君主相抗，这也是秦能
大量起用来自六国之谋士的原因之一。
秦能合并六国，一统天下，像李斯之流的宾客谋士贡献很大。
他们凭三寸生花之舌，采撷诸子为己所用，纵横捭阖，为利来，为名往。
名利之外，他们少有更高的追求；重压之下，轻易辜负所托。
李斯之死并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它将宾客谋士的空虚心灵裸露了出来，依赖这类心灵建立起来的帝
国如同以卵垒台，垒得越高越危险，而崩塌则是必然之事。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继位之后，胡亥在各个领域都继承了父亲的做法，甚至更加残忍，阿房宫
、直道、陵墓等大型工程也没有因秦始皇去世而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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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云际会四百余年史实记述；英雄时代的慷慨悲歌，始皇气象、汉武雄姿、王莽新政、魏武挥鞭
、党锢之争、皇宫干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大一统帝国；形成期华夏民族的自尊
与自傲；　　一个从英雄开始到英雄结束的高傲时代。
　　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从此，诸侯国林立，可以考证的有八百余国。
《吕氏春秋·观世》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从周朝至秦朝，经历了约八百年的战争和动乱，秦始皇第一个一统天下，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
的帝国，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版图和格局。
　　秦汉时期是中华帝国的形成期，汉民族的政治、法律、文字、货币、交通等诸多制度在这一时期
开始确立。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且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汉民族的礼仪制度、风俗节庆，乃至
民族心理，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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