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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人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人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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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历代名案》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和一系列脍灸人口的故事编写而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历代名案》讲述了包括晁错被诛、华佗之死、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窦娥
冤等一系列中国古代历史名案。
让青少年从故事中鉴古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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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晁错被诛二、巫蛊之祸三、直言受宫刑四、华佗之死五、请君入瓮六、狸猫换太子七、铡美案八
、乌盆记九、窦娥冤十、胡惟庸案十一、明末三案十二、杨乃武与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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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晁错是西汉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年轻时学过法家学说，很受汉文帝赏识，汉文帝让他做太子的属官，
后来又升为博士。
在文帝当朝时，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大多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又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景帝登基之后对晁错也是颇为看重的，但晁错却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突然被处以极刑，他的死的确是
有些蹊跷，甚至让人费解。
按照西汉的法律，大臣犯法，要经过廷尉的审理后报给皇帝批复才能判刑，但晁错的死是没有这个程
序的，而且他还受到了景帝的欺骗。
景帝下旨召他进宫议事，晁错穿着整齐的朝服，路过东市时被执行了残酷的腰斩。
位列三公竟以这种方式被杀，而且晁错既是景帝的老师又是先朝老臣，如此身首异处，不能不说死得
惨烈和冤枉！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地方诸侯的权力很大，并且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汉文帝
，提出通过改革法令削减诸侯权力的建议。
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
当时，太子刘启也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去世后，太子刘启即位，就是汉景帝。
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
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对其宠信程度甚至超过了九卿，丞相申
屠嘉对此十分不满意，一直想寻找机会出气。
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外开
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
申屠嘉知道后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
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皇帝说明情况。
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
“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
”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
这样一来，晁错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其他的大臣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申屠嘉死后，不久晁错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从此位列三公，他再次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这就
是后世流传下来有名的《削藩策》。
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
他主张对犯有过错的诸侯王，应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接管
辖。
晁错特别指出其中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吴国的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
被打死，吴王因此心怀怨恨，以有病为借口，不来朝见天子，按照法律本应处死。
但文帝不忍心治他的罪，还赐给他一根拐杖，允许他不来朝见天子，此后二十多年，刘濞_直没有来
长安朝见文帝。
文帝对他算是极尽仁义了，但吴王不仅没有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并且公然开采铜山铸钱，
煮海水熬盐，积蓄经济实力，不断扩张武装力量，谋反叛乱之心已经很明显了。
晁错的看法确实很准确，但他所提出的削地的办法，却人为地激化了矛盾，性急了一些。
以西汉建国初期的实力，来对抗列国诸侯的共同反叛，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
这也注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果然，《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部引起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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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商议，大多数人都知道景帝是站在晁错这一边的，因此没有人敢
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站出来，同晁错争论起来，两人因此也结了怨。
最后，削藩的决定勉强通过。
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晁错还更改了三十多条诸侯的法令，在诸侯王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晁错建议削藩，也使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就连他的父亲也特意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来找他，劝他
说：“皇上与诸侯们毕竟是骨肉至亲，你提议削藩，是在离间他们的感情，不仅众诸侯会怨恨你，弄
不好皇上也会怪罪你。
”而晁错_直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天子的尊严。
父亲也不得不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
”于是，这位老人回家之后就服毒自杀了，他不忍心看到晁家惨遭灭门。
其实晁错本人也已经感到了危险和不安，只不过他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
他想用自己的忠诚和智慧回报一直相信他的明君，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皇帝独步天下的一颗
棋子。
    朝廷讨论削减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后，刘濞就开始策划发动叛乱。
他先联络胶西王刘印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夺取天下，许诺事成后二人平分天下，
并与刘印订立盟约，刘印又串联齐地诸国，刘濞串联楚、赵诸国，相约一同起兵。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
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因晁错侵夺诸侯封地，挑拨刘氏骨肉关系，干预朝政
，所以要举兵诛伐。
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诸侯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
、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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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人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人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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