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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帝王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他们的言行还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但总体上说，帝王尤其是皇帝，他们的言行举动都可能对
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他们的私生活，也往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治乱和盛衰。
仅以先秦后妃为例，《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便依据《周礼》称：“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
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
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
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
颁官分务，各有典司。
⋯⋯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
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
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
诸侯僭纵，轨制无章。
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屯。
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
”所以也无怪乎，以往学人要特别重视帝王研究，而普通人更对帝王及其生活产生强烈的好奇心理了
。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帝王研究，普及中国帝王和中国通史的知识，山东出版集团所属的山东画报出版
社，编辑出版了这套由晋文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帝王图志》。
本书精选从古史传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462位帝王，以丰富的文物图片和简明扼要的文字，简述了他们
的生平简历。
其中先秦时期，主要选取了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始祖及其建国和亡国之君，西周十二王、春秋五
霸和战国名君等；秦汉以后，则不仅收入了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的所有皇帝，还酌选了一些比较
有影响的诸侯王。
在简述这些帝王的生平业绩及其活动时，本书尽可能地介绍他们的婚姻、家庭情况，与其有关的成语
典故，载录他们的庙号、谥号和陵寝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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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所谓帝王者，有的是这条河中的中流砥柱，有的是泥沙俱下的浊流污垢；有
的是乘风破浪的帆船，有的是顺流而下的朽木。
对于帝王，人们有的忠顺，有的反叛；有的艳羡，有的排斥；有的觊觎，有的远离。
人们对于帝王这个角色的复杂心态，更反村出“帝王”二宇的分量。
所以，钩沉其史迹，传述其轶闻，于今不无裨益——大而言之，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代王朝国运的兴衰，帝王统治的成败得失，可为治国平天下者镜鉴；小而言之，可增进个人修身齐
家的智慧，提高自己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水平。
总之，所有读者，都可从该书的阅读中获得教益。
通览全书，我觉得它至少有如下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本书体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特
色，高品味通俗化，图文并举，填补了中国帝王题材出版物的一项空白。
有关中国帝王的选题，始终是国内图书出版的热点之一，此前同类图书出版了不少，但良莠不齐，鱼
龙混杂，部分图书的文字资料牵强附会，反映帝王的影像资料多是今人的作品，这些都降低了有关图
书的资料价值或出版价值。
而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这本《中国帝王图志》奉行“复古主义”，在文字史料的使用上，言必有据，各
种说法多数采自古籍，并说明了原始出处。
在图片史料的运用上，大部分图片采自古代作品，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历史的原生
态。
另外，就是尽量采用与帝王本人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尽量选择表现他们私人化、个性化的东西，比
如反映他们衣食住行的实物照片，以及表现其精神生活的书法和绘画作品等。
　　第二，是一部名至实归地反映中国历代帝王生平和历史的“中国帝王图志”。
本书所选入的462位帝王，从史前时代的三皇五帝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包括帝制时代掌握实权和对历
史产生较大影响的王，以及死后追加封号的皇帝，几乎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帝王全部收入囊中
。
另外，与帝王有关的图片占去全书2／5的篇幅，其文字部分——无论是帝王小传的文字，还是关涉帝
王的成语典故，抑或图片说明文字，基本是对图片内容的补充和延伸，所以“中国帝王图志”的书名
与书的内容是名副其实。
　　第三，本书选题创意不落窠臼，抓住了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问题——封建时代的头号人物—
—历代帝王，等于抓住了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牛鼻子，找到了认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封建政治史的一
条捷径。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了从远古三皇五帝开始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止的详备的帝王谱系。
将历朝历代帝王个人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五千年中国的政治文明史。
帝王作为专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的核心角色，是影响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人物，其身
世阅历、社会关系、性格爱好乃至他们的私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执政行为和国家政治，从而
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产生影响。
换言之，帝王们个人的是非功过、荣辱得失和喜怒哀乐，很大程度上就是王朝兴替和国家盛衰的缩影
。
因此，了解中国历代帝王的个人历史，可以更好地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史。
　　最后，具有工具书性质，集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鉴赏性和收藏价值于一体。
本书图文互动，以图证史，直观和立体地反映了帝王群体的形象，拉近了现代读者与古代帝王之问的
距离，可使我们近距离和多角度地去观察和认识帝王。
与帝王有关的成语典故的内容板块别有新意，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历代帝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附录出现的《中国历代帝王世系表》，清楚地显现了历代帝王谱系传承的脉络全貌，有一定的检
索作用。
本书视野开阔，广征博引，穷尽所能找到的所有图片资料，图片之丰富，居国内同类书之冠；帝王的
小传、成语典故的文字陈述，平实、简约、洗练，但所反映的人物命运，触目惊心，让人深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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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福祸同在；帝王是人世间最尊贵的职业，但也是人世间最危险的职业。
历代帝王，生老病死的正常死亡十不过一二，非正常死亡则高达十之八九。
所以，无论是历史专业人士，还是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从本书的阅读和思考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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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昭宗李晔　　唐哀帝李祝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五代十国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后梁太祖朱温　　后梁郢王朱友珪　　后梁末帝朱友贞　　后唐庄宗李存勖　　后唐明宗李嗣源　　
后唐闵帝李从厚　　后唐末帝李从珂　　后晋高祖石敬瑭　　后晋出帝石重贵　　后汉高祖刘知远　
　后汉隐帝刘承祜　　后周太祖郭威　　后周世宗柴荣　　后周恭帝柴宗训　南吴、南唐、南汉、北
汉、楚、前蜀、后蜀、荆南、闽、吴越　　南吴太祖杨行密　　南吴烈祖杨渥　　南吴高祖杨隆演　
　南吴睿帝杨溥　　南唐烈祖李昪　　南唐元宗李璟　　南唐后主李煜　　南汉烈宗刘隐　　南汉高
祖刘龚　　南汉殇帝刘玢 　　南汉中宗刘晟　　南汉后主刘鋹　　北汉世祖刘曼　　北汉睿宗刘钧　
　北汉少主刘继恩　　北汉英武帝刘继元　　楚武穆王马殷　　楚衡阳王马希声　　楚文昭王马希范
　　楚废王马希广　　楚恭孝王马希萼　　楚后主马希崇　　前蜀高祖王建　　前蜀后主王衍　　后
蜀高祖孟知祥　　后蜀后主孟昶　　荆南南平武兴王高季兴　　荆南文献王高从诲　　荆南贞懿王高
保融　　荆南侍中高保勖　　荆南侍中高继冲　　闽太祖王审知　　闽嗣王王延翰　　闽惠宗王延均
　　闽康宗王昶　　闽景宗王曦　　闽福恭懿王王延政　　吴越武肃王钱镠　　吴越文穆王钱元瑾　
　吴越忠献王钱弘佐　　吴越忠逊王钱弘倧　　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宋、辽、西夏及金　北宋　　宋太
祖赵匡胤　　宋太宗赵光义　　宋真宗赵恒　　宋仁宗赵祯　　宋英宗赵曙　　宋神宗赵顼　　宋哲
宗赵煦　　宋徽宗赵佶　　宋钦宗赵桓　南宋　　宋高宗赵构　　宋孝宗赵昚　　宋光宗赵惇　　宋
宁宗赵扩　　宋理宗赵昀　　宋度宗赵禥　　宋恭帝赵隰　　宋端宗赵昰　　宋末帝赵昺　辽朝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辽太宗耶律德光　　辽世宗耶律阮　　辽穆宗耶律璟　　辽景宗耶律贤　　辽
圣宗耶律隆绪　　辽兴宗耶律宗真　　辽道宗耶律洪基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北辽宣宗耶律淳　
　辽梁王耶律雅里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西辽仁宗耶律夷列　　西辽末帝耶律直鲁古　　西辽屈
出律　西夏　　西夏太祖李继迁　　西夏太宗李德明　　西夏景宗李元昊　　西夏毅宗李谅祚　　西
夏惠宗李秉常　　西夏崇宗李乾顺　　西夏仁宗李仁孝　　西夏桓宗李纯祜　　西夏襄宗李安全　　
西夏神宗李遵顼　　西夏献宗李德旺　　西夏末帝李睍　金朝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金太宗完颜
晟　　金越忠烈王完颜宗弼　　金熙宗完颜直　　金海陵王完颜亮　　金世宗完颜雍　　金章宗完颜
璟　　金卫绍王完颜永济 　　金宣宗完颜殉　　金哀宗完颜守绪　　金末帝完颜承麟元朝　　元太祖
铁木真　　元太宗窝阔台　　元定宗贵由　　元宪宗蒙哥　　元世祖忽必烈　　元成宗铁穆耳　　元
武宗海山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英宗硕德八剌　　元泰定帝也孙帖木尔　　元文宗图帖睦
尔　　元明宗和世瑓　　元宁宗懿磷质班　　元顺帝妥欢帖睦儿　　北元昭宗爱猷识理答腊　　北元
益宗脱古思帖木儿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　　明惠帝朱允炆　　明成祖朱棣　　明仁宗朱高炽　　明
宣宗朱瞻基　　明英宗朱祁镇　　明代宗朱祁钰　　明宪宗朱见深　　明孝宗朱祜樘　　明武宗朱厚
照　　明世宗朱厚熄　　明穆宗朱载厘　　明神宗朱翊钧　　明光宗朱常洛　　明熹宗朱由校　　明
思宗朱由检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南明隆武帝朱聿键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南明绍武帝朱聿
锷　　南明鲁王朱以海　　南明定武帝朱本铉　　延平王郑成功清朝　　清太祖努尔哈赤　　清太宗
皇太极　　清世祖福临　　清摄政王多尔衮　　平西王吴三桂　　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仲明　
　清圣祖玄烨　　清世宗胤稹　　清高宗弘历　　清仁宗颙琰　　清宣宗曼宁　　清文宗奕*　　清
恭亲王奕訢　　清穆宗载淳　　清德宗载湉　　清宣统皇帝溥仪附录　中国历代帝王世系表　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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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帝王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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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晋文公姬重耳姬重耳（前697一前628），献公诡诸子，母狐姬为大戎主侄女。
晋文公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重耳有异母兄弟五人，分别为夷吾、申生、奚齐、卓子。
早年因申生母为齐桓公女，故献公立申生为太子.后骊戎主送献公骊姬、少姬两个美女。
骊姬深得献公宠爱，生子奚齐后，献公不顾大臣劝阻，立她为夫人。
献公还想立奚齐为太子，将三位较长的公子夷吾、重耳、申生分封在外，身边只留下奚齐和少姬子卓
子。
申生后被逼迫自杀，夷吾逃亡梁国（今陕西韩城西南），重耳也被迫流亡在外19年之久。
19年之中，重耳带着随从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初避于狄，后至卫、郑，东抵齐，南达楚，最后又西
去秦国，历尽艰辛，饱尝冷暖。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终于成为晋国国君，时年62岁。
文公即位后，举行封赏大典。
赏赐未毕，周王室发生内乱，随从介之推因此没有得到封赏。
介之推不去争功，带着老母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至死都不露面。
文公感到内疚，只好以绵上作为介之推的封地，称为“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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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帝王生平事迹的图文并茂的好书。
与帝王有关的典故和成语，丰富了图书内涵，而且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有关帝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书中的图片都足第一手的或比较难得的历史影像资料。
不管足历史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能从中得到自己所需
要的东西。
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内文版式，很好地表现了图书的内容，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卞孝萱先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史专家关于中国占代帝王的图书，
过去中国内地曾出版多种，但这本《中国帝王图志》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或优点：一是体例新颖，是第
一本以图片为主体反映中国帝王生平事迹的图书，图片之丰富，居国内同类书之冠；二是，帝王小传
的图片和文字，从私人化角度切入，行文简约平实，重点突出；三足，远迫三皇五帝，近到晚清末代
皇帝，几乎将全部皇帝和重要王侯一网打尽，信息量大；四是，图文并举，装帧考究，印制精良，赏
心悦目，有收藏价值。
总之，足一部集看、用、藏二种功能于一体的佳作。
　　——安作璋先生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帝王足历史描述中
最为重要的群体，官修正史以本纪形式呈现之，以为国家社稷之象征。
《中国帝王图志》以历代帝王为主线，大到朝代之易代鼎革、政令之清浊兴败、民生之安乐凋敝，小
到其得位缘由、宫闱秘事、音容行止、脾性嗜好，主题突出而内涵丰富；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概括阐述
的同时，架构了对历史运行轨迹的体会与认知；融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历代帝王的生前身后
作出了独到而又不失公允的述评；图文互动、意趣横生，兼收普及知识、启迪思维、开发智慧之功效
。
　　——朱子彦先生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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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帝王图志》是晋文编写的，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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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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