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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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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内容概要

《大秦帝国(珍藏版)(套装共11册)》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
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
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
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
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
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
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
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
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秦大秦帝国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帝国，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
整个文明体系其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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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作者简介

拉封丹（Fontaine L.）（1621—1695年），法国著名寓言诗人，古典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出生于法国香
槟省一个小官员家庭。幼年的他生长在农村，对大自然无比热爱，同时他还在祖父丰富的藏书中发现
了马莱伯的抒情诗，从此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岁时，他到巴黎学习，毕业后获得巴黎最高法
院律师头衔。1652年继承父职，后携家定居巴黎。在巴黎，他开始从事写作，并广交名士，其中包括
莫里哀、拉辛等一些诗人和戏剧家。1668年，他出版了《寓言诗》第一集，蜚声文坛。接下来他又出
版了第二集。1684年，拉封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法国自由诗体的开创者，对后来欧洲寓言
作家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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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书籍目录

译本序
1.知了和蚂蚁
2.狐狸与乌鸦
3.青蛙想要大如牛
4.两头骡子
5.狼与狗
6.牛羊与狮子合伙
7.褡裢
8.燕子和小鸟
9.城鼠与田鼠
10.狼和小羊
11.人和自己的形象
12.窃贼和驴
13.中年人处在两妇中间
14.狐狸与鹤
15.孩子和教师
16.公鸡和珍珠
17.马蜂和蜜蜂
18.橡树和芦苇
19.老鼠开会
20.狼告狐狸
21.两头公牛和一只青蛙
22.蝙蝠和两只黄鼠狼
23.猎犬及其伙伴
24.鹰和金龟子
25.狮子和小蚊虫
26.驮海绵的驴和驮盐的驴
27.狮子和老鼠
28.鸽子和蚂蚁
29.野兔和青蛙
30.公鸡与狐狸
31.要效仿鹰的乌鸦
32.孔雀向朱诺抱怨
33.变成妻子的母猫
34.狮子和驴打猎
35.伊索解释的遗嘱
36.磨坊主父子和毛驴
37.胃与肢体
38.装扮成牧人的狼
39.青蛙请立国王
40.狐狸和山羊
41.酒鬼和他老婆
42.狼与鹤
43.被人打倒的狮子
44.狐狸和葡萄
45.狼国和羊国
46.年迈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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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淹死的女人
48.进入谷仓的黄鼬
49.猫和老耗子
50.牧羊人和大海
51.苍蝇和蚂蚁
52.园子主人和领主
53.毛驴和小狗
54.老鼠和黄鼠狼大战
55.猴子与海豚
56.人和木雕神像
57.用孔雀羽毛装扮的松鸦
58.骆驼和漂浮的木棍
59.青蛙和老鼠
60.意欲向鹿报仇的马
61.狐狸和半身像
62.狼、羊妈妈和小羊
63.苏格拉底的话
64.砂锅和铁锅
65.野兔的耳朵
66.尾巴被割掉的狐狸
67.林神和行客
68.马和狼
69.庄稼汉和他的孩子们
70.命运女神和少年
71.医生
72.下金蛋的鸡
73.驮圣骨盒的毛驴
74.鹿和葡萄
75.蛇与钢锉
76.野兔和山鹑
77.老鹰和猫头鹰
78.狮子出征
79.熊和两个伙伴
80.披着狮皮的驴
81.狮子和猎人
82.太阳神与北风神
83.朱庇特和佃农
84.小公鸡、猫和小耗子
85.狐狸、猴子和动物
86.炫耀家世的骡子
87.老人和驴
88.照水泉的鹿
89.龟兔赛跑
90.毛驴和主人
91.太阳和青蛙
92.农夫和蛇
93.马和驴
94.猫与狐狸
95.乌龟和两只野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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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割了耳朵的狗
97.狼与狐狸
98.高人、贵绅、牧人与王子
99.鱼和鸬鹚
100.财宝和两个男人
101.切勿过当
102.湍流与深河
103.狮王后的葬礼
104.狮子、狼和狐狸
105.蛇头与蛇尾
106.狼和母子俩
107.捕鸟人、苍鹰与云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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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 在刀兵连绵的
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
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队没有任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轺车。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
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
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大梁是魏
国的第一大城，与大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
邑大得多。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逢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便成
了中原地带最大的物资集散地。魏国当年之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
，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
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不想自魏文侯起用李悝
变法，尽地力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地得了一回天时地利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
了起来。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便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地变成了水陆大都会，
重筑大城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
，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便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儿
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儿。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
，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或是“近日魏王赏赐
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等王侯将相的隐私逸闻。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
一边泛酸。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至极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
邑人面前羞于开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财富与享受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 说
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富而不贵，心里总悻悻不是滋味。 然而，月余之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
道王书，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的希望，全城沸腾了起来。 魏王特使的宣
谕是：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逢泽之畔举行，大梁城定为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
在逢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在这里囤积大梁佳酿，云集大梁美女。如果仅仅是这样，
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地传过来一则王宫
秘闻：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逢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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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朋友，您在读的这部《大秦帝国》，是上海世纪的全新修订版。这次新版，我作了一次新的全面修
订。这次修订，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对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
全面纠错；二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可以说，上海世纪版的《大
秦帝国》是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的一个版本。一部大作品一
旦定型，任何修订都只能是修葺性的，而不应该是结构性的。我们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基本缺陷，不在
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我们有庞大的史料库，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研究之丰厚，无疑为世界之最
。可是，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认知与阶段解析，以及对文明坐标式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等，既
像是一片严重荒漠，又像是一个巨大泥潭。说荒漠，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文明史研究意识，说泥潭
，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充满了矛盾混乱陈腐臆断，纠葛交错，说不清任何一个文明史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条件下，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最大的难点不是其所叙述故事的史实性，而是能
否以新文明理念重新解读历史。解决了这个最大难点，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就完成了。《大秦帝国》全
新修订版的问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辛勤的劳动。重新排版
、重新校订、重新设计、再度编辑，等等等等，时间紧迫，工作量极大。在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
统筹指导下，在集团副总、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先生，副总经理王蕾女士的率领下，世纪文景的一
群年轻朋友们蓬勃劳作，一体作战，殊多辛苦。责任编辑李文青及其所属小组成员杨越江、闫柳君，
审读室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等，更是在具体工作中奋发认真，令人铭刻在心。在此，我对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的领导得力，对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奋发劳作，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集团郭志坤
编审提出了高水平的审读报告，在此一并感谢。二理清中国文明史，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第一个
是如何评价秦帝国，第二个是如何评价儒家。从中国历史意识在“前现代”时期的呈现方式看，一个
是“非秦”问题，一个是“独尊儒术”问题；从“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思潮看，一个是“评秦”问题
，一个是“批孔”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史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一直贯穿秦帝国灭亡之后两千余
年的历史意识。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看，所有涉及文明史的问题，都不具有这两个问题独具的普遍性与
深远性。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对秦帝国之后两千余年文明史的认知，尽管也有普遍性问题，但其对
我们民族历史意识的深远影响力，无疑远远逊于“非秦”与“独尊”这两个最基本问题。这部《大秦
帝国》，正是基于澄清“非秦”烟雾而问世的。对于秦帝国及其赖以生成的春秋战国的评价，则有三
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对这三大时代文明史地位的总体认知评判。第二个，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
总体认知评判。第三个，对秦帝国政权性质及其施政实践的总体认知评判。依据我们在秦后两千多年
形成的历史意识，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几乎都是否定性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
普遍认知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对这一理念的表述，二十五史
中比比皆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统一中国文明，开于秦而成于汉。事实上，我们
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更多地赋予了汉代，又以否定秦帝国施政实践的方式，实际否定了秦帝
国作为统一文明正源的文明史地位。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秦帝国政权是专制政权，
秦帝国施政实践是暴政，秦始皇是暴君。总而言之，秦之为秦，“暴秦”两字足以蔽之。传统认知构
成的事实是，我们对自己民族与国家文明历史最基本坐标的确立，绕过了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
而在事实上将夏商周三代与西汉看成了一个完整延续的文明史序列。中间最重要的枢纽时代，被我们
全部确认为黑暗时代，一体否定了。文明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么？对隐藏于深远历史烟雾之后的遥
远时代，我们果真不能甄别么？三假如我们民族没有系统的史料，没有坚实的历史遗迹，而只有遥远
模糊的碎片传说，也许，我们不会提出对传统认知的历史质询，而只能以传统的认知为认知，以传统
的评判为评判。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偏偏有世界罕有其匹的各种形式的详尽史料，文字的、考
古的、实物遗存的，等等等等，林林总总，无比丰厚。对于技术性的事件研究、编年研究、局部细节
研究而言，当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时段与细节。但是，对于寻求社会基本认知的大视野的文明史研究
，我们的史料对于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足迹，已经足够扎实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自囚
于旧时代对中国文明史的陈腐认知，无疑是文明的悲剧。一个显然的要害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脚步
是历代史官记载的，既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也是依据过去时代的价值理念作出
的。我们可以不怀疑被记载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可是，我们对那些陈腐的评价标尺，则完全有充分的
纠正理由。不是事实清楚，而是是非不明。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在既定史实（史料）被普遍认知的
情况下，以新的理念去整理历史，去重新解读评判历史，是每一个时代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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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代人，都必须必然要用自身所处时代的文明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借以确定该时代前进的历史
根基。战国时代，如果没有当时思想家群体秉持“法后王”理念而立足现实对历史作出的深刻反思，
就不会有一浪接一浪的变法运动，从诸侯分治到统一国家的文明跨越也不会完成。从更为广阔的意义
上说，人类各个国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都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人文领域的基本阵地，历
史学第一要做的大事，是理清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脉络，并确立该国该民族最基本的文明历史坐标；
国家民族以这种文明史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国家民族的文明话语权。我们的现状，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明清两代思想禁锢下形成了考据主义传统，对历史基本上只作技术性研究
。1840年之后，直到今天，将近两百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传统，长期沉溺于事件研究
、编年研究、技术细节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但是，任何文明发达
的国家，都没有因为具体的技术性研究而忘记文明史课题。只有我们，被历史这壶老酒灌醉了，失去
了清醒的文明评判，呼呼沉睡在传统的大梦里。梳理文明史并给国家民族提供文明话语权，是一代学
人的基本使命。漠视这一使命，是我们的文明悲剧。四《大秦帝国》，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作为基
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对此，我的说法是：
《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尽管，当下文学的沉沦，已经使人们对“文以载道”这样的命
题嗤之以鼻了。但是，我赞赏这种精神。文若无道，人何以堪？虽然如此，作为历史文学作品，除了
基于连接历史断点而生发的必要的文学虚构，以及基于集中体现历史精神而对局部人物关系的调整之
外，《大秦帝国》对历史的叙述是忠实的。惟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大秦帝国》连绵不断的激烈冲
突与无数烈士英雄的风骨节操，是战国历史真相的实然，而不是我所“想象”出来的。所以选择文学
形式，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遥远，人们已经很难有真切的感觉了。文学的细节真实是根基，大量的鲜
活细节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是无法呈现的。通过文学的细节真实与生活质感，特定的历史风貌与历史精
神，会以涓涓细流渗透我们的感知，使时尚而沉沦的当代人有亲切的认同。当然，未必人人感觉如此
。但是，作为走进后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生活，大约这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秦帝国的根本伟大处
，不在于统一了国家，而在于统一了文明。惟其有统一的中国文明，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劫难，但生命
永恒。体验秦帝国历史的骄傲感，正在于她穿越历史而照耀我们精神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作为深
度再现帝国文明创造力的文学作品，无论因为作者的局限而有多少缺点，它的历史精神与基本理念，
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为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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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秦腔秦国人由于偏居西北，保持着较强进取心，事时觊觎富裕中原，就像烈火靠近了干材，然后熊
熊火焰越烧越旺，而干材也渐渐化为熊熊烈火，当火势大的滔天时，什么金呀！土啊，水啊的本来难
以着火的，也就烧的一干二尽，是谁点燃了大秦的星星?又是谁将火燃烧到中原！又是谁引火烧身呢？
秦国人擅长射箭，这种远距离取人性命的武器堪作封建时代最先进的武器之一了，掌握了先进武器是
在军事上取得不对称优势。众多的战役导致的分分合合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如果要免于灭亡
就的发展军事实力，有的是倾全国之力投入军队建设，有的是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强大的军事
力量。——吴丽勇(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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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珍藏版)(套装共11册)》中描绘了该时代的人物群与重大历史事件，既相互独立，又浑然
一体，全面展现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以
及秦国崛起、兴盛、建立统一帝国又倏忽崩溃的历史。此书所描述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有姓名记载
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结局与事件进展也都是有据可查或被证实过的，真实性是这部
历史小说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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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名人推荐

林剑鸣 （已故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国际著名秦汉史专家）我读完了《大秦帝国》第一部，很激动，
也很高兴。从中国历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是最重要的一段，也是变法强国的历史主流最充分
强大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历史题材不亚于任何当代重大题材，因为她是中国文明的根
。陈荒煤（已故著名电影剧作家，前文化部副部长）大秦帝国这段历史最需要写，又最难写。鲁迅当
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
难。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
有新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霍松林（著名文学评论家
、诗学家）《大秦帝国》规模宏伟，气象万千，有很大震撼力；人物的命运令人拍案三叹，掩卷不能
。    李国文（著名作家）孙皓晖能坚持在一块净土上写纯粹的历史小说，难能可贵。我想这与作者的
写作志向，有着莫大的关系。这部书的目标是要填补中国历史小说上的先秦这个空白，因为这是中国
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空白。这是很新颖而且有大目光、有时代精神的想法，尤其当我们
这个国家、民族，焕然一新地屹立于新世纪的这个星球上，重温这段古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雷达（著名评论家）　孙皓晖先生所做的，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同时难度甚大的创造工程。这部大
著的主导理念，若用关键词表述，便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贺绍俊（著名评论家）我在读
《大秦帝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方式的肯定。今天，我们反省知识分子问题，呼
唤建立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传统文人精神，如果上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从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行为中提炼出有益的精神资源，无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格的建
设是一种难得的补充。 李洁非（著名评论家）《大秦帝国》有四点予我极深的印象：一、作者对秦国
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了如指掌；二、对战国的时代特色、著名典故如数家珍；三、对诸子的事迹、
思想与风范有相当全面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四、对三代（夏商周）特别是周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形制、
政治、礼仪、法度、典籍皆有精熟的研究。这样一部有着空前文化含量的大创作，为此书写作预先必
备的学识上的积累，无20年之功恐怕是不能染指的。可以说，这是一本耐了很多寂寞、吃了很多寒窗
之苦、长年沉淀之后，方才诞生的坚忍之作。孟繁华（著名评论家）　 《大秦帝国》是一部结构宏大
、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这部作品以严肃的笔触、丰沛的想象力和有训练的、简约又富
于文学性的语言，为我们重现了秦帝国前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
往之的大时代，这是作家孙皓晖的贡献。程光炜（著名评论家）第一次读《大秦帝国》，有一种置身
于雄浑苍茫的层峦叠嶂之中的沉甸甸的感受。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小说家挥洒自如的大笔墨，把战国
一个风起云涌的大舞台安置在我们面前，令人不禁激情昂扬，一时难以自抑。 孙飞虎（著名演员,《
大秦帝国》电视剧主演之一）喜闻《大秦帝国》最后两部，即《铁血文明》和《帝国烽烟》就要出版
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如果你看过前四部：即《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
谋春秋》，那你肯定会念念不忘最后两部，否则你会产生大大的失落感，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尚
未完成。《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已被搬上了屏幕（待播），我有幸在其中饰演了秦献公
和秦孝公时期的一位老臣——甘龙，为了找到表演时人物的感觉，我看了小说《黑色裂变》，不看则
已，一看就再也放不下了，于是就抽排戏时有限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国命纵横》、《金戈铁马》
和《阳谋春秋》，意犹未尽，等再想继续看时，只好刹车了，作者孙皓晖后两部尚未搁笔，只好强忍
欲望，等着！今年终于等到了，据说后两部比前四部更加精彩!我想象不出来，到底精彩到何程度，因
为前四部已经够精彩的了。许华伟（《大秦帝国》责任编辑）《大秦帝国》共六部十一卷，504万字。
此次推出的全套图书，1－4部是修订版，第5部和第6部是初版，其中第5部《铁血文明》是全套图书的
重点，展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盘整华夏文明的壮烈历程。河南文艺出版社自2001年出版《大秦帝国
》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到2008年出版全套图书，有8个年头了。8年来，《大秦帝国》被越来越多
的读者们关注和认可，一些专家学者也给与《大秦帝国》很高的评价。2005年，发烧友创办了大秦帝
国网站（www.daqindiguo.com）。《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同名电视连续剧已拍摄完成，即
将在主流媒体播映。《大秦帝国》受到读者、专家和评奖委员会的肯定，原因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
因是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大秦帝国》鸿篇巨制描绘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各个方面，知识含量非常丰富。全书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描绘了秦国近200年的变法强国之路，其中
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作品激情澎湃，昂扬向上，旗帜鲜明地宣扬强势生存的精神，展现
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统一斗争的艰辛历程。秦帝国统一后的政治创新（郡县制等），文明创新（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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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字、度量衡等），军事上的创建（北击匈奴、融化岭南等），都值得今人重新评价。改革、创新、统
一是《大秦帝国》的主题！《大秦帝国》是历史小说，却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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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精彩短评

1、至今读过最长的小说，作者是目前最为钦佩的中国作者，没有之一。
2、一个人的成熟，首先在于心理的成熟。  一个民族的强大，首先在于精神的强大。  在竞争中要想获
得胜利，不单决定于物质和武器，精神和意志与组织性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文化的强劲是一个民族和
国家强劲的根本。  我们目前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除了自高自大，天朝上邦，就是戏说皇帝的风花
雪月。里边的人物除了痿大的皇帝，就是微臣奴才，没完没了的宫廷斗争，阴谋不断，明哲保身，全
无阳刚之气。  人们应在国家昌盛的时候，要培育健康、硬朗、阳刚的文化，而要摈弃腐朽、阴柔、
奢糜的文化，要时刻挑灯看剑，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雄壮情怀，而不能沉醉于阴柔文化的享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向上的动力，失去了强悍的精神，失去了奋发的激情，那么这个国家这
个民族必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制度，也不管你有多少财
富和军事实力，精神和文化状态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十二世纪的大宋比金朝要富庶多
少倍，1895年的大清朝比小日本富有多少倍，可他们依然惨败。因为没强悍的精神，没有严格的组织
。  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应重新走进两千多年前那个充满竞争和阳刚大美的战国时
代，寻找自强的智慧。  孙先生的《大秦帝国》是中国新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作品。  国学超大师级人物
、著名学者南怀瑾老先生这样评孙皓晖先生：...“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
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超过这八
、九十年来的一般历史学家。”诚斯言也  我们身处这个大时代，不要奴才，要人才；不要“微臣该
死”；不要“谢皇上天恩”；看看战国时代君臣，携手并肩创业之心胸，令后人汗颜。  二月河先生
的皇帝系列算是文学作品，《大秦帝国》是真正的文化作品，中华民族强劲的文明正源作品。 阅读更
多 &rsaquo;
3、看电视来买的书，很有力道的一套书。虽有优惠，还是稍贵了点。
4、因为看了电视剧才买的书，比电视剧要好看
5、本书已收到，属近年来难得的好作品。不过河南文艺这次却有些对不起作品。设计还不错，可惜
纸质和印刷质量很一般，使作品整体感觉大打折扣，翻看时很担心把书翻坏。哎，实乃一大缺憾！可
谓是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希望河南文艺再印刷时质量象同期出版的《百年往事》就可以了。
6、纸张泛黄，书籍一般。
7、又涨价了。怎么搞得
8、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百科全书，涉及了那时的各诸子百家；也是第一部
正面描写大秦朝的小说，所有事件又都遵照历史，而细节部分是作者进行合理推测和展开的内容，读
了让人热血沸腾。
9、打个三折，会买一套。
10、俺家弟弟喜欢史书，对这套书评价甚高。
11、这是最新的版本，最霸气的版本，我最喜欢的版本！目前《大秦帝国》以出版如下版本：1.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4卷；2.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六卷十一册，其中有普通套装的黑色封皮版、
典藏版、珍藏版3.河南文艺出版社第二版的白色封皮版4.即将由上海出版社出版的全新修订版，这套书
最为霸气，全黑封皮，有箱子装，很不错。这套书以被国家文史图书馆永久珍藏，足以见它的价值有
多大！并且从2008年正式全套出版，它已经再印十五次了，每次印刷两万册，这只是最普通的黑色封
皮版的印次！还有它已经两个出版社再版三次，版本多达五个！可见这套书的价值！本书适于所有喜
欢历史喜欢文学的人，它是中国历史血性的代表作！
12、一直有学者为这套书不能获茅盾奖而替作者叫屈，我也有同感。我是三年多前买的，先一直在收
藏夹里，突然有天打五折还是四折于是果断下单，188元。这次偶然浏览看见价格竟这样高，而且卖家
也不是亚马逊了，真庆幸自己当时下手果断！
13、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好！！！
14、故事似曾相识，若有法文原版想必更有味道
15、在网上看了一些《大秦帝国》的文字，觉得孙皓晖先生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与当下热
炒的明清历史文学不同，《大秦帝国》缺少像《明实录》、《清史稿》这样翔实的史料，关于秦国和
秦帝国的历史恐怕只能从《战国策》和《史记》等有限的记载来还原了。秦国的历史不好写，秦始皇
帝治下的大秦帝国就更加难写，这并非只是因为史料缺乏，更因为秦始皇帝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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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寓言》

常的困难。习惯中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阻挠我们更全面和公正的去评价秦始皇帝。纵观中国历史，春秋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和学术勃兴的黄金时期。秦国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经过历代君主的不懈努力，迅速崛起。其中值得反思回味的东西很多。秦始皇帝吞八荒、扫六合，中
国在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实现了统一，其中除了军事上的完胜，更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
塑，而这一点，都是在赢政在世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实现的。反观历朝历代，更华改制少有成功，往
往在喋喋不休和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了了之。而赢政能秉承秦孝公之后秦国历代君王的志向，大刀阔
斧的把一个庞大帝国从崩坏的贵族封建制社会改造成统一的郡县制文官治理平民社会，其进步意义怎
么估计都不过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这样全面彻底的改革只此一次。孙皓晖先生著此
书实际上是参详了后时代诸朝的经验教训来写书的，他内心可能也有一种梦想，就是借...此书来帮助
当代的中国人重新找到我们的祖先的那种荣光与铁血精神，这种精神鞭策赢政统一了六国，也激励了
刘彻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对匈奴的大反击，这种尚武精神更奠定了伟大唐帝国的坚实基础造就了我们国
家历史上的几段黄金时代。忘记宋明时代的内省和收敛精神吧，抛弃满清时代的奴才文化吧。我们这
个时代，中国要重新崛起，需要那个远古时代的荣光，需要大秦帝国铸就的永久的民族魂。 阅读更多
&rsaquo;
16、本来是看到王小波在杂文中对此书有提及然后买来看的，发现不是全本，是节选的，一共110篇左
右吧。
17、印刷不错，字体偏小点不过看着不累，情节引人入胜
18、书是好书，卖家可不是好卖家，工作人员及其不负责任，11本的套书，重复1本，缺失1本，你们
难道不核对吗？买家从2月21日起主动联系卖家，并已经自己掏钱将重复的图书寄回，卖家至今未作更
换，失望直至！
19、书是好书！故电子书看过后，我毅然在卓越买实体书，历时近6个月，才买到《大秦帝国》第一
部~第四部，又等了快一年，《大秦帝国》6部才出齐，可居然看不到卓越卖第五部和第六部，只有全
集六部的出售，我想，向我这样买了前四部的人一定很多，请卓越尽快安排《大秦帝国》第五部和第
六部 的出售！谢谢！
20、历史本是枯燥无味，封建社会留下的历史更是如被阉割般了无生气。但笔者以小说式的叙事手法
讲述了正史（至少大部分是笔者经过大量史料考证后得出），让读者阅读兴致盎然，也让非主流的“
强秦”文化得以有机会展现其真实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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