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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六国》

内容概要

吞并六国（前290－前211年）
这里包括80年，战国时代在本册结束，秦王朝也在本册结束时统一了当时的世界。六国自相残杀，宁
死也不团结的史迹，使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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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六国》

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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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六国》

精彩短评

1、总算体会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2、六国灭而秦亦将亡
3、战国四君子，苏洵的《六国论》，贾谊的《过秦论》等等吧
4、六国之亡，咎由自取。
5、哎，战国就喜欢前面几十年，好歹楚魏还有点儿能量，后面看着就是牙痒痒，六国真是不争气啊
。
6、很血腥的混战之后.中国自此大体成型.
7、在本书涵盖的80年里，战国后期的社会面目已经变成了堕落的各国在秦国的阴影里诚惶诚恐并且得
过且过。各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被秦国和各国的战争的代替，而各国也在毫无气力的状态下被秦国在
十年内摧枯拉朽全部消灭。狂妄、冷酷的嬴政开始了他的统治，而除了焚书坑儒等灭绝文化的行为外
，秦王朝出台了许多极富想象力的新政。在秦朝极盛的顶峰，这本书戛然而止。2008年12月16日看完
。
8、2016-02-10
9、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10、这本书最让我感兴趣的事，赢政统一六国后，在作风上享乐主义、极尽奢靡，在政治上过于急进
，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就同一了六国文字、度量衡，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等等问题，然而反观嬴政还
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如此的穷凶极恶，究竟是一统天下后释放了他暴君的天性，还是
权利冲昏了头脑呢？
11、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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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六国》

章节试读

1、《吞并六国》的笔记-第75页

        有时真地加法不如减法，但换做是你，你会不收这送到眼前的上党郡吗？

2、《吞并六国》的笔记-第150页

        朱英之言如此清楚明白，竟没有引起黄歇任何警觉与行动，战国四公子之中，春申君敬佩末座，
是无可疑。当年率五国联军，逡巡函谷关外而不敢进，就可见其格局。

3、《吞并六国》的笔记-第89页

        凡是残暴的人，无一不胆小如鼠，想当年他巍坐高堂，下令行刑的时候再也想不到会有今日。而
胆小如鼠之辈，正因为坚信对手不能翻身，才忽然胆大包天。他最后还要怒责别人不够朋友，咦，他
一个人的罪恶，竟要天下人都跟着他受苦，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地痞无赖。想到三国演义里杀了魏延的
马岱了。

4、《吞并六国》的笔记-第132页

        郑国渠再一次证明有时候一个决定未必一定会带来动机预设的结果。事在人为，即便做下一个不
佳的决定，如果执行得当，可以获得出乎意料的结果。就算是拿到一把不好的牌，也要尽力将它打好
。

5、《吞并六国》的笔记-第99页

        魏无忌救人国而不自以为功，还不忘为赵胜发掘人才。鲁仲连义不帝秦而不接受赵胜的酬庸。二
人身份千差万别，言行却有共通之处：替人排忧解困，不居功自傲，贪图名利，又都心念故国。难怪
风采冠于当世，大名垂于后世。与他们相比，平原君就相形见绌了。

6、《吞并六国》的笔记-第120页

        “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和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同样地不信不义和凶暴残忍。” 有时，正
是弱者的不信不义和凶暴残忍，逼出了强者的不信不义和凶暴残忍。

7、《吞并六国》的笔记-第83页

        四十万降俘，如果交给你，你会怎么安置呢？带回秦国，必然是一个心腹大患；留在赵国，赵国
军队主力得以保存，长平之战岂不是白打了；也只有像白起这样，当机立断，尽皆坑杀。白起放弃一
人之毁誉，为秦统一六国扫除了大碍。历史亦然证明，赵国自长平坑俘之后，一蹶不振，再不能与秦
国争雄。此乃一将功成万骨枯之理也。

8、《吞并六国》的笔记-第69页

        小时候的课文，多年之后读到，倍感亲切。往事重现目前，当日的少年尔今安在，不胜唏嘘。
触龙能说动赵太后，只是告诉她，如何是真心对所爱之人好，真正为之考虑。赵太后因为一个爱字坚
持，也因为一个爱字改变，一切还是关乎一个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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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六国》

9、《吞并六国》的笔记-第135页

        宁愿国家灭亡，也要报复私仇，这种品质之人正是敌人最欣赏、最易收买的对象。

10、《吞并六国》的笔记-第130页

        使魏圉先生动心的，有两句话“人们只知道有他，不知道有你”。这是“知他不知你”模式，其
效也入神。范雎先生已用它打击过皇太后芈八子女士和魏冉先生。随着历史演进，这两句话越来越具
有流血的力量。

何以魏圉先生所听到的，全是谗言？这固然是秦国的银子厉害，也是魏无忌先生的一种错误。依他的
势力和能力，足可以切断国王和外界的交通，至少也可以在国王左右，安置自己亲信——像田单先生
在国王田法章先生左右安置貂勃先生一样。然而魏无忌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自认为跟国王是亲兄弟
，如手如足，不可以待以机心，更不可以怀疑对方会心狠手辣。他缺少维护根本的行动，而终于使大
局全非。在专制政治下，仅只有忠心没有用，必需使主子相信你忠心才有用。而由如何使主子相信你
的忠心，那要看看官场手段，包括诈术。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全部投入群众和工作之后，已没有
时间逢迎，中国历史上所以有那么多冤狱，原因在此。（柏杨论）

11、《吞并六国》的笔记-第44页

        有生之乐，而无死之心，何以建功？

12、《吞并六国》的笔记-第64页

        一件丝绵袍，一点未泯的天良，救了须贾。可见没有人不喜欢优美的人性，即便仅是那么一点点
。

13、《吞并六国》的笔记-第36页

        "田单有善行而你褒奖他，就可以把田单的善行转化成你的善行。"

14、《吞并六国》的笔记-第80页

        长平之战中的廉颇令我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库图佐夫。
赵奢和他的妻子是赵括最亲近的人，连最亲近的人提供的这么多真切的细节，都无法令赵王警觉，那
也是天亡赵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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