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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内容概要

商鞅变法，秦愤而崛起，秦始皇灭六国，并天下，建立君主专制大一统国家。
他勤政。每天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简奏章才去休息。
他谨慎。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以至于荆轲来刺杀他，所有人只能干瞪眼
他狐疑。每天变换住处，谁要是暴露行踪就是死罪。
他残忍。对李斯的批评传出宫外，因查不出是谁泄密，便将在场的人都杀掉。
设防如此，该坐稳江山了吧？
然而，秦的苛政却亲手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大秦巨轮仅仅十五年就沉没了。
楚汉相争，刘邦称帝，沿用秦朝制度。
大秦没死，秦始皇首创的“帝国制”主宰中华历史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Page 2



《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作者简介

易中天
当今中国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明星学者、公共知识分子。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
中天中华史》(总序、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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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太阳又西升
蛮族刷新历史
愤而崛起
一号文件
反封建
一统天下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焚书坑儒
大泽乡
陈胜王
活该秦要亡
为什么是楚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兵起江东
刘邦来了
秦二世找死
巨鹿之战
沛公入秦
鸿门宴
败亡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韩信拜将
天下乱作一团
一站成名
关键的一票
霸王别姬
刘邦与项羽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杀戒因何而开
韩信之死
秦主义
集权是一种必然
秦亡之鉴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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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精彩短评

1、始皇帝是左倾，文景之治是右倾，武帝时偏左，历史开始在外儒内法之间小幅徘徊。
2、要讲秦始皇，于是借了本秦并天下。
私以为这套书作为科普读物，最高要求就是通俗易懂。不是很明白评论里说什么“深度不够”的人，
那些有深度的您们当真看得懂吗？
为了让更多人愉快地接受历史，易先生已经很成功了。
3、打个卡
4、以写代讲。
5、总感觉这一部分缺了一点什么
6、1分。无聊，炒冷饭。
7、商鞅很能，但不伟大，作茧自缚
8、秦制确实世世代代传承了下来
9、我宁愿学生读这套中华史而不是明朝那些事儿。我觉得当做地铁读物真的很好，几天上下班就能
读完一本。
10、结合mooc里的《秦始皇》课程来听会更有心得。
11、重在讲文化讲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且事件也不是按照时间进程介绍的，而是根据不
同章节所要阐述的重点去选择性介绍的，所以通过此书可以了解文化社会和政治，但要了解历史事件
和故事，则不建议读此书。
12、楚汉争霸   赢的一定是刘邦  
13、这一部仍然是接着说史讲历史观，秦速亡但秦制犹在并且绵延余下两千年；对于武力社会权力社
会和财力社会的点到即止也十分有意思；但对于秦兼并天下基本没有怎么讲，还好刚看完流血的帝国
李斯那本书我比较熟悉，总体来说叙事没有像三国纪那样详略得当
14、楚汉之争说得比较清楚，秦为何能一并天下则泛泛而谈
15、大秦帝国，华丽的一刹那。
16、每次看到项羽不肯过江东，都眼眶发热。就像书中说的项羽好看，刘邦实用，我就是这么颜值热
血控，欣赏又痛心着他的“孩子气”。
17、China指"秦"更具象征意义。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在历史上都存在过。
18、大一统局面开始。
19、通俗易懂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探究真相可以参考后面的注解。我觉得很不错了。
20、语言浅显，很易读。适合普及历史知识。
21、  秦始皇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项羽也是，但是历史会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22、铁血的秦以迅猛之势统一六国，又在历史的刹那间土崩瓦解。成是顺应天势。败也是因为大一统
的帝国开天辟地，秦始皇用武力获得了从未有的权力，却不会使用权力，这也是留给汉的警示。项羽
像一只威严的虎王，勇猛而孤独，充满英雄气质，刘邦则是一只领着群狼和豺狗的头狼，阴险狡诈，
满满的粗鄙和庸俗，而贵族时代结束了。项羽充满魅力，是靠他个人的勇猛、多情、残暴和孩子气，
构成了他小马哥似的暴力美学，但这些都抵不过刘邦一个“利”字，靠利将哪怕鸡鸣狗盗之徒都聚在
了一起，项羽败得理所当然。   从此，中国率先进入了帝国时代。
23、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一直想的是——知道秦始皇牛逼，不知道这么牛逼；知道刘邦无赖，不知
道这么无赖⋯⋯可能意气用事了，日后再重读。
24、稀稀疏疏，似有所言
25、可以梳理一遍那段历史的书。不会很深入，但是很清楚。
26、现在想来，这段历史应该是自己古代史中最为熟悉的一段了吧，一个个英雄人物从儿时起便已熟
悉。历史的魅力在于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对于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理解会随着时光的沉淀而沉淀
，有时分明可以看到自己性格中的影子。
27、韩信原来早有反心，这段历史是成语制造机，从武力到权力到集权，历史大势
28、卷7：秦的暴政是必然结果，项羽刘邦包括韩信却存在太多其他的可能性。
29、现在是虎与豹的时代？还是狼和羊的时代？科技在进步，历史却在重演。
30、历史故事不断应证这个简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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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看不破
、看得破，得其所
31、不喜欢易中天聊历史的方式，但肯定比袁xx好多了。
32、虽只二世，秦却开启了帝国时代，从此绵延2132年。秦虽很快领了盒饭，这角色却是太重要。“
要美感，看项羽；要实用，看刘邦”，乱世英雄争霸这一段也十分精彩，性格鲜明如跃纸上的二人，
够嘘唏感叹一阵子。
33、秦并天下，随后仅15年就灭亡了，楚汉乱世被作者以宏篇大论的体例写的风生水起。不论是楚霸
王项羽还是汉高祖刘邦，其政治与军事上的成就都不足以和秦始皇比肩，更何况对后世千秋历代的影
响与震撼。可最终这本书只让我记住了自私幼稚的项羽和粗俗下作的刘邦⋯⋯
34、內容通俗易懂。可能因為比較了解這段歷史的緣故，所以一天就考看完了。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虎豹是逝去的貴族 狼羊代表權利慾望那段。
35、老生常谈，无甚新意。真正有一点自己见解与分析的也就是最后两章的关于专制与集权，秦制与
秦政的简单剖析，但总感觉是隔靴搔痒之感，没能更为深入和全面。
36、2017-4-2  此卷写了秦国短暂的历史，也写了秦亡的理由。刘邦的发家史和项羽兵败的最终缘由。
成王败寇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刘邦赢在占了三者，而项羽输在人和。所谓事在人
为，可能当天时地利时候，人无壮志也实在没办法成就自我。
37、7/10，易老师对项羽的评价实在够低的⋯
38、从秦兼并天下，一直讲到西汉初立。喜欢多数章节后的评论文字，帮助建立稳妥的史观。当然，
稳妥而已。人物一多就容易乱，也许思维导图也未必可以理清。需要更扎实的了解。楚汉相争这段对
战争的描写，其实是耐着性子看完。日后如需要，则深入回顾。不过读本书也只求大致了解。
39、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40、秦并天下，谈的更多的是秦亡之后的天下，诸侯四起，楚汉相争，为争夺权力天下不厌战争，然
后汉得天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1、深度不够
42、见解与考据皆不如前几卷。
43、学历史的时候讲到秦，只有寥寥几行字，本以为这本书可以将那段历史深入地呈现，谁知还是篇
幅不多。当然，讲制度、文化、历史必然性这些还是挺有看头的。楚汉相争原来如此精彩，只恨还是
点到即止。本书最后那几篇概括性的论述还是不错的，秦的制度确实深深影响了中华历史进程。
44、还行
45、项羽的魅力在于审美魅力，诚哉斯言！
46、因为《大秦帝国崛起》播放，就急着温习大秦历史，回味无穷！历史事件有逻辑，历史人物有血
肉，再看儒法道墨的轨迹和土壤，更激发独立思考和选择！
47、主要讲的是秦的制度
48、山雨欲来的时代，躲进一节绿皮车厢，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追忆千百年前的风云变幻。何时
才能出现兼并天下的雄主，还帝国于一统？
49、扫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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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精彩书评

1、从去年开始就希望能够买到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易老师真正做到了言而有据。同时还佐以近现
代学者的观点，但文字不失幽默，很有易老师的风格。对于秦国以及楚汉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但文章中有些话是可以不说的，有的地方对于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看起来未免啰嗦。希望易老师
后面的书能够再上一层楼。但整体上，不失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读物。
2、秦并天下一直在等电子版的。读易中天中华史，喜欢去咖啡馆，之前用ipad，拿支架撑着，边看边
做笔记，其实就是摘抄。尤其是百家争鸣一卷，差不多把三分之一的内容手写抄了一遍。完全当教材
一样吸收的，因为自己历史知识的薄弱，别说质疑着阅读了，我边看还要边上网查资料才能看懂。尤
其是偶尔提及又未详细介绍的人物，看维基百科来扩充的。这书就适合我这样的历史文盲，拿来给自
己补充一个框架。也觉得正是最套书的意义所在，普及历史。等了电子档等了好几个月了，结果亚马
逊买了第八卷：汉武的帝国，却依然没有秦的电子版，就买了纸质版。说真的，要不是租的房子小书
架满了家里到处堆的书，所以决定尽量买kindle的书，我一定要买一整套。包装精美，纸张有地，尤
其是黄色的书封，深得我心。我给客户买了一套，客户喜欢极了。读秦并天下天下的时候，我看了《
历代经济改革得失》、《中华大历史》等书关于秦汉之前的内容。对秦的政治基础、经济体制、以及
内容框架，有了一个粗略的框架了解。所以我读秦并天下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就跟
读郭敬明的书一样有趣，然后还能有所收获，感觉太赞了。学术难得，但幽默风趣的学术更佳，读易
老师的书，会觉得他是真幽默，不是网上那些搞笑，而是幽默风趣，这太难得了。这本书里充满了他
幽默的彩蛋，让人忍俊不禁。易中天有一种士的情怀，内心里向往春秋的那种贵族式的精神。而秦，
起源非贵族，可嬴政这样英雄一世却又遗臭万年的人，实在让人惋惜。用历史的眼光看他，技术的落
后，所以制度的缺漏，让秦二世而亡。可亡并非就是消失，秦是有继承的-----汉。秦汉之争，是历史
的选择。历史为什么选择了秦、汉，历史为什么走到了这一部。乱世之中，人民的需求是什么，人民
在盼望什么，谁能满足人民这些盼望。制度的改变，人心的迁徙，这一切都需要答案，而历史并非能
给我们一个明确直接的答案，可历史给了我们一篇阅读理解，它供我们阅读。然后，我们自己来参悟
答案。
3、虽然全书在分析秦末汉初的那段历史上还是不错的，但是总觉得相对于全书的标题来说，有些走
题了。本书的标题是《秦并天下》，那么所着重的就该是秦兼并六国的那段历史，而本书几乎没有提
及那段历史，更多的是着眼于秦末楚汉相争，以及刘邦一统华夏的历史。全书从秦始皇建立全新的帝
国，写到刘邦死，兼并的过程被忽略了。看来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楚汉相争才对。
4、好烂，怀疑是他学生代笔，全部都是拖字节，实质性内容一点点，和他百家讲坛的表现截然不同
。剩下的50字50字50字50字
5、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2015-03-20 17:51:36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
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2015-03-20 17:51:40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有了谥号，此人
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
、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2015-03-20 17:52:31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
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2015-03-20 17:53:26
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
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
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2015-03-20 17:54:11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
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2015-03-20 17:55:40在后来的战国七雄
中，秦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
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秦君被正式封为
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
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2015-03-20 17:57:10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
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
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
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
。2015-03-20 17:57:32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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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
。2015-03-20 17:58:10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2015-03-20 17:59:20秦，是
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2015-03-20 18:00:35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
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
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例外的是晋。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
，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
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2015-03-20 18:01:21如此说来
，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也不见得。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
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
滞不前，乏善可陈。2015-03-20 18:02:12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诸侯卑秦，
丑莫大焉”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原因也有两个。第一是文化落后。第二是政治混
乱。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2015-03-20 18:03:42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
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2015-03-20 18:04:00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
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2015-03-20 18:04:19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
小利杀人。2015-03-20 18:04:37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
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2015-03-20 18:05:49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
，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2015-03-20 18:06:22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
宋，道家生于楚。秦有什么呢？一片空白。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
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2015-03-20 18:07:13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
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2015-03-20 18:08:11皇是形容词
，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何况
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2015-03-20 18:10:53有两种王国。一种是
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什么是周制？一个王国，许多侯国。2015-03-20 18:11:34因为邦和国不一
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
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2015-03-20 18:12:03封邦之后，是建国。建国倒不是建立
国都，而是指定国君。2015-03-20 18:12:39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
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王
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2015-03-20 18:13:09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
制度”。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2015-03-20 18:13:51以后的历代王朝，虽
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
，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2015-03-20 18:14:19秦的郡县制
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2015-03-20
18:15:50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2015-03-20 18:17:07但意
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
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
。2015-03-20 18:17:41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
取代了邦国制度，2015-03-20 18:19:07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
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
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2015-03-20 18:20:01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刘邦称帝之后
，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
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显然，这是讨价还
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
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
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
瓢。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
。2015-03-20 18:20:29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中唐天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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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
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015-03-20 18:21:55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
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2015-03-20 18:22:27整个
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
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
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
子民。2015-03-20 18:22:37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2015-03-20 18:23:05第一招是“修驰
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
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
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
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2015-03-20 18:23:19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2015-03-20 18:23:56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
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
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
。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
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2015-03-20
18:24:16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
，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2015-03-20 18:25:21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
可能。2015-03-20 18:26:06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
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2015-03-21 00:32:23蒯通是范阳人，
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
相争变成三国演义。2015-03-21 00:34:20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
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
兵北上。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
，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
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2015-03-21
00:35:23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
（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14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
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2015-03-21 00:42:56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要先在犯人脸
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月）
；2015-03-21 00:51:42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
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何况牺牲是有
补偿的。物质的补偿，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
国民”自居。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
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2015-03-21 00:56:34项羽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　　破釜沉舟，作
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2015-03-21 00:57:37两岸分别称为江东和江西。江东即今苏南和皖南（
后来苏南叫江南），江西即今苏北和皖北（后来苏北叫江北）。古代的江西跟现在的江西毫不相干，
正如古代的江南其实是现在的湖南。2015-03-21 00:57:49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国都
，秦代则是会稽郡的郡治。2015-03-21 01:07:24起义成功的项梁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那就是
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2015-03-21 01:08:12他的父母，据说分别叫太公和刘媪（读
如袄），其实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2015-03-21 01:09:44然而刘邦的天赋却很高，尤
其是悟性极好。何况刘邦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2015-03-21 01:12:27下邳（今江苏省邳州
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
省襄城县）。2015-03-21 01:13:25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
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2015-03-21 01:14:38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
，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2015-03-21 01:17:01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
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
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田儋战死，魏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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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1 01:19:59陈馀也给章邯写信。陈馀说，秦最冷酷无情。想想看吧，白起和蒙恬，曾经立下
多少汗马功劳？最后怎么样呢？死路一条。为什么？功劳太大，封无可封，只好强加罪名。现在，将
军您可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难道还看不出天要亡秦吗？于是章邯投降
。2015-03-21 01:22:03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
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2015-03-21 01:22:10郦食其（读
如丽异基）。2015-03-21 01:29:41于是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楚怀王就该
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项羽便分封了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
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
侯，共享太平。2015-03-21 01:32:29乱，并不奇怪，不乱才怪。因为项羽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
只凭一己之好恶，卖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赵国的
国号也被取消，国土则一分为二，岂非胡闹？　　更不像话的，是对待韩成。　　韩成原本就是韩王
。但因跟过刘邦，项羽便不让他到封地去，而是裹挟到彭城降为侯爵，然后谋杀，另立郑昌为韩王，
终于把张良逼入汉营，跟他作对到底。1　　还有齐国。　　齐国也原本是有王的。项羽却把齐国一
分为三，其中两块封给帮过自己的人，原来的齐王则贬为胶东王。至于齐相田荣，寸土不封。因为当
年项梁跟章邯作战时，田荣不肯出兵，项羽要报复他。　　结果田荣大怒。汉元年四月，各路诸侯离
开咸阳奔赴封地，五月田荣就反了。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七月，田荣把项羽分裂的三齐重新统一
。此前，他还收编了彭越的土匪队伍，让他们去攻击项羽，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与此同时，陈馀也
反了。陈馀当然要反。因为他与张耳“一体有功”，然而张耳封王，张耳的部下也封了王，陈馀却只
封侯，赵歇也被贬为代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于是陈馀向田荣借兵，把项羽册封的张耳赶跑，把赵
歇迎回来重做赵王。东边的齐，归了田荣；北边的赵，归了陈馀；西边的秦，则归了刘邦。八月，也
就是田荣称王两个月后，刘邦兵出故道，拿下陈仓（故道和陈仓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全面出
击。结果，雍王章邯战败，另外两个王投降。三秦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都归了汉。2015-03-21
01:34:22韩信是项羽的老部下，项梁时代就参加了楚军，却只是一个站岗放哨的侍卫，正所谓“官不过
郎中，位不过执戟”。他也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项羽根本就不予理睬。　　因此，当刘邦去汉中时，
他就投奔了刘邦。2015-03-21 01:37:24汉元年八月，雍王章邯败，塞王司马欣降，翟王董翳（翳读如依
）降。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　　三月，魏王魏豹降，殷王司马卬被俘
。2015-03-21 01:40:08后来刘邦灭项，功劳最大的除了韩信，就是彭越和英布。2015-03-21 01:40:33如果
说项羽的麻烦在东方的齐国，那么，刘邦的麻烦就在北方的魏国和赵国。赵国出麻烦，不仅因为刘邦
兵败，还因为赵相陈馀恨刘邦不杀张耳。2015-03-21 01:41:38也需要补充兵员。这就要从赵、魏征兵。
于是，刘邦在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俘虏了魏王魏豹。九月，韩信又与张耳联手，攻下
了代国。下一步，就该解决赵国问题了。　　井陉之战，由此而起。　　一战成名　　井陉是韩信的
巨鹿。　　陉（读如形），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井陉即井陉口，也叫井陉关，为太行八陉之一，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在井陉，韩信大败赵相陈馀，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智慧，打出了神勇，让所
有的将领都口服心服。　　但，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好打不在陈馀，在李左车。韩信的上上之策
，莫过于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兵强马壮后，再展开外交攻势。2015-03-21 01:44:33刘邦有
刘邦的道理。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刘邦的大军也被项羽围在荥阳，急需兵力增援，打破
僵局，哪有时间耐心等待韩信厉兵秣马？2015-03-21 01:46:14张良和陈平，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
月投奔刘邦的。2015-03-21 01:51:49但项王有两条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因此，项
王必败无疑。什么叫匹夫之勇？说白了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项羽眼里，天下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
他自己。因此项羽身为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但结果是
什么呢？别人不是饭桶，便是草包，都没了用武之地。这其实是自己孤立自己。逞匹夫之勇者，必行
妇人之仁。将士们生病受伤，项羽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将士们有了功劳应该封赏，他却把官印紧紧
捏在手里摸来摸去，印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给人，简直就是小家子气。小家子气的，多半都小心眼儿
。郦食其就说，项羽的特点是“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
封”，谁愿意跟着他干呢刘邦则不同。他那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寒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游民
，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却一视同仁，各尽所长
，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2015-03-21 01:55:10刘邦表示同意，但补充了一条：会用人。
　　其实他的会用人，就包括多给好处（饶人以爵邑）。所以项羽身边，不乏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
刘邦身边，则多是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只不过，这些人都很能干。2015-03-21 01:56:31狡兔

Page 10



《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2015-03-21 01:58:02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
，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
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2015-03-21 02:00:40刘邦称帝几个月后
，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2015-03-21
02:00:51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
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
却还不是最冤的。最冤的是彭越。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
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
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
。2015-03-21 02:03:54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
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
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
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
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很
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
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
彭越是防人。2015-03-21 02:04:43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
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
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2015-03-21 02:07:19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
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
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
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
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2015-03-21 02:11:27一
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2015-03-21 02:12:04武力社会
，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
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2015-03-21
08:51:27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
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2015-03-21 08:53:39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
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2015-03-21 08:59:00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古人以江陵（
今湖北省荆州市）为南楚，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为东楚，彭城为西楚。2015-03-21 09:02:24臧荼本是
燕将，后来被项羽封为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则被贬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去辽东，臧荼就把他杀了，
连同辽东也一起吞并。见《史记·项羽本纪》。此人在楚汉战争中大约是守中立的。
6、此系列已匆匆翻过若干本，别的几本都只能给到三星，原因在于易先生名为史，实则为论，史实
之处描述语焉不详，支离破碎，盖为其论点服务而已矣。惟此本令人生酣畅淋漓欲罢不能之感，何故
？实拜太史公所赐，太史公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实在太过精彩。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均
属千古名篇，易先生此书中的多半内容均采自于以上诸篇，先生的翻译精彩绝伦，饱含对那段历史的
热情。相较中华史其余诸本易先生的评论少了很多，想是易先生也意识到可能自己的评论会破坏了太
史公的文字。
7、从得知了要在浙江撰写《中华史》全套书的动态后就一直在跟，即使自己的创作并足球活动也很
繁多，仍抽时间仔细阅读了已完成出版的第一卷。先不说什么‘粗制滥造’。再不说什么‘刷存在感
’，当是这个每部单行本11万字上下的厚度来看，足见易老师的投入。仍会像期待（余）秋雨新著一
样期待第二卷，非常享受易老师的笔法。但相信所有从事创作的人都知道，在这上面的消耗同牺牲，
绝不比演唱会同奥运会中的激烈来得少。希望这段书评写得还算及时。把《易中天中华史》同《理念
的力量》（张维迎）、《尽头》（唐诺）、《独立知识分子》（何怀宏）、《中西文明对照史》（许
倬云）......放在一起，还是没有一种坐拥书城的快感。易老师新年顺利，身体健康！其实我还以为严
歌苓有新的新书答谢会，不然怎么在出入书场时，都能看到她的特写......题外话，蔡大（骏）11月在成
都中医院搞得蛮壮观，那‘眼睛’贼大、贼亮。

Page 11



《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8、书中对于秦始皇的剖析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易老师从秦开创的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史，带领着我们
思考中国政治在开端时能否有另一种路径。更是让我对项羽这般孩子气的英雄气概感到惋惜，可惜遇
上的是刘邦这样的大人。可怜英雄项羽败于整个时代，败于整个崇尚利欲和权欲的时代。如此粗鄙的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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