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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前言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
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
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
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
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倨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
，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
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
；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成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
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
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
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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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内容概要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
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
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
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
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
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
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
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
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
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
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
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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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章节摘录

上篇 秦国崛起督亢图穷匕首见 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
，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
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贏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
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
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这卷地
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
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
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
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赢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
，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
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
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
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赢政来说，干系甚大。
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
就意味着秦王赢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赢
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
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
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
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
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
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
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
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
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
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
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轲！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
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
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层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
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
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
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
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贏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贏政本能
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
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
。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
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王从腰间抽剑的
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
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
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
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王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
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
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
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
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
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
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
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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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
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
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叉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
的侮辱），大骂秦王（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
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
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有心为报怀权略 可在於期
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
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
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
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
”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
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
，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
王蠃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
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
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
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
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
”，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
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
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
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
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
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
在关键时刻出问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
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下，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
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
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
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
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王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
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 后来，夏无且
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史记·刺客
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
“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
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 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
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
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
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
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
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
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
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
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
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
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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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
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
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
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
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
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
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
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
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
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易水年年流不尽 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
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
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
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
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
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
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
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
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
亦愚乎！”扬雄认为荆轲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
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
，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
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轲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
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
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
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符其实的时势英
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螳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
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
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
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
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
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
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
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
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
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
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
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
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人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
名练就了 “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
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
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
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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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
要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第四，你的身体得“行”。一个人一生能不能
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一个
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
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
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
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
；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
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虽然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
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
。　　　　　　　——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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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编辑推荐

《王立群读之秦始皇(上)》是王立群巅峰之作，做人之道、成功之法、从政之术、为官之要，读《史
记》悟人生。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部，大国崛起：秦国如何崛起
，横扫六合：六国因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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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精彩短评

1、王教授治学严谨，听百家讲坛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关注史记，关注秦始皇，关注王立群。
2、秦始皇这个人物不好讲，不好写。但王老师讲的讲的秦始皇非常好。前十二回讲秦历代发展历程
，把握可以。中十二回，讲秦统一六国，讲赵国特别多。那五国太少。后二十四回，讲的不是特别深
刻。总之，是本好书
3、读历史提高的是政治智慧，能激发我们的野心。
4、给最后一集的傻逼主持人和傻逼的问题以及恶心的跪舔减一星
5、讲得很好，对秦始皇有比较全面的评价。从秦的崛起，到六国的灭亡，到最后秦的亡国，都叙述
得引人入胜，分析得客观独到。甚至对后人对秦始皇各种褒贬的原因都做了很多分析。
6、现在看古数的越来越少了，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叙述从秦国的开头兴起与灭亡，不错，很
周全！
7、很喜欢王立群讲历史，必买
8、通俗历史读物，还算不错，比易先生的《汉代风云人物》要好得多
9、《六世余烈》很激扬，原来秦始皇是“烈七代”，积累很重要；“老鼠哲学”很新颖，李斯的丞
相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平台很重要。。。故事最精彩、文化最活跃、人物个性最鲜明的年代往往是分
裂时期。春秋战国的魅力，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最最闪耀。。。重新翻看《六国论》、《过秦论》
、《阿房宫赋》，他们从熟悉变陌生，然后又变得更熟悉、更亲切。
10、王立群虽然属于无新观点纯翻译流。。态度可比易老湿中华史好多了。。
11、对于历史的客观分析倒是很深刻。
12、上部讲秦灭六国，非常精彩，还有评论等，下部主要是分析秦失败原因，不错
13、初中记忆。。
14、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在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王立群这家伙真不简单！”。有人可
能会认为管王立群叫“家伙”有点不合适，可是我用这么一个词并没有冒犯这位优秀教授的意思，反
而是来表达我对他的佩服和感谢。在我以前写过的评论里我说过为何学历史对一个想了解某一个国家
的文化的人有多么重要。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学历史不仅是看书并囫囵吞枣其
内容，还要选准材料！就像日常用品一样，书也能分《高等品牌》和《便宜货》。《王立群读〈史记
〉之：秦始皇》属于第一种类。作为法国人，看《史记》，或更准确地说读《白话史记》，是了解中
国民族的过去并更进一步地巩固我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但是，光看《史记》是不够的。有不少地名和
人名我根本不认识，再加上我对中国历史只有初步的了解，这两个弱点是我不能忽略的障碍。在《王
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里，王立群成功地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一个古老与复杂的时代。什
么方式？就是对话。我看王立群的书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两个人似乎在进行对话。在我面
前不是捧在手里的书而是王教授本人给我讲秦国的诞生、发展和灭亡。我所有的疑问和困惑在这本书
里找到了答案，就像一位老师给一位学生上一对一历史课。总之，《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不仅是一本好书，还是《史记》不可缺的“助手”。
15、学术性不高，但是可读性挺高，行文朴实，娓娓道来。
16、太墨迹了
17、秦始皇一个中国历史上不会再有的皇帝
18、春秋战国故事多，有意思。看得哈哈哈笑。轻松愉快也是治学特点。时局至此，换另外一个秦王
来大统天下也基本毫无疑义。
19、《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讲秦始皇我不小心还是错过了几集没看，所以这本书，既是补课，也是回
忆，也是收藏资料。百家讲坛里，把人和事看得最透彻的主讲人还是王力群，同时，在内容上，《史
记》本身也是把人性看得最透彻的历史书。司马迁的人生遭遇，使他有犀利的目光，同时，王立群以
前痛苦的求学经历也让他获得了常人不具的对人性本质的认识。痛苦使人深刻，更何况是一些刻骨铭
心的痛苦。这也是《史记》是最伟大的史书的原因，而这也是我十分推崇王立群的原因。再说说书的
内容，从秦襄公立国讲起，直到始皇帝，36位国君，当然大部分无名国君的事迹是略过不讲的，重要
的人和事。听王立群讲，让人觉得很有兴趣，不枯燥，那些故事，就算是听过，也想听他讲，何况《
史记》我是看过的，有些故事熟悉的不得了，但我还是想听听，他是怎么讲的，这就是他语言文字的
魅力，还因为他对人物分析透彻的原因。历史最吸引人的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是故事，错了，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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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吸引人的是还是故事中的人。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觉得《史记》比《三国志》好看的多，前者我
可以没事拿着列传一篇篇的看，而后者就枯燥很多，为什么，就因为对人和事的关注点不同。有机会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从这点来说，司马迁比陈寿浪漫得多。
20、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看着一件件历史事件
，回看现代社会，似乎一切都是注定。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代，会成就什么样的人，若不能顺应
大势，必将自取灭亡。对于个人，何为大势，怎样才能顺应大势，需要用心参透。而一个人，若想成
就一番事业，必定是有所失的。决定前要想好，那个目标是否真的是粉身碎骨，也是死得其所，值得
用“一生”去完成，一如商鞅。
21、喜欢《史记》，王立群讲的非常好，没有空总看电视，买本书每天看，真的不错。
22、挺不错的，大致了解了秦国的历程。7.4分
23、2011年讀此書。
24、在我看来，战国的历史是中华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作者的看法真的是很独到，是很好看，赵武灵
王，突破传统，是使我感触最深的一位
25、说是讲秦始皇， 但上半本主要讲的是秦始皇的嬴氏家族从马夫到诸侯再到霸主的发迹历程。

了解了很多以前不懂的历史情节和一些细节， 真是精彩啊！
26、看了王立群老师的百家讲坛后一直期待这同名图书的出现，期待了许久终于在当当上发现了她。
如获至宝。这套丛书是史记的绝好辅读书刊。
27、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高中时候就愿意听，现在更是喜欢
28、王老师讲秦始皇是娓娓道来，一气读完，感觉过瘾。
29、无论从封面的设计还是文字的排版印刷都是非常精致的。内容毋容置疑是质量非常高的，很是值
得收藏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上下部的封面应该互换一下。上册叙述了秦国艰难崛起以及一统山东六国
的过程应该采用红色的战争背景和行书的风格，下册叙述了统一后始皇帝一系列的治国方略和死亡的
过程应该采用黄色和魏碑体风格。没有见过先生本人，只是从网上文字资料和听百家讲坛了解教授，
其没有显赫的师从背景，不争名逐利，一介布衣。但41年扎实的历史文化底蕴积累，谦和儒雅又不失
幽默的语言风格堪为公共史学的楷模，百家讲坛的四大金刚之一（我以为百家讲坛中王立群、易中天
、钱文忠、马骏四位教授将的是最好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学校的历史
课本就应该这样编写才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普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1、流畅的行文，优美的语
言组织，令人充分领略国文的韵律美。不似研究型历史学因为语言严谨、专业而枯燥，不似戏说、水
煮、大话系列因为语言过于现代甚至流于无厘头而显得浮躁和浅薄。如：尽管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
引无数飞蛾竞扑火（P74）；2、合理的、科学的推测复活历史缺失的链条，揭开传说、传闻背后的史
实。如通过现代的妇科理论分析始皇帝的身世之谜、孟姜女哭长城、焚书坑儒的真相等等。3、富有
哲理的历史事件的评价。第四章孝公变法中赞扬的学问；第七章异人奇缘中关于人生成功的“四行”
，经商与从政的转换；第二十一章水淹大梁中的关于人才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性的论述。4、几
千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很多的文字因为几乎很少使用而变得难以辨读，有的文字意思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些文字的注音和释义使的我们可以轻松的理解古文的意义。5、恰如其分的现代语言穿插和
运用使得枯燥的历史鲜活的展示于我们的面前。如名牌匕首“徐夫人”、苏秦的创业基金等等，特别
是在第七章异人奇缘中运用的很是贴切，包装、营销策划、职业经理、长线投资、攻关⋯⋯。因为有
了王立群教授，河南大学也人尽皆知了，但很是奇怪这本书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而不是河南的
出版社。
30、强烈推荐，对于传记史书来说，王立群的文章文笔流畅，读来令人爽快，再次向朋友们推荐！
31、非常喜欢王立群的百家讲坛，特别想了解我国古代的第一个皇帝。我想：“作为秦始皇，他的功
应该永远大于过吧！”
32、写得不深，但是读史的态度和做法很好，值得学习，也辨明了很多被讹传的史实
33、后面从秦始皇死后的部分开始不好看了⋯⋯
34、感觉没有吕世浩讲的好
35、信任当当！王立群的书没的说永远支持！
36、王立群教授还是很严谨的
37、虽然是写秦始皇，可是讲的是一部秦国的历史。包括秦始皇的祖先的奋斗，到始皇的统一是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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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成的事了。这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努力，而是几十代君王的不懈奋斗的结果，颇有感慨。王老师观点
客观、论据充分、行文流畅、通俗易懂、阅读起来不枯燥，对没有时间看古文，又想了解那段历史的
人确是一本好读物。不知《下》讲的是什么。
38、上册主要讲述秦始皇嬴政统一大业的完成以前秦朝的故事，包括秦国各代国君为图霸业所作出的
努力，以及秦始皇为平定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很有趣。
39、哇~~~~很是好看呢~~~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对我特别有帮助~~~~~因为我现在是读高中~~所
以这本书对我写作文特别特别有帮助~~~~~当然~~~我本人也很喜欢王立群教授~~~~~`他是我在“百
家讲坛”中第一喜欢的~~~~~~相信我~~买这本书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哎。。。。。。。。下部
什么时候出来呢~~~~&#183;
40、战国，多少雄主猛将、名臣良士，鲜活在中国最野性又激情澎湃的年代！
41、非常好，王立群老师果然讲的不错！！
42、王立群是我的偶像，一直支持，顶你，教授。
43、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
44、很喜欢秦始皇，但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研读史记，这部书让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了了解！
45、越来越喜欢王立群了，对于历史上的女性的评价非常公允，也很尊重。
46、王立群讲秦汉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历史能这样讲也算很新鲜啦。
作者把从前支离破碎的人物事件连缀成相对完整的整体。不及对于了解人、事，建立时空感有帮助，
也可以帮助读者建立看历史的新视角。
47、支持王立群老师，我是他的粉丝啊。
48、该书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曾雄霸一世然而却仅存15年的秦始皇的很形象、生动、真实有趣而又通俗
易懂的很经典的书。我们从中该悟些什么呢？
49、历史科普，赞一个。
50、配合《王者天下》听的
51、科普书
52、按照史料来的
53、一直以来感觉王老师是学者的典范，是真正做学问的人，进而也很喜欢他的作品。《秦始皇》一
书向我们展现了“秦王扫六合”的过程，分析了六国兴衰的原因，由王老师娓娓道来，向我们缓缓的
展开了这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熟悉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情况，旷世
奇才如恒河沙数，由他们参与的历史事件更是数不胜数，要想清楚的理清其来龙去脉，难度很大。王
老师以秦国的崛起和六国的兴衰为主线，将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巧妙的串联在一起，令读者能很好的
掌握其脉络，了解其管理，由于醍醐灌顶，受益非浅。更重要的是王老师分析了事件发生的起因和影
响，根据史实，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推理，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分析了秦国强大和六国衰亡的原因
和内在联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更替，本书为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事、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实际的指
导，是品史读物的经典之作！
54、读史明知。王立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秦帝国，它的建立，恢弘盛大，代代累积。走近历史，我
们才能更好地看清历史真相。
55、了解下秦的知识
56、非常不错！讲的非常到位和有意思！对于秦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不管怎么说，秦始皇是千古一
帝，即使当时的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但是，在那个时间就是他做了对于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事情。
但无论对于国家统一，经济和政治文化，他都具有完全的两面贡献和毁坏！他是最好的帝王，也是最
坏的帝王。他亲手制造了一切，又亲手毁了一切！
57、还不错
58、资料更加全面，了解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秦始皇和相关人物的背景，更加客观，王立群的四行观很
实在
59、十分经典。
60、王立群的史记写的好，对于不喜欢看古文的人比较合适，不用费事，也会明白汉史。
61、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
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
”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

Page 15



《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
变”，“百代都行秦政法”。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但
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62、有新解，有灼见。少数观点值得商榷
63、王立群教授讲述的内容，当然是写得很好。不过这书的纸张质量也真是太差了，裁切都不整齐，
翻页根本没有手感！
64、王立群延续这汉武帝的风格，秦始皇是我们在熟悉不过的了，秦灭六国是（上）的主线。很期待
下的出版。
65、终于看到秦始皇的书了，从正史的角度解读秦朝！看了上册一口气又接着看下册！百家讲坛，力
挺呀！
66、之前在网上在线看过王立群老师讲的《秦始皇》觉得讲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所以才决定买书
收藏，秦始皇(上）主要讲的是：秦始皇之前的35位祖先是如何为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奠定坚实基础的
。书不错，质量和内容都值得一买。
67、王立群的书我都喜欢写得很好受益匪浅
68、王里群教授写的书实在是精彩，内容详细，谈吐风趣，该愤怒的地方愤怒，该悲哀的地方悲哀，
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此书看完，连上班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秦始皇时代的故事，迫不及待的翻开了下
册。看完此书，让我对秦始皇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皇帝周遍的文臣武将，有点死的轰轰烈烈，有
的却是苟且偷生，一出出精彩的画面映入我的脑海，为秦始皇短暂的统一之路感到惋惜，为大秦帝国
短暂的生命感到悲痛。书本唯一的不足就是重复的地方比较多，有点充字数的嫌疑，当然不碍书本本
身的精彩和丰富的故事大章，值得收藏~
69、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史观 看过了福山讲的民主 看过了国外一点名人传记 再来看这个百家讲坛 
真是low到爆⋯⋯
70、很喜欢读王教授的史记解读，一个个精细的人物分析以及详实的史证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使我们
看到了有血有肉，有成有败的英雄人物。
71、初次接触王立群，是听楚霸王项羽，那个推翻了秦帝国的枭雄。这次买到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看王立群从嬴政的出生到时局的变化，以及宫廷的争斗对嬴政的影响和改变，王立群总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段历史。
72、以史观天下，以史观今朝。两千年前七国间的博弈似与两千年后的世界格局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73、到底有多少是历史，有多少是虚构——这真是个问题，但是后人几乎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而是
坚定地把书中的所有当作历史，大的事件，小的细节。小细节，也是历史吗？我们只能当首故事来读
吧！最常用的故事手法是，almost，差一点就！还有，坏事之前必有人进谏，谋士比将帅的作用大，
文人改变历史。
74、喜欢历史的读者必须买，王立群老师的历史一直讲的非常好，不仅有历史事件的再现，还有很好
的历史分析和观点，令人不是只是肤浅地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而是更深地了解到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
一面。
75、喜欢王立群的东东
76、春秋战国，突出两点:一、凡事有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可见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不常有；二、纵观各国兴亡，政治腐败无一不是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
77、很喜欢王立群先生讲解的百家讲坛，纸质也很好
78、从三家分晋到秦王子婴，贯穿战国至秦朝。历史时空逻辑清晰。可以试试读史记了？
79、感觉干货没有项羽那本那么多
80、第一次看王立群的书的&lt;汉武帝&gt;,感觉超棒,说得条理清晰、引人入胜，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读
不腻，可是后来又追了他的《吕后》和《项羽》，尤其是《项羽》，简直就不是他原来的风格，一点
条理性都没有，仿佛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些内容重复，有些前后不搭调，看得了郁闷！不过现在读
这本《秦始皇》又找回到感觉，读得我欲罢不能！还期待下集！！
81、不愧是王立群先生的巅峰之作,很有人生哲理.我很喜欢.
82、春秋战国期间的历史以前多是以故事的形式读到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关键历史事件和
历史节点总是感觉很混乱，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述，对这段历史的发展梳理的很清楚，认识也更加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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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通过王立群老师的这本书，让我加深了对秦朝历史的了解，也加深了对秦始皇的了解，真的是让
我受益匪浅。
84、通俗易懂的历史科普。大体上理清楚了秦朝从发起到灭亡的脉络。从这本书开始引申读了流血的
仕途
85、秦夺九鼎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一直受许多国家所保护，由九州上贡的铁所制。夏、
商、周是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就为天子。公元前256年（秦昭王51年，周赧王59年），攻伐赵国邯郸
的秦军，继续向韩，赵发动攻势。值此之际，东方各国又发动联合抗秦。在韩、赵等国的影响与胁迫
下，不识时务的西周公也卷入这次活动。联军打着周王的旗号，合纵抗秦。昭王大怒。秦国早就想在
地图上抹去西周，尽快扫除统一天下的一个障碍。西周参与反秦，正好给秦国出兵以口实。公元前256
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听西周公之言，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
），秦王将周赧王贬爵为君，西周公为家臣，封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赧王至梁城一月而死，
国除，置九鼎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8鼎，但习惯上仍称九鼎）。自次年起（
昭襄王52年，前255年）史家以秦王纪年。公元前255年九鼎迁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
正言顺地讨伐各诸侯国。总方针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
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去魏，南取韩，然后再进
取燕、楚、齐。灭韩国秦王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强，是秦国
走向统一道路的最大障碍。但是，赵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秦军屡次进攻赵国均被赵国击退。
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对韩采取扶植亲秦势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
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进攻韩
国。腾对韩国了如指掌，所以进展顺利，于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灭
赵国公元前229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的机会，又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
率兵抵御，双方相持了一年。在紧要关头，秦国使出杀手锏—离间计。王翦用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
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
势下据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了他，同时还杀掉了司马尚。杀死李牧，无疑为
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此后，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城略地，痛击赵军。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
），秦军攻破邯郸，这座名城落入秦国之手。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献出赵国的地图降秦。赵国实
际上灭亡了。但是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代郡（今河北尉县），自立为王。后秦军在公元前222年灭
燕国之后将其俘虏。至此，秦统一了北方。灭魏国公元前231年，魏景湣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
向秦进献出丽邑，以求缓兵。此时，秦王政正调集兵力准备向赵国发起总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
接受了献地。这使得魏国又维持了数年残局。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
楚的当口，秦王政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闭城门，坚守不出
。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办法。秦军大批士卒被
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3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
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灭楚国南方大国楚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
万。但是，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总是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公元前228年，
楚幽王死，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但仅两个多月，就被异母兄负刍的门
徒杀掉了。负刍成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离析。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
失时机地从北方伐燕前线抽调秦军，南下攻楚，连续夺得楚国10余个城池。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
的决战就要开始了。秦王政先派年轻将领李信率20万秦军攻楚，被楚军击败。后又派大将王翦率60万
秦军攻楚。王翦入楚境后，并未马上发动攻势。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
不出，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秦军对楚地的情况基本适应，士气
高昂，体力充沛。同时，被调来抗击秦军的楚国部队，斗志渐渐松懈，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楚
军一撤，王翦就抓住时机下令全军出击。秦军一举打垮了楚军的主力，并长驱直
86、王立群老师的讲解非常全面细致，从秦国的强盛之路到各国政治到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分析点评，
以及各朝各代对始皇帝的评价演变，受益菲浅。
87、中规中矩，适合入门科普 
88、熟能无过，功过是非相伴相生。大功小过，明君也！大功大过，能君也！小功小过，庸君也！小
功大过，昏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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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快递的速度很快，下单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
外包装还是那么简介，只是一个塑料袋而已
书皮看上去旧旧的，有一点磨损但是不影响阅读
书的纸张很薄，在第一页画的重点（用荧光笔）就渗透到第二页去了
内容还不错，不过是已经秦朝后期开始写了，（从荆轲刺秦王那里开始的）没有写秦始皇少年时候的
经历，不过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后期的事情写的比较详细
90、听书
91、看了评论说不错才买的，其实不太喜欢王立群讲课的样子，总觉得他的体态不正，没想到书还很
不错，通俗易懂，解释明白，故事吸引人
92、其实我还挺喜欢秦始皇的！
93、王立群读《史记》深刻，通过此书，对秦始皇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认识。
94、这样讲历史还是很好的，引人入胜，看多很多版本的秦始皇，王立群这部还是很出色的，文笔很
轻松，给人很多思考，值得细细品读。
95、喜欢
96、生动的再现历史，加上很有见地的观点！王立群是山东人的骄傲
97、很喜欢这套书，书质量也很好，主要是王立群的书很好看
98、秦始皇的雄韬伟略！
99、还不错，挺客观，不弱智，但缺乏新颖观点。
100、故事讲得很鲜活是王立群老师的特点
101、很喜欢王立群品评历史，这本早已买过，此次专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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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端午去泰山，在宾馆旁边的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书摊上的书种类很少，总是成功学 网络小说 生
活知识之类（这些似乎也反映了百姓们的文化需求）。百家讲坛出来之后，品三国 讲论语也有见到，
但封皮上的颜色都是那种地摊盗版书特有的鲜艳，让人提不起兴趣翻看。买这本书是因为刚在岱庙看
了历朝登岱的皇帝们，秦始皇位列其首，让我有了些崇敬。书的内容似乎可以看成是以史记为主加上
其他历代正史野史的白话版，读起来很轻松，只是偶尔有些古怪的人名地名需要停下来辨认。这是由
于百家讲坛形式的关系吧。作者一些貌似是深入分析的内容也都更像是茶余饭后的闲侃而不是史家的
论述。比如分析赵姬怀孕时间的那部分，可信不足而滑稽有余。不过书中主体内容应该还忠于史书，
闲暇时间读一读对我这样的“理工男”们还是有些帮助的。 补充一点历史快餐，以后再去名胜古迹不
会像这次泰山一样盲从，而且可以换换僵硬的思维权当是休息脑袋了..
2、挺好的书，写的非常有条理，兼具趣味性。梳理了秦灭六国的过程，和六国灭亡的因由。读完之
后，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不否认文采秦始皇是逊于毛泽东。但其实二者
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就是都逃不开死亡焦虑。最后做了死亡焦虑的奴隶。毛泽东的死亡焦虑是以“
人定胜天”为伪装的，由此才有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不顾历史发展的趋势。秦始皇的死亡焦虑是
以求仙，不立后，不立太子为面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大秦帝国的覆灭。成就了丰功伟业也逃不过一
个“死”字。用周星星的话来说这就叫“看不穿”哪，百年之后徒留余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二者
不能不说是欠智慧了，这是人生的智慧。感叹人生短暂，成就丰功伟业，哪有精力思索人生。所以可
见即成就功业，又具人生智慧的人是何等难得，很可能就没有了。
3、基本是在翻译。以秦始皇为主线，其他诸侯国为枝干，用现代化的语言进行较有趣味的述说，中
间穿插一些评论，使整本书读起来不至于枯燥无味。建议读完史记再来看这种书。大学生不读《史记
》，就像雄鹰没有飞上蓝天，永远无法懂得那种辽阔与壮美！ 
4、对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理性分析，从历史大势下讲解秦国之所以统一六国的原因和秦灭亡。就像王
老师说的，对秦始皇的评价，随着时代不同也随之不同，两千年来，到今日，才算对他有了比较客观
的评价。强人，不管出生在哪个年代，都不受环境、时代的影响，最终走向强人之路。PS：读的时候
，脑子里一直都是《史上第一混乱》里的胖子形象O(∩_∩)O
5、我是生在长在陕西临潼秦陵与兵马俑之间 可以说秦陵就是我临床 呵呵！从小就受秦陵的熏陶，但
对秦始皇只局限于大众化的认知。现在通过对王教授这样的分析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些我不熟知的东西
。
6、东汉 张衡《东京赋》：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东汉·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羁名者为河
阳之召，灭义者为秦政之吞。《公羊传.哀公13年》注疏(注 东汉·何休 疏 唐·徐彦)：《春秋说》云
：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正起,胡破术,书记散乱,孔子不绝也。《毛诗正义.序》(笺 东汉·郑
玄 疏 唐·孔颖达)：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曹魏 曹植 《述行
赋》:寻曲路之南隅,观秦政之骊坟 。《谷梁传·序》注疏（注 晋·范宁 疏 唐·杨士勋）：仲尼卒而微
言绝，秦正起而书记亡。刘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
州之众哉?（前秦）王嘉 (撰)（南梁）萧绮 (录)《拾遗记.卷四.秦始皇(四事).录》：秦正自以功高三皇
，世逾五帝，取惑徐市，身殒沙丘。南梁 刘勰 《文心雕龙·颂赞》: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 汉之惠景
,亦有述容南梁 萧统《文选·齐敬皇后哀策文》唐 李善 注：《风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国,苞宇宙之宏
敞。唐 司马贞《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王假削弱，虏于秦政。(后晋)刘昫等编_《旧唐书.卷二十二.
志第二》：夫天子颁告朔於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旧唐书.卷九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秦政以雄图武力,舍之而不用也;汉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南宋)罗泌《路史卷四.前纪四.因提
纪.辰放氏》：桀、纣、幽、厉、秦政、石虎、高纬、叔宝、齐昏、隋炀之流，亦可以鉴矣。明·萧良
有等《龙文鞭影-初集卷上》：西山精卫，东海麻姑。楚英信佛，秦政坑儒。太平天囯 洪仁玕 《英杰
归真》:秦政妄自尊大,僭称上主皇上帝大号太平天囯 洪仁玕《军次实录》:至秦穆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
殉,而秦政时更有甚焉,意以使女数百陪葬。清 顾炎武 《咏史》诗:秦政灭六国,自谓过帝皇。岂知渔阳
卒,狐鸣丛祠旁。(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八》：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
之离叛。(清)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序》：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清)汤鹏《浮邱子.卷一.则古下
》:秦政、隋炀因不好问而踣其国《浮邱子.卷六》：狂如桀、纣、幽、厉、秦政、隋炀(清)孙星衍_《
孔子集语－卷十五》：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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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逐扶苏而二世乱,隋文废子勇而一传亡。清 皮锡瑞 《经学历史·经学流传时代》：秦政晚谬，乃
致燔烧； 汉高宏规，未遑庠序。
7、是《史记》中关于秦始皇相关的史实的通俗化整理。朵朵说，就算是整理，能把脉络收拾得这样
清楚，也行啊。等田田上初中的时候，可以推荐看看。还比较通俗易懂。
8、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君者，更是如此！大功小过者，明君也。大功大过者，能君也。小功
大过者，昏君也。小功小过者，庸君也！ 秦始皇乃能君也，一个人如果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就要增
加生命的密度，王立群老师如是说。始皇在位三十七载，统天下，修道路，规文字货币，南征北越北
击匈奴，然民怨载到，修长城，建阿房，筑皇陵，坟诗书，坑术士，尽民力之极，穷国家之财，国灭
焉。
9、以前买过一本史记的译本，原版看不懂！当然有了王立群对史记的解读，是我对历史有了更深一
步的了解~此本是上册，特别好看的一本书，从荆轲刺秦王开始讲起，清楚的讲述了秦国这样一个庞
大的帝国是怎么样缔造的，秦始皇又是怎样一位风云人物，深藏众多秘密。很赞同这样几句话：赞扬
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
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李斯的“老鼠哲学”：一个人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
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
10、用了各种间隙时间，很快的看完了该书的上下两册。就像书腰的广告一样，王教授的语言就像我
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样让人觉得轻松。 我想，这个应该是两种媒体结合结合的典范了，因为太多的
人都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读原著，来自己捧着书思考，更别说&quot;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quot;
的那种境界了。 不禁联想起孙皓辉用了16年写大秦帝国的清苦和淡定，不管多少发挥，不管多少的粘
贴和复制，多少内容的交待不清，还是应该好好看看这七个国家如何纷争，如何在这些土地上合纵连
横的。赶快捡起丢下的那些内容吧，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事儿，角色都已经安排好，只是演员
不同而已。 但同时，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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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4页

        一、概要：秦國立國背景與過程,非子，秦襄公，秦穆公；
二、時間，秦國立國至秦始皇共有36位國君，共600多年，在西周和東周這段時間。西周是周武王滅商
至周幽王被殺，東周為周平王東遷至秦滅周這段時間。其中東周又分春秋和戰國2個階段。
三、知識點：
 3.1、周朝的官：周孝王-&gt;諸候國-&gt;卿大夫-&gt;士（卿大夫這一級有采邑，非子是這一級）；
 3.2、國人與野人：國人即住在國都的人，可以參加祭祀從軍，做基層管吏；
四、秦國立國
 4.1、西周初分時并沒有秦這個國，在西周第8位天子，即周孝王，秦人部落有一首領叫非子，養馬養
的很好，孝王很欣賞他，就封了甘肅隴西一帶，繼承祖先的贏姓，作為非子的采邑；也就是食邑，是
卿大夫這一級，雖然比諸候國小，但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這是第一步。也就是說始皇帝的祖先并沒
有顯赫的地位，只是牧馬人，得到了這個地位之后，接下去的各代沒什麽作為，直到西周走向末路時
抓住了機會。
 4.2、西周走向末路有三代周王有關，
   第10位周厲王：與國人爭利，像山林、水面收為國有，使得與國人的矛盾尖銳，說他壞話的也就多
了，而后采取高壓政策，有這種情況的就殺了，使的“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見面不敢說話
，只能對視一下；厲王最后很高興的跟大臣說我能堵住國人的嘴，大臣則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不讓老百姓講話，危害很大，但周王聽不進去，最后國人暴動，周王出逃，從鎬京（西安）到山西
，14年不敢回來；
  第11 位周宣王：有宣王中興，革除弊政，但后期連續對戎族和南方用兵，導致軍隊迅速減少，天子
號令儲候靠的是軍隊，軍隊少了，諸侯就不聽話了；
  第12位，導至西周滅亡的王：周幽王，就是點烽火戲諸侯的那位，為了女人褒姒，廢了王后和太子，
想讓褒姒一笑，連續的烽火戲諸侯，最后王后的爹申候聯合繒候還有西戎進攻鎬京，周幽王再點烽火
無人來勤王，被殺，西周滅亡。
 4.3、在無人勤王時，秦襄公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審時度勢，奮起勤王，建立東周，這次勤王，周平
王讓秦襄公從卿大夫封為候，成為正式的諸候。賞地，將西戎之地取出鎬京，還有甘肅隴西，賞給秦
國；這樣秦國一下子和東邊比較早封的各國平起平坐的政治名分；但那塊地還被占有著，雖然一紙空
文，但天子無戲言，也就是秦有能力儘管去打，打下來就是秦的，對秦襄公作用很大。
 4.4、但這塊地一直被佔用著，秦必須靠實力去取，到秦襄公最后戰死也沒拿到，之后7代國君170年均
無所作為，直至秦穆公才拿到，也就是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實；
 4.5、秦穆公，能夠得到主要是晉國逃到西戎的由余，趁他去秦國考察時，慧眼識人，先送美女給戎王
，然后很遲的把由余送回去，這樣戎王就不是很相信由余，最后把他挖過來，到秦國以客卿相待，由
余對西戎非常了解，最后通過他的方法將西戎并入秦國。
 4.6、穆公取到西戎天下震動，周天子也來嘉獎拉龍秦國。
五、感悟：
 5.1、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實，先有名分，有時候名分是為之后得其實而作鋪墊的。
 5.2、女人：周幽王烽火戲諸候亡國，西戎王被美女包圍，穆公離間成功亡國，女人的殺傷力太強了；
 5.3、與民爭利，前段時間東北的人民政府說氣象歸國有，感覺跟第11個王的做法有點像啊

經典句子：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你堵老百姓的嘴，就想堵住河水，不让它流一样，时间长了，水就会漫出来
，伤人一定非常多。所以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不让老百姓说话，危害比堵河道水的危害还要
大；

2、《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李斯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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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些时候，人要面临痛苦的选择。选择应该选择的是勇敢，选择不该选择的是无奈；放弃不该
放弃的是懦夫，放弃该放弃的是睿智。
贝多芬曾经说过：“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可惜李斯不是贝多芬。
李斯的变节原因主要是怯懦与无奈，但是，李斯的变节也有着深刻的背景。
⋯⋯
人有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李斯在威逼利诱
之下，不辨是非，不辨顺逆，不求万世，但求暂安，李斯岂是大丈夫哉？所以，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

3、《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5页

        一、概要：秦國經過商鞅變法成功，兵強國富，給其它六國帶來了空前的危機感，引出了蘇秦與
張儀的合縱連橫鬥爭；“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
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
二、時間：在秦惠文王（殺死商鞅的那位）時代
三、知識點：
  3.1、懸樑刺股的刺股指的是蘇秦：他是東周洛陽人，去外求官未成回到家里家人給太多臉色，非常
狼狽，從此努力讀書，苦读太公《阴符》，要打瞌睡時要錐子刺股；
  3.2、合縱：合是聯合，縱是南北，即南北聯合；當時秦以外的六國，燕在最北邊，最南邊是楚，中
間是韓趙魏齊，就是南北大聯合。
  3.3、蘇秦和張儀是同學，且都是兵家鬼谷子的學生。苏秦以一己之力促成山东六国合纵，使强秦不
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又配六国相印，叱咤风云。 后世敬仰其成就，以“苏秦背剑“来命名武术定式，
十分形象，通俗易懂，更取其纵横捭阖之意。
  3.4、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苏秦十次上书游说秦王都不成功。
  3.5、張儀：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魏国贵族后裔，
四、內容：
  4.1、蘇秦的合縱：“天下為一”，六國統一起來對抗秦國，秦國攻打六國中任意一個國家，其它五
國都出兵，如果有一國不出兵，違反盟約，其它五國就打他一個，這就是蘇秦面對強秦提出的六國生
存策略；蘇秦最早找的是周顯王，接著是秦惠文王，而后趙王，都沒成功，最后是燕王，燕國在北京
；說服的理由是秦國沒有攻打燕國是因為趙國作為屏障，如果趙國沒了，秦國幾天就能打到燕國，所
以要跟趙國搞好關第；而說服其它國也是一樣；
  4.2、六國的合縱成國，蘇秦一人掛了六國的相印，秦國15年不敢出函谷關；
  4.3、張儀的連橫：就是先到魏國去做國相，軟硬兼施，迫使魏國尊秦，這樣就逐個去瓦解了合縱集
團；合縱的失敗主要是六國之間除了一致對秦國外，他們之間積累的矛盾太多，彼此之間無法信任造
成；另外六國之間的厲害不同，韓趙魏與秦國接壤，是一線國家，很容易受秦國打擊，一直在合縱與
連橫之間搖擺，而燕齊楚離的遠，坐山觀虎斗。
  4.4、蘇秦充當燕國間諜去齊國做高官，避免齊攻燕，最后燕聯合其它國家攻齊，蘇秦身份暴露被車
裂而死；
  4.5、看張儀如何瓦解楚國：公元前313年的一天，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
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
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
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
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
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
了，只有六里宽嘛。”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
。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这就是张
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典型例子。-摘自百度
  4.6、張儀在秦惠文王死后，繼位的秦武王當太子時就不喜歡張儀，張儀逃到魏國去當國相，2年后逝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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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感悟
  5.1、周游列國：那時的名仕很自由，一個地方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5.2、時勢造英雄：秦孝公時代是變法，商鞅變法，申不害變法，還有馳聘疆場的兵家，而現時是縱
橫家的時代。
  5.3、春秋戰國時代人才輩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而鬼谷子更神奇，如果商鞅、孫臏
、張儀、蘇秦均為其弟子，那真是太強了。

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33页

        一、概括：嫪毐事件也影響到了呂不韋，直至自殺；
二、內容：
  2.1、嫪毐會進王宮主要還是呂不韋的原因，嫪毐是呂的門客，被抓時一逼問就全部出來了，當時秦
始皇并沒有處理呂不韋，採取了冷處理的態度，讓他回封地；
  2.2、但回到封地各國使者來請呂去它國任官，且呂為了秦國吸收了很多門客當著人才庫，還編寫了
《呂氏春秋》，吸收先秦諸子精華；這樣始皇覺得"鞏為其變"。
  2.3、呂不韋有很大的軍功，他在秦始皇5年，與魏國打一仗大勝，建立東郡，秦國國土直接連接齊國
，將南北合縱的可能性完全切斷，意義非凡；
  2.4、呂不韋懂的獲取權利，但不捨得放權，在當時是中央集權制，權利應該在統治者手上的，他如
果不放，逾越了君權，必被除之；
  2.5、因此秦始皇寫了措辭很嚴歷的信責備呂不韋，呂不韋覺得再下一步可能就是令其自裁，因此選
擇先自殺；
三、呂不韋死去的影響，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后，要得到軍功就必須有人頭，必須殺人，因此戰場上被
稱為虎狼之師，而交戰國經常認為反而被攻破了也是被殺，就會拼死抵抗；到呂不韋時代，他融合儒
家仁政和王道到思想里，對六國用兵殺人明顯減少，呂不韋的死表明秦國又放棄呂的做法，對統一六
國的路會更難走。

5、《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9页

        一、概要：秦昭襄王，在位56年，非常有作為的一位君主，與趙軍的長平之戰坑殺趙軍40余萬，
前256年，昭王出兵灭周。運用遠交近攻的方式，時而聯楚，時而聯齊，又同各國結盟攻齊，幾乎滅掉
齊國，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昭王时代是和孝公时代、秦王政时代（称帝前的时
期）并驾齐驱的重要时代。
二、時間：公元前306年這段時間
三、知識點：
  3.1、各國之間結盟為了取得信任，對方國必須派一個國君的后代來作人質，昭襄王就是在燕國作人
質的，秦始皇的父親(異人)也是一樣，秦始皇就是他父親在趙國做人質時在趙國出生的，所以也稱呼
趙政；
  3.2、和氏璧、藺相如、完璧歸趙，是在昭襄王時代發生的
  3.3、楚懷王，聽信讒言，連續被秦取城，約于武關會盟，被秦扣下，死于秦國(項梁立的楚懷王就是
因楚國子民憐惜這個楚懷王客死他鄉，而以他的句號立的)，屈原也是這個時代的人，楚懷王不信他，
他一直被排擠，張儀要誘騙同楚國結盟，屈原并不同意，懷王要去會盟秦國屈原也不同意；報國無門
只能投河自盡。
四、內容：
   4.1、惠文王死后他兒子武王在位時間很短，且沒兒子，只能由他弟弟們接位，昭王是魏冉妹妹(宣太
后，芈八子 )的兒子，魏冉在當時說話份量很重，最后他立昭王位國君，即秦始皇的曾祖父，當時在
燕國做人質；
   4.2、范睢(改名張繼)，在魏國不得志和須賈一同出始齊，齊王知道他的才華想留他，但他沒有留下
來，須賈嫉妒他就說他出使事情沒辦成功主要是范睢是間諜造成的，因此范睢被迫害幾近喪命，最后
跟著秦國的使者到了秦國；范睢到秦國時，昭王并不覺得很需要人才，那時楚國的國都都被他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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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國的用兵也很順利；
   4.3、在國相須賈提出要跨過韓國和魏國攻打齊國，范睢抓住機會利陳要害，說須賈是謀私的，因為
那是須賈的封地，秦國拿到了不會成為秦國的土地，又說秦國的權都在宣后和須賈手上，利用昭王和
國相之間的矛盾，同時他另外提出攻打六國的方針是遠交近攻，“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
寸；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正是在这一策略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完成统一大业的。而這個須賈卻沒
提出，最後昭王起用范睢，讓須賈回封地，同時將太后和須賈的權利收回，強化集權；
   4.4、秦國名將白起，长平之战，范睢使反間計先，而后白起一举歼灭赵国主力军45万之众。范睢妒
才與白起結怨，白起被害自裁；
   4.5、昭王時期，充分運用遠交近攻，同時也與鄰國聯合攻齊，差點滅了齊國，為始皇帝統一大業奠
定了強大的基礎。

6、《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23页

        一、概要:秦國的王位最后會輪到始皇帝，與他的祖父、父親的機緣巧合關係非常大；
二、內容：
2.1、秦昭襄王在位時間長，活的時間也很長，太子還沒有接位就死了，太子位置就輪到了二兒子安國
君身上，是秦始皇的祖父；
2.2、而始皇的父親異人，并不得安國君的疼，被安排在趙國當人質，也不可能會輪到他的。而這一切
的不可能被商人呂不韋變為了可能；
2.3、呂不韋認為異人是“奇貨可居”，小時與父親的談話：“耕田之利幾倍，曰二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立主定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利是無法計算的。
2.4、呂不韋的“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知道呂不韋雖然是個商人，但卻是一個很有政治眼光，非常
出色的策劃人；而異人則“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群共之”。也就是如果真實現了，將與呂不韋
共享秦國。講這話要有胸懷的人才說得出來；
2.5、呂不韋一半家產給異人包裝，另一半拿到秦國去活動，主要是通過華陽夫人身上下手，夫人不能
生育，沒有子嗣，但很受安國君的寵愛，從她、她弟弟、妹妹身上說明現狀是因為她受安國君的寵愛
而能享受到，如果“以色示人者，色衰而愛馳”或者換了一任國君，將會很慘，因讓華陽夫人認異人
為子改名為子楚，并且力挺異人當太子；
2.6、在秦國大舉進攻趙國時，異人差點被殺，之后呂不韋通過賄賂得以逃脫，但他的老婆和贏政就慘
了，在趙國逃亡了9年才回來。
2.7、安國君繼為不到半年就過誓，異人登上君位后變兌現諾言，共享天下，將洛陽封給呂不韋，但他
坐國君的位置也就三年時間，就死了，因此秦始皇13歲得以返回秦國接位。
三、呂不韋在當時是身份很低的商人，士農工商，但卻是一個很成功的政治家，看準了就把全部身家
投入進去。
人的身體很重要，現在人為了生計，不顧身體狀況，有時病來如山倒，真有機會時卻悔恨與遺憾；要
注重身體健康了，勞逸結合；

7、《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2页

        一、概要，秦穆公去世后經過了15代國君，共260余年，秦國均碌碌無為，在戰國形成7雄后，秦
國實力并不強，隨時有可能被吞併，直到秦孝公實行商鞅變法成功，使秦國續寫崛起之路；
二、時間在秦統一6國前的100年左右，公元前356年；
三、知識點：
 3.1、徙木立信：商鞅开始推行革新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
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
五十金；
 3.2、井田：按照井字形分成九块，每一块叫一区，是一百亩。中间这一区是公田，周围这八区是私田
。
四、商鞅變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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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變化內容涉及政治制度和經濟領域，涉及面非常廣泛，政治上主要有：
 4.1、鄉邑合併為縣，縣令由國君直接任命，這樣就中央集權；
 4.2、官僚制度，廢除原先的世卿世襲(官位、爵位都可以世襲)，世襲制度的政權無法補充新鮮的血液
，不會有活力；另外會威脅到國君，如果給的領地經營的好會威脅到國君，因此是很大的幣端，通過
縣令由國君任命，就不可能存在這種現象；
 4.3、官員的選拔用軍功爵制度，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就是敌军的首领，上戰場，拿敵人
的頭回來就升爵位；通過這種制度打擊了平族，同時一下激活了秦國老百姓，人人想立功，人人想上
戰場；
 4.4、對老百姓的控制：連坐法與告姦法；一家犯法10家受牽連，如果不想犯罪就可以告姦，如果知道
了不告姦則罰的更重；連坐制的實行，使全國百姓編成一個網，更利於中央集權；
  經濟上的變法內容：
 4.5、廢除井田，因生產工具的先進，生產力提升，將原先井田的長寬變大，100步變為240步；生產面
積就擴大了，同時減少稅賦；
 4.6、獎耕織，不能當兵的，地種的好也能升爵；還有強制分家，一家有2個男子必須分家，這樣可以
增加稅收的戶數；
 4.7、強兵，秦國地廣人稀，通過吸引其它國家的農民到秦國種地即客民，而主民當兵，通過：“商君
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 ，調動人性惡的一面，秦國形成了“虎狼之師”；
 變法除了秦孝公的絕對支持外還要樹威信，通過"徙木立信",還有太子犯法：“刑其傅，黥其师。 ”
五、心得感悟：
 5.1、歷史課上知道了商鞅變法，他讓秦國變的強大起來，但換來的是車裂而亡，一朝天子一朝臣體現
的淋漓盡致；
 5.2、秦孝公，喊出與他人共享天下，而商鞅是魏國公孫痤大力推薦給魏惠王且說出要么：”舉國而聽
之“，要么就殺掉他，但魏國國君不聽，最后跑到秦國去；秦孝公能夠用人不疑，非常不容易，很有
魄力的絕對支持改革，有這樣的國君必然能讓秦國更強大起來。
 5.3、要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讓大家知道決心，取得人民的信任。

8、《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2页

        他

9、《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36页

        一、概括：李斯，秦始皇統一中國最重要的得力助手，他并不是秦國人，而是楚國人；他是呂不
韋的門客，但他很早就因為他的見解，很早就成為始皇的重臣；
二、內容：
  2.1、李斯的老鼠哲學：譬如老鼠，在厕所里吃屎的，惊恐不安；而在大仓里吃粮食的，却不受打扰
，安逸自在。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 他剛
開始是小吏，了解平臺的重要性后就不做了，而是去了齊國找荀子學習，學帝五之術；學后覺得只有
秦國以天下大勢秦王能夠成就帝王霸業，就去了秦國。
 2.2、李斯給贏政提了現時是統一六國的最佳時機，並且提出兩個方案，即軍事力量和金錢收買各國重
臣，去腐敗他們；此時秦始皇提李斯為卿，即高級顧問，離重臣就一步；
 2.3、李斯的《谏逐客书》：秦國從孝公開始就一直引進人才，這樣秦國的貴族官位就少了，在贏政時
期，剛好發生了呂不韋事件，而后又因韓國派了鄭國為間諜，慫恿秦國修水渠，消耗秦國，即后來知
名的鄭國渠；間諜身份暴露后，贏政受貴族的壓力，下了逐出六國所有客卿的命令，李斯也在其中；
因此李斯在離開秦國時上了一道《谏逐客书》；
 2.4、《谏逐客书》的主要內容有：1）、“客何負于秦”，商鞅、張儀、范睢成就了前任國君的偉業
，致使秦如此強大；2）、重物輕人，秦國什麽都想要，和氏璧、隨假珠，還有燕趙、江南美女，都
不是秦國人，為何偏偏不要各國的人才，那這個國家無法經營的；3）、逐客幫助六國，那時人才比
較少，這些人被逐出秦國，等於幫了六國；最后總結：客“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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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统一天下的好办法。 結果贏政馬上收回逐客令 ；
 2.5、李斯因提這個書由客卿改任廷尉，主管司法，著手攻打韓國的計畫；而這捲入了韓非子的死；
 2.6、因李斯提的是先打韓國，韓國就派其公子韓非出使秦國，反對先打秦國，而這樣就和李斯的計畫
相反，最終被殺；

10、《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29页

        一、概括：史學上一直爭論始皇帝是異人的兒子還是呂不韋的兒子，主要跟趙姬由呂不韋的妾被
異人搶走，而后她自己的生活淫亂造成；
二、知識點：
  2.1、妊娠期：不能超過293天即不到10個月，超過了胎盤老化營養不足且羊水少了胎兒有危險；
  2.2、秦時10個月為一年，“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JI)應該不是10月懷胎的意思，應該是過年時
吧？如果到10個月，生出來的小孩就是智障了，而始皇帝精力過人呢；
三、內容：
  3.1、會謠傳為呂不韋的兒子，主要是六國的人恨秦國，用這種方式來解恨；
  3.2、趙姬的淫亂；异人继位3年后就死了，趙姬才30出頭，要守寡是不可能的，就又找上呂不韋，但
呂不韋知道遲早會出問題，就找了嫪毐以假太監的名義送給太后，而嫪毐從太后手中不斷的攫取權力
，還生了2個兒子，逐漸狀大的嫪毐集團與呂不韋集團形成對立，最終在秦始皇滿22歲執掌朝政時，嫪
毐叛亂了，秦始皇派呂不韋鎮壓住，并活捉了嫪毐；
  3.3、嫪毐被捉后車裂，同時趟姬也被秦始皇關起來，從前的風光全無。
  3.4、趙姬她剛開始是呂不韋的妾，作為政治投資籌碼送給了異人，而在異人那只是拿來發泄的工具
，對嫪毐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而秦始皇则是用来表现孝顺的道具；
  3.5、呂不韋因為嫪毐是他送給太后的，加上養了很多食客，最終也受牽連而自殺。
趙姬，一個不懂政治的犧牲品，那時秦國包養男寵很正常，但她不應該給予權利，做為一個太后還跟
他生子，還要等秦始皇死了后將其子扶上王位，亂套了。
  3.6、始皇帝雖然剛親政，但對這種叛亂鎮壓毫不手軟，不管對叛賊還是王后，把那2個私生子給撲殺
了。

11、《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页

        

12、《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页

        总结章。z

13、《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1页

        王立群，山东新泰人。
我擦，这不是我们家的么

14、《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李斯变节

        人有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15、《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第8页

        一、概要：
   秦國稱霸西戎，地理位置偏遠，要成為大國必須東擴，秦國東面近鄰即是強大老牌諸侯國---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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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公在位39年，用36年與5位晉國國君打交道；
二、時間：秦穆公時期；
三、知識點：
    3.1、三家分晉：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
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他国，这就是所谓晋无公族。由于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
夫得势，政权逐渐为他们所操纵。到了春秋晚期只剩下韩、魏、赵、范、智、中行6家最大的宗族，
称为六卿。代表新兴势力的六卿同晋国旧贵族进行了激烈斗争，旧贵族没落。六卿各自采取革新措施
。韩、赵、魏的改革尤为彻底。后来赵又灭范氏、中行氏，迫使他们逃出晋国。春秋末年，智氏最强
，赵联合韩、魏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战争告一段落，三家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公元
前376年，韩、赵、魏废除晋国的最后国君——晋静公，最终完成三家分晋的历程。摘于百度
   3.2、晉文公勤王：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因为一个狄人女子的事摆不平，周襄王的这个异
母兄弟——史称“大叔带”引来狄人军队攻入王城。），王子带勾结狄人进攻周襄王，王师大败，襄
王逃到汜地（今河南襄城），襄王派人向晋、秦求救。晋文公听取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
辞退秦兵，单独出兵打退狄人，活捉王子带交给襄王，安定了王室。晋文公由此得到“尊王”美誉，
并受四邑土地之赐。摘于百度
四、內容：穆公東擴主要做的事情：
  4.1、網羅人才，晉國討伐虢國要經過虞國，虢國被滅后晉國回來順便把虞國給滅了，而此時晉獻公
剛好要將女兒嫁給秦穆公，就將虞國很有才華的百里奚也當陪嫁口送給秦穆公，但百里奚覺得是羞辱
就逃走了，逃到楚國的國界，即河南安陽，最后穆公聽說逃了個很有才華的人，用了5張黑羊皮給楚
國邊鏡官交換；到秦國后穆公授以國政，取了個五羖大夫，羖是黑山羊；而后百里奚又推荐蹇叔作为
穆公的上大夫；
 4.2、穆公打道义牌：三救晋难，道义尽显。
   一救晋难：晋献公晚年在女人身上出了问题，宠爱一个叫郦姬的女子，这女子陷害太子，太子死了
，他的2个弟弟重耳（晋文公），夷吾（晋惠公）只能逃走，献公死后，郦姬的儿子继位，但当时的
规则是立嫡立长，因此这个最后被大臣们杀了；晋国就乱了套没继承人，夷吾向秦穆公提要求送他回
去作为补偿，河西的8座城池割让给秦，穆公答应了，但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穆公没有去打晋国；
 二救晋难：穆公12年，晋国遭灾，颗粒无收，穆公的大臣有2派，主战派趁“饥”讨伐，主和派是不
能见死不救；穆公征求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秦国大规模
赈灾，援助劲敌，天下称誉，政治得分；
 三救晋难：2年后秦国遭灾向晋国求援，晋国反而趁“饥”讨伐，非常有名的战争---韓原之戰；秦穆
公差點被抓，但最后卻把晉惠公給抓了，要殺他，最后是周天子來調解，因晉國的王和周天子同姓，
都姓姬。穆公以諸侯禮接待晉惠公，并簽下友好條約，同時將河西之地給了秦國，派自己的太子到秦
國做人質。
 4.3、晉惠公死后，做人質的太子做晉王即晉懷公，但回去時沒有把秦穆公的女兒帶回去，秦穆公另立
在楚國流浪了20年的重耳為王，并把女兒嫁給他；即晉文公；晉文公那時是天下霸主，也是秦國東擴
的攔路虎，穆公選擇配合的姿態和其打交道，也一同去打鄭國，但被鄭國的使者勸說：“鄰之厚，君
之薄也”，因為鄭國和秦國之間隔了一個晉國，打下來了也不可能是秦國的，所以秦國就放棄，同時
派了3個守將幫忙守城門，秦國回兵，那晉國也就放棄了，鄭國得以保全。
  晉文公在位期間的明治使晉國國力大盛，公元前635年又獨立勤王，匡扶周室，又通過武力在諸侯爭
霸中取得霸主地位，穆公只能用聯姻保存實力，繼續尋找機會。
 4.4、晉文公死后，晉襄公繼位，在鄭國守城的三個主帥密信給穆公說可派兵至鄭國，可以輕取鄭國，
穆公不聽百里奚和蹇叔的勸說，真派去攻打，路上到滑國（晉國的附屬國）時遇到做生意的鄭國人弦
高，弦高就編了個謊言，說鄭國聽說秦國要來攻打他們，一方面加強防守，另一方面派他帶12頭牛犒
勞秦軍。秦軍主帥聽這樣說覺得他們有準備不能去打了，乾脆把滑國滅了，結果被晉國打的全軍覆沒
。主帥被俘，幸晉文公的妻子出來說話后被釋放，秦穆公沒有責罰他們，而是責怪自己沒聽百里奚和
蹇叔的；過了幾年，穆公要去世的前3年，穆公派百里奚的兒子去打晉國，自己也跟著去，用了破釜
的戰法，即渡過黃河，將船擊沉，晉軍看這陣勢只有后退，秦軍打了勝戰。
五、心得感悟：
  5.1、秦穆公取得西戎之地后，一生致力於東擴，但并不順利，先后同5個晉國的國君打交道，審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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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會運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
  5.2、國家不夠強時，狂打道義牌，使自己政治上得分，使站在利於自己的制高點上。就像楚漢時劉
邦以項羽殺害楚懷王為借口討伐霸王一樣；
  5.3、人才，慧眼識人與懂得用人很重要。

16、《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的笔记-十一 李斯为政

        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
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
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

⋯⋯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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