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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谜团》

前言

　　五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耐人寻味。徜徉于书页中，闻着淡雅的墨香，我们总是想
和它离得更近，把它看得更清晰些。只是因为：　　历史总有戏说的成分——项羽绝非火烧阿房宫的
　“罪魁祸首”，诸葛亮也不是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奇才，唐伯虎更没有终生“风流倜傥”，司马
相如与卓文君的美丽邂逅竟是一个骗局⋯⋯　　历史总有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唐代公主愁嫁
，南宋牛子而不养育，这种种奇闻是出于什么原因；清代“选秀”不看美貌，科举舞弊花样百出，这
些逸事又是怎样的情形⋯⋯　历史总有迷雾重重的遮蔽——汉武帝晚年为何悔恨不已，李白之死是不
是“水中捞月”，　“傻皇帝”、“和尚皇帝”有着怎样的生平和结局，岳飞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吗？雍正帝是不是矫诏篡位⋯⋯　　本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配以精准的历史图片，将
五千年历史中的大小人物和各色轶闻趣事真实再现，以期将历史长河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层真相，一
一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读者在阅读历史故事的同时，更能深切体会时人的“苦辣酸甜”。　　让我
们一起推开历史的门窗，来一次穿越时空的奇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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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谜团》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配以精准的历史图片，将五千年历史中的大小人物和
各色轶闻趣事真实再现，以期将历史长河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层真相，一一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读
者在阅读历史故事的同时，更能深切体会时人的“苦辣酸甜”。让我们一起推开历史的门窗，来一次
穿越时空的奇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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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 1　解码绝密历史档案阿房宫是项羽所烧吗闻名于世的“党锢之祸”魏征碑为何被推倒洞察民间怪
现象——生而不养惊心动魄的“胡蓝之狱”沾满鲜血的厂卫特务机构迷雾笼罩的“刺马案”清代独特
的“选秀”制度“妙招”迭出的科举舞弊现象轰动一时的清代文字狱Part 2　鲜为人知的宫廷秘史汉武
帝晚年的悔与痛南朝梁武帝为何得名“和尚皇帝”“傻人”也能当皇帝皇帝女儿也愁嫁翻云覆雨的万
贵妃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崇祯帝乱世红颜陈圆圆康熙帝遗诏真的被篡改了吗乾隆帝的长寿经Part 3
　古代“宫扬”上的风云传奇兵家范蠡的传奇人生韩信的死亡之谜“飞将军”李广为何难封大将军李
陵为何身败名裂几近完美的古今第一儒将——周瑜还原真实的诸葛亮包拯真的是黑脸吗蒙受干年冤屈
的潘美岳飞的“莫须有”罪大贪官和王申解读真实的“海霹雳”施琅Part 4　洞悉文人侠客“百态”司
马相如的爱情骗局曹植与洛水女神的干古奇缘才高八斗的李白“凄惨”完结的李清照亦实亦虚的郭靖
悲情才子唐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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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着“天下第一宫”盛誉的阿房宫两千年来引起了人们无限丰富的联想，但这座奢华的宫殿却没
有留下她的绝世容颜。人们在惋惜之余，不禁将愤慨之情投向纵火三月的项羽。然而，项羽火烧阿房
宫却是个流传千古的冤案。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中国，通过实地考察，确认秦代阿房
宫遗址的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并将其誉为“天下第一宫”。唐代诗人
杜牧的《阿房宫赋》用华丽无比的语言铺陈渲染了阿房宫的胜景：阿房宫从骊山的北面向西延伸至咸
阳，绵延三百余里，几乎遮蔽天日。宫墙之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长廊迂回，屋檐飞挑。亭台楼
阁蜿蜒密集，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座。长桥如蛟龙卧于水面，复道似彩虹架在半空。宫殿之大，使人辨
不清方向，一天之内，宫中各处的气候都不相同。　　文学描写不免有夸张之处，真实的阿房宫是否
如此气势巍然呢？根据《史记》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秦
代的一步大约合六尺，如此计算，阿房宫的前殿大约东西宽690米，南北长115米，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
米，的确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然而，也正因为工程量过于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了前殿
，秦二世即位后继续修建。据记载，建成后的阿房宫应有殿堂700多座，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如云
，气势恢弘，无与伦比。　　秦始皇为什么将这座奢华的宫殿命名为“阿房”呢？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源于《史记》的记载，称宫殿的形状“四阿旁广”，“阿”解
释为“曲”的意思，阿房宫据此得名；另一种说法载于《汉书·贾山传》，称由于宫殿建在大陵上，
“阿”就是“大陵”的意思，“高若干，阿上为房”；还有一种说法原自民间传说，相传赢政(即后来
的秦始皇)在赵国做人质时，深爱过一个美丽的民间女子阿房。赢政返回秦国即位后，朝政大权掌握在
相国吕不韦手中，仍无法立一个民间女子为后。为了怀念阿房，他便不惜耗资巨大，修建了极尽豪奢
的阿房宫。　　不论是正史观点抑或民间戏说，都给阿房宫增添了一分迷人的色彩。然而，令人无限
向往的阿房宫还未能面世就“早早夭折”了。　　阿房宫是秦朝耗费巨资修建的宫殿建筑。除此之外
，秦长城、秦始皇陵等工程也都动用了巨大的财力、人力，而这些全都转化为百姓的赋税徭役，令百
姓苦不堪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对百姓的盘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将农民逼到了揭竿起义的地
步。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率先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起义，各地农民纷纷响应，秦王
朝迅速土崩瓦解。在这些起义队伍中，有一位勇猛无比的将领——项羽。他率领起义军一路征战，过
关斩将，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军入函谷关，冲进了咸阳城，接下来就上演了
千古流传的“火烧阿房宫”一幕。司马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就写道：项羽进入咸阳后，四处屠
杀抢掠，杀了投降的秦王子婴，卷走了秦宫里的珠宝和美女，烧毁了秦朝宫殿，大火三月不熄。　　
千百年来，人们对“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深信不疑。有传说称，项羽攻入咸阳后，因自己的爱妾虞
姬曾经被秦军俘虏，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将阿房宫及其附属建筑全部焚烧。也有传说称，项羽是因为
痛恨秦始皇为了修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入关后才烧了阿房宫，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无论出于什
么原因，项羽火烧阿房宫还是引起了后人的诸多非议。他让举世无双的宫殿化为废墟，将无比珍贵的
文物毁于一旦，而同时进行的抢掠、屠杀等行为更是为后人所诟病。然而，“火烧阿房宫”实在是对
项羽天大的冤枉。近年来，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的探查终于为项羽平反。　　阿房宫坐落在距今天陕
西省西安市西郊约15千米的地方，至今保留了约60万平方米(夯土地基面积)的遗址。2002年以来，中
国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全方位考察。通过考察，考古队提出，规划修建的阿房宫分为两大建筑
群：一是阿房宫前殿建筑群，即《史记》中记载的可容纳万人的宫殿；二是“上天台”建筑群，其遗
址破坏严重。事实上，阿房宫在秦代时并没有建完，至多只建成了前殿，是个半成品工程。根据对现
在残存建筑的研究，专家发现阿房宫并没有烧毁的痕迹，而且遗址范围内只发现厂少量的几块红烧土
。如果项羽真的火烧阿房宫三个月，那么红烧土应该遍地都是，此外还应留有大量的草木灰。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凑巧的是，在秦代成阳宫的遗址中却发现了大片的红烧土遗迹。结合《史记》中记载
的“烧秦宫室”，专家推断，项羽放火烧的应是咸阳宫，而非阿房宫。而阿房宫幸免于项羽的烧杀抢
掠，可能是因为阿房宫并未完全建成，面对原本就残破不堪的宫殿，项羽也就不必纵火多此一举了。
　　阿房宫实际上是“自然而亡”。随着秦朝的覆灭，建了一半的宫殿也就渐渐荒废了。到了汉代，
阿房宫原址被改称为“阿城”(因其东、西、北三面有厚厚的宫墙)。由于“阿城”地理位置优越，汉
皇室将其列入上林苑宫殿建筑的修建范围。汉代以后，阿房宫遗址因地势高而多被用来驻军。宋代以
后，它干脆被夷为平地，改为农田了。原来，阿房宫自始至终都是一座“想象中的宫殿”，从未建成
，因此也就从未被毁。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将火烧阿房宫的“糊涂账”记在项羽头上，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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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原因。　　一是对《史记·项羽本纪》的误读。原文写的是“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却并未
指出烧的是哪座宫室。然而，由于阿房宫的地位与影响力，后人想当然地认为秦宫室就是指阿房宫。
事实上，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了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从此处不难看出“
其”指代成阳，项羽烧的是成阳宫。　　第二个原因是唐代诗人杜牧所作《阿房宫赋》的失实记载。
作为文学作品，《阿房宫赋》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显然不适合作为判定历史真实的
依据。然而，其深远的影响力却左右了人们的看法。如果说对《史记》的误读令后人初步判断火烧阿
房宫是项羽所为，那么《阿房宫赋》的广泛流传则让项羽永久背负了这一罪名。　　最后，项羽的刚
愎自用、意气用事是他被误解的情感基础。在率军征战的过程中，项羽屠城、活埋、烧杀的事例屡见
不鲜，进入咸阳后仍延续这一行事风格。火烧阿房宫恰恰符合项羽的性格特征，无怪乎人们冤枉了项
羽两千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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