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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前言

动笔写作《流血的仕途》，是在2006年年初。当时的想法十分简单，仅想围绕秦帝国丞相李斯的一生
，写个中篇，以飨读者。当文章前几部分连载于天涯“煮酒论史”时，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远远超乎我
的想象，并给予了许多我本不配拥有的赞誉。当然，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越写越不可收拾，直至
今日，竟成此书。李斯出身于社会底层，年轻时只是楚国一个看守粮仓的小吏。出于对人生价值的敏
感，对个体存在的焦虑，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小城上蔡，来到秦国的都城成阳，开始为梦想而冒险，
为命运而抗争，最终竟从贫贱的布衣，跃为秦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并影响了中国未来两
千多年的政治格局。这其中，李斯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历程，他又是如何成就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在
史书里，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有诸多未尽之处，让人无法满足。本书试图采用镜像法则，站在李斯的
角度，以正史记载为基准，正史不到之处，则辅以合理的推断和揣摩，接续空白，贯穿前后，对李斯
的一生进行详细还原，使之丰满而完整。

Page 2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内容概要

历史确切地记载了这件事：公元前254年的一天下午，阳光暖洋洋地照着。30岁的李斯在楚国小城上蔡
，当一名仓库管理员。那天下午，他看着厕所里的老鼠，突然感到自己的卑微和生命的无常，一股改
变命运的野心从他心底升起，他决定结束这碌碌无为的生活，去开创一番大事业⋯⋯
33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成为帝国历史上第一任宰相，权倾天下。
李斯是大秦统一中国的幕后策划者，是先秦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者，是后世官场文化的开创者，是从最
卑微的起点到位极人臣的第一人，是开创小篆的大书法家；他的上司是史上最强悍的独裁者秦始皇，
他的死对头是权倾朝野、老谋深算的吕不韦；数十年血雨腥风，半辈子叱咤风云，当李斯在公元前254
年那天下午从上蔡出发，他的一生，就注定要成为从政之路上无数后来者的万世楷模。
如何在无权无势时异军突起；如何在险恶环境中默默前行；如何在大权在握时清醒隐忍以保自身安全
；李斯的一言一行，直至今日，仍然给我们以启发和准确高效的示范。
本书第1版上市后，引发巨大轰动，风靡全国，并被“中国书业年度评选”评为“年度最受读者欢迎
的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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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作者简介

曹昇，新派历史小说天王。
生于上世纪70年代。
处女作《流血的仕途》轰动史学界，风格自成一派，为新一代历史读者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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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个普通青年的觉醒平庸有罪公元前254年，李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李斯此时
的角色，只不过是扮演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务员，在楚国上蔡郡里做看守粮仓的小文书，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不，知老之将至。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上班时间溜号，牵着自家养的一条黄
色的土狗，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出上蔡东门，到野外追逐狡兔。上蔡郡是一座小城。李斯生于斯，
长于斯，并一直认为自己将和祖父、父亲一样，死于斯，葬于斯。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并没有清晰
概念。李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房子不大，但已足够居住，薪俸不高，但尚算衣食无忧。老实说
，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在投胎人世的时候，阎王爷如果也肯给你这样一份合同，我
相信，十个人里头有七八个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画押的。不知不觉间，青春年华在悠闲缓慢的生活中
渐渐逝去，意志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悄悄消磨。总之，在此时的李斯同学的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将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占据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着显赫的男二号，享受着最好的灯光
和机位，拥有着最多的特写和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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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编辑推荐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修订版)》：如何在无权无势时异军突起；如何在险恶环境中默默前
行；如何在大权在握时清醒隐忍以保自身安全；李斯的一言一行，直至今日，仍然给我们以启发和准
确高效的示范。公元前254年，李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李斯此时的角色，只不过是扮演
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务员，在楚国上蔡郡里做看守粮仓的小文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浑浑噩噩
，不知老之将至。（选自上册第1页）在吕不韦表面风光万千的背后，谁能想到，居然还有着如此心
酸而不足为外人道的苦痛。李斯虽然想到了，可也只能对这档子事佯装不知，只闷在心里，对谁也不
敢提。吕不韦毕竟还是他的领导，而领导的光辉形象是要维护的，领导的隐秘糗事是要遮掩的。（选
自上册第46、47页）李斯心想：这事一点都不难，然而办不得。事办成了，就算秦王不杀他。吕不韦
也绝不容他再活下去。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足以置吕不韦于死地的秘密。没有足够的腕力.别人的把柄最
好还是不抓为宜。（选自上册第59页）李斯谨小慎微地开拓长史一职的职责疆域，在不至于触犯赢政
的前提下，利用长史这一平台.开辟权力新土。他通过使长史一职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让自己变得越
来越重要。（选自上册第120页）在李斯看来，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固然有许多因素，譬如他的才华
智慧，他的勤奋努力；譬如他的镇静和忍耐.不拘泥于一时得失。曾经有多次机会摆在他的眼前，只要
他同意投靠吕不韦或者嫪毒，富贵权势唾手可得。他忍住了。是的，他忍住了，他忍受着那些才华远
不及他的攀附者爬到了他的头上。（选自下册第34页）然而，这些都已和李斯无关。李斯只是望着满
地滚动的头颅，目光慢慢涣散。他最后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眼，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是的.他曾经缔造
了不朽而又速朽的秦帝国，而在他身后，中国的历史虽然千变万化。却始终未能逃脱他和赢政制定的
格局。可是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他也不想再去关心，他将永远沉睡于幽冥的地下。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选自下册第338页）读小说·学知识，读客知识小说文库，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畅销全
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让您每一次充满
乐趣的阅读，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关于西藏宗教、文化、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藏地密码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向中国3亿草根青年传授最笨
发财之道的自传体小说《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
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每个系列。都是人文知识丰富、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翻开读
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修订版)》，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
，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读小说，学知
识。镇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新派历史小说巨著读一遍参透历史，读两遍醒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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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历史小说，复活千年前的大秦丞相李斯。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飞回李斯身
边，看着他在官场上起起伏伏，仿佛身临其境！我不是在吹捧作家，而是以一个爱好历史的人的身份
在评价作者！这本书不仅在向我们介绍李斯这个风云人物，更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个人的处事之道。推
荐阅读！！！
2、第三人称视角，人物有血有肉，很多段落由古看今，思考良多
3、书很不错，幽默风趣。
4、因人而异吧，对于阅读障碍的我，这本书简直是通俗易懂的典范，毕竟是写历史，作者算得上客
观，语言简洁利落也不乏幽默，可读性较强。对个人而言，比明朝那些事儿读的更顺畅，可能是由于
以人为主线更清晰一些吧
5、读过。文笔挺好的。
6、废话有点多。
7、因为别人力荐看的，看完觉得，虽然作者力图展现他的风趣幽默以及卓越的知识面，但是在思想
上，三观上，和文学流畅性上，和当年明月差了不是一点点。 
8、打发路上无聊时光
9、如果你没有读过，建议一读。权谋，智慧，胸怀，读史使人明智。
10、内容诙谐幽默，有点现代气息，学问挺好引经据典，偏重于那么几个的着墨，故事还绝非仅仅如
此吧。
11、当成历史读物，一星；当成历史小说，二星；当成如厕读物，三星。我给三星。
12、这一版的封皮太丑了，原来那版上海锦绣出版社的虽然比较容易磨损但设计比这版好看太多了。
这么好的书配上这么个封皮真让人无语。书的内容五星，封皮的话0颗星，丑到爆，会让人觉得是可
恶俗的书，拉低书的整体水平！
13、看过2遍，收获颇多，作者信息量太大了各种引用，总想看看他引用的各种经典
14、写的十分风趣，虽然是历史小说，但是没有感到枯燥，体会一把古人的恩怨情愁，跟着书中的人
物的情绪走，仿佛都是自己经历过一样；读完后很喜欢李斯，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李斯墓。
15、很好的风格，我喜欢。
16、内容就不说了，曹三公子招牌在那里，书封很一般（好像历史小说的书封都很难看的说），随便
翻翻可以，如出精装可能会买本收藏。
17、作者古文功底深厚，只是东拉西扯太多
18、在单单的读书计划中完成了2017年第一本书的阅读，这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小说，文字幽默富有现
代感，读着很有趣，打算多看几本曹昇的书!
19、三星半。作者私货不少，内心戏丰富，不过节奏控制得还可以，不会让人觉得太无聊。斯相很苏
，一边读一边摘录那些不堪细想的句子，宅男大手名不虚传。
20、不理解这样的书也能到8分以上。
21、还不错，印刷
22、期末复习时候看的，想起来高三时候读明朝那些事。比较忙的时候读这些书还是很适合的，精神
高度紧张、学数学要爆炸，就不会对书要求那么高，只要不是太滞涩、不要太装逼，都能读下去；而
且还能骗自己说我好歹还是在读历史⋯但是平心而论，太多地方写得太幼稚，平常的日子里，就不要
这么委屈自己了。
23、在卓越买了好多书了，感觉这次买的这两本上下册和路边小店里卖的十元一本的书的印刷，纸质
差不多，感觉不值
24、先看的电子档，后来又买了印刷版看了几遍，，大赞啊！！！！！！
25、整体俗套好在故事精彩，人物形象刻画得有些言过其实，挺好看的但是不想看下册了。
26、野史也有野史的乐趣~
27、看了半年。。。历史盲的科普读物。嬴政真是让人充满想象
28、感觉在读二流网文
29、有趣的历史书
30、蛮好   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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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31、是不会睡着了，但老觉得鸡肋。
32、这本书大学的时候读过，很多地方记不太清了，买回来是想深入研究，并且重温一下大学时雄心
壮志的自己！
33、沒文化的我不懂為啥豆瓣這麼多差評，作為了解秦史的通俗讀物，我覺得這本書還是很好看的，
和明朝那些事兒很像。曹升閱讀量很廣，有的句子耐人尋味。但是有些地方廢話實在太多，有賣弄文
采的嫌疑。
34、正在读⋯⋯请叫我偷书看得小孩子⋯⋯等读完再说感受
35、这种写法耳目一新，纵横古今中外，荡气回肠，唏嘘不已
36、写的不错的有关李斯的书。看了之后很难不喜欢他。
37、看得很过瘾～
38、这本书是因为和一个朋友聊天时提起后才决定买的。历史小说对我来说，一般都会一口气看完，
但这本书我看到一半就放下来了。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本历史小说家，更象一本不严谨的杂文，里
面参杂着太多个人的臆想、发挥以及想象。不否认作者的才气，但历史小说还是尽可能按着历史的脉
络，将历史人物的事迹、功绩以及得失描述清楚才合理。与《明朝那些事儿》相比，这本书太随意了
！
39、书的内容不错，但包装不敢恭维，买了流血的仕途和嗜血的皇冠。嗜血的皇冠有保护膜，流血的
仕途 则没有。而且流血的仕途上册还稍微脱胶（莫非盗版？），上下册都有有几个油点，请你们配送
中负责点
40、刚开始阅读此书时，不禁为作者天马行空却又精准灵动的描述所吸引，甚至欣喜若狂地想着向他
那发散性跳跃思维看齐。
然而，之后可能由于战线拖太长，耐心缺乏，愈发感觉多处扯淡太过刻意和多余，像是吃着一碗没几
根面条，却满是调料的拉面，很虚很奇怪。
但也不得不承认，像曹sheng这般不管古今中外的名著经典，还是口味不一的网络段子，都能信手拈来
，并且如此勤于扯淡的作者，我是第一次遭遇。
41、当年明月据说是看了这书之后写的明朝那些事
42、好久没有如此投入地读过历史
43、投资人
人不可貌相又可貌相
准备对话，设想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关键人物就那么几个
应该寒假回家再看的，让我今天没心思复习了
雄韬伟略附加执行力
44、朋友推薦。歷史入門。書中與真實的歷史還是有出入。
45、无线设备多的人比较适合，方便简洁
46、这本书读来教给我们许多为人处事的哲学！！！好！很好！非常好！
47、了解秦国历史，了解李斯。好玩又精彩
48、上册对李斯的心路历程等描写比较深入。
49、买来送朋友的。这书自己也看过，还是不错的。
50、很另类的历史小说
51、还没看完，那时候最有意思的真的是感觉王是注定的即使自己有各种的能力条件什么都有，也是
不会想去当王。
52、公务员励志与处世必读范本。深受教育。
53、总体感觉上册比下册要精彩许多，吕不韦、嫪毐之乱⋯打天下总是最精彩的，三寸之舌强于百万
之师，唇枪舌战，智谋心计，总让人看得酣畅淋漓
54、听的音频
55、我果然不喜欢读作者主观感情掺杂太多的书籍。这本书能够体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但是我其实只
想看李斯的故事的。。。看完书的感觉就是还不如自己去读史记呢，不知道下本会不会让人惊艳
56、对我影响比较大
57、酣畅
58、超好看的一本新派历史小说

Page 9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59、快递很快，之前看过电子版的，现在看纸质的，很喜欢。作者很有才，写的很好！
60、好喜欢这种文笔。虽然这些年类似的书很多。但因为有很多对史实篡改的太厉害只具有娱乐性。
对于我们这种习惯对历史刨根问底的读者就不是那么适合了。这本很诙谐幽默地以讲故事的口吻让人
了解了那段历史。
61、旧版的更好
62、像一本说书人实录作品，过于通俗化的讲述关于李斯的发家史，同为春秋战国史小说，没有《我
们一直生活在春秋战国》写得好。
63、初读此书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但床头至今还放着这套曹三公子的大作。它可谓是详细的写出了
李斯一生的起起落落及秦灭六国的经过，也提及了韩非子的种种。该书让我对李斯和秦始皇都有了一
个新的认识，可以说颠覆了以往的认识。书中不乏作者的个人杜撰，但瑕不掩瑜吧
64、作者确实学识渊博
65、历史不再枯燥，值得一读
66、人生第一部关于中国历史文学书，曹昇用一种独特的叙述语气讲述李斯从一个小小的郡小吏到成
为秦国宰相之间的起起伏伏，中间夹杂的阴谋诡计，阳谋谏策，还有经历的种种遭遇以及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的反应都鲜血淋漓的表达出来仕途路的艰辛和凶险。(成功总是伴随着鲜血和汗水，也要拥有头
脑和心志。)
67、可参考我的另一个评价。
68、It is ok for this kind of book.
69、通俗小说，带点野史
70、2016-02-17 挺不错的科普书。
71、太八卦
72、三十功名尘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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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曹昇说的好，对于现代人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读史明得失也在于此，大多数人是为
了在当世能有所借鉴有所作为。那么如何评价李斯，如何通过李斯的经历对于自己有所收获？当世人
总是站在最高比较级来看待历史人物，很多人都是站在未来回望从前，没有办法体会历史人物处于历
史的心情，所以只能从结果来判断一个历史人物，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去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共
情”，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总结李斯的一生我自己有几点看法和大家分享，同时也用于自勉。一在
于控制情绪，也就是情商高，有自己的处事之道，对于李斯来说就是圆滑。这点对比李斯和韩非就可
知道，倘若韩非在受邀到秦国后能表现的圆滑一些，而不是多次冒死直谏，他的价值就不会这么快就
被埋没，甚至于燕国的命运会得到改变。而对于李斯，大丈夫能屈能伸乃其之谓也。他总是韬光养晦
然后找准时机攻击敌人。二是做人都要知道感恩。对于逆旅老板、王绾、吕不韦和郑国李斯莫不是如
此，即使身为竞争对手但是对方曾经给过自己的恩惠也不会忘记，就像在李斯的儿子蔑视吕不韦的时
候，李斯却骂儿子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吕不韦的知遇之恩，他让儿子尊重吕不韦。最后是做人
做事情都要坦荡。在建立帝国之后李斯先公后私，驳回百官赞成的继续分封诸侯，取而代之建立郡县
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管理地方，避免诸侯权力过大重蹈战国诸侯乱战覆辙，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今
天的市县制度也是源自于此。而李斯自己的命运的终结也是因为年老不再坦荡，因为一己私利伙同赵
高篡改遗诏，最后一次为把柄铲除了李斯的所有力量，一个巨人的一生被终结。
2、曾经在天涯上追着“曹三公子”看的连载，终于踏踏实实的把实体书看完了。不明白书商为什么
把它归为公务员用书，是噱头？是想让公务员学习李斯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还是警惕李斯的结局？ 
还有一点就是问什么不用当时的章节名？书的内容不错，就是出版商，不敢恭维。
3、权力场上的聚光灯下，勾心斗角；布满荆棘的仕途路上，血雨腥风。权力风光的背后，满腹心酸
又有谁人诉说。几案上，莹莹烛光，掩饰不住岁月流觞。假如那年安于仓吏，而非抛妻弃子出将入相
，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过一生的话，也许就没有这段辉煌与衰败。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过去那是李
斯的选择，现在轮到了我们后人来选择。
4、优点：1. 很喜欢作者意识流的写法，特别是作者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让读者我很钦佩
。2.  这本书是小说，但是基本上作者没有太偏离历史发展，有和史料不符的地方都有注明，不像某些
电影或者电视剧基本歪曲历史的做法。3. 很多地方直接引用古籍原文，但是古文和白话文过度和衔接
很好，读者我读的时候感觉比较自然。不足：1. 太意识流了，作者有点收不住的样子，典故旁征博引
太多，不影响阅读的加个注就行了，读者我有时候遇到大段的这样的，就直接跳过了。2. 感觉有时候
作者在刻意解释为什么情节要这样写，而不是对情节本身。3. 书的后部分对李斯就写的比较少，对李
斯后半生的描写也比较少，感觉有点龙头蛇尾总之：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李斯的存在和伟大，以前的时
候提到秦国，我第一印象中只有吕不韦、嬴政、商鞅，而现在有了李斯，这也是我推荐这本书的首要
原因。
5、这本书是因为和一个朋友聊天时提起后才决定买的。历史小说对我来说，一般都会一口气看完，
但这本书我看到一半就放下来了。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本历史小说家，更象一本不严谨的杂文，里
面参杂着太多个人的臆想、发挥以及想象。不否认作者的才气，但历史小说还是尽可能按着历史的脉
络，将历史人物的事迹、功绩以及得失描述清楚才合理。与《明朝那些事儿》相比，这本书太随意了
！
6、上十几年学，读十几年书，知秦帝国者只知赢政，知李斯者只知焚书坑儒，与宦官废扶苏立胡亥
，刑以腰斩。曹昇这本《李斯与秦帝国》为李斯正名，虽为小说，不乏真知灼见，作者博古通今，读
之令人信服，但由于题外话过多，插入大量中世纪欧洲典故，刚开始还感叹作者见多识广，久而产生
厌恶，深感其卖弄之嫌。本书被归类至公务员必读小说之一，让此书恶俗了很多。秦一统之后，不许
百姓言政治，不许百姓私藏书籍，在李斯的提议下，焚诗书，私藏被官府查出者，送去修长城，但言
政治者杀。百姓不得藏，皇宫得藏，尽收天下图书。待胸大无脑项羽闯入咸阳，掳去金银美女后一把
火烧掉咸阳宫，才是真正的焚百家书。再待雍正乾隆修四库全书，古书真正的玩完了。自小深恶赢政
的原因是因为他烧了那么多的书，现在才知道，原罪不在他，也不在李斯。不许百姓藏书言政治，是
为堵百姓口。对待民议有两种方法，一是禁言，一是疏通。李斯和赢政没有选择后者，雍正乾隆没有
选择后者，时至今日，仲郭拱缠当也没有选择后者。至于焚书坑儒所坑的真相，在这里就不透剧了。
此书在秦一统前很精彩，一气呵成，秦一统后李斯同学就没什么闪光点了。我很讶异，在赢政驾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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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说他立胡亥，软肋在法政和仁政不能两立，扶苏必施仁政，李斯师承荀子，和师兄韩非都是法
家拥护者，因此他赞同赵高立胡亥这点没啥疑问，但蒙氏家族向与他交好，且蒙氏握兵权，他竟同意
赵高灭蒙氏，难道竟不觉此事会令他这只大鸟折去半翼？此为其一。其二，胡亥即位后杀宗室，只顾
享乐，不见朝臣，万事皆听命于赵高，李斯都不曾对赵高有所顾忌和防范，想当初，他身为客卿，茅
焦荐赢政成功后一步登天，李斯都倍感忌妒和压力还亲自出面跟茅焦同学说官不好当让他快走，现在
虽位于丞相，表面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则宦官把持朝政，他却没有排挤赵高之心，why?其三，
赵高逐步削其羽翼意使其孤立好取他性命，李斯当年也是助过赢政除去权倾一时的嫪毐和吕不韦，怎
么就没想到赵高的所作所为是在对付自己呢？及至其醒悟，已被投入牢中，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酷刑屈
打成招之人。
7、内容自然是力荐，只是这封面让人没有买的欲望。买了套旧版的，想买套送朋友，一看这封面，
晕倒。。。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豆瓣，你要多少个字呢？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豆瓣，你要多
少个字呢？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豆瓣，你要多少个字呢？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豆瓣，你要多
少个字呢？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豆瓣，你要多少个字呢？
8、开头和结尾很有震撼力，但是把开头和结尾相联系，突然就陷入了矛盾之中，从李斯的平庸有罪
，到李斯死的时候，脑海里面，完全没有了仕途，而是想的是平庸的生活，其实最后李斯死时所想的
生活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只说两点，一是李斯的奋斗历程值得人学习；第二点就是，平庸有罪，平凡
无罪。
9、这本书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完之后很快就忘记了，后来在网友的推荐下又看了一遍，在看到那些
经典句子时，猛然想起，哦，原来我看过这本书，所以为了防止遗忘我就来豆瓣把自己的感想写写，
以后说起来，也有个说的，下面我就分条说一说。第一，李斯最著名的仓鼠的例子，让他感悟到自己
要到权力正中心去，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而不是在一个小县城当一个小公务员。也就是说，要想获
得什么就得到有那种东西的地方去。要当官，去京城，要挣钱，去上海，当然例外咋就不说了。于是
乎他就去暂时投靠了吕不韦。第二，懂得去目的地之前，先把自己变得强大的足够在那个地方立足。
于是乎拜师学艺，与韩非交流切磋，是自己的学识，计谋在全国范围内数一数二。所以现在的北上广
青年，可以学学这种精神，你并不一定非要一直呆在帝都才能成功，那有才的人多得是，作为一个年
轻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学好自身本领之后，再杀回北上广呢？第三，耐得住
寂寞，守得住孤独。在吕府中遭到吕不韦的冷遇，不急不躁，在吕不韦抛出绣球后，也不着急着接，
因为他知道还有更大的绣球等着他。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哈。他在等，等着更大的蛋糕。虽然最后吕不
韦让他做个小小的宫廷护卫，他想这是自己最后的退路了。于是适时地做出让步，并狠狠的敲诈了一
笔活动经费，吕不韦不缺的就是钱。这给了他接近嬴政的机会。第四，站队正确。大家知道，政治上
最大的一门学问就是站队，跟对老大。这远比自身的实力重要。李斯客观的分析了秦国的政坛，分析
出吕不韦，太后，嬴政三股势力。并且正确的选择了嬴政这支潜力股，为以后的晋升埋下了伏笔。第
五，书法，舞蹈，音乐造诣甚高。舞蹈，音乐重在节奏之美，韵律之美，书法精湛，国之经典，秦始
皇玉玺上的字就是李斯刻得。书法之秘诀在于，运笔如御马，必加以络腮缰绳，方能如意驰骋。大致
就是这，要睡觉了。
10、如果没有看到这本书，我还以为李斯是那个焚书坑儒，犯上作乱的奸臣。看完之后，才明白，其
实他本也是一介平民，凭着自己的奋斗，周旋于秦国官场之上，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焚
书的其实是项羽，坑的儒实际上是术士，而且他不过是执行者，执行秦王的旨意，在位而谋政而已，
后人对他的评价过矣。我认为，李斯最大的败笔，在于因为他私改遗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秦帝
国才会那么快土崩瓦解。诚然，如赵高所言，如果颁布真遗旨，他只是奉命行事，扶苏不会对他有感
激，并且可能用蒙恬取而代之；而立胡亥，不但其有扶立之功，相国职位也得以保住。然而，李斯低
估了赵高，高估了胡亥。胡亥上任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凡事委与赵高；赵高身为宦官，没有底线
，杀忠臣，修阿房宫，耗资巨大，国库亏空，民怨于道。哪怕李斯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以他的开国老
臣身份，就像当年吕不韦至于嬴政，胡亥会认为除掉李斯是巩固权威的必经之路，根本不会采纳其建
议，再加上赵高在中间挑拨离间，李斯有心无力。如立公子扶苏，哪怕相国职位不保，至少可以落个
全名，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帝国也不至于倒塌的这么快，说到底还是在乎相国之位，舍不得权利的诱
惑。李斯似乎没有为秦国举荐特别优秀的人才，他明知韩非是君王之才，还引荐之，最后引来杀身之
祸；发掘嫪毐，只因为其有大阴；姚贾之才，纵横之术，还因此连累了韩非；只有留住尉缭是成功，
不过也是尉缭一开始自愿来到秦国。当然，李斯建议吕不韦做吕氏春秋；收集六国情报，离间六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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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虎口拔牙救郑国，兴修水利，是秦军粮草充足，国富民强；还有其留下的《谏逐客书》，《行督
责书》等文章，其文学价值影响深远；统一文字，修栈道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影响千年，至今荫
及后代。书中有两件很搞笑的事情：1.当嬴政的身世之谜流言四起时，六国欲联合起来伐秦，这时李
斯想了个主意，用几乎同样的故事造谣春申君，不费吹灰之力之力，化解危机；并且，他的这个只改
了名字的谣言，居然只真的！春申君将怀孕的妃子献给楚王，本以为只有几人知道，没先到给千里之
外的李斯言中了，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2. 成蟜囚宓辛，到最后宓辛居然愿意放弃丈夫家庭
和四个小孩，死心塌地的跟着成蟜，不知擅长心理分析的曹三有可否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分析下成
因；其成蟜与华阳公主乱伦之恋，是否是造成其心理失常，常用逍遥散麻醉自己，常出消极避世，看
破红尘之语的罪魁祸首？本书的文笔流畅，虽有许多古文，不影响流畅的阅读体验；作者加入了许多
后世和国外的故事，旁征博引，还有很多插诨打科的大白话，非常有趣，忍俊不禁。
11、李斯    :李斯的狂妄，半是天性，半是蓄意。所谓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吕不韦：作为一
个生逢乱世的政治家，吕不韦的唯一缺陷便是杀心不够重。又或者他和希区柯克有着同样的嗜好，喜
欢慢工出细活，带着浪漫的忧伤，在内心的挣扎中，让一个人的死亡变得艰难而漫长。总之，他不喜
欢大面积地杀人，觉得这样太缺少艺术上的美感。苏轼: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句的人，绝不是一个
适合作官的人。东坡兄在其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叹道：我一生有三不如人。下棋不如人，喝酒不
如人，作官不如人。这最后一个不如人，最为他看重，也最令他心有不甘。　政治家的承诺就如同女
人的誓言，你如相信你就是傻瓜。当你日后因为曾把这些话当真而后悔莫及之时，要怨也只能怨自己
，因为你自愿放弃了不相信的权力　李斯和东坡兄不一样，他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他自然不会眼巴巴
地干等着，他无时无刻不在主动地挖掘着机会。李斯深知：　　在商场上，没有善意，没有恶意，只
有生意。　　在官场上，没有比较级，没有最高级，只有上下级。　　古往今来的官场，均可比拟为
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的那个
阶级，则会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12、聚光灯下，痴男怨女。权力场上，勾习斗角。仕途路上，血雨腥风。鲜光背后，有无尽的心酸。
芸芸众生，可与何人言。众人都言仕途好。假如不能出将入相，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过一生的话，还不
如过一个平实的老百姓的日子。如果你不能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的话，就不如过一个平常老百姓的日
子。如果不能选择特殊，我就会选择平常。故事的背后有多少道理，道理的背后有多少偿试，偿试的
背后有多少心酸。幸福又有多长，失落又有多大。看不尽的潮涨潮落，数不尽的花谢花开。背后的背
后又是什么？
13、话说上册是最开始写的，比较生疏，到下册和&lt;流血的皇冠&gt;就轻车熟路了，但是仍然很不错
，和明朝的幽默不同，这个更加有诗意一点。
14、不错，读起来畅快，作者有自己的主观意识，笔法流畅，叙事简练，3分调侃，7分写意。基本上
作为睡前读物看完的，历史读物里面普及型的读物，推荐喜欢历史的朋友拿来读读，标题吓人，内容
描述了李斯的仕途之旅不知道怎么都凑不够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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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Page 14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