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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皇帝》

前言

“皇帝”一词的发明权当属秦始皇帝赢政。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于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吞并八荒，
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位千古一帝自谓“功盖三皇，德迈
五帝”，非“皇”、“帝”无以匹配自己的丰功伟绩，显示至高无上的尊严，遂择取“皇”、“帝”
二字以自号，称“始皇帝”。自秦始皇帝始，至伪满洲国止，中国总共出现了几多皇帝？这是人们想
知晓而又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原因就是翻检不难定位难。查诸各类帝系年表，也是统计不一，各有出
入，有的立国前的君主未列，有的末代虚君不计，更有中间不少“插花”的短命皇帝被忽略，莫衷一
是，弄得欲搞清帝数的有心人无所适从，很难拿捏。可喜的是，这个大难题有人帮我们解决了。台湾
著名史学大家柏杨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自黄帝起，至满洲亡，帝王绝，共四千六百四十三
年间，中国境内出现了八十三个王朝，即八十三个中央政府，有帝王五百五十九个，其中包括三百九
十七个帝，一百六十二个王。（柏杨《皇后之死》）这三百九十七个皇帝是为正史所承认，并名正言
顺地载入《帝记》、列为编年的正统皇帝。翻检史籍年表，发现另有约一百七十位“编外”皇帝存在
（其中定有与上述帝数重合者）。本书所指的“编外”皇帝，是指除列入《帝记》、纳入帝系年表的
中央（或主流）政权以及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辽金夏三国以外的其他非主流政权或草莽政权的建
立者。所谓“编外”皇帝者，即被史家视为非正统而未列入《帝记》、未排入帝王编年体系却又割据
一方立国称尊建元、独立于或对抗中央政府的非主流政权的“小”皇帝。成王败寇，这是铁定的政治
法则，成功者堂而皇之地稳坐皇位，理所当然地列入帝系，成为正统，载入编年；没成气候的，沦为
寇贼，没商量地踢出帝系，淹没史海，成为被历史和人们遗忘的一族。能够成为“编外”皇帝的，除
去那些“傀儡”之外，自非碌碌之辈，其中不乏“固一世之雄哉”的英豪。他们只是因为天时地利人
和不假其便，再加上策略不对头，运气不大好，立国长的几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短的一年半载
，甚而旋生旋灭，一天两日的，故未能成大的气候；虽然也算是个“弄潮儿”，但大多并未掀起几朵
历史的浪花。“编外”皇帝大多本身既是开国之主，又是亡国之君，真正应验了“其兴也勃焉，其灭
也忽焉”的帝王周期律。方其初起之时，往往骤起勃兴，应者云集，气势极盛；可倒运之时，又往往
顿时土崩瓦解，国灭身死，真正是“兴勃灭忽”呀！“编外”皇帝的产生，大抵有如下方式：一、自
立。自立称尊的“编外”皇帝自身强悍，有胆识智略，并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占有一块地盘，趁着
群雄并起或朝廷衰微之时，自立帝号，这一类比例最大，如赵佗、薛举、黄巢、李自成等。二、篡立
。权臣专擅朝廷军政大权，而皇帝形同玩偶，权臣不耐烦了，就玩把“禅让”的把戏，一脚踢开傀儡
，登上政治前台，坐上龙椅，如司马伦、桓玄、王世充者流。三、拥立。本身或有一定的实力、能力
和威望，或有帝裔血统，或暗应图谶，众人甘心拥戴听命，如萧铣、李轨、南明诸帝等。四、扶立。
本身没有什么实力和能力，凭借是皇室后裔、首领之后，抑或相貌奇异或其他背景，具有一定的政治
号召力与人心凝聚力，遂被强力人物扶植为帝；这些被扶立的皇帝往往是牌位、傀儡，完全听命于强
权者。如刘盆子、徐寿辉、韩林儿等。五、附庸。其实亦属于扶立一类，只不过附庸是为外邦强国所
扶立，是人家的傀儡政权而已。如后梁之萧□、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 这些“编外”皇帝，毕竟搅
起几朵历史的浪花，闹出些动静，使历史多了些生动，多了些动荡，多了些悲惨。他们当中有贻笑千
年的政治小丑，有荼毒生灵的杀人恶魔，有揭竿而起反抗暴政的豪杰，更有功败垂成令人扼腕的悲壮
英雄。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些“编外”皇帝，钩沉浩瀚史海，拂去历史尘埃，书写《“编外”皇帝》，
旨在展现他们鲜活的历史面容，再现他们活跃于历史舞台的身影，使人们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历史，
记住那些或有功过是非、或被褒贬毁誉的“编外”皇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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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皇帝》

内容概要

《"编外"皇帝》主要内容：他们是真正的皇帝，有自己的疆土、国号和建元，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
实的帝王。这些王朝多数较为短暂，但也有立国时间长达80年之久的西辽帝国，且其疆域版图比同时
代的东方大国南宋大很多很多。但是，最终这些帝王却未能列入正史《帝记》，未被编入历史年表，
只能屈尊为“编外”皇帝，被认为是非主流政权或草莽政权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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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皇帝》

书籍目录

两汉时期
义帝[芈心]
西汉前少帝[刘恭]
西汉后少帝[刘弘]
南粤武帝[赵佗]
东越武帝[骆余善]
大汉废帝[刘贺]
汉帝[刘信]
汉帝[刘望]
汉帝[王郎]
汉帝[刘婴]
白帝[公孙述]
牛倌皇帝[刘盆子]
汉帝[刘永]
汉帝[卢芳]
[李宪]
羌帝[滇零]
[马勉]
黑帝[华盂]
阳明皇帝[许生]
[张举]
黄巾天子[马桐]
仲家[袁术]
两晋时期
氐帝[齐万年]
晋建始帝[司马伦]
神凤汉帝[丘沈]
汉帝[刘芒荡]
大黄帝[侯子光]
[范贲]
孝神皇帝[黄韬]
大魏皇帝[冉闵]
[刘显]
赵帝[段勤]
[苏林]
西燕威皇帝[慕容冲(附慕容永)]
[法长]
太平皇帝[王始]
楚帝[桓玄[
[姚懿]
南北朝时期
宋太初皇帝[刘劭]
宋义嘉皇帝[刘予勋]
吴兴平皇帝[唐□之]
氐帝[杨绍先]
魏建平皇帝[元愉]
秦帝[莫折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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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皇帝》

宋天启皇帝[元法僧]
稽胡神嘉天子[刘蠡升]
齐广安皇帝[葛荣]
齐隆绪皇帝[萧宝夤]
神兽天子[万俊丑奴]
魏建武皇帝[元颢]
僧人天子[僧强]
[王庆云]
越天德皇帝[李贲]
梁正平皇帝[萧正德]
梁天正皇帝[萧栋]
汉帝[侯景]
梁天正皇帝[萧纪]
后梁中宗宣皇帝[萧□]
梁阂皇帝[萧渊明]
梁天启皇帝[萧庄]
北齐帝[高延宗]
圣武皇帝[刘没铎]
北齐武平皇帝[高绍义]
隋唐时期
[高智慧]
[刘元进]
白乌天子[向海明]
牌位天子[李弘芝]
大世皇王[刘迦论]
太平楚帝[林士弘]
永隆梁帝[粱师都]
天兴皇帝[刘武周]
秦帝[薛举(附予仁杲)]
鸣凤梁帝[萧铣]
许帝[字文化及]
楚帝[朱粲]
凉帝[李轨]
隋皇泰帝[杨侗]
大乘皇帝[高罢晟]
郑帝[王世充]
吴帝[李子通]
宋乾德皇帝[辅公□]
文佳女皇[陈硕真]
光明圣皇帝[白铁余]
黑帝[梅叔鸾]
光帝[权粱山]
岭南天子[陈行范]
燕雄武皇帝[安禄山(附子安庆绪)]
大燕应天皇帝[史思明(附子史朝义)]
唐帝[李承宏]
汉元天皇[朱泚]
大楚武成皇帝[李希烈]
大齐金统皇帝[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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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宗权]
建贞唐帝[李□]
大越罗平皇帝[董昌]
唐帝[李裕]
五代两宋时期
桀燕帝[刘守光]
“上乘”皇帝[毋乙]
僧人皇帝[卓俨明]
半夜半日短命帝[耶律述轨]
“蛮”帝[蒙赶]
大南国仁惠皇帝[侬智高]
[耶律重元]
渤海皇帝[高永昌]
北辽天锡皇帝[耶律淳]
奚国皇帝[回离保]
北辽神历皇帝[耶律雅里(附予术列)]
楚帝[张邦昌]
[史斌]
孺子宋帝[赵□]
齐天会皇帝[刘豫]
西辽天祜皇帝[耶律大石(附子夷列、孙直鲁古)]
辽天正皇帝[耶律窝斡]
乃蛮西辽帝[屈出律]
“红袄”皇帝[杨安儿]
汉兴皇帝[张致]
辽天威皇帝[耶厮不]
[阿里不哥]
元明清时期
天完皇帝[徐寿辉]
宋龙凤天子[韩林儿]
大义汉帝[陈友谅(附予陈理)]
夏天统皇帝[明玉珍(附子明昇)]
汉明皇帝[田九成]
造历皇帝[张琏]
中兴福烈帝[徐鸿儒]
大顺皇帝[李自成]
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
大西皇帝[张献忠]
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
南明绍武皇帝[朱聿□]
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
大周昭武皇帝[吴三桂]
附录一  中国“编外”皇帝一览表
附录二  中国“编外”皇帝相关数据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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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皇帝》

章节摘录

义帝[芈心]芈心是战国时期楚国怀王芈槐的孙子（楚为熊氏，而楚国王族姓芈），公元前223年，楚国
为强秦所灭，芈心流落到民间为富户牧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后，建立集权中央
政府，他为政严苛，徭役繁重，民众不堪其苦，怨秦之心日涨。待到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胡亥即位
做了天下的主宰，然而昏庸暴虐的他根本不具备舵手的素质与能力，他所驾驶的帝国巨舟在暗流涌动
、漩涡四伏的水面上摇摇晃晃地行过一程后，很快就在惊涛骇浪中触礁沉没了。二世元年（前209）七
月，戍卒陈胜、吴广利用人们“苦秦久矣”的怨秦心理，首义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点燃
了反抗暴秦的烽火，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王。一时间天下云集响应，掀起了翻江倒海般的亡秦
狂潮。九月，原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借助天下反秦大势，会同侄子项羽率领八千人在会稽（今江
苏苏州市）起义，投身到反秦的洪流中。转年，项梁挥军渡江西进，此时陈胜、吴广被害的消息传来
，义军失去了精神领袖，谋士范增遂献“立王”之策，建议项梁拥立楚王后裔为君主，以便号令群雄
。项梁甚善其策，于是派人到民间找到了羊倌芈心，将他迎回军中。因为楚怀王被骗客死秦国，楚人
皆很怜惜怀念他，为了顺从人望，凝聚人心，项梁遂仍号芈心为楚怀王，定都盱台，自称武信君，掌
握军政大权。不久项梁因骄傲轻敌而败死，楚军受挫，怀王极为惶恐，遂将都城迁至彭城（今江苏徐
州市）。独揽大权的项梁一死，怀王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看来怀王并不是个甘当傀儡之君的碌碌
之人，他也挺有才略与胆魄，一到彭城就将项羽、吕臣手中的兵权夺了过来，亲自统领军队，掌握了
实权。他委任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封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吕臣为司徒。这时，秦将章邯因
为项梁已死，楚军不足为患，就移师渡过黄河攻打赵国，赵王数次派人前来向怀王求援。怀王遂命令
刘邦率军西进入关攻秦，直捣咸阳；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北上救赵。
同时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并平定关中，就立谁为王。前207年，项羽随着宋义北上救赵，可是主帅宋
义也很畏惧秦军的强大，大军行至安阳他就驻军不前了，一停留就是一个半月。年轻气盛的项羽为叔
父项梁报仇心切，见宋义逗留不进，急得直蹿火，多次请战，宋义就是不允，气得项羽一剑将其杀死
，夺得军权。随即挥师北上，破釜沉舟渡过漳水，巨鹿一战，打得秦军闻风丧胆，惊得诸侯将领见到
他“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此名声大震，成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听命于他。数月后，章邯
力蹙，投降了项羽，这样关东的秦军主力皆被项羽消灭了。刘邦率领西进兵团进军关中，他原打算从
洛阳入关，可是打了败仗，便改变策略，转而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阳），秦宛城守将投降，接下来根
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沿途诸城望风而降，趁势攻下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关址后移至今丹凤
东南），进抵蓝田，大破秦军，屯军霸上。秦王子婴（秦赵高于前207年八月杀秦二世，立二世侄子子
婴为秦王，九月，子婴杀赵高）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共二世，十五年。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
邦攻下秦都咸阳，按照怀王当初“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刘邦应该为关中王，但项羽战功最大，
实力最强，刘邦惹不起他，只得隐忍推项羽为“老大”。秦国已灭，项羽派人请示怀王如何善后关中
事宜，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想探测一下怀王对自己的态度。此时怀王手中已经没有了军队，项羽、刘邦
各掌握一支大军，各诸侯亦均听命于项羽，他实际上已然成了“光杆司令”。可怀王大概没有意识到
这些，仍是信守承诺，坚持“如约”，即刘邦为关中王。这一来项羽大失所望，他本来就对楚怀王不
但不感怀项氏拥立之恩，却有“重刘轻项”的倾向极为怨恨，如今对自己又是功大赏薄，旧怨新愤就
一下子进发出来。项羽依仗自己的雄厚实力与在诸侯中建立起来的威望，佯尊其为“义帝”，将他远
远迁徙到江南，定都于郴县；自己称“西楚霸王”，都于彭城。在项羽的催促下，义帝一行上路南行
，可霸王并没有放过他。前205年十月，项羽暗中派遣九江王英布追杀其于郴县（一说为衡山王吴芮、
临江王共敖击杀于江中）。芈心自被尊立为王到遇害，二年余；尊为义帝至死，十个月。芈心有抱负
有胆略，不甘受制于人，做个碌碌傀儡君主，彭城“并兵夺权”可见其魄力。但胸襟不够开阔，亦乏
知机变通，对二十五六岁的项羽没有给予足够的信任与重视，甚至有打压之嫌，既背负恩之名，又失
虎将之心，致使罅隙日深，死于非命。芈心是中国皇帝谱系中第一个“编外”皇帝。其实早在公元
前288年十月，秦昭王就遣使约齐滑王共同称帝，欲灭赵而瓜分其地，于是秦昭王自称“西帝”，齐□
王自称“东帝”。但不到两个月，双方又均去帝号，复称王。因其二位称帝在“始皇帝”之前，与后
世“皇帝”概念不尽相同，故未列入“皇帝”谱系。西汉前少帝[刘恭]公元前195年四月，缔造大汉帝
国、奠定西汉二百一十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驾崩；五月，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嗣位为帝，是为汉惠帝
，尊母后吕雉为皇太后。吕后虽是一介女流，却极富政治谋略和铁血手腕，她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
即便是高祖在世时，她也能当小半个家，如今新皇帝尚未成年，她这个权力欲极强的母后就替儿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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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大半个家。吕后出于妒忌与报复心理，残害高祖宠姬戚夫人，毒杀其子赵王如意。仁厚柔弱的惠
帝因受惊吓而生病，卧榻一年多，从此不理朝政，消极对抗母后的残忍；吕后就此执掌了国政。吕后
生养一女一儿，女儿是鲁元公主，儿子就是汉惠帝刘盈。吕后大概是出于亲上加亲、肥水不流外人田
的纯正血统考虑，便不顾人伦辈分，自作主张地让儿子刘盈娶了其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张氏为妻，并
立为皇后。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而且这个外甥女还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这给素重仁孝纲
常的惠帝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障碍，加之出于逆反心理，这对畸形婚偶基本上没有什么夫妻生活，因而
张皇后一直没有开怀生育，结果一厢情愿的吕后美梦化作泡影。夫妻间的事吕后也不便多问，无奈之
下，吕后就将后宫一个美人生的幼儿强夺过来，交给外孙女加儿媳妇张氏抚养，收为养子，取名刘恭
，立为了皇太子；为了免除后患，吕后将那个美人残忍地杀死了。汉惠帝当了七年的挂名皇帝，于公
元前188年八月晏驾，皇太子刘恭即位。由于皇帝年幼，高皇后吕雉临朝称制，以“高后”为纪年，成
为中国历史上第转眼间三四年过去了，小皇帝刘恭年龄渐长，开始懂得一些事了，他从宫人嘀嘀咕咕
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些端倪，朦胧地知道些自己的身世。母子天性，他对张皇后收养自己为子，并害死
自己生母的做法极为不满，八九岁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心机，也不知道什么叫凶险，心里想什么就往外
说什么，难免口出怨言发泄愤慨：“母后怎么能够害死我的生母，而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呢！等我长大
后，一定得报这杀母之仇！”后宫中到处都是吕后的耳目，小皇帝的怨恨之言当然逃不过吕后的视听
，吕后闻知后，怒不可遏，当即将这个人小心大、深怀仇意的小皇上囚禁到永巷（汉代宫中长巷，是
幽禁嫔妃与宫女的处所）中，对外则声称皇帝身染重病，使得朝臣不能觐见问候，隔绝内外消息，掩
盖住了事情的真相。这个小皇帝终归是个隐患，吕后于是决定实行废立之举，她将重臣召集到宫中，
宣布说：“如今皇帝已经患病日久，一直不能治愈；而且病入神经，弄得他心神错乱，难以再继续承
祧宗庙、治理天下了，应该另选贤能继任为君！”铁腕“女皇”一言九鼎，群臣除了唯唯诺诺地叩首
附和赞同，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吕后于是下诏废黜小皇帝刘恭，将他拘禁起来，没几天就把他
杀害了，估计不会超过十岁。刘恭在位近四年而被废遭杀，既无帝号，更无庙号，甚至连个帝君纪年
都没能混上，因其年幼，史家只好不含褒贬地称之为“少帝”了。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刘恭原本可以
载入《帝纪》、列入历史编年，成为正统皇帝的。惜其少不更事，怨言贾祸，失帝位，丢性命，沦为
“编外”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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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编外”皇帝立传，缘起一次睡梦中的闪念：未能进入帝系的皇帝也是皇帝，他们不应该被忽略、
受冷落，甚至遭到遗忘，应将他们从历史的尘封中唤醒，展现出他们历史的作为与曾经的辉煌，以丰
富中国皇帝的群体，填补皇帝谱系的空白；况且泛舟历史长河，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神游，聊以消
遣自娱，亦不失为乐事趣事。“编外”皇帝的定位标准，一是未能列入正史《帝记》，二是未能编入
历史年表。编选时采取宁缺毋滥的严谨态度，只收入史籍中明确记载“僭帝号皇称天子”的人物，而
史书中仅是泛称“僭越”、“建年号、国号”者未能荣登“编外”皇帝谱系。本着对历史和读者负责
的态度，本书忠于史料，拒绝戏说，摒弃演义，悉依诸史料而梳理成篇。为了较为清晰完整地展现“
编外”皇帝的经历，每位“编外”皇帝大致分为本人简历、历史背景、起事原因、登基过程、结局、
简略点评等几个层面来展示；为了便于整体把握，理清脉络，其间补注一些必要的相关史地、官职知
识。由于一些“编外”皇帝的史料记载过于简单，无法成篇，只好附录在“中国‘编外’皇帝一览表
”中。拙作能够付梓面世，实赖辽宁人民出版社不弃孤陋，在此诚挚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
所作的努力。最后感谢为编写此书提供热情帮助的友人。此书诚属兴之所至而为，由于学识疏浅，常
有赢马荷重之感，加之史料有限，挂一漏万肯定有之，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海涵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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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外"皇帝》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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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让人能了解一些历史的夹缝和边边角角的东西，但总感觉书籍内容像是作者从哪里抄来的。
2、写评论好麻烦
3、不错的书。一直很喜欢皇帝的书。自己有一本在编皇帝。现在全了
4、这书内容可读性很强，作者很仔细，通俗易懂，不过明清民国的草莽英雄不甚详细，未列全，还
有就是未列私谥（如大西皇帝张献忠死后被部下追谥为太祖高皇帝、西燕皇帝慕容永被谥为康宗武桓
皇帝等等）。但还是很好了。给个好评！很少有为这些草莽帝王立传的书籍，此书开了一个先河，希
望以后可以多看到这样的书，好书，推荐购买，物超所值哟
5、选题很有意思，写得也很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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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内容还行,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以看看,看过学到不少知识,有点问题,好像清末的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
全为何没有编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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