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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其独特的手法和视角为您呈现秦始皇这个史诗般的理想主义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仅仅用二
十多年的时间，在世界的东方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在其后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当
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秦始皇深刻地影响着过去、现在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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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殷商由天子变为诸侯，秦人祖先由贵族降为奴隶，心中滋味自然难以言表。周武王去世，周成王
继位。成王年少，周公辅政。商纣之子武庚以为有机可乘，趁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周武装叛乱。秦人
的祖先也参加了这场叛乱。　　周公旦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被后人推崇为圣人，在他主持下，新
兴的周王朝轻而易举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对于叛乱之人，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大量杀戮，周公旦虽为圣
人也不例外。杀戮之后，参与叛乱的氏族，被迁徙到荒凉、偏远之地。秦人的祖先参与叛乱，刀下余
生之辈，背负罪名，扶老携幼，肩担手提，离开熟悉的故乡山水，流离到了陌生的西方。他们没有了
歌声，也没有了欢笑，因为他们的前方充满了艰辛，到处荆棘丛生，生死莫测。　　这些秦人迁徙到
什么地方去了呢？　　小部分秦人迁徙到黄、淮流域定居下来，后来他们还建立了一些小国，比如徐
国、黄国、江国、葛国等。他们虽然是赢的分支，但是后来却以国为姓氏，从此脱离了赢姓。　　大
部分秦人则由于参与叛逆，罪孽深重，只得迁徙到西周的边陲之地，与早年殷商时代留下的少部分秦
人会合，成了后来建立大秦王朝的赢氏一族的祖先。周王朝的边境不断向西推进，被视为化外之民的
秦人祖先只得不断西迁，最西之地大约抵达今甘肃天水附近。　　秦人祖先一直处在被奴役、被驱使
的地位，只得与夷狄杂居共处。他们顶风雨、逐水草，过着艰难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曾经是大夏臣
民，大商贵族，他们熟悉农耕民族的生活，所以他们努力地创造定居条件，发展种植、养殖业，逐步
培植了粟、麻、桑等农作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难的生活环境，低下的政治地位，磨炼着
秦人祖先的意志，陶冶着他们的性格。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到了周王朝四代王周穆王时，秦人
的处境有了一丝转机。这个转机的到来依旧是由于秦人善于驯马、养马和驾御。周穆王即位之时，已
经55岁。古书里面把他描绘成半人半神的穆天子。他有一个驾车的好手，这人就是蜚廉之子季成的五
世孙造父。　　一次周穆王西出狩猎，乐而忘归。徐偃王乘机作乱，造父替周穆王驾车，日行千里
，&ldquo;长驱归周以救乱&rdquo;（《史记&middot;秦本纪》语）。因救主有功，周穆王把赵城分封
给造父，造父一支由此以赵为氏，战国时代的赵国国君，就是造父的子孙。所以人们说&ldquo;秦赵同
祖&rdquo;。秦人的血液中，或许蕴涵着卓越的&ldquo;战斗基因&rdquo;，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
，赵国强大的战斗力，一直都是秦始皇最大的挑战。　　到周孝王时代，由于造父受宠的缘故，蜚廉
之子恶来的五世孙非子也因善于养马、驯马，周孝王命他到今陕西扶风一带，专门给周王室养马、驯
马。非子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尽心竭力，小心翼翼，&ldquo;马大
蕃息&rdquo;。周孝王大开王恩，封秦人为周的&ldquo;附庸&rdquo;，准许非子在&ldquo;秦&rdquo;地
修筑自己的城邑，恢复赢氏的祭祀。　　什么叫&rdquo;附庸&ldquo;？《礼记》说：&ldquo;天子之田
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日附庸
。&rdquo;&ldquo;附庸&rdquo;只能依附于大诸侯，没有资格与天子会面。但是对于秦人来说，这是改
变命运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自然就没有后来的称王、称帝。所以这一步得来不易，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秦人自先世以来，长期居住在中原与戎狄交界之地，他们一方面有着游牧民族凶悍、
勇猛的品性，一方面又拥有中原人的文明、智慧。从西戎少数民族那里获得骑马、射箭、奔袭等中原
人缺乏的技艺，从中原人那里他们又获得了车战、法令、变法等少数民族缺乏的知识。　　在秦人的
血管里，流着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的血液：他们既非胡人，也非汉人，既是胡人，又是汉人。正是由
于秦人的这种&ldquo;胡性&rdquo;和&ldquo;汉性&rdquo;，他们有征服西戎的冲动，有东进中原的欲望
。他们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既前后受敌，又左右逢源，取长补短，使自己越来越强大。　　秦人能够
最终统一中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秦人能够从西陲一隅，不断发展，最后征服中原，并在秦始皇
的手上完成了统一大业，靠的正是能屈能伸、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在逆境中培养出来的顽强的意志
力和桀骜不驯的性格。　　从成为周的附庸开始，秦人总算有了自己独立生活的一块小地盘，开始了
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开国创业史。　　秦人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恩赐，并非由于周天子仁慈宽厚，而是由
于周室不断衰落，西方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和侵袭，周天子要利用秦人位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
特殊地位去控制和抵御西边的戎狄。　　秦人是十分机敏而狡黠的，周天子的把戏自然瞒不住他们犀
利的眼睛。秦人在三呼万岁之后，打着天子的名义镇抚和讨伐西戎，既向天子邀功请赏，又扩大了自
己的势力范围。　　秦人的第三代首领叫秦仲，钦慕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对周天子极为恭顺，周王朝
正式派他去讨伐西戎，封他为大夫。这是秦人得到的周天子的第一个封爵。周天子的这一封赐，使西
戎组织全部力量进攻秦人。秦人抵敌不住，秦仲被杀，只得求救于已经摇摇欲坠的周王朝。&rdquo;瘦
死的骆驼比马大&ldquo;，周王朝很快组织7000人马交给秦仲之子庄公等五兄弟去组织反击。经过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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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激烈搏杀，终于击退西戎，暂时稳定了西北局势，秦庄公因此被封为西陲大夫。从此，秦人的势力
不断发展壮大，占据了周王朝西北地区的重陲之地。　　秦人的发展，似乎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轮回。周王朝终于到了衰亡的时代，这位君王就是周
幽王。周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玩笑开得实在过大，从此周幽王在诸侯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信
。周幽王废除太子立褒姒之子为太子，引起了大臣和王室的坚决反对，特别激怒了原太子的外公、申
后的父亲申侯及其家族。　　申侯拥有强大的实力，并与戎狄和秦人有着广泛的联系。申侯拼死劝谏
，周幽王大怒，削去申侯爵位，准备发兵讨伐申国。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申侯先发制人，联合
犬戎一族进攻周王朝的国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潮水般涌来的犬戎部落，如闪电一般直扑镐
京。周幽王惊惶失措，急忙命令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但是由于周幽王曾经烽火戏诸侯，诸侯中没有
一人发兵相救。　　什么叫&ldquo;烽火&rdquo;呢？　　今人登上长城的时候，就会看到&rdquo;烽火
台&ldquo;。周王朝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从边疆地区到首都，都设有烽火台，若发现敌情，即点
燃烽火，大小诸侯都要带兵&ldquo;勤王&rdquo;。烽火台是一种重要的传递军事情报的设施。点燃烽
火台的燃料不是一般材料，而是狼粪，所以古书中又称烽火为&ldquo;狼烟&rdquo;。其他材料点燃所
产生的浓烟，轻飘、易散，微风一吹即斜；而点燃狼粪所产生的浓烟，凝重、紧密，风吹不斜，历时
久长，所以烽火台用狼粪作燃料。　　诸侯不来相救，犬戎攻势越来越猛。申侯越来越控制不住局面
，最终，犬戎攻陷镐京，肆意抢掠。犬戎追至骊山，杀死了周幽王和褒姒。申侯无奈，只得发密书请
求各路诸侯&ldquo;勤王&rdquo;。　　秦庄公之子秦襄公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飞速赶到。秦人
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与其他诸侯一起很快平定了犬戎之乱。周王室与众大臣紧急磋商，拥立申侯的
外孙、原太子为周平王。周平王宣布迁都到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这标志着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　　周平王东迁雒邑，只有秦襄公率领他的非夷非汉、亦夷亦汉的队伍护驾前行，表现出只
有&ldquo;附庸&rdquo;地位的秦人的赤胆忠心。正因为这次&ldquo;勤王&ldquo;和&rdquo;护驾&ldquo;
有功，给秦人的政治地位带来质的变化。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赏给其岐山以西
的土地。从公元前1l世纪西周初年开始，到公元前771年，长达四百多年，秦人终于从奴隶成了将军，
正式建立了秦国，结束了&rdquo;附庸&ldquo;地位，取得了与中原诸侯平起平坐的资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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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以一已之力决定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发展方向，有人称他为千古一帝，也有人称他为残暴之
君，是什么原因，让秦始皇给后人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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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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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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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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