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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情感紊乱的抑郁人格者民――赢政
赢政内心一直处于极度紊乱状态，直到晚年，他都没建立起健全的理智，尽管现实主义的策略使他在
对东方六国的征战中节节胜利。可他征服不了自己，他在精神上是个失败者，于是，情感的紊乱和他
性格的缺陷造成了大一统帝国后期频繁的动乱⋯⋯
顺“天”化心的庸常醉汉――刘邦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出身微贱的刘邦无疑是最近人情的一个，近情精神占据着他的头脑和整个躯体，
可他同样谙熟人与人之间相互吞噬的残酷世界的逻辑，他是个混合体，没有谁能像他那般把个人的天
性与时代、群体潜意识、民族文化――理结构的深层结合得天衣无缝、难分难舍⋯⋯
性角色困扰下的激情女皇――武则天
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革命性阴阳转换的武则天，与男人苦斗一世，源于她早年性角色混乱的遗产――男
性崇拜心理，她因此无意中成为男性社会的反叛者，女性价值的终极体现者，中国千年传统的中止和
例外，一种象征，一个被不时强调的抽象概念，可面对苍天，她仍在不断诉说着其内心无穷无尽的困
扰⋯⋯
悲情勃发的感受性沉溺人格者――李煜
成年累月沉浸在伤今忆往中的李煜，是以重幻想、重情义、重精神价值和内在自由著称的，他有一颗
敏感的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文采，这所有的一切与他独特的不可抑制的感受性沉溺人格相结合
，造就了一代天才词人，同样的原因，又使他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亡国之君⋯⋯
受制于悲伤记忆的嗜血狂――朱元璋
连滚带爬渡过了自我同一性危机的朱元璋，常常迸发出一种源于残害记忆的自卑情结，从轻度人格障
碍逐渐走向精神失控，已逝的痛苦在他特别的关注下，以极为揪心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出来，频频发
作的疑心病终日追踪着他，他情绪的每一次波动都酿成了殃及下属、文人、子民的巨大灾难⋯⋯
恋尸者阴影下的萎缩生灵――光绪
光绪在人世间生活了30余年，一无所成，早年受到的惊吓和压迫促使“个体”大幅度弱化，留下了深
刻的心灵创伤，以至于到后来，这位自我压缩人格者几乎本能地成为一个在恋尸者阴影下苟且偷安的
萎缩生灵，他热切而稚嫩，只知咄咄逼人地一味蛮干――将变法维新运动作为挽救他失败人生的孤注
一掷的赌博⋯⋯
“嗷嗷待哺”的末代天子――博仪
那木呆呆，看似忠厚实则暴虐怪异，并有些心不在焉的形象，一直是近代中国血腥历史的一部分，众
人对其个人生活全方位、超强度的参与，已完全摧毁了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当慈禧太后“恩光”笼
罩，指定这位当时年仅3岁的顽童承继大统时，这位大清王朝末代天子的身后，就长起了那条像狐狸
一样象征个人命运的长长的“尾巴”⋯⋯
多余的告白（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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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不下去了
2、对心理学感兴趣。
3、清朝没兴趣。
4、写的什么玩意儿
5、高中时读过，不透彻⋯⋯
6、看看就好，套着心理学
7、作者的着眼点满独特的，分析也从心理学角度为主，其实值得再仔细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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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大凡人都有猎奇心理，我也不例外。《帝王的隐秘》这本书，我是冲着书名去的，“隐秘”
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隐疾、密闻、私密之类的字眼，所以我就兴致勃勃开卷有益了。读了一篇，
惊喜得发现这是本难得的好书，至少于我而言，它给了我很多启发。它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几位帝王的
人格，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可能作者曾经研究过心理学，所以不论在阐述秦皇的抑郁型人格或高祖
刘邦的“近情精神”，武后的男女混合性格或后主的口腔期遗留特征时，都给人学识渊博但不故弄高
深的感觉。　　读史多年，几位名君的发迹史我也算是耳熟能详，却都只停留在记其生平掌故的层面
上，从未想过深究一层，探索他们性格的形成。毕竟那是太遥远的时空，想一窥全景尚且不能，何况
是将万乘之尊摆上台面，细细解剖。也许大部分作者也同我一样，只爱内幕，不爱真相，所以书以写
宫廷秘史的居多，作者读者统统迷失在无中生有的杜撰里。这类书看起来很是畅快通顺，看完后却什
么也不剩，可能茶余饭后和一众妹妹海阔天空能引起惊叹之声，若碰上欲穷根究底之人多问两句，便
经不起推敲了。　　帝王也是生于常人，不过比别人多了五分尊崇的地位，三分天生的贵气，剩下两
分是常人没有的乖僻。地位和贵气捣腾不出什么名堂，只有那两分乖僻一旦加以发挥，便能翻云覆雨
、翻天覆地。仔细想想，帝王身上的那点乖僻如果是换在普通人身上，最多不过是个逸士高人、奇优
名伶；可在帝王家就出了秦始皇、李后主，还有不世出的奇女子武则天。就如曹雪芹所写，正气与邪
气“搏击掀发”，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又在千万人之下。　　如上所列帝王无一不是聪俊灵秀之辈，否则也不能或以文治武功建功立业，或
以诗词歌赋流传千古。但个个也都有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比如秦始皇前期的平定四海壮举和后期
的焚书坑儒。据作者分析，秦始皇的霸业建立在他极度自卑和抑郁的性格上，因为幼年貌丑，不被喜
爱，所以只能躲在阴影里靠读书自慰。之后抑郁性人格主宰了他的大半生，凭借征战、建功、修宫殿
和严酷刑法掩饰内心常常上涌的不安和不稳定感，他的一生，不懂何为爱，也未被真正爱过，他只能
拼命工作以获得成就感，就像起高楼而没有地基，越靠近老年，建立功绩就越不能给他带来平静，又
屡屡碰上刺杀事件，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逃不过生老病死。多年的信念迅速瓦解崩
溃，为他敲响了丧钟。　　当然，所谓的抑郁型人格，只是作者根据少量的史料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
推断的结果，毕竟秦始皇的成长过程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他成年后的所作所为中找出一些蛛
丝马迹，“赢政的残忍和对暴力的喜好，以及对茶毒生灵的热衷和专注，是抑郁人格者内心挫败和情
感紊乱超乎寻常地强烈到病态临界点的标志。”按照抑郁型人格的显象和秦始皇比对，大概可以将他
的功过做一个合理解释，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本书的妙妙在它的独辟蹊
径，也在于它的广阔联想，用这种方式想东西的人，必然是个热爱观察、常常思考的人，从读这本书
中发现乐趣最后有所收获，让我觉得收益良多。
2、情感紊乱的抑郁人格者民——赢政 　　赢政内心一直处于极度紊乱状态，直到晚年，他都没建立
起健全的理智，尽管现实主义的策略使他在对东方六国的征战中节节胜利。可他征服不了自己，他在
精神上是个失败者，于是，情感的紊乱和他性格的缺陷造成了大一统帝国后期频繁的动乱⋯⋯ 　　   
顺“天”化心的庸常醉汉——刘邦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出身微贱的刘邦无疑是最近人情的一个，
近情精神占据着他的头脑和整个躯体，可他同样谙熟人与人之间相互吞噬的残酷世界的逻辑，他是个
混合体，没有谁能像他那般把个人的天性与时代、群体潜意识、民族文化——理结构的深层结合得天
衣无缝、难分难舍⋯⋯ 　　   性角色困扰下的激情女皇——武则天 　　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革命性阴阳
转换的武则天，与男人苦斗一世，源于她早年性角色混乱的遗产——男性崇拜心理，她因此无意中成
为男性社会的反叛者，女性价值的终极体现者，中国千年传统的中止和例外，一种象征，一个被不时
强调的抽象概念，可面对苍天，她仍在不断诉说着其内心无穷无尽的困扰⋯⋯ 　　   悲情勃发的感受
性沉溺人格者——李煜 　　成年累月沉浸在伤今忆往中的李煜，是以重幻想、重情义、重精神价值和
内在自由著称的，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文采，这所有的一切与他独特的不可抑
制的感受性沉溺人格相结合，造就了一代天才词人，同样的原因，又使他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的亡国之君⋯⋯ 　　受制于悲伤记忆的嗜血狂——朱元璋 　　连滚带爬渡过了自我同一性危机的朱
元璋，常常迸发出一种源于残害记忆的自卑情结，从轻度人格障碍逐渐走向精神失控，已逝的痛苦在
他特别的关注下，以极为揪心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出来，频频发作的疑心病终日追踪着他，他情绪的
每一次波动都酿成了殃及下属、文人、子民的巨大灾难⋯⋯ 　　恋尸者阴影下的萎缩生灵——光绪 
　　光绪在人世间生活了30余年，一无所成，早年受到的惊吓和压迫促使“个体”大幅度弱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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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以至于到后来，这位自我压缩人格者几乎本能地成为一个在恋尸者阴影下苟且偷
安的萎缩生灵，他热切而稚嫩，只知咄咄逼人地一味蛮干——将变法维新运动作为挽救他失败人生的
孤注一掷的赌博⋯⋯ 　　“嗷嗷待哺”的末代天子——博仪 　　那木呆呆，看似忠厚实则暴虐怪异
，并有些心不在焉的形象，一直是近代中国血腥历史的一部分，众人对其个人生活全方位、超强度的
参与，已完全摧毁了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当慈禧太后“恩光”笼罩，指定这位当时年仅3岁的顽童
承继大统时，这位大清王朝末代天子的身后，就长起了那条像狐狸一样象征个人命运的长长的“尾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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