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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秦始皇，姓嬴名政，赵氏，公元前260年生于邯郸。此时，秦赵

长平之战结束不过两年时间，两国之间的火药味还很浓，幼年的嬴政

跟着在赵国做人质的父亲就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这让他渐渐养

成了孤僻而冷酷的性格，直到吕不韦的出现，他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在吕不韦的谋划下，嬴政顺利回国，十二岁时成为秦国国君，

二十二岁亲政。从此，嬴政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在亲政到去世的

三十年内，嬴政奋发有为，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了震古烁今的

丰功伟业。

嬴政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作为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国君，他是

一位拥有优秀的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的合格君王。他以自己的雄才大

略为基础、以秦国优秀的人才为后盾，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了时代

赋予他的使命，顺利终结了春秋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了华夏分裂、

百姓流离的时代，因此说，他是战国时代的终结者。

同时，嬴政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在他的手中，秦政权实现了

由秦国到秦朝的蜕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诞生了。随

后，他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

些制度影响极其深远，从汉承秦制开始直到清沿明制，历代王朝的统

治方式基本沿袭秦朝。从这一角度来看，秦始皇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时

代的奠基者，可谓一制定千古。

秦始皇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两个时代无疑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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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无数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埋葬旧时代的过程中，秦始皇以暴力的

方式，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时代变迁。但在引

领新时代前进的路上，秦始皇却像一个双面人，一方面以英雄的姿态

出现，采取了诸如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统一措施，大大加速了中

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堪称明主；在另一方面，他却以暴君的面

貌出现，扩建宫殿，修造陵墓，求仙问药，焚书坑儒，横征暴敛，令

百姓苦不堪言。他是如此复杂，因此后人对其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褒

贬不一、毁誉参半。

本书的出版，特别要感谢安珍、黄慧婷、黄亚妮、海晓红、王

冠辉、张洪、李飞、李宁、李秀峰、杨寅红、乌娜吉、张耀文、崔金

英、毕陆扬、毛望成、卢浩文、李璟鑫、丁凤莲、薛帅等人的大力支

持，他们为本书做了大量校对和审定工作。限于本人水平，本书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2012年12月28日

                                                                                 李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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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秦赵同宗

春秋时代，诸国争霸，战乱不止。历史步入战国后，战争愈发惨烈。这一

时期，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就是发生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这场大

战，历时三年，秦国倾尽全力才勉强获胜，但付出了伤亡半数的巨大代价，而

赵国战败，四十万赵军将士被坑杀，从此一蹶不振。秦赵两国，可以说有着不

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但谁会想到，这样一对生死冤家，却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用一句老话

说就是：“五百年前是一家”。 

1986年，在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出土的一块编磬中有一行铭文：“高阳有

灵，四方以鼐”。这行铭文说明，秦人是以高阳为祖先的。高阳，即颛顼，黄

帝的孙子，五帝之一。生活在华夏版图之内的诸多民族，都把自己看做是炎黄

子孙，秦人也不例。虽然炎黄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在世界范围内，许多

民族都把神话中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民族起源。而且，凡是把神话英雄人物当做

自己祖先看待的民族，都会有一些本民族的神话传说。

颛顼有一位优秀的后人，名叫女修。有一天，当女修正在织布的时候，天

上飞过的玄鸟突然下了一个蛋，女修就把它吞到了肚子里，结果就怀孕了，生

下来的儿子就是秦人的始祖，名字叫大业。后来大业又娶了炎黄后裔少典氏的

女华为妻，生了儿子大费，大费是以赢为姓的第一人。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许多优秀人物为了与老天拉关系，都把自己说成是天

人感应而生的。传说华夏族的始祖黄帝是其母亲附宝感应雷电巨星而生；神农

是其母感神童而生；尧是其母感赤龙而生；最为典型的要数刘邦，史书上记载

刘邦是其母亲和蛟龙结合生下的，这件事光明正大地记载在官方的史书中，如

果不是汉家帝王授意，想必没有史官敢编造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荒唐故事。

显然，秦人与玄鸟估计也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神化自己的民族，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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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民族优越感，秦人才有了这样的传说。玄鸟其实也不是什么像凤凰似的高

级神鸟，就是普通的燕子，但这种原始的图腾崇拜对秦人后来的习俗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秦人崇尚黑色，这就是玄鸟的本色，后来秦统一后，始皇与群臣皆

穿黑色朝服，黑色就成为秦国的“国色”，秦国百姓也因此被称为“黔首”。

秦国在西北，但秦人的祖先并非生活在西北，作为炎黄后裔，他们最初

也是在中原地区活动。大约在尧舜时期，大费曾辅佐大禹治水，受到嘉奖，大

禹将黄帝的后人嫁给大费，并赐姓嬴。大费辅佐舜驯服了许多鸟兽，为人类的

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后来，有人考证大费的所作所为，认为大费和伯

益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舜的属下，也都曾辅佐大禹治水，主要的职责也

都是驯服鸟兽。如果真是这样，秦人的先祖还曾拥有过一次和平得到天下的机

会，只可惜禹没有实行禅让制，而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开创了家天下的时

代。秦人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和平获得天下的机会。

大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另一个叫若木。这些后人继承了其祖先善

于驯服鸟兽的传统。若木的玄孙费昌投奔商汤，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他做了商

汤的马车驾驶员，并参加了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大廉的两个玄孙孟戏、

中衍也成了商朝国君的御用驾驶员。嬴姓后人经过不断繁衍，凭借自身优秀的

技艺，许多分支发展成诸侯和贵族，这些诸侯和贵族同出嬴姓，封地大多在东

部地区。

到商纣王时，中衍的后人中潏成为商朝西部地区的一名将领，负责保卫西

部边疆地区。中潏的儿子叫飞廉，飞廉生了许多儿子，其中有一个叫恶来。恶

来天生神力，纣王很喜欢这对父子，对他们恩宠有加，二人也投桃报李，帮着

纣王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武王伐纣时，恶来被杀，而关于飞廉的下落，

史书记载不一，有的说他被杀了，有的说逃走了，但其部族为避难而举族西迁

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商周风云变幻之际，秦人的祖先政治上站错了队，整个部族因此蒙受了

损失，被迫西迁。但秦人凭借其祖传的技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新王朝之中

为自己重新争取到了崛起的机会，也为后来秦国和赵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周穆王时期，嬴氏族群中出现了一位善于养马御马的杰出人物——造父。

造父是飞廉的另一个儿子季胜的后人。他凭借高超的驾驭技术为周穆王驾车，

获得了周穆王的赏识。造父不仅善于驾车，还善于养马，他亲自培育出了温

骊、骅骝、骥、录耳等八匹良驹，载着穆王向西巡游，会见西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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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王西游的时候，淮河地区的徐偃王乘机叛乱，造父载着穆王日行千

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都城，为平定叛乱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周穆王为

了表彰造父的功绩，就将造父封到了赵城这个地方，造父便以封邑为氏。赵氏

由此产生，因此造父是赵氏的祖先，也是赵国王室的祖先，后来的赵衰、赵武

灵王都是造父的后人。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古时人们的姓氏是分开的，姓归姓，氏归氏，女子称

姓，男子称氏。姓是很难改变的，但氏的变化性较强，贵族往往会把自己的封

地作为氏，造父就是以封地为氏的典型，他的姓还是嬴，可以说是嬴姓赵氏。

造父封赵后不久，嬴秦部族中的另一分支恶来革就依附了造父。恶来革也

是飞廉的儿子，他的儿子女防就是秦人的直系祖先，他们都在赵城，称赵氏。

我们说秦赵同宗，就是指秦国和赵国的王室皆是出自嬴秦的飞廉一支，又同因

造父封赵而以赵为氏。

嬴姓秦氏是秦国的开山始祖，他们出自女防一支。到女防的三世孙非子的

时候，秦嬴开始发展起来。

非子善于养马，于是犬丘人把他推荐给了周孝王，周孝王很赏识非子的

才能，于是马政交给他。在非子的管理下，马群繁衍很快。为了表彰非子的业

绩，周孝王将非子封在了秦地，位置大约在今天陕甘交界地区。非子按照惯

例，以封地为氏，嬴姓秦氏一族由此诞生。从此，这一支嬴姓后裔被称为秦

人，其首领也被称为“秦×”，如秦大夫，秦伯、秦侯、秦王等。

秦人发展到秦仲统治的时代，周王朝也进入了周厉王统治时期。周厉王暴

虐无道，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不满，西部边陲的犬戎反叛王室，开始不断进攻

周王朝的西部。国人在都城发动暴动，驱逐了无道的周厉王。

不久，宣王即位，励精图治。他任命秦仲为西部边陲的大夫，负责镇压西

戎，保卫王室。从此 ，秦人正式成为周王朝的一员。秦仲不辱使命，率领秦

人与西戎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斗，保卫了周王室西部边疆的安全，最终，秦仲

战死在沙场，为保卫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秦仲死后，秦庄公

即位，他也被周王室任命为西陲大夫。周宣王给了他七千兵马，让他继续率军

讨伐西戎，保卫周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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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襄公立国

秦庄公死后，秦襄公即位。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王，进一步密切了

秦人同周王室的关系，为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襄公七年，周幽王听信谗言，废掉了皇后和太子，立褒姒为后，并将其子

伯服立为太子。他自己则日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久，周幽王为博红颜一

笑，亲手导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被废皇后的父亲是当时周王室的大臣申侯。申侯对周幽王的所作所为极度

不满，于是联合犬戎进攻周的都城镐京，周幽王毫无防备，直到犬戎大军攻到

了镐京城下，周幽王才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援。但是，诸侯王们鉴于上次烽火戏

诸侯的经历，大都以为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又在戏弄他们，几乎没有人派兵过

来勤王，周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镐京被攻破。

犬戎杀掉了周幽王，将镐京劫掠一空。秦襄公看到烽火后，便率军向镐京

进发，赶到后就与犬戎在城外殊死奋战，犬戎劫掠完毕后并未与秦军死拼，而

是满载而归地撤退了。周平王在残破的镐京登基后，面对满目疮痍的都城，

想到朝发夕至的犬戎大军，他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因此他决定迁都至洛邑，远

离犬戎。

平王决定东迁后，秦襄公再次出兵，护送周王室平安抵达洛邑。周平王为

感谢襄公勤王之功和护驾之义，下令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的地区作为

秦襄公的封地。

但是，这实际上是周平王给秦襄公开的一个空头支票。当时，岐山以西的

土地早已被犬戎占据，秦人得不到半寸实际领土。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张空

头支票对秦人的意义是非凡的。

首先，通过这次封赏，秦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和其他诸侯一样的权利，有了

与其他诸侯国平起平坐的政治资本。在礼未崩未乐坏的东周初期，这次封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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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秦人的地位，为秦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其次，在这次封赏中，秦人虽然没有得到土地，但获得了一项比土地更重

要的东西——代天子征伐的权力。周平王在封赏时说：“秦能攻逐戎，既有其

地。”也就是说，秦国获得合法封地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只要秦人攻占的犬戎

的土地，都是秦人的合法封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日后，正是在这样

的战略优势下，秦人不断征讨西戎，最终得以发展成为雄踞西陲的泱泱大国。

再次，平王东迁后，关中地区留下巨大的政治真空区，关中的千里沃野就

成为秦人发展壮大的坚实后方。关中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周王朝经过几百年

的经营，将这里发展成富庶的经济区。虽然经过战乱这里变得凋敝，但土地肥

沃、地势险要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未变化，只要有了和平的环境和合理的政策，

这里就会成为秦人得天独厚的立国基地。

秦襄公以为秦国地处西陲，于是便供奉西方之神白帝，建立了相应的神话

系统。此后，襄公一直以征讨西戎为己任。周平王五年，襄公死在了征讨西戎

的路上，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

襄公为秦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他是秦人发展史上第

一位英雄。但史书上却连他的名字也没有留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这

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历史地位，正是他在周王室危难之时毅然出兵，才使得秦人

获得了开疆拓土的权利，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让秦人得以在一个更高的起

点上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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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奋六世之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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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穆公图霸

秦襄公去世后，秦人很长时间都处于默默发展的状态，连续七任国君继

承襄公的国策，不断同戎人作战，东征西讨，不断扩张秦国的领土。秦文公在

位期间，秦人将领土扩张到岐山地区，为了表示对周王室的效忠之心，秦文公

将岐山以东的领土献给了周王室。秦宁公在位期间，秦国灭掉了周边的几个小

国，将领土扩张到了渭水地区。秦德公一即位，就将秦国的都城迁到了雍城，

奠定了秦国东进的基础。秦宣公年间，秦国与晋国发生战争，秦国取得胜利。

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表明，经过近百年的默默发展，秦人已经不满

足于关中的一隅之地，想要东出与列国一较高下。这次胜利，自然大大增强了

秦人东扩的信心。

不久之后，秦宣公去世。秦成公继位，但他也是享国之日浅，三年后便驾

鹤西归。但两位君主相继去世并没有改变秦人走出关中与列国争霸的策略。公

元前659年，一代英主秦穆公即位。秦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强盛时期。

秦穆公即位当年，就向河南地区的戎族发动攻击，明确了其东扩的基本国

策。三年后，他迎娶了晋国公主为妻，希望与晋国交好。此后，秦国与晋国多

次联姻，“结秦晋之好”也就成为后世代指婚姻的成语。但是，晋国与秦国交

界，又处于秦国东出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整个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始终处

于明争暗斗之中，不断发生冲突。

穆公确立东出争霸的策略是有缘由的，当时正是齐桓公称霸的时期，穆公

也想效法齐桓公，但齐桓公有管仲辅佐，自己要想称霸，也需要谋臣良将的辅

佐。于是他整修内部，任用贤臣百里奚、蹇叔等人，广施仁政，秦国的国力迅

速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修明内政的同时，穆公相机而动，随时准备东出参与东

方列国的争霸，这样，秦晋关系就进入了多事之秋。

穆公即位后，晋国国力强盛，因此穆公采取了与晋国交好的政策，坚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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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我我不犯人。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去，众多儿子为争夺继承权酿成内

乱。公子夷吾为了争取秦国的支持，许诺将河西五城割让给秦国，于是在穆公

的支持下，夷吾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但登基后的夷吾食言，并未给秦国河西五

城。于是，郑国的使者丕豹前来蛊惑秦国，希望秦国可以出兵讨伐背信弃义的

晋惠公，鉴于晋国的国力依然很强大，穆公便婉言谢绝了郑国的建议。

两年后，戎族联合起来再次进攻周王室，攻入王城。此次穆公联合晋国共

同出兵，击溃了戎兵。这次秦人百年之后的再次成功勤王，大大提高了秦国在

诸侯中的声望。战后不久，晋国发生了饥荒，此时丕豹又来劝穆公趁机出兵，

但穆公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为理由，再次拒绝了丕豹的建议。

然而，穆公的仁德并没有感化晋国。时隔一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但

拒绝救助，还趁人之危向秦国发动攻击，自此，秦晋关系急剧恶化。第二年，

秦国度过饥荒后，穆公亲自率军进攻晋国，不料却中了晋人的计，陷入晋军的

包围之中，形势危急。

就在此时，忽有三百勇士杀入军中，不仅救出了受伤的穆公，还俘获了晋

国的国君，形势急转直下，晋军大败。原来，这三百勇士就是秦穆公广施仁政

的结果。不久前，穆公的马在放牧时被岐山下的三百野人抓走吃掉了，官员将

此事上报后说准备将这三百人绳之以法，但穆公却说：“怎么能因为畜生而伤

害人的性命呢？”他还听说吃了马肉不喝酒会对人身体有害，于是不仅没有将

这三百人治罪，还赐给他们酒喝。后来，当这三百野人听说秦晋开战后，便赶

来助阵，立了大功。

这场战争就是秦晋韩原之战。此战秦穆公俘获了晋惠公，准备将他杀掉

祭神。周王室出面求情，穆公才答应将晋惠公放回。晋国割让了河西之地给秦

国，并将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以示和平诚意。

通过这次战争，秦国不仅得到了河西的大片土地，而且向天下展示了穆公

的胸襟和秦军的战斗力，从此，那些自以为文化先进、礼仪通达、把秦国视为

蛮夷之国的东方列国，不得不开始对秦国刮目相看了。 

公元前637年，晋惠公去世。为了争夺王位，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私自逃

回，被晋人立为新的国君。穆公对晋人再次背信十分气愤，于是命人从楚国将

公子重耳迎到秦国，准备立他为新的晋国国君。在联络好晋国一部分大臣后，

秦穆公派出战车五百乘、骑兵两万、步兵五万，护送重耳回国继位。继位后的

重耳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