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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开 篇 话

泱泱华夏五千年，悠悠往事如云烟。
芸芸众生帝王史，字字汇成兴衰篇。
座座青山遮不住，滚滚长江东向前。
出出成败古人戏，事事留与今人鉴。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事件恒河沙数，帝王故事馨竹难书。
中国历代的每一位帝王人物，就是那个时期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最高统治者。同时，他们

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们既有其各自的情趣和爱好，更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有的清
明，有的昏聩; 有的勤奋，有的怠惰; 有的恤民，有的害民; 有的爱国，有的祸国; 有的伟大，有的
渺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所产生的功过是非，都在各自的历史阶段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人物，对所处
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其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历史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黄
河、长江奔腾不息，总是一往无前，奔向大海。即使是作为政治上最高代表人物的一代帝王，他们
的所爱所恨、所作所为，都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而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更不能把历
史的车轮拉向倒退。一部中国帝王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的兴衰史，也是一部中国官僚制度的发
展史，“温故而知新”，总结过去，可以认识现在;温故也可以创新，总结好过去，也可以发展未来。

作者在翻阅中国历代帝王史料的同时，对历朝历代的帝王人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
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的指挥决策、行为表现，以及对历史、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了一些
分析和评价，并试图将“读史”与“赋诗”结合起来，寓“史”于“诗”，以“诗”示( 提示) “史”，以
“史”释( 解释) “诗”，采用律、绝这种格律诗的形式咏评，书名定为《中国历代帝王咏评》。

作者深知，真正意义上的格律诗有其严格的平仄要求，同时，还要避开诸如“合掌”、“重
义”等一些格律诗的禁忌;而且“诗”又大都是产生于一定的意境之中。而我的这些“咏评”，绝
大多数是就每一个帝王的行为举止和事件的结果来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有很多还不是出自于
意境，而只是就事论事，即就“史料”做“诗句”;在平仄上，因受现有史料的限制，也缺乏严格的
规范。古人有言:“诗言志，歌永言。”( 《尚书·舜典》)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诗大序》) 正是基于我对诗的这么一点肤浅的认识，我才试图将我
读帝王史的“志”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我的本意来讲，还是想通过我对这些帝王人物的
“咏评”，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同时，也试图用这种“创新”的方式，把读史与赋诗结合起
来，使枯燥的历史与生动的诗歌得到有机的融合，以期引起读者朋友们进一步对读史的兴趣。
这是我的主观愿望。
《咏评》基本上囊括了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的中国历

朝历代的帝王人物( 包括十六国、十国、北辽、西辽、北元、南明等小王朝，以及重要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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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如吐蕃、回鹘、南诏) 。在这些帝王人物中，除极个别的帝王人物确因史料缺乏而没有列
入“咏评”以外，几乎凡有史料记载的帝王人物都一一作出了“咏评”，很有影响的传说人物和
与建立政权有关的人物，如:女娲、后羿、陈胜、吴广、项羽、张鲁、黄巢、陈友谅、李自成、张献忠、
洪秀全也择要列评其中。只是根据其内容的长短和笔者分析的深浅程度以及表达的需要，在
“咏评”的篇幅上按“律”或“绝”，乃至二“绝”、三“绝”、四“绝”予以安排。

作者将上述这些人物列评其中，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在民间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女娲和后
羿的名字，几乎是中国民间妇孺皆知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的故事也是人们耳熟能详
的。再比如陈胜、吴广、项羽、黄巢、陈友谅、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他们都是著名的农民起
义领袖，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称王、也称帝( 陈友谅、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已称
帝，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没有将他们列入正式皇帝系列) 。但是，他们大都是主张反压迫、反
剥削，主张社会公平的。因此，他们对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三个人物: 一是吴广，他既非王，更非帝，而是一名由陈胜任命的都
尉。作者只是因为他和陈胜相知相遇，并积极支持和配合陈胜率先在中国发动农民起义。中
国民间对于“陈胜”、“吴广”这两个名字也特别熟悉，说陈胜，必说吴广。所以，在评说陈胜的
同时，也将吴广评列其中。二是张鲁，他亦非王非帝，充其量只是被曹操加封的一个阆中侯
( 是一个爵位，并不是实际的官名或级别，如果硬要说级别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相当于现在
的“地厅级”) 。然而，他平稳地统治汉中 30 年，实行政教合一，置义舍( 即吃住不收钱) ，教民
以诚信，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因此，作者也将这位非王非帝的张鲁
评列其中。三是安禄山，尽管他的帝位没有得到认可，但是，由于他是唐代统治集团内部挑起
斗争的始作俑者，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其影响很大，所以，也将其评列其中。
《咏评》中还有四位帝王人物不知何故并未列入《中国历代纪元表》，他们是: 东周的王子

姬朝、西汉的昌邑王刘贺、东汉的少帝刘懿和少帝刘辩。作者翻( 查) 阅一些帝王史书和网络，
都有这几位人物的记载，所以，还是将他们列评。

对于极少数有名字记载而无事迹( 史料) 介绍的帝王人物，《咏评》中仍然保留了这些人物
的名字，并且用“因史料缺乏，故不作出咏评”的“附注”予以说明。
《咏评》中所列帝王以及相关人物，均按我国的朝代和帝王人物生年的先后顺序排序。对

于部分不属于正式帝王范围的人物用“※”标明，以示区别。
对于一些少见的疑难字、生僻字都用拼音字母注音。
《咏评》中，有些帝王因为史料缺乏而介绍较少，有很多帝王是读者朋友了解得比较多的，

介绍比较全面，所以在“背景史料”的篇幅上就有多有少。
为了便于读者朋友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史称、次序、兴衰更替以及历代帝王的“帝号”或“庙

号”的了解，作者特将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高明先生所作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四字歌》和《中
国历代纪元表》全文附录。

值得说明的是，我对中国历代帝王的这些“咏评”的“背景史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历代
帝王录》( 杨剑宇著) 、《中国皇帝传》( 曹金洪主编) 、《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著) ; 同时，我还对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 进行了重点的查阅和应用。在此，特向上述我所采用史料的著作
( 包括少量网络文章) 的作者、编者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201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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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时代( 三皇五帝时期)

传说时代，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黄帝王朝时代。在这个王朝中，出现了 8 位有名的领
袖人物，史学家称之为“三皇五帝”，所以也可称之为三皇五帝时代。本时代起自公元前 30 世
纪初，终于公元前 21 世纪初。

三皇五帝，是我国传说中最早的 8 个帝王。他们其实是部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
不是现代意义的帝王。无论是按照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
年代。但是不同史家对“三皇五帝”都有不同的定义。现取《帝王世纪》及孙氏注《世本》之
说，三皇为太皞( háo) 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 五帝为少昊( hào) 、颛顼( zhuān xū) 、高辛
( 帝喾 kù) 、唐尧、虞舜。人们对女娲氏的传说也很多。因此，也附评于后。

1． 太皞伏羲氏※

人物简介:
伏羲氏，姓风，生卒年不详。又作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一说“伏羲”即

“太昊”，《史记》中称伏牺。传说中伏羲聪慧过人，为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
为人类的始祖。又相传他是古代华夏部落的杰出首领。葬于淮阳城( 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南)
北 3 里处。

远古先王重斯文，造网制瑟终“结绳”①。
观察万物演八卦②，华夏文明第一人③。

背景史料:
①据说伏羲聪慧过人，是个天才，开创了华夏文明。他发明了渔网，又发明了一种乐

器———瑟，还创作了一种叫作《驾辩》的乐曲，是他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②伏羲根据观察画出了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卦图即八卦图。
③伏羲在人类社会从母系向父系、由野蛮向文明进化时期，以其聪明和智慧，立下大功。

后人因此称他为“始祖”、“文明鼻祖”。

2． 炎帝神农氏※

人物简介:
神农氏，姓姜，生卒年不详。传说他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发明木耒、木耜，教会人民

农业生产; 他还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会人民医治疾病。传说中炎帝和神农氏原是两个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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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中又说成是一个人。葬于茶陵( 今湖南省茶陵县) 。

教民以时使宜之①，尝尽百草民病时。
发明陶器为民用②，人类第一“农艺师”③。

背景史料:
①《白虎通》中说: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

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②《中国皇帝传》中说:“神农发明了陶器，解决了人类的生活用具———器皿和陶盆、陶罐等”。
③神农氏无疑是人类最早的农艺师。

3． 黄帝※

人物简介:
黄帝( 公元前 2697—前 2599 年) ，少典和有峤氏的儿子。本姓公孙后改姬，号轩辕氏，因

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治五气( 五脏之气) 、艺五种( 稻、黍、稷、麦、菽) 、淳化野兽，举风
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成为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 见曹金洪《中国皇帝传》) 。葬于上郡
桥山( 今陕西省冀陵县西北的桥山) 。

华夏第一帝王君，传承神农集大成。
降服炎帝和睦处①，战胜蚩尤福万民②。
重德轻色娶嫫母，身教言传治重婚③。
告别野蛮建共主④，以龙图腾龙传人⑤。

背景史料:
①传说中黄帝和炎帝分别是中原两大部落联盟的首领，而且曾是敌对的双方。后来，通过

“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但并没有消灭对手，而是共同联合，互相用其所长，和睦相处，
携手创建文明。以后，华夏儿女也自称为“炎黄子孙”。

②黄帝又通过涿鹿( 今河北省涿鹿县) 一场血战，打败了一个叫九黎族的部落首领蚩尤。
于是，更多的部落首领都来归附，人民逐步过上太平的日子。

③此时正值母系氏族社会末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初期，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抢婚事件。为
了制止抢婚，黄帝提出“重色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美”。并带头身体力
行，娶了祁部落一位名叫嫫母的丑女为妻。

④黄帝历经征战，降服炎帝，诛杀蚩尤，统一了部落，告别了野蛮时代，建立了第一个有共
主的国家。后世人都尊称轩辕黄帝是“中华始祖”。

⑤之前，原来的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黄帝统一中华后，就一直考虑用什么图腾好。他
后来提出，以蛇为身，以鱼鳞护蛇身，以狮头为蛇头，狮尾为蛇尾，以鹿角为蛇角，以鹰爪为蛇
爪，拢合起来，代表各个部落图腾。她能腾飞、能爬行、能下水，具有各种动物的技能，故叫“龙
图腾”。并在农历二月初二举行升龙旗的仪式。从此，就有了“龙的传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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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少皞※

人物简介:
少皞( hào) ，也作少昊，姓己( 一说姓嬴) ，名挚，号金天氏，又号穷桑氏、青阳氏。传说活

到 100 岁，在位 84 年。死于奄( 今山东省曲阜市) ，葬于云阳山( 今山东省曲阜市西南) 。

东夷首领鸟图腾①，官员分工用鸟名②。
长留山上履职责③，察看每天日西沉④。

背景史料:
①少皞，传说中继太皞而起的古代东夷族首领。因初居于穷桑( 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北)，

后迁居于青阳( 今安徽省青阳县)。相传是黄帝后裔，父为玄嚣，母为螺祖。他的部落以鸟为
图腾。

②少皞以鸟作官名，最大的官称凤凰，掌管刑罚的官叫鹰，执掌兵权的官叫鹫; 又设有农
正、工正的官职，分别管理农业和手工业。

③少皞住在长留山上，察看西沉的太阳反射到东方的光辉是不是正常，儿子蓐( rù) 收作
为助手住在附近的泑( Yōu)山上，也从事类似的差事。

④《山海经·西次三经》说，落日西沉，气象辽阔壮观，晚霞映红半边青天，所以，少皞又称
员神，蓐收又称红光。

5． 颛顼※

人物简介:
颛顼( zhuān xū) ( 公元前 2514—前 2437 年) ，姓姬，号高阳氏。相传是黄帝之孙，昌意之

子，五帝之一;居帝丘( 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南) ，颛顼曾命重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任
火正( 一作北正) 之官，掌管民事。死后又化为半人半鱼的“鱼妇”。葬于东郡濮阳顿丘城外广
阳里( 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 。

泽被宇内贤帝王①，奖励农耕治有方②。
七十八年帝王位③，四方人神趋若狂④。

背景史料:
①传说中，颛顼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泽被宇内，功德盖世的帝王。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地位是

很高的，被尊称为“高王爷”。
②颛顼重视人事治理，实行人神分离，奖励农耕，注重四时五行的教化，耕作不违农时。
③传说颛顼在位 78 年，活到 98 岁。
④由于颛顼治理有方，四方的人神万物，凡是能动的，不管是人，是神，是花草，是禽兽，都

来投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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