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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华夏文明已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其中有两千多年处于封建

社会。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皇帝从秦始皇的时候就

有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王绾、李斯等根据三皇的名称，上尊其

为泰皇。而嬴政自以为 “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

为始皇帝，从此中国历代封建君主都称皇帝。

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每个开国皇帝历经困难建立新的

朝代，经历后继者的努力使其发展到鼎盛，随之而来逐步衰落直到

灭亡，新的朝代又建立，历史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本书选取了自

秦二世胡亥以下的十二位末代皇帝。他们分别是指鹿为马的秦二世

胡亥; 既是创建者又是亡国者的外戚王莽; 被曹操 “挟天子以令天

下”的汉献帝刘协; 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刘禅; “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的前秦宣昭帝苻坚; 三征高丽、被逼自缢的隋炀帝杨广; 临危

受命、力挽狂澜的金哀宗完颜守绪; 内忧外患、惨淡经营的明思宗

朱由检……纵观这些亡国皇帝，他们大多数都碌碌无为、毫无建树，

成为权臣专权的工具; 他们大多数都贪图安逸、施行暴政，在全国

人民的反抗中灭亡; 尽管苻坚、完颜守绪、朱由检都企图振兴祖业，

但都只是困兽犹斗，终究没能逃过亡国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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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让我们痛恨不已，有的让我们深感同情。

正如唐太宗所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阅读本书，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

不要像历朝末代皇帝那样唯唯诺诺、骄奢淫逸，我们应该独立自主，

艰苦朴素; 不要像亡国皇帝那样麻木不仁、心狠手辣，我们应怀有

善良之心，善待他人、关心他人。这样才能在漫漫人生路上走得更

远，创造出自己辉煌的人生。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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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胡亥 ( 公元前 230 ～前 207

年) ，是秦始皇第十八子 ( 最小的儿

子) ，长子扶苏的弟弟，公元前 210 ～

前 207 年在位，史称二世皇帝。早年跟

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出

游南方病死在沙丘后，胡亥在赵高与

丞相李斯的帮助下被立为太子，杀死

兄弟姐妹 20 余人，并逼死扶苏而当上

秦朝的二世皇帝。即位后，宦官赵高专权，实行惨无人道的暴

政，全国上下一片骂声，农民起义不断。公元前 207 年，被赵

高杀害。

继 位

在秦始皇的众公子中，胡亥论才干绝对不够即位的资格，但是

赵高为了自己专权而一手策划了胡亥即位。长子扶苏是最优秀的，

并深受秦始皇的喜爱，秦始皇也将他作为继承人来培养。为了增长

他的治国经验，派他和蒙恬一块戍守北面的边境。

而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是出名的纨绔子弟，没有任何风度可

言。有一次，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儿子们也参加。胡亥遵命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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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但他不愿和大臣们循规蹈矩地在父亲面前喝酒，吃饱了就借故

退席了。在殿门外整齐地排列着群臣的鞋子，因为按照当时秦的规

定，大臣进入宫殿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放在殿门外。这些整齐的鞋子

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边走边随意地将群臣的鞋子

踢得横七竖八。俗话说 “小中见大”，后来胡亥治理天下，就像他踢

鞋一样把国家 “踢”得乱七八糟，最后乱得连自己的性命也搭进

去了。

胡亥的公子哥的形象加上赵高的教唆，使他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赵高本是宫中的太监，但他精通刑法，写得一手好字，并且身高力

气大，因此深得秦始皇的宠信，被提拔为车府令，负责皇帝的车马

仪仗。为了巴结胡亥，赵高经常教胡亥书法和如何断案，在赵高的

三寸不烂之舌下，胡亥被牢牢地控制，一切听从赵高的指挥，这为

以后赵高鼓动胡亥篡位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胡亥也随行，当时他 20 来岁，仍是个

公子哥。秦始皇病死后，受到赵高的蛊惑，和赵高、李斯一起改了

秦始皇立长子扶苏继承帝位的遗诏，自己登上了不属于他的帝位，

结果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赵高的阴谋之所以得逞，李斯的作用不容忽视。赵高深知李斯

的地位对他立胡亥为帝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他找到李斯说

出自己的打算，但被李斯一口回绝。

赵高则继续鼓动李斯，并不慌不忙地说: “李丞相，您最好好好

考虑一下，在朝中，您的功劳能和蒙恬相比吗? 您的威望、您的计

谋能和蒙恬相比吗? 况且，扶苏对您的信任也没有对蒙恬的深，假

如扶苏即位，那丞相的职位肯定就是蒙恬的了，哪还会有您的立足

之地? 丢掉丞相倒是小事，身首异处也不是没有可能。您还是好好



3

想想吧，命运就掌握在您自己的手里。”

李斯权衡利弊，最终和赵高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篡改遗嘱，拥

立胡亥为帝。

骨肉相残，杀害忠良

胡亥登上帝位之前就害死了自己的哥哥扶苏。胡亥和赵高、李

斯一起伪造了诏书送到在北面边境戍守的扶苏和蒙恬处。假诏书斥

责扶苏和蒙恬戍边十几年，不但没立战功，反而还屡次上书肆意非

议朝政; 指责扶苏对不能回京城做太子而耿耿于怀，怨恨不已，所

以赐剑让扶苏自刎; 又说蒙恬对扶苏的行为不进行劝说，实为对皇

帝不忠，也令其自尽。

扶苏听了诏书，流着泪想要自刎，阅历丰富的蒙恬劝他向皇上

申诉，如果诏书内容属实再自刎也不晚，但扶苏却说: “父皇让我

死，还有什么可申诉的呢?”说完含泪自尽。而蒙恬却据理力争，不

肯自裁，使者见他不听从诏命，就将他投入阳周 ( 现在陕西子长北)

的监狱里。

胡亥做皇帝后，对众多兄弟姐妹更是残忍有加，毫无人性可言。

其中最残忍的是在咸阳将 12 个兄弟处死。另一次在杜邮 ( 今陕西咸

阳东) 又将 6 个兄弟和 10 个姐妹碾死，场面惨不忍睹。将闾等三人

也是胡亥的兄弟，他们三个人比其他兄弟都沉稳，胡亥找不出什么

罪名陷害，就关在了宫内。等其他的兄弟被杀后，赵高派人逼他们

自尽，将闾他们对来人说: “宫廷中的礼节，我们没有任何过错。朝

廷规定的礼制，我们也没有违背，听命应对，我们更没有一点过失，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国家忠臣，却要我们自裁?”来人答道: “我不知

道你们为什么被定罪处死，我只是奉命行事。”将闾三人相对而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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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引剑自刎。

在胡亥的众兄弟当中，死得名声好一点的是公子高。他眼看着

兄弟姐妹们一个接一个被胡亥迫害致死，知道自己也难逃厄运。但

逃走又会连累家人，于是下决心用自己的死来保全家人的安全。他

上书给胡亥，说愿意在骊山为父亲殉葬。胡亥很高兴，又赐给他 10

万钱。

除了屠杀兄弟姐妹，胡亥对其他不听话的文武大臣也不放过。

首先迫害的是蒙恬兄弟，开始胡亥想继续用他们，但赵高害怕战功

显赫的蒙氏兄弟对自己构成威胁，就向胡亥造谣说，秦始皇原本想

立胡亥做太子，但蒙恬的弟弟蒙毅在秦始皇面前毁谤胡亥，极力阻

止，秦始皇才打消了立他做太子的念头。胡亥却信以为真，不但没

有释放蒙恬，还将蒙毅也囚禁在代郡 ( 今河北省蔚县东北) 的监狱

中。尽管有人劝阻，但胡亥不听。后来，又派使者逼蒙毅自尽，然

后又派人到阳周的监狱中逼蒙恬自杀，蒙恬开始不肯，声辩说要见

胡亥，请他收回诏命，使者不许，蒙恬见生还无望，只得服毒自尽。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对其他大臣也大开杀戒。右丞相冯去疾

和将军冯劫为免遭羞辱而死，选择了自尽。在杀死大臣的同时，赵

高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进去，他的兄弟赵成做了中车府令，女

婿做了都城咸阳的县令，朝中的要职遍布赵高的党羽。胡亥只知道

自己享乐，对赵高的这些阴谋动作毫无防备，最终死在了赵高之手。

杀了许多朝中的大臣，赵高还不满足，又寻找机会唆使胡亥对

地方官吏也下毒手。在胡亥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 209 年年初，

胡亥效法自己的父亲巡游天下。南到会稽 ( 今苏州 ) ，北到碣石

( 今河北昌黎北) ，最后从辽东 ( 今辽宁辽阳) 返回咸阳。在巡游途

中，赵高阴险地对胡亥说: “陛下这次巡游天下，应该趁机树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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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信，把那些不听从的官吏诛杀，这样您才能有至高无上的威

信。”胡亥不问青红皂白，就连连下令诛杀异己，结果弄得大臣们惶

恐不安，而年轻无为的胡亥成为奸臣赵高扩张权势、树立威信的工

具而已。

当然，赵高也没有放过曾经的盟友李斯，他借胡亥之手除掉了

这个对手。赵高设计，使胡亥对李斯不满，然后又找机会向胡亥捏

造了李斯的三条罪状: 一是李斯原来参与了拥立胡亥即位，但后来

总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想和胡亥分土做王; 二是李斯的儿子李由做

三川郡守，而陈胜作乱经过三川郡时，李由却不积极镇压，因为他

和陈胜是邻县的同乡，并且听说李斯和陈胜他们也通过信息; 三是

李斯作为丞相，权力过大，超过了皇帝，但还不满足，似乎怀有

二心。

胡亥听了赵高的话，想抓李斯，但又没有真凭实据，就先派人

监视李斯。李斯听到消息，就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胡亥却不肯相

信，反而将书信给赵高看。赵高知道和李斯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

斗争，就进一步地罗织罪名诬陷李斯。胡亥果然听信了赵高的一面

之词，将李斯抓捕，并交给赵高负责审理。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李斯用尽了酷刑，逼李斯认罪。李斯无法忍受

酷刑折磨，只得屈打成招。赵高拿着李斯的供词上报胡亥，最后，

公元前 208 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李斯被处以极刑: 先是黥面

( 即在脸上刺字，是秦朝的一种侮辱刑) ，然后劓 ( 即割鼻子，也是

秦的一种酷刑) ，砍断左右趾 ( 即砍掉左右脚) ，又腰斩 ( 拦腰斩

断) ，最后是醢 ( 音海，即剁成肉酱) ，这在当时是最为残忍的一种

处死方式，叫做 “具五刑”，即用五种刑罚处死。李斯的家人也难逃

此劫。赵高后来终于为自己的残忍付出了代价: 两年后被秦王子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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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杀。

苛政亡国

胡亥坐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只想享乐一生，有一次他对赵高

说: “人这一生就像飞奔的马过墙的缝隙一样快，做了皇帝，我想尽

心享乐，爱卿你看呢?”这正合赵高心意，从此只需讨好胡亥享乐，

自己更大胆地专权。

有了赵高的支持胡亥还不放心，又向李斯询问如何才能长久地

享乐下去。他对李斯说: “我听韩非说过，尧治理天下的时候，房子

是茅草做的，饭是野菜做的汤，冬天裹鹿皮御寒，夏天就穿麻衣。

大禹治水时，奔波东西，劳累得大腿掉肉，小腿脱毛，最后客死异

乡。做帝王如果都是这样，难道是他们的初衷吗? 贫寒的生活大概

是那些穷酸的书生们提倡的吧，不是帝王、贤者所希望的。既然有

了天下，那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才叫富有天下

嘛! 自己没有一点好处，怎么能有心思治理好天下呢? 我就是想这

样永远享乐天下，爱卿你看有什么良策?”

李斯唯恐胡亥听从赵高的话，自己失宠，于是写了一篇文章

《行督责之术》，向胡亥献出了独断专权、酷法治民的治国方法。即

用督察与治罪的方式来巩固中央集权，镇压百姓的反抗与违法。

有了李斯的主意，胡亥便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他继续大量征

发全国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调发 5 万士卒来京城咸阳守

卫，同时让各地向咸阳供给粮草，而且禁止运粮草的人在路上吃咸

阳周围 300 里以内的粮食，必须自己带粮食。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

外，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终于在公元前 209 年激起了陈胜、

吴广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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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世胡亥根本不相信，只喜欢听天下太平的好话。在一次讨

论是不是发兵平定起义时，胡亥竟然不同意有 “反叛”的事，发兵

当然也就没什么必要了。叔孙通了解胡亥，便说: “他们说的天下反

叛根本就不对，先皇早已经拆毁了城墙，熔铸了天下兵器，有您明

主坐堂，有严明法令行于天下，国家安定，人民富足，谁还会造反

呢? 现在陈胜、吴广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盗贼而已，地方官正在积

极追捕，请陛下尽管放心就是了。”

胡亥听了，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说得好，然后他又问其他人，

有的说陈胜是 “盗贼”，有的则说是 “造反”。说 “盗贼”的没有

事，说 “造反”的就治罪，因为说 “造反”等于说天下大乱。治罪

的罪名是 “非所宜言”罪，就是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种罪名是一

种典型的封建专制刑法，秦朝后来虽然灭亡了，但后来的很多朝代

都继续沿用了这种罪名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起义，被秦国灭掉的

六国后裔们又重新打出六国的旗号反对秦朝的统治，各地称王割据

的更是不计其数，陈胜的属将之一周文领兵 10 万直奔函谷关而来，

秦朝的末日终于到了。秦始皇 “传之无穷”的美梦就此破灭。

相关链接

指鹿为马

秦二世时，丞相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

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

底。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

可以摸清有多少人敢于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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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

说: “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 这哪里

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 便笑着对赵高说: “丞相搞错了，这

是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慌地说: “请

陛下看清楚了，这的的确确是一匹千里好马。”秦二世又看了看

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 “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看

时机到了，转过身，用手指着众大臣们，大声说: “陛下如果不

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私下里嘀咕:

“这个赵高搞什么名堂? 是鹿是马这不是明摆着吗?”当看到赵

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轮流盯着每个人的

时候，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

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

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

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

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 “这的确是一匹

千里马! ”

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

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现在我们用 “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9

新朝王莽

王莽 ( 公元前 45 ～ 公元 23

年) ，字巨君，魏郡元城 ( 今河北大

名县东) 人，祖居东平陵 ( 今山东

济南东) ，汉族。汉元帝皇后侄，新

朝建立者，公元 8 ～ 23 年在位。西

汉哀帝自元寿二年六月 ( 公元前 1

年) 去世后，9 岁的汉平帝即位，

元后临朝称制，以王莽为辅政大臣，

出任大司马，封 “安汉公”。至公元

8 年，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 “新”，年

号 “始建国”。直至公元 23 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在混乱中被

杀，死时 69 岁，新朝灭亡。

王莽的崛起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历经 13 帝，200 余年，到了孺子婴

手中，即告断绝，其后经过了 20 年的战争，由汉光武帝刘秀再次复

兴汉室，由于两朝都是为刘家所创，因此历史上都称汉。后人为便

于区分，称刘邦所建的为 “西汉”; 刘秀所建的为 “东汉”。在西

汉、东汉之间的 20 余年，既不属西汉，又不归东汉，成了一段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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