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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中国的历史，无疑是中

国这个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的灵魂所在。从有文字以来，中国人就对历史的记述有着浓厚的兴

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滥觞于前，孕育了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历史记述制度，不仅

“世有史官”，而且设立专门的著史机构；除了国家专门组织的著史工作之外，大量的私人著

史活动也是风起云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念并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历史的

真实，从而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影响深远。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几千年

来，中国产生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为了有所区别，于是产生了“正史”和“野史”之

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就正史而言，“二十四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正史总集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主干，由乾隆皇帝钦定后，

“二十四史”遂成为正史的专有名称。它包括从《史记》（司马迁）至《明

史》（张廷玉等）共计24部，3249卷，约4000万字。“二十四史”的著作年

代前后时差计1800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独有的巨著。

“二十四史”全部按照纪传体的形式，采取以人物为中心、以

时间为顺序的方式记事，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从人文始祖黄帝到明

朝灭亡4000多年间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兴旺的历史轨

迹，全面展示了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规律，翔实而细致地记

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疆域、民

族、外交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正史的“二十四

史”，是中国文明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保留着中国人集体记忆、取之不

尽的史料宝藏。作为文学的“二十四史”，处处散发着中国人独特的人文

气息，处处展现着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细腻而多姿的情感表达方

前言



式。作为百科全书的“二十四史”，凝聚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囊括了华夏民族每一步清晰而

辉煌的足迹，在历史星河中熠熠生辉……

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皇皇巨著，我们编撰出版了这部《二十四史精华》，从

二十四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编译为白话文，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保持原书

风貌，浓缩原著精华。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本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

版式设计新颖别致，书中插配了近千幅与史书内容、时代相近的绘画、书法、建筑、陶瓷、

金银器等精美图片，通过这些元素的结合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让读者全方

位、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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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卷六·秦始皇本纪

此本纪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活动为

中心，以编年记事的形式，记述了秦王朝

建立前后四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场面，

史实繁简相交，语言精彩，秦始皇与秦二

世及赵高、李斯的形象线条清晰，逼真呈

现。太史公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探索

秦朝统一与灭亡的根本原因，把考察秦朝

“成败兴坏之纪”的思想贯穿于全篇。

嬴政登位

秦始皇帝，是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

襄王曾以人质的身份抵押在赵国，在那里看

见吕不韦的妾，很是喜欢，就娶了她，生了

始皇。出生后，起名叫政，姓赵。嬴政十三

岁那年，庄襄王去世，政继承王位做了秦王。

这个时候，秦国的疆域已吞并了巴郡、蜀郡

和汉中，跨过宛县占据了楚国的郢都，设置

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前

108）继父职太史令，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成书。

《史记》记述了中国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详于战国、

秦、汉。全书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共计一百三十

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的纲要，依朝代记帝王之事。表以表格的形式，

按世系、年、月，写成简明的大事记。书叙述各种典章制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礼

乐、天文历算等领域。世家按年系事，记载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兼及个别与王

侯相当的名人。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记录了周边少数民

族及与中国来往的一些国家、地区。本纪和列传是主体，与表、书、世家互相配合和

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实现其“究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

书》）之宗旨。 

了南郡 ；往北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地方，占据

了河东、太原和上党郡 ；往东到荥阳，灭掉

西周、东周，设置了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国，

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

因为秦王年纪小，刚刚登上位，所以把国事

委托给大臣们。

平嫪毐，罢吕相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嬴政赐给他山阳

的土地，一切大小事情全由他做主。九年（前

238），秦王举行表示已经成年的加冠礼，而

此时嫪毐作乱的事被发觉，他盗用秦王的大

印和太后的印玺，发动京城部队企图攻打蕲

年宫，发动叛乱。始皇得知后，命令相国昌

平君、昌文君发兵攻击嫪毐。嫪毐等人战败

逃走。秦王在全国悬赏捉拿或杀死嫪毐，后

来嫪毐等人全部被抓获，于是嫪毐被处以五

马分尸的车裂之刑以示众，其家族全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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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年（前 237），相国吕不韦因受嫪毐牵连而被罢官。

统天下，创帝号

李斯劝说秦王，建议首先攻取韩国，以此来恐吓其他国家，于

是秦王派李斯去攻打韩国。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劝说秦王礼待各

国权贵大臣，利用他们打乱诸侯的计划，以防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出

其不意的袭击。秦王听从了他的计谋。

十四年（前 233），桓齮将军在平阳攻击赵军，攻占了宜安，

又平定了平阳、武城。韩非出使到秦国，秦国采纳了李斯的计

谋，扣留了韩非，韩非死在云阳。韩王请求向秦称臣。十八年（前

229），秦大举兴兵攻赵，王翦统率上地的军队，攻占了井陉。

二十年（前 227），燕太子丹担心秦国军队打到燕国来，十分恐

慌，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事情败露，秦王处荆轲以肢解之刑来示众，

然后就派遣王翦、辛胜去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西边击溃了燕军。

二十一年（前 226），王贲去攻打燕国。打败燕太子的军队，攻

占了燕国的蓟城，拿到了燕太子丹的首级。

二十二年（前 225），王贲去攻打魏国，引汴河的水灌大梁城，

大梁城墙塌坏，魏王假请求投降，秦军取得了魏国的全部土地。

二十三年（前 224），秦王再次诏令征召王翦去攻打楚国，攻占

了陈县往南直到平舆县的土地，俘虏了楚王。

二十五年（前 222），大规模举兵，派王

贲为将领，攻打燕国的辽东郡，俘获燕王姬喜。

回来时又进攻代国，俘虏了代王赵嘉。

二十六年（前 221），齐王田建和他的相

国后胜派军队防守齐国西部边境，断绝和秦国

的来往。秦王派将军王贲经由燕国往南进攻齐

国，俘获了齐王田建。

秦王刚统一天下，召集丞相、御史商议

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

都说始皇兴正义之师，讨伐四方残贼之人，平

定了天下，又在全国设置郡县，统一了法令，

这是自上古以来也不曾有的，五帝也比不上，

王何不称为“泰皇”，发教令称为“制书”，下
秦始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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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命令称为“诏书”，天子自称为“朕”。秦王说 ：“去掉‘泰’字，留

下‘皇’字，采用上古‘帝’的位号，称为‘皇帝’。”又下令说：“我

听说上古有号而没有谥，中古有号，死后根据生前品行事迹加个谥号。

这样，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了，没有什么意义，我不

采取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就叫做始皇帝，后代就从

我这儿开始，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始皇之治

秦始皇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原理进行推算，认为周

朝占有火德的属性，秦朝想要取代周朝，就必须取周朝的火德所抵

不过的水德。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崇尚黑色。因为水德属阴，

而《易》卦中表示阴的符号阴爻叫做“元”，就把数目以十为终极改

成以六为终极，符节和御史所戴的法冠都规定为六寸，车宽为六尺，

六尺为一步，一辆车驾六匹马。一切事情都依法律决定，刻薄而不

讲情义，犯了法的人久久得不到宽赦。

丞相王绾等进言说 ：“诸侯刚刚被平定，燕国、齐国、楚国地

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难以镇抚。权宜之计，最好封立各位皇

子为王。”廷尉李斯发表意见说各诸侯之间彼此征战，虽是同祖已

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的铜车马

车马全长 317 厘米，高 106.2 厘米，车上跽坐一御官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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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疏远。再设置诸侯没有好处。如果各诸侯国都划分成了郡县，对

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始皇

听取了他的建议，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都设置守、尉、监，

并改称人民为“黔首”；统一法令和度量衡标准 ；统一车辆两轮间

的宽度 ；书写使用统一的隶书。始皇又派蒙恬北伐匈奴，收复河套

以南以北的广大土地，并征发大量民工，将原秦、赵、燕旧时的长

城重新连接加固。领土东到大海和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到门

朝北开的地区，往北据守黄河作为要塞，沿着阴山往东一直到达辽

东郡。

明·无款·秦始皇出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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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封禅

二十八年（前 219），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了邹县峄

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

业，又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

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举行祭天盛典，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

在石碑上镌刻碑文，歌颂秦之功德。

焚书坑儒

始皇在咸阳宫摆酒设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颂祝寿辞。博士

齐人淳于越上前指责郡县制，企图说服秦始皇遵复古法，恢复西周

以来的分封制，以使国家稳定，天下太平。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下交

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认为历代社会动乱、天子威逊，都是因为国家

没有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可循，以至诸侯并起，四海分裂，其根源在

于各种儒家学说和私学的存在，使人心不一，思想混乱。他建议始

皇消灭私学，除《秦记》之外的史书一律烧毁，除秦博士官所藏《诗》、

《书》、百家语外，都要将书交到所在的郡，然后烧毁，医药、占卜、

种植之类的书除外。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

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如果

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诏说 ：“可以。”

侯生与卢生认为秦律残暴，于是商议逃跑了。始皇听说二人逃

跑十分恼怒，认为此些人的言行诽谤于他，企图以此加重他的无德，

妖言惑众，扰乱民心。于是派御吏去一一审查，这些人辗转告发，

结果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

多人，全部活埋在咸阳。

沙丘政变

三十七年（前 210）十月，始皇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

少子胡亥一同巡游。秦始皇到达平原津时害了病，后来愈来愈厉害，

就写了一封信给公子扶苏，说：“回咸阳来参加丧事，在咸阳安葬。”

然而信存放在中车府令兼掌印玺事务的赵高办公处，没有交给使者。

七月丙寅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去世。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逝世，

恐怕皇子们和各地乘机制造变故，发起叛乱，于是就对此事严守秘

密，不发布丧事消息。棺材放置在既封闭又能通风的辒凉车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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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像平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和五六个曾受宠幸的宦

官知道始皇已经死了的事。赵高过去曾经教胡亥写字和狱律法令等

事，与胡亥交情甚好。于是二人与李斯密谋商量拆开那封已封好的信，

谎称李斯在沙丘接受了始皇遗诏，立皇子胡亥为太子。接着，又写

了一封信给公子扶苏、蒙恬，列举他们的罪状，赐他们自杀。然后

继续往前走，从井陉到达九原。因为正赶上是暑天，皇上的尸体在

辒凉车中发出了臭味，赵高就下令随从官员们往车里装一石有腥臭

气的腌鱼，以掩饰臭味，让人分不出尸臭和鱼臭。

一路行进，从直道回到咸阳，发布治丧的公告。皇太子继承皇位，

这就是二世皇帝。九月，始皇被安葬在郦山墓中。

赵高专权，指鹿为马

二世皇帝元年（前 209），二世二十一岁，赵高担任郎中令，执

掌朝廷大权。秦二世按照赵高的建议，借机会查办郡县守尉中的有

罪者，并把他们杀掉，这样，在上可以使皇上的威严震天下，在下

可以除掉皇上一向所不满意的人，不给大臣谋算的机会。于是，六

个皇子被杀死在杜县。大臣们进谏的被认为是诽谤，一些大官们为

保住禄位而屈从讨好，百姓震惊恐惧。秦的施法更加严酷。

七月，戍卒陈胜等造反，陈胜自立为楚王。函谷关以东的山东

各郡县，年轻人因为受尽秦朝官吏之苦，都杀掉了他们的领导者，

起来造反，以响应陈胜，联合起来讨伐秦朝。

赵高劝说二世道 ：“先帝登位治理天下时间很久，因此群臣不

敢做非分之事，也不敢进言邪说。现在陛下正年轻，刚登皇位，怎

么能跟公卿在朝廷上议决大事呢？如果议政时有错误，就会让群臣

看到自己的弱点。天子称自己为‘朕’，朕的意思本来就是不让别人

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二世常居深宫之内，只跟赵高一个人商议各种

事情。从此，公卿很少有机会朝见皇上，各地起义的人更多了。二

世对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非但不听，还认为

他们不能平定起义，不配身处高位。于是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下

交给狱吏，审讯追究三人的其他罪过。冯去疾、冯劫说 ：“将相不能

受侮辱。”自杀了。李斯结果被囚受刑。

二世三年（前 207），各地起义愈演愈烈，而秦军节节战败。八

月，赵高想要谋反，恐怕群臣不顺从他，就先设下试验，带来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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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献给二世，说 ：“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

说 ：“丞相错了，把鹿说成是马。”问左右大

臣，左右大臣有的沉默，有的故意说成是马

迎合赵高，有的说是鹿，赵高就在暗中假借

法律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从此以后，大臣

们都畏惧赵高。

二世被杀

后来，项羽在巨鹿城下俘虏了王离等

人并继续前进，章邯等人的军队多次败退，

燕国、赵国、齐国、楚国、韩国、魏国都自

立为王，全部背叛了秦朝官吏而响应诸侯，

诸侯都率兵西进。沛公率领几万人屠灭了武

关，派人来跟赵高秘密接触。赵高害怕二世

发怒，加害自身，就谎称有病不去朝见皇上，

同时暗中跟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他的弟

弟赵成商量另立天子，改立公子婴。赵高就

让郎中令做内应，谎称有大盗，命令阎乐召

集官吏发兵追捕，又劫持了阎乐的母亲，安

置到赵高府中当人质。派阎乐带领官兵一千

多人在望夷宫殿门前，斩了卫令，带领官兵

径直冲进去，一边走一边射箭，郎官宦官大

为吃惊，被杀死的有几十人。阎乐走上前去

历数二世的罪状说：“你骄横放纵、肆意诛杀，

不讲道理，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你，怎么办你

自己考虑吧！”二世说：“我可以见丞相吗？”

阎乐说 ：“不行。”二世说 ：“我希望得到一

个郡做个王。”阎乐不答应。二世说 ：“我希

望做个万户侯。”阎乐还是不答应。二世又说：

“我愿意和妻子儿女去做普通百姓，跟诸公

子一样。”阎乐说 ：“我是奉丞相之命，为天

下人来诛杀你，你即使说了再多的话，我也

不敢替你回报。”于是指挥士兵上前。二世

自杀。

赵高召集所有的大臣和公子，把杀死

二世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立二世兄长的

儿子婴为秦王。子婴怕赵高杀死二世又加

害于自己，于是后来在斋宫杀了赵高。子

婴做秦王四十六天，楚将沛公打败秦军进

入武关，接着就到了霸上，派人去招降子婴。

子婴用丝带系上脖子，驾着白车白马，捧

着天子的印玺符节，在轵道亭旁投降。项

羽灭掉秦王朝之后，把原来秦国的地盘划

成三份，各自为王，就是雍王、塞王、翟王，

号称三秦。秦朝终于灭亡了。

太史公说：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

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

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

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

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

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秦王满足一己之

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

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

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

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

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

该的吗？然而后来秦统一了天下，以天

下为家，以殽山和函谷关为宫殿，谁想

到一个普通人带头发难，就使得秦之宗

庙被毁，国家灭亡，皇子皇孙死在他人

手中，让天下人耻笑，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不施行仁义，夺取天下跟守住

天下的形势就不同啊！

论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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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项羽本纪

项羽，秦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的盖世英雄，他力拔

山、气盖世、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但

他也性情暴戾、优柔寡断、只知用武不懂计谋，才有四面楚歌、

垓下之围，终于铸就了一个英雄的悲剧，令人叹惋。

少年项羽与项梁

项籍，字羽，是下相人，他们家是楚国的将门之后，被封在项地，

所以姓项。项羽的叔父是项梁，而项梁的父亲是项燕，项燕曾经是

楚国大将，在秦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作为世家子弟，项梁从小就

多方面锻炼项籍，请来大儒教他识字，他没学几天就不学了 ；又请

来剑客教他剑术，项籍也不好好学。项梁很生气，就骂项籍，项籍回答：

“学写字，只能够用来记姓名 ；学剑术，只能打败一两个人，我要学

习那能打败万人的真本事。”项梁就教项籍兵

法，可项籍刚刚明白一点儿兵法的大意，又不

肯学了。

后来项梁杀了人，为躲避仇家，带着项

籍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本地有名望的士大

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地方有大规模的

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需要人出面组织协调，都

是项梁出面。他偷偷地用兵法战术来组织宾客

和青年们，借此了解他们的才能和应变能力。

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力气大，能举起千斤鼎，

才能超过常人，吴中当地的年轻人都把他当老

大，很惧怕他。

秦始皇巡游天下时路过会稽郡，项梁和

项籍一块儿去看。秦始皇意气风发，威赫一时，

项籍说 ：“我可以取代那个人！”项梁吓得急

忙捂住他的嘴，说 ：“小声点，别乱说，说这

样的话是要满门抄斩的！”经此一事，项梁才

隐隐了解到项籍不一般的志向，对他更另眼 

相看。

项羽头像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与刘邦争天下失

败，最终自刎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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