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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

帝王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他们的言行还要受到种种因素的

制约，但总体上说，帝王尤其是皇帝，他们的言行举动都可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他

们的私生活，也往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治乱和盛衰。仅以先秦后妃为例，《后汉书》卷十

《皇后纪》便依据《周礼》称：“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

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

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

险谒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

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

屯。爰速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所以也无

怪乎，以往学入要特别重视帝王研究，而普通人更对帝王及其生活产生强烈的好奇心理了。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帝王研究，普及中国帝王和中国通史的知识，山东出版集团所属

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由晋文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帝王图志》。本书精选从

古史传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462位帝王，以丰富的文物图片和简明扼要的文字，筒述了他

们的生平简历。其中先秦时期，主要选取了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始祖及其建国和亡国

之君，西周十二王、春秋五霸和战国名君等；秦汉以后，则不仅收入了从秦始皇到末代皇

帝溥仪的所有皇帝，还酌选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诸侯王。在简述这些帝王的生平业绩及其

活动时，本书尽可能地介绍他们的婚姻、家庭情况，与其有关的成语典故，载录他们的庙

号、谥号和陵寝名号。通过阅读本书的图片和文字，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历代王朝盛衰兴

亡的轨迹，也可以近距离地辨识中国历史上的明君、昏君和暴君，并间接地认识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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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妃子女、文臣武将、宦官外戚，以及其他与其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

总之，这是一部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佳作，是迄今为止收入中国帝王影像资料最全、

印制最考究、功能相对完备的历史学佳作。我相信，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是

为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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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

2008年1 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序 二

因为书名牵涉到“帝王”二字，所以在本序的开篇，有必要谈谈“皇帝”与“国王”

称号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内涵的异同。

国王和皇帝都是君主制的国家元首。按照产生时间的先后．中国历史上是先有“王”

后有“皇帝”的。考察汉字的源流，在中国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宇本义斧也”，其

写法像无柄的斧钺，头刃部下置，用以象征权力。《辞源》和《(辞海》对“王”字的解释．

第一条均为“君主的称号”。“君主”几乎就是“权力”的另一个代名词。夏、商、周三代，

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那时官职等级的划分不是很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也多自

称为王。

“皇”者，古意为“上天”、“光明”，“因给予万物生机谓之皇”。“帝”者，生物之主，

兴益之宗，“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皇为天，帝为地，“皇帝”寓意“天地是万物之主”。

中国历史上，称君主为“皇帝”始于秦王赢政。此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先是单称“皇”

或“帝”，后来称“王”，如“三皇”、“五帝”和周文王、周武王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

室式微，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也自称为王，如秦王、楚王、齐王、燕王等。公元

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六国，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决定兼采“皇”、

“帝”两个称号，合称“皇帝”，以彰显自己的尊贵。

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皇帝是天下共主．国王则成为皇帝的下属。此后，中国的国

王基本分两种，一种是帝国内部由皇帝分封并受皇帝辖制的诸侯国君主，像汉朝的诸侯王

楚王、晋王等。诸侯王在其封国内，有派遣官吏、征收税赋等相对独立的权力，另一种是

向中原帝国称臣的附属国的君主，比如清朝朝鲜、安南等国的国王。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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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历史上一直没有皇帝的称谓，因为朝鲜的君主只能称国王。越南国王保大称皇帝，是

在越南脱离中国附属国地位之后发生的故事。

显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打“皇帝”这个称号出现以后，皇帝就成为大一统国家

的第一号人物，而被皇帝分封到帝国各地．镇守一方的皇亲国戚和文臣武将最高只能称国

王，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从身份和地位上说．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国

王．已是低皇帝一个等级的人物，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和上下级关系。相对于皇帝，

他们是臣。中国历史上，对皇帝这称谓是非常敏感的，国王可以有许多．但皇帝只能有一

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附属国君主只能称国王而不能称皇帝的缘故。中国古代大一统的

朝代中，只有宋朝由于自身国力过于赢弱，所以不得不承认辽、金的君主叫皇帝，其他朝

代则没有这种情况。像五代十国或者隋末、元末这样的乱世．起兵称王者多，但对于称帝

则十分慎重。朱元璋在自己实力强大后，依然对称帝十分谨慎，前面一直弄一个傀儡当皇

帝，自己则称吴王，发号施令总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即使前面的那位皇帝是个

摆设，朱元璋也未曾把“吴王”二字放到“皇帝”两字的前面。在元末这样的乱世，没有

足够的实力就自称皇帝无异于引火烧身。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在归顺宋朝时自削帝号称国王，

但后来李煜叛宋自立，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皇帝称号。如此行为等于是反叛宋朝，

自然招致宋军的攻击，结局只能是国破人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情况下，国王尤

其是秦汉以后的皇帝，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和最高军事统帅。多数情况下．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等广泛的权力。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君

权神授”学说，又给中国帝王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皇帝成为上天神权在人世间的代表，

成为秉承上天旨意下凡到人间进行统治的“天子”，所以帝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和至高无

上的“九五之尊”。

秦始皇以后，皇帝试图将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于自己一人．但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事务繁杂，皇帝事必躬亲事实上难以做到，于是便设置了一个内阁政府辅助皇帝履行职权。

汉朝时，这个内阁政府的组织形式是三公九卿．隋朝以后是三省六部制。有了内阁政府的

存在，即使皇帝年幼或不问政事，国家机器也可以照常运转。但由于内阁政府的长官如丞

相等的权力有可能威胁到皇帝的权力，有的甚至能够取而代之，比如西汉末年王莽代汉自

立、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有鉴于此，明朝初年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

庸案发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政府内阁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同时废除节

制中外诸军事的大都督，设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各地驻军，兵部有

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军权因此被分割而最终统

一于皇帝；后来朱元璋又设立都察院和大理寺，与刑部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

都察院纠察百官，大理寺司驳正，最后由皇帝裁决。如此一来，政、军、法三权全部集中

于皇帝一身。清朝的康熙皇帝进一步加强皇权，设置南书房参与中枢机要，进一步削弱内

阁的职权，雍正皇帝创设的军机处．不是独立的政府衙门，无正式衙署，也无专职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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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均为兼职，由皇帝特别简任，办公场所只是附设在内廷隆宗门外的一排不起眼的

平房，但它是有清一代皇帝之下、六部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直接听命和协助皇帝处理

军政要务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办公场所“值房”，即那一排依附于紫禁城内廷墙外的不起

眼的低矮平房，它与高墙之内殿堂巍峨矗立的内庭形成的巨大的反差．正是中国的政府与

皇帝关系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所谓帝王者，有的是这条河中的中流砥柱，有的是泥沙俱下

的浊流污垢。有的是乘风破浪的帆船，有的是顺流而下的朽木。对于帝王，人们有的忠顺，

有的反叛。有的艳羡，有的排斥。有的觊觎，有的远离。人们对于帝王这个角色的复杂心

态，更反衬出“帝王”二字的分量。所以．钩沉其史迹，传述其轶闻，于今不无裨益——

大而言之，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代王朝国运的兴衰，帝王统治的成败得

失，可为治国平天下者镜鉴，小而言之，可增进个人修身齐家的智慧，提高自己认识问题

和处理问题的水平。总之．所有读者，都可从该书的阅读中获得教益。通览全书，我觉得

它至少有如下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本书体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特色，高品味通俗化，图文并举，填补

了中国帝王题材出版物的一项空白。有关中国帝王的选题，始终是国内图书出版的热点之

一，此前同类图书出版了不少．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部分图书的文字资料牵强附会，

反映帝王的影像资料多是今人的作品，这些都降低了有关图书的资料价值或出版价值。而

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这本《中国帝王图志》奉行“复古主义”，在文字史料的使用上。言必

有据．各种说法多数采自古籍，并说明了原始出处。在图片史料的运用上，大部分图片采

自古代作品，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历史的原生态。另外，就是尽量采用

与帝王本人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尽量选择表现他们私人化、个性化的东西，比如反映他

们衣食住行的实物照片，以及表现其精神生活的书法和绘画作品等。

第二，是一部名至实归地反映中国历代帝王生平和历史的“中国帝王图志”。本书所

选入的462位帝王，从史前时代的三皇五帝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包括帝制时代掌握实权

和对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王，以及死后追加封号的皇帝，几乎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

帝王全部收入囊中。另外，与帝王有关的图片占去全书2／3的篇幅，其文字部分～无论
是帝王小传的文字，还是关涉帝王的成语典故，抑或图片说明文字，基本是对图片内容的

补充和延伸，所以“中国帝王图志”的书名与书的内容是名副其实。

．第三，本书选题创意不落窠臼，抓住了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问题——封建时代的

头号人物——历代帝王，等于抓住了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牛鼻子。找到了认识中国古代史

尤其是封建政治史的一条捷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了从远古三皇五帝开始到清朝末

代皇帝溥仪为止的详备的帝王谱系。将历朝历代帝王个人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五千

年中国的政治文明史。帝王作为专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的核心角色．是影响国家、

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人物，其身世阅历、社会关系、性格爱好乃至他们的私生活，都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其执政行为和国家政治．从而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产生影响。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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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帝王们个人的是非功过、荣辱得失和喜怒哀乐．很大程度上就是王朝兴替和国家盛衰

的缩影。因此，了解中国历代帝王的个人历史，可以更好地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史。

最后，具有工具书性质．集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鉴赏性和收藏价值于一体。本

书图文互动．以图证史，直观和立体地反映了帝王群体的形象．拉近了现代读者与古代帝

王之间的距离，可使我们近距离和多角度地去观察和认识帝王。与帝王有关的成语典故的

内容板块别有新意，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历代帝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附录出现的《中

国历代帝王世系表》．清楚地显现了历代帝王谱系传承的脉络全貌，有一定的检索作用。本

书视野开阔，广征博引，穷尽所能找到的所有图片资料，图片之丰富，居国内同类书之冠。

帝王的小传、成语典故的文字陈述，平实，简约、洗练，但所反映的人物命运，触目惊心，

让人深思——权力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福祸同在，帝王是人世间最尊贵的职业，但也

是人世间最危险的职业。历代帝王。生老病死的正常死亡十不过一二，非正常死亡则高达

十之八九。所以，无论是历史专业人士，还是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从本书的阅读和思考中

获得启迪和教益。

诚然，由于本书的图文书稿出自异地众手，编写者对资料的占有和研究水准存在差

异．因此在史料的运用和人物的评价尺度上就不尽相同。据说书稿在成书前，经过几次调

整，数易其稿．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做到完美，但书稿的图文质量仍有参差不齐之感，有

些帝王的图片资料仍显单薄，有的甚至是空缺。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本书不失为一部

填补出版空白的有价值的好书。所以，我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阅读本书。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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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吉心

2008年8月20日，于泉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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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多万年前，中国境内就有原始人居住。

虽然远古遗物迄今发现的还不够多．但旧石器、中石

器、新石器的逐步进化，脉络已很清晰；参考古代神

话传说，可以大体厘清从蒙昧中期到野蛮末期的历史

演迸过程：史前时期，中国境内存在多元的文化系统。

从传说来看，居住在南方的被统称为蛮族．居住在东

方的被统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的被统称为狄族，居

住在西方的被统称为羌族或戎族。各族之间既冲突又

融合。尧舜禹时期，存在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为

辅的部落大联盟。禹武力强大，压迫蛮族退向长江流

域，炎黄族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并由此

孕育了华夏文化。

史前部族联盟时期，本书共收入传说中的部落联

盟首领1 3人。

史前部落联盟首领
一约公元前uoo万年I前Nooo年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