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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持。

积步流绝塞，落日捷连营。

战伐爵声罪，驰骋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清朝康熙年剖，中冒西北地区的割据势力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点黯起摄乱的战火。为维

护吕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康黑亲率大军，三临漠

北，前后药时八年，平定了噶尔丹叛乱。上面这

曾五言诗就是康黑在出塞亲征的途中写下的，

抒发了一代君王铁马金戈、雄奇豪迈的气概。

政变与叛乱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提有特点

的历史现象。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蔚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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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值得向世人夸耀的辉煌篇章。但无庸讳言，一部中雷封建史，

也是一部浸透着血与火的惨痛历史。翻开浩擎的史籍，字里行离

不时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血靡之气。一次次黄袍加身， - 1:雪覆王寇

落地，与国祥假移、江山易主相伴随的往往是就夺、篡位、屠杀、

撞掠……叛乱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如同陪着在君主专制1m.

体上驱之不散的幽灵，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

为了阐明导致叛乱频仍的报源，这里需要补叙一些历史背

景。夏以前的社会投况，我1fl 所知甚少。那时的黄河漳域似乎

是一片令人悠然神往的祥和乐土。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由各民

族共爵撞举，每{满书·尧典〉记载，尧年老退位时，没有传

住其子丹朱，而是传给众望所归约费者舜;舜晚年同样选贤传

位，被推举的是禹。这种继承方式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禅

让"髓度。孔子曾以称赞的口吻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

泉陶，不仁者远矣!"但到了禹退位时，继承者却不是众人推

举的伯盏，而成为爵的儿子启。这标志着最高统治者新老交替

的方式已开始由"禅让"向世袭，苏即由传资向传子过渡，由

此开销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局茧，从而诞生了奴隶制王朝

一一夏。这种变化绝非费然，历史的逻辑本该如此。权力的更

迭和财产的继承是紧密相连的，世袭制的产生和发展同私有制

的产生和发展患息相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 E家形态夏

朝的建立揭开了中自君主专制政体的序摹。

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是皇权露于一切"最即国家" "家

居一体'\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天下财富尽归皇帝房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欲是人类基本的天性之一，权力越集

中，便越具有诱惑力。封建砖代至畜无上的皇枝，自然成为众

多政治野心家竞相追逐的终极 E 标。然商，在专制制度下，在

住君主没有任攘限制，帝住的更替葱式为父亮子继，皇位的终

身制与世袭髓造成君权转移的莲围极为狭小，非皇家血统者自

然无缘向津，即使皇族子弟，非太子亦不得染指。由于缺乏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住 i句"龙子龙孙"以外的人转移的合法途径，那些凯魏王住而

又据有实力的人物通过暴力或罔漾夺取王位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者，在私有制社会里，权力是贪敬的锺生剂，而没有任何

约束机制灼君权必然带来自身的高度腐败。遍费支中国茄代皇帝，

开明、勤政、她究者为数不多，商暴虐、荒淫、委庸者比比皆是。

昏君在位，朝绢紊乱，雷事焉得不襄?商各类矛盾的激化自然给

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借此制造动乱，于乱中夺权。正如清初

磨型民所说..帝室富贵，生写骄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

数世有二三资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

即罪。……需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黄宗毅

也曾严勇拉判"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然周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商己矣!"由此可见，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吕封建时代政变与叛乱

层出不穷、愈演愈到最主要的摄嚣。

本书所记述均是自寨江迄至清代茄朝统治褂级内部 E权力

之争而发生的政变与叛乱。就具体内容与特点而言，大致可归

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其一，王室内革，骨离担黯

〈红楼梦}中的探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咱到剖是一家子

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马鸡锐的?银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

体!"借用这夜话描述宫廷之中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真是再

贴切不过了。

殷商时期，世袭制由"克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过渡，

翼翼公峙，为避免王室内部 E争夺皇位商引发动乱，规定了第

长子继承斜，皇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一旦皇帝驾巅，太

子却可即住称帝。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相对稳定

性。熬琵皇帝后妃众多，俗话说"三宫六院七十二纪"并非夸

大之词。众皇子虽有娟靡之分，但皇帝亲蔬有别，爱屋及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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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君之位产生争议也是啻有的事。理绕皇位继承，皇子之商勾

心斗角，相互猜忌，视知寇锐，兄弟相争血裁宫内的惨展历代

皆晃。睡文帝的五个儿子皆为独孤皇后所生，自幼相亲相爱，

文帝为此颇党政慰，曾夸耀说..前世天子，溺于婪幸，婿庶

分争，遂有庭立，或至亡国。虽是傍无姬侍，五子向母，可谓亲

兄弟也，岂有此忧邪!"然而文帝高兴的大早了，权力的诱惑

使兄弟亲情萄酷无存。杨氏兄弟为争铺位相互残杀，最终皆亮

子非命。文帝自已也未得善终，杨广为拾班夺枝，乘文帝病意

之际暗麓杀手"血戴御屏，冤痛之声院子外"。

"煮豆黠豆冀，豆在釜中泣。本是国摄生，相煎何太急!"

一首世人皆知的七步诗造出了宫廷内兄弟之闰胃室操戈自相残

害的内幕，倾诉了无辜受戮者的满震哀怨、-}!;!悲费!皇宫的

高墙内表E上歌舞升平，金迷纸醉:精地里屠刀霍霍，杀桃园

伏。贵为皇室凰霄，商欲享平莫之乐，又何其难也!曾有一位

年仅十岁的皇子〈南朝末孝武帝刘骏之子刘聋}在被其兄杀戮

时发出"愿来世不生帝王家"的哀叹，王室内乱的惨商于此可

见一斑。.

其二，外戚专枝，篡虱天下

外威擅政是宫廷内乱的又一提嚣。世袭制盆往导致幼主临

朝，母后听政，这就为外戚独捷大扭提供了契机。外就利用其

在宫廷内的特殊地位扩张势力，进而挟制君主，专擅朝政。外

戚专权是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又以两江时期最为典型。东江

章帝年幼即位，窦太后站朝称制，其兄窦宪得以握握朝政，

"窦民父子兄弟并居列位" ..属史守令多出其目"。黄帝在佳

时，外戒渠冀事取国柄，专横无患，竟皇帝子鼓掌之中。质帝

少年气盛，忍无可忍，私亨里责骂梁冀为"载患将军"，不想

一言不慎，惹恼梁冀，竟捂致杀身之祸。"母后!撞朝，未有不

乱者"商外戚专权，结果必然是纲纪襄毡，冒充宁旨，最终

往往酿成亡国之祸 o



莫三，宣言乱政，擅兴靡立

宦官是中医君主专制制度下产生的一个连藉，其篡乱朝政

较之外革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宫说起来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身

价十分卑艘。但"任人唯亲"是封建社会的通病，宣宫终日侍

侯皇帝起居，自然容易得到主子的宠爱。特别是外藏与权臣一

旦势力过度膨胀，势必对皇权构成赢!iJ.; 商宣宫作为阉割过约

"到余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当皇帝的，这就使皇帝在倚重宦宫

对有了一种安全感，宣官由此途径进入了政治领域。

宦官乱政的朝代有秦、汉、署、宋、明，尤以唐代为烈。

唐玄宗时让宦官组成内朝，协助他处理政务，后来发展到任用

宣宫执掌枢窜，统帅禁军并外出监军，在又重一时，势力量赫。

因为宦官由身无望摄足九五，擅自襄立皇帝就成为其篡玫夺权

的拿手好戏。宦官凭借手中的权力，俨然成为皇位继承的裁决

人，制造了一起起立帝、废帝甚至就帝的宫廷内乱。晚唐八位

皇帝，有七位为宦官房立，昭宗为宦官所庭，宪宗、敬宗副被

宣宫武杀。唐嬉宗在宦官面前蕾苦枯莓，唯唯诺诺，称宣宫留

令致为"阿父"，实际上己沦为听凭摆布的政治玩偶，宣宫那

或为专横最雇、不可一世的太上皇，下棱上替，至此而载。

其圃，弄姓夺权，改朝换代

一皇室宗亲为争夺王位尔虞我诈，互不相让，殊不知"蛙蝉

捕蝉，黄雀在后"。朝中那些贵族官镣和权臣悍将受权力的诱

惑与野心的驱使，也对皇位垂涎三尺，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

逞。他们或凭借其"世代替蟹"或锥仗其赫赫战功，处心积

患地罗致亲信，诛黯异己，一步步扩大自已的校力，待割翼丰

满，势力足以与皇帝分庭拉礼，副形成逼主之券。如东晋初

年，军政大权掌握在世家大族王导、王敦手中，当对即有"王

与马(司马)，共天下"的说法。而在位皇帝一旦大权旁落，

江山易姓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王莽是中菌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一个篝位者。《汉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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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传》详细记载了王莽权力增长的过程。王莽以外戚拜为大司

马、大将军后，先后清洗了傅、丁两家外戚势力，铲除于公孙

词等反对撮，成为一手操纵西汉朝廷的铁腕人物。为了清除篡

佳的障碍，王莽残忍地毒杀了 14 岁的汉平帝，于公元 8 年宣

布"攻王朔，易黑色"封娃汉朝改成了王姓新耕。

值得指出构是，自春秋战嚣时起，传说中的"禅让"进入

了现实政治领域，变化由党怪陆离的景象。篡位者往往祭出

"禅让"这一法宝，即以"禅让"为名，有篡政之实。王莽是

这种夺权手法的始作髓者，以后魏王主、晋司马氏、南朝束对

裕、齐萧造成、梁萧街、陈肆霸先、北齐高洋、北周字文觉、

蜻杨坚、詹李渊、后梁朱温等，都竞相信效，上演了一幕摹

"禅让"的商腾。改辑换代的斗争每每以"禅让"为美哥装饰，

其中不无讽刺意味。

其玉，地方割嚣，突县作乱

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是茜度中央集权，这有利于维护大一

挠的局萄:但中国是一个福员辽闲人口众多的匿度，自秦始皇

第一次在疆域广袤商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

统一国家说来，中央政蔚和地方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双重的微

妙关系:中央政府一方西为巩国统治，要借重地方力量，房谓

"藩岳作镇，辅我京师"另一方百又担心地方权重难制，尾大

不掉，与中央政府就衡。事实上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

即"子"与"校"之?司的矛盾时起时伏，或激或囊，始终存

在，地方实力撮人物兴兵作乱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地

方行政权与军事权合二为一时<<即有其土地，又有其人员，

又有其甲兵，又有其尉赋"俨然是国中之菌，模本不把中央

政府兹在限呈。王权稳定强大时还能通过宗法关单或强有力的

统治手段维系大一统局亩，镀此相安无事:一亘皇帝昏庸懂

弱，权臣子政，中央政府蔚朽敷坏，到地方势力起兵握乱就只

是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了。



地方割据势力在发动反对中央政蔚的兵变时，往往打出"清

君倒"的旗号，以使自己的有动师出有名。吉汉吴楚七匿叛乱，

即以"请诛晃错以清君侧"为借口，成为清君侧的滥筋:安禄山叛

唐，也以请诛好军杨国忠相标祷，这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明初建文皇帝有感于诸王各据一方"据重兵，多不法"遂与大

臣齐秦等谋议割藩。燕王朱雄早就预谋夺位，即援引明太祖朱

芫璋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扭亏'1 " ，以"清君倒"为名，

举兵反叛，经过三年多的战争，夺取了皇位。

政变与叛乱对中国茄史进程的影响不可短信。"叛乱"是

一个贬意词，中国历代史学家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将所有以

下在上的政变一概称为"援乱"本书虽沿滑了"叛乱"一词，

但轼今人的眼光来看，封建时代的叛乱通常是统治讲级内部的

权力斗争( 113 史书将历代农民起义均斥为叛乱，对她我 1f1吉禁

不会认坷，所以在撰写此书时，中罢历代的求是战争不在作者

的视野之内)，多属"春秋无义哉"胜者王侯欺者贼，就其性

质而言，未必有多少大是大非可说 3 雨就其后果而言，男才需做

具体的分析。既然是叛乱，自然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徨难散

到兵不血刃(当然也有例外〉。每一场政变，几乎都伴趟着血

腥的杀戮。宫廷政变波及的革围相对有霞，西地方势力的叛乱

往往造成深重的历史灾难。西晋八王之乱，持续达十六年之

久，难以计数的百姓直接亮于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

坏，北中吕陷入分裂之中，严重阻碍 1m 史发展的进程。《晋

书〉论述八王之乱的危害时说:叛乱迭起"遂令神器劫迁，

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费 1良;三十六王，咸 Pßl 身于锋

刃，祸难之及，振古未泻"。另一个典型事件是唐安史之乱，

使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其后的藩镇割据的战乱中走

向灭亡，造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对立局面。

7 

言自

言



然而，丑恶的茄史也自有其发人深省之处。个人权力欲的恶

性腾胀噩煞是民发叛乱的直接动 m ，而统治阶级内部不陪政治激

躬从各自利益出发，企图通过夺取最高权力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

得以付诸实施，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黯不可一概而论。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叛乱有时能发挥娟节统治情级内部关系的功

能。特那是在社会长期分聂割握的情况下，撞着江山易姓，政权

更迭，往往使社会克拉得到相对缓解，由大乱走向大治。宋太祖

赵匡屠L通过"捧摒兵变"夺得政权，建立宋朝，结束了自唐末以

8 I 来群雄竟逐、四海嘉沸的局面，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和

前

言

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部《二十五史}，堪称世界各 E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完

备的史书，其中记载了历代的政变与叛乱不下数百起。本书选

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28 起，按年代颇序编排，以

是E事为主， f司有言简意骸的评论。本书的宗旨是"以正史为

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力求为读者提供一

部内容丰富、真实可舍的历史普及读物。考虑到本书的受众是

一般读者而非专家学者，行文尽量做到清爽简洁，通俗流畅，

不作繁琐考证，一般也不使渭瑕涅难懂的引文，对少量简明易

擎的引文，亦不注明出处。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我们编

撰此书的目地在于使读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政变与叛乱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善子思考的读者或许能够丛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

迪，发现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倚能如此，周读者幸

甚，作者幸甚，也不枉费此书众多撰者的一番辛劳。

另需说明的是，本书成子多人之手，体例与风格不尽统

一;且报子水平，成书仓猝，不是之处在所难免，我的真诚的

期待着读者那友的批评指正。

1999 年夏子玉枕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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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尽弓藏京L，J巳者旬芳:事

一一异姓王之乱

1 

中
国
叛
乱
实
录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对于一一

西楚霸王项羽，屡屡嗷北。为了西结各方力

量、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齐心梅力共同对付

项鸦，文u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弄姓诸侯王，他如

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f言、梁王彭

越、准离王英布、燕王藏荼、长钞王吴英。这

些诸侯王占据了西汉王朝的大片土地，俨然站

立王国，而呈他如之中大都是能征惯哉的费

辑，所以对中央政权、对刘邦的皇位梅成了巨

大的威撼。商刘邦当初分封他们就是权宜之

计、追不得B. 现在江山已定、大业已成，自

然应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一有就会就要剥夺他们的兵权，消灭他们。这

些异姓诸侯王也大都挥自危之心，睡时准备反

叛。所以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皇权之前的矛盾

冲突日趋尖锐，最终导致了异姓诸侯王叛乱不



断，烽熠四起。诸侯王中，最早公开叛乱的是燕王藏荼。他本

是故燕国大将，先被项羽封为燕王，后叛楚降汉，仍被刘邦封

为燕王。但藏荼对布衣出身的刘邦却告有未服。汉五年(前

202 年)七丹，刘邦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藏荼就发动了叛

乱，刘邦亲率大军前往平叛，叛军徨快土崩瓦解，到九月叛乱

即告平定，藏荼被悖。但刘邦还未喘过一口气来，第二年韩王

信又公开叛变，投择了匈奴，刘邦又亲率大军征伐。商接下

来，则是七个弄姓造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楚王韩信了。

一代枭雄化肉酱
2 

一 、

韩信(?一-前 196 年) ，江苏淮阴人，一生摄富传奇色

彰。他出生于贫穷之家，并且父母早亡，所以少年时只好流浪

乞食。他曾在一个亭长家里混镀吃，亭长的妻子很讨厌他，于

是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后吃不到饭。韩信很生气，就再也

不去了 c 后来，他又蒙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妇女把自己食物

分给他吃了几十天。韩信虽然如此落魄， {B却有大志向。母亲

亮时，他穷得连埋葬的钱都没有，部选了一块又高又宽敞的地

方作为母亲的墓地，以便自己发迹后丐以在旁边"置万家"守

墓。有一个年轻力壮的无赖当众侮辱饱，让他从跨下钻过，他

竟能强忍耻辱，从其精下钻过。这就是著名的"跨下之辱"。

秦末大乱，群雄并起，陈桂、吴广首倡起义，楚国故将项

燕租侄儿项羽也起兵嘀应。韩信听到消息，带结投入项寻寻军

中，希望能建功立业，徨始终未受到重用。于是他又改技XlJ

邦，但开始也未受到重癌。韩信曾与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

他，缸刘邦仍未重用他，于是韩信又偷偷地逃走了。萧{哥哥哥jlJ

消息，连夜追赶，将韩信追回。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 1主追韩

信"。刘邦一开始误以为萧何也逃走了，后来知道是为了追赶

一个小小的韩信，徨生气。但萧何毅力肉菜j邦撞荐韩信，声言

中
国
历
史
实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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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援
乱
实
录

如果刘邦要想得天下，就非得重用韩信不可。XiJ邦萌从了萧何

的建议，选择了一个好自子，筑坛场，拜韩信为大将。从此韩

信得以施展才干，成为帮助文tl邦打天下的最得力的将领。

在韩信的建议下，刘邦于汉元年(前 206 年〉八月唠修费

道，暗度陈仓，东进定三秦，夺取了关中，走出了与项羽争天

下的关键的第一步。第二年，刘邦兵败彭域，死m二十余万

人，吉己仅率凡十骑逃跑。在这关键的时候，韩信收拢散归之

兵支援刘邦，随止了项羽的西进。彭壤之散后，诸侯们给纷叛

汉投楚，其中以魏王豹对立I}邦的或胁最大，所以刘邦便派韩信

击魏。韩信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在正面集中船

只，摆出搜湾的架势，却暗暗集中兵力渭木罄备(一种口小扯

大的容器〉从倒西抢囊，大举敲魏，挥魏王豹，又乘胜磁代，

不仅解踪了刘邦的危机，而且将校编的魏、代降兵和自己的精

兵送到前线，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汉三年(前 204 年) ，韩信又率 3 万兵马"背水一战"大

破赵军 20 万，随之又不战雨平定燕地。再此时XiJ邦又为项羽

所珉，损失惨重，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刘邦，使之势力复振。

酶后韩信东进攻齐，攻下齐都I屈指，项羽派兵 20 万救齐，言自

齐兵也尚有 20 万。韩信与敌隔江对峙，他涯人用抄袋连夜堵

江黯斑，然后佯攻敌人，诱敌摸坷，就水冲之，将敌人分搞成

两半，大破敌军，平定了齐地。这时的韩信，兵多将广，战功

蛊赫，势力强大，在项羽和刘i邦争夺天下的格局中举足轻重，

他倒向那一方，天平就将向那边倾斜。项羽看到这一点，于是

涯使者去劝说韩信反叛刘邦，自立为王，与刘邦、项羽形成三

分天下之势。但韩信此时正受刘邦的重屑、信任，被授予上将

军之职，统率数万之众，商且刘邦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担绝

了项羽的建议。这时有一个叫蹦通的齐国人也看出了韩信这种

举足轻重的地位，前往按说韩信。他以春秋时越王句践与谋臣

范蠢、文种等事为倒，认为韩信功离震主，有"走善尽而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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