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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皇权的传递做起来相当复杂，但说起来却相当简单。
我们今天就是来说这事的，因为帝制时代早已经过去，谁也没有能力再来做了。
人非神仙，孰能不死？
若不是死于非命，每个人都会留下几句话给后人。
大财主或许在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时就对身后事有了安排，财产怎么分割，该给谁或者不给谁。
总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对后人的担心或者是关心。
我们把普通人临死之际留下的话称之为“遗言”或“遗嘱”。
如果这个将死的人是帝王，那么，他的遗言和遗嘱就称之为“遗诏”。
“诏”是专用于表示皇帝命令的字，遗诏就是皇帝在临死之前留下的命令。
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帝王遗诏是《尚书·顾命》，这是周成王临死时要大臣召公、毕公在他死后辅
佐他的儿子周康王，正因为此，后世又有把遗诏称为“顾命”的，同时也称接受遗诏辅佐新帝王的大
臣为“顾命大臣”。
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史，让六百多个帝王名列其中。
但在这六百多个帝王中，真正留下遗诏的少之又少，或者说，经过深思熟虑留下遗诏，而遗诏对后世
有大影响的帝王不超过三十位。
其中原因除了许多遗诏被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篡改外，还有就是，许多帝王往往死于非命，或者他们只
是庸碌之辈，考虑不了那么多，所以，他们的遗诏不过是临死前贪恋人间的痛词而已。
真正优秀的帝王就像一名围棋高手，能看出未来的五步甚至五十步。
所以，我所要讲述的帝王之遗嘱并不仅仅是他在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而是他预料到将来发生的事，
或者说他从登基开始就已经为日后做了充足的准备。
优秀的帝王会对自己所拥有的江山进行一次细致的观察，于是，他们的遗诏在某种程度上已不仅仅是
自己临死前的“善言”和“命令”，而是一个对天下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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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权的传递做起来相当复杂，但说起来却相当简单。
我们今天就是来说这事的，因为帝制时代早已经过去，谁也没有能力再来做了。
    本书所选取的遗诏，皆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帝王的政治遗嘱。
他们就是那些“围棋高手”。
或是开国帝王，或是中兴之主，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太平天子。
而他们对自己身后江山的合理或是不合理规划，直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秦始皇的遗诏被修改与秦朝的命数，刘邦的遗诏与吕后篡权，曹操的遗诏与曹魏代汉的必然，刘备
那充满了虚伪的遗诏让诸葛亮死而后已，武则天充满了人生哲理的遗诏，宋太祖的遗诏与“烛影斧声
”的疑案，明朝首尾两个帝王效果几乎相同的遗诏，清朝帝王的遗诏对清王朝政治的影响等，无一不
应验着遗诏直接左右着后世朝臣的命运。
    一个优秀帝王的政治遗嘱就是一个王朝政治在那一段时间的精彩呈现，或是山雨欲来，或是风和日
丽，一切都取决于帝王所立遗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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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木风，男，七十年代生人。
冲出传统的历史视野，善于用文学的笔调还原历史的细节，赋予往事生命的气息，赋予人物生动的个
性，把历史解读得生动而有趣。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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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秦始皇遗嘱：必将被篡改汉高祖遗嘱：永恒的刘姓江山汉武帝遗嘱：生死关头的抉择刘备遗嘱：死马
当做活马医曹操遗嘱：不谈国事谈生活唐太宗遗嘱：无可奈何下的决定武则天遗嘱：身死名灭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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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写给谁康熙帝遗嘱：醉翁之意不在酒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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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精心的准备就在汉武帝让人把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画送给霍光不久，他做出了一个
惊人的举动，他把他晚年最宠爱的钩弋夫人以总违背他的意思为由而打入冷宫。
这个钩弋夫人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中，脑袋都是顶着“传奇”二字出现的。
据说，她一生下来，手指就握成拳伸不开。
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汉武帝到来后，她的拳头马上伸展开了。
汉武帝得到她后，十分宠爱。
后来，这位传奇人物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刘弗陵。
在汉武帝赐霍光图画时，这个孩子还不到十岁。
聪明的人早已经看出汉武帝这样做的目的，汉制，“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权势极大。
汉朝初年，吕后专权，把刘氏弄得灰头土脸，如果不是刘邦遗嘱的玄妙，恐怕刘氏天下早已改姓了。
此时的汉武帝就快死了，他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如何抑制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采取最狠毒的
计策：杀掉未来的皇太后，让汉初时的吕后乱政不再重演。
紧接着，他又实施第二步，对分封王的镇抚。
汉武帝时期，各个诸侯王虽然没有景帝时那么大的权力，但仍不可小觑。
刘旦在太子被杀后给汉武帝写信，希望能进京为父亲分忧，汉武帝疑心顿起，把来送信的使者杀掉，
又削其三县之地，以示惩戒，同时也对其他诸侯王发出警告。
后元二年(前87年)初，汉武帝病得已经走不动了，但仍然在甘泉宫召见各个诸侯。
虽然，这次朝会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重要记录，但它绝对不会是一次普通的、礼仪
性的活动，而是武帝为镇抚诸侯王，使之认可后来他要立的刘弗陵为皇帝的一个重要措施。
要知道，在这一年之前，汉武帝已经连续九年不曾接受诸侯王的朝见了。
不久后，汉武帝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人世了，就命侍臣起草诏书，立刘弗陵为太子，迁霍光为大司马
大将军。
第二天，下诏书命霍光为辅臣，同时命令金日碑、田千秋、桑弘羊和上官桀帮助霍光共同辅佐刘弗陵
。
几个人奉诏入见汉武帝，他们到御榻前下拜，汉武帝已经神志不清，说不出太多的话了。
一代英雄生前曾征服了万里江山，临死前，却只占了一张床的面积，一动不动，想来让人伤心难过。
几天后，汉武帝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托孤大臣虽然有五位，但真正的一把手却是霍光。
在后来的日子里，五个人时常发生矛盾，最终引起燕王刘旦与上官桀、桑弘羊的叛乱。
整个辅臣班底垮掉，还好，汉武帝精明，选择的第一辅臣是霍光，而不是其他几位。
后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汉武帝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并且说，这一举措的正确性与长远性都
被历史证明。
后人认为，汉武帝没有走上秦始皇的老路，全在此。
托孤之事，古已有之，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汉武帝之前就没有发生过。
这里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第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皇帝很少，还没有皇帝可以碰到托孤所具备
的一些条件和背景。
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托孤”只有在儒家“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才能做得，才可做得。
汉朝在汉武帝前不过是秦朝的延续，儒家思想并不占主流。
先期是法家，后来是道家。
一直到了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汉朝才真正地推行起了儒家思想。
第三，汉武帝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汉武帝这种“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做法确实成功了。
这从后来的历史可以得到答案，另外，当时的汉朝也有了这样的氛围。
托孤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西周初年的武王托孤于周公旦。
儒家的经典对周公辅政之事深信不疑又津津乐道，西周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功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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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辅政，周公因此而成为儒家最为敬佩的古代圣人之一，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化身。
所以，汉武帝托孤霍光时，先是赐给他《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后来又在临终前明确嘱咐他“行周
公之事”，可知此事既为现实所需要，又是援引古例。
而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秦朝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说，就是发生在刘邦时代也不可能。
但可发生在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国策的汉武帝的身上，应当说有其思想上的必然性。
它除了说明汉武帝本人深受儒家文化教化以外，还反映出当时西汉朝廷的政治及其社会生活深受儒家
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不可能想到这个托孤方式，即使他能提出，在他死后，当时的人们也不会认可
这种方式。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论述一下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的第一位皇帝和第八位皇帝的相通之处。
第一位皇帝自然是秦始皇赢政，而第八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同时，他也是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历史上经常说“秦皇汉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
招神弄鬼，汉武帝也招神弄鬼；秦始皇想把匈奴灭绝，遣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打匈奴，长驱匈奴七百
里，汉武帝也与匈奴势不两立，曾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使匈奴退却一
千多公里；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
，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穷奢极欲，一建阿房宫，筑骊山
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
达三百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
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
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
两个皇帝所面临的形势竟然也惊人地相似。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
汉朝到了武帝晚期时，也是国库空虚，乱民四起。
但是，秦朝自秦始皇后二世而亡，汉朝自汉武帝后却又有中兴之气。
关键就在于：秦始皇非但不懂得如何看清时势，更没有把遗嘱问题解决好，汉武帝恰好相反。
汉武帝应该庆幸，多亏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刘邦从他那里汲取到经验教训，为汉朝的
强盛做出了正确选择；汉武帝晚年虽然邯郸学步，但关键时刻，还是改弦更张，没有重步秦始皇的宿
命。
大汉王朝继续前行，但经过汉武帝的折腾，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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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帝王遗嘱》完毕，我险些写了遗嘱。
不过即使这样，我也很庆幸，因为我没有江山，也没有儿子，如果真要写遗嘱，至多不过是：我的朋
友们，晚上我会经常来找你们的。
陈凌云先生对我说，帝王在临死前到底都说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的接班人是他而
不是他？
我觉得这话太绕舌，在翻阅各种关于帝王弥留之际的资料时，我发现，他们在临死前也不过是凡人，
他们很害怕死，但又不得不死。
但是，他们到死也不肯当一个凡人。
所以就有了“遗诏”这种东西，我们当然不能当真，因为在任何皇帝的遗诏中，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了
救世主，现在就要返回天国，交代一下自己在人间解救苍生的过程。
我发现，帝王真正寻找接班人的时间，就是他觉得自己要死的那个时间。
一旦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就开始运转思维，开始寻找接班人。
可是每个帝王的思维都不一样，有的帝王考虑的是接班人自身的素质，而有的帝王考虑的是接班人身
边的人的素质，更有的帝王考虑到的是接班人能不能震慑住曾经跟随过自己的部下。
于是，帝王寻找接班人并确立接班人的过程就是一部血腥史，或是残暴或是温柔，都不可脱离开“血
腥”二字。
写《帝王遗嘱——破译皇权的更替密码》期间，我一直在流浪。
不仅仅是身体的，还有思维的。
当我看到他们遗嘱起到作用，接班人正式登台后发生的一系列就是他们入地狱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时
，我真有些想笑他们笨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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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王遗嘱:破译皇权的更替密码》精彩片断：一个优秀帝王的政治遗嘱就是一个王朝政治在那一段时
间的精彩呈现，或是山雨欲来，或是风和日丽，一切都取决于帝王所立遗诏的内容。
遗诏不仅仅是帝王的几句话，更是他生前在指点江山时的智慧积累到最后时刻的突然迸遵发。
可以说，任何一个优秀帝王的亲口遗诏其实就是本王朝历史的眉批，它以政治遗嘱的身份影响了这个
王朝从它开始到王朝结束的每一刻。
为什么皇帝的接力棒传递起来那么困难？
为什么最优秀的帝王安排不了身后之事？
秦始皇的遗诏被篡改与秦朝的短命，刘邦的遗诏与吕后篡权，宋太祖的遗诏与“斧声烛影”的疑案⋯
⋯青年学者何木风用文字细刀解剖皇帝的遗嘱与历史命门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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