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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古代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
他执政54年，在思想上终结了“子学时代”，而造就了“经学时代”；在政治上，他建立起将权力集
中于一人的政治体制，并以其武功，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立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华版图的基础。

　　本书以贾谊《治安策》提出的九大问题开篇，分析了至武帝由“无为之治”转变为“有为政治”
的必然性；其后各章，叙述和分析了刘彻复兴儒学，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实行“利出一孔”的经
济政策，以及征战匈奴和西域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权力集于君主”于一人而无法保障
政权的稳定性，而最终不能不导向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更加破坏政权稳定的历史必然性。
汉武帝的一生实际上是人们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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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春波，1950年9月生于长春。
1980年调入济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现改为院），副研究员。
从事文化社会学、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理论研究
。
2000年被评为济南市科学技术拔尖人才，共完成专著（论文集）7部（包括国家、山东省重点科研项目
）；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家级及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2001年7月11日告别了他视为第一生命的是学事业。

　　主要专著有《济南简史》（合著），齐鲁书社，1986年版；《古史钩沉》（先秦秦汉史论文集）
，历史教学社，1994年版；《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版；《齐名臣》，齐鲁书
社，1997年版；《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中国书店1997年版。
参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秦汉卷》第十四章，撰写《兵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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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父偃于元朔元年（前128年）西游入关，见将军卫青。
时卫青因其姊卫子夫得幸，欲用事，数进言，刘彻未加理睬，正不得要领。
于是主父偃上书阙下。
早朝方奏，日暮即被刘彻召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①。
何以《谏伐匈奴》未采用？
个中奥妙鲜有人知。
《汉书·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引用《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破题，
正文反作，妙在文章的中心仍是一个“战”字，搔着刘彻痒处。
文章以秦伐匈奴李斯谏言为鉴，以亡秦之迹、平城之围为覆辙，大谈“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
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②。
把匈奴长期困扰中国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反给人不伐匈奴天下不安的印象。
接着说“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
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
效也”。
主父偃指出汉军有显著弱点，“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③。
引出三大危险：一是征战必久，师老兵疲，敝国伤民；二是外人掌兵，久则生变；三是嫡亲掌兵，则
兵、政对立。
他的分析有理有据，较之其他谏言深刻得多。
主父偃谏言的核心在于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矛盾。
这一点，刘彻听懂了，主父偃本意绝非谏阻征匈奴，而是担心兵权问题！
况且他还提出相应对策：徙民塞下，修筑朔方城以备屯戍驻军，解决后勤转输问题，作为对匈奴的军
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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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武帝评传(套装上下册)》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改府奖”，荣获首届“中国
文化产业创新奖”，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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