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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新华出版社推出《正说中国历代末帝》之后，作为它的姊妹篇《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也要与广
大读者见面了。
一般说来，历代末帝多是腐败无能的亡国之君，而历代开国皇帝，多是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
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至理名言。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
“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
家，小到自我修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也有2000多年了。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而又富于开拓精神的皇帝。
其中赢政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过。
他最大的功绩是用1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一公元前221年）180多年
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
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水陆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焚书坑儒”、修筑长城，加上晚年贪图享受，特别是他的继承人秦二
世胡亥，昏庸无能，在位期间滥用民力，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人民不堪重负，随即爆发农民起义
。
秦朝相传两代，仅仅15年就被人民推翻了。
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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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喷。
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
“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
家，小到自我修养。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最后导致
灭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只有以史为镜，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探索出一条安邦治国、强国富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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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赢政生活的战国时代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
、赵、魏三家分晋，史称“春秋”时代；此后，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史称“
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的五个半世纪，是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
从政治上讲，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代替了授民授土的封邑管理制；从贵族专权、“世卿世禄”过渡
到以任免为特征的官僚体制。
从经济上讲，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主贵族多级占有的“井田制”；从“工商食官”过渡到私
人工商业比较自由发展，并空前繁荣的局面。
而涵盖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内容、遍及战国各国的变法运动，是一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封建化运
动，变法的成功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立。
伴随政治经济变革的是列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它使数以百计的大小诸侯国并入几个封建大
国，从而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
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残酷的战争，文化的积累，促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
而所有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以宗族奴隶制为特征，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以井田制即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奴隶
社会，以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绵延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近2000年之久。
这个时期，青铜工艺尽管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青铜是稀有金属，奴隶主多用于制造礼器、武
器和生活用品，却很少用来制造生产工具。
因此，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社会获得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崭新力量。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公元前475一前221年，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更加普遍。
从东海之滨到川陕地区，从松辽平原到江淮的广阔沃野，几乎到处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
河南辉县的魏墓出土有犁铧、钁、锄、镰、斧，湖南长沙的楚墓，河北燕国遗址，都发现了铁农具和
制造这些农具的铁范。
在河北石家庄市一个赵国墓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制工具占65％。
辽宁抚顺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
这说明经过春秋战国500年左右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与铁制工具使用和推广差不多同时，牛耕也开始广泛使用，给农业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大规模的开垦和精耕细作同时并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许多草莽丛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
肥田沃野。
铁器还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吴国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渠，成为后世南北大运河的奠基工程。
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水灌邺”，把大片盐碱地改造成良田。
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筑了都江堰，使万顷土地得到自流灌溉，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天府
之国”。
战国末期的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使4万顷土地得到灌溉，为秦国后来完成统一大
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铁的应用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掌握生产季节和气候的“审时”，粗分土壤种类的“辨土”，以
及精耕施肥的技术都得到了应用。
铁的广泛应用，在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工具的同时，还提供了远比青铜更丰富的原料。
尤其战国时期，随着冶铁和锻造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钢的出现，钢铁已被用到制造农具、手工业
工具、兵器和社会生活用品的方方面面了。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货币经济也渐渐抬头。
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下，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如咸阳、洛阳、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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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在生产关系方面，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城市经济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
到战国时期，全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彼此联系的东西南北中五大经济区：——东方为齐鲁经济区，
区域为今之山东全境和河北南部，以齐国为主，盛产鱼盐钢铁麻桑、工商业发达，号称“冠带衣履天
下”。
——南方经济区包括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即原来的楚、吴、越三国。
这里地广人稀，河湖纵横，资源富饶，商贸发达，农业稍显滞后。
——西方经济区包括关中、巴蜀和西北地区，为周、秦故地，有较发达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商业
。
——北方经济区包括燕国、赵国北部和中山地区。
其北部、西北部、东北部与游牧民族接壤，牧业发达，农业相对粗放。
——中原经济区指黄河中游地区，包括赵国南部、韩、魏、宋、卫等国。
这里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区域，有发达的农业与活跃的商贸。
由于五大经济区各有特点，物产不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问此疆彼界，关卡
林立，但因为各地百姓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商人们还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破关卡，将各地的土特产
品贩运到紧缺地区，促进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成长，造成和扩大了各诸侯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列国争霸和
兼并战争。
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量积蓄的粮食，毁于战火；无数的社会财富，耗于
刀兵；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男子，战死疆场。
“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见《左传?宣公十五年》)，百姓为这个战争付出的是大量的鲜血与生命的代
价。
然而，恰恰是这样连年累月的战争，既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也加快了统一的步伐。
争霸和兼并战争，以优胜劣败的铁的规律，使锐意革新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迅速成长，日臻强大。
也使一些弱小落后、固守奴隶制旧垒的国家日趋没落，最后走向灭亡。
然而，战国后期中国统一的形势已经形成，战国七雄中也不乏觊觎统一果实的雄主，但最后摘取这一
硕果的却是六世坚持改革百余年不变的秦国和它的国君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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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讲述了开国皇帝多为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
他们的不同经历、不同执政理念，证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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