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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对中国的解读，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越《项羽与刘邦》！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如此精准解读项羽与刘邦胜败兴亡的真正原因！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如此惊心动魄地解读这对中国历史上最悲壮又最伟大的对手！
　　两千多年来，关于楚亡汉兴的历史玄机，尚无一部作品能够达到司马氏《项羽与刘邦》的高度、
广度与深度！
　　首次全新解读天下大乱的谋篇布局、群雄并起的雌伏出击、逐鹿中原的运筹帷幄、开创伟业的帝
王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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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辽太郎（1923-1996） 日本著名作家，在日本乃至东亚具有崇高的地位。
1923年生于大阪，原名福田定一，因敬慕司马迁及其《史记》而更名“司马辽太郎”，取“远不及司
马迁之太郎”意。
20世纪5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逐渐成为历史小说作家群中的泰山北斗。
1993年，获代表日本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
1996年病逝，享年73岁。
　　自幼饱读诗书，崇尚英雄人物，逐渐形成从高空俯瞰大时代、从历史长河观察历史断层、从大历
史中审查英雄人物的创作手法，一反日本先前“时代小说”的平铺刻板和私人视觉，以谐趣的笔法还
原历史，用鲜活的文字将史料中的生硬形象变得活灵活现，将残酷的政治、权谋与运筹帷幄写得妙趣
横生，开创全新的写史方法；尤其注重于历史长河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英豪，善于将他们置于“大历
史”的环境中而立体地书写其“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
　　一生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代表作《项羽与刘邦》、《坂本龙马》等，先后斩获直木奖、菊
池宽奖、大阪艺术奖、每日艺术奖、文艺春秋读者奖、艺术院恩赐奖、读卖文学奖、朝日奖、日本文
学大奖学艺奖、NHK放送文化奖、大佛次郎奖等，“各项大奖仿佛专为他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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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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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项羽与刘邦 第一部>>

章节摘录

　　第一章始皇驾崩　　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征服六国，将中国置于其绝对统
治之下。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各诸侯国割据一方。
这种状态在当时的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而统一反倒让人感觉不正常。
　　“那个家伙，就是皇帝？
”秦始皇在位期间，经常到全国各地巡幸，许多在路边见过他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生出这样的疑问，其
中不免包含被他灭掉的各国遗民的复杂感情。
这话简直就相当于在说：统一中国实在是蠢猪才会干的事。
那说来几近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却由这个家伙给变成了现实，怎不让人心中疑惑？
首先，“皇帝”是个新词，完全是嬴政自己编造出来的。
这个词很新颖，人们还不熟悉，自然更没有对皇帝本尊怀有敬意的习惯。
　　在此之前，统治各诸侯国的是王和贵族。
但是，秦始皇把那些制度全都废了。
以前，平民生下来就将王和贵族奉若神明，从来没有窥伺他们那天赋地位的念头，因此，天下得以安
定。
只有遇上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才成群结队地四处流浪，去寻找食物，根本不理睬那些所谓的王和贵
族，但也仅此而已。
　　始皇帝将过去施行的那些看似理所当然、实则荒谬透顶的制度，统统予以废除，以中央集权这种
匪夷所思的形式取而代之，并将权力的大网撒遍天下，企图以官僚机构织成一张精密大网，将所有老
百姓收入其中。
他统治的依据是法，以法论刑罚，以法行税收，以法征劳役，如此等等，一切均照法强制执行。
这阵仗六国之民哪里见识过？
只有一直处于边远地带的秦国人民有过这类经历。
总之，整个国家现行的各项制度，全部都是征服国秦原来的那一套。
　　“诸侯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天下改姓秦了。
”统治阶级这样宣扬。
但由此带来的繁文缛节，让从没有过这类经历的中原百姓烦透了。
而且不只讨厌繁琐的法令，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该怎样表达尊敬的意思，老百姓也踌躇再三，因为
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
　　人们后来才渐渐明白，皇帝是这片大地上的唯一权威，皇帝一人掌握着这套官僚体制的大网，只
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网收拢打开，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而且，只有皇位可以世袭。
既然贵族这一根本就说不清楚的中间阶层不复存在，皇帝本人就得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了。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皇帝孤零零吊在一棵大树上，下面全是平民百姓。
　　这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把那家伙拽下来，自己就能当上皇帝了？
　　这个奇特而又符合情理的念头，在很多平民百姓的头脑里滋生出来。
如此怪诞的政治理念在之前的历朝历代从不曾有过，这肯定也是目前这套制度的创立者始料未及的。
　　这位皇帝制度的创立者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
所有能被他调动的老百姓都被征来做这些事情，其中包括为他修建宫殿，在他生前就修好坟墓，还要
修筑从首都成阳出发通往天下的御道。
在这些民工里，有一个名叫陈胜的人。
后来，当他煽动同伴为推翻皇帝奋起反抗时，还曾为激励那些诚惶诚恐的百姓，高声喊出那句流传至
今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完全是陈胜的创意，施虐者始皇帝也有份儿。
如果没有他开创的史无前例的政治空间，陈胜再怎么扬起皮鞭震得地动山摇，再怎么大声喊那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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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一呼百应。
　　独自面对天下百姓（当时中国有五千万人），可以想象极端自信的始皇帝也多少有些担心和紧张
。
只是他并不想利用官僚体系，只想靠粉饰自己来掩饰心中的恐惧。
他企图把自己严密庄重地武装起来，以显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创造了“皇帝”这一称号，还规定了一个只有他才能使用的自称：朕。
从此，这个字成了皇帝的专利。
　　始皇帝为出行而专门修建了御道，这一重大举措也完全是为了彰显他的至高尢上？
他修建如此庞大的道路网，也许与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遥远的罗马帝国建成的军用道路不无联系。
甚至可以认为，东西方虽还没有正式交通往来，也有可能是听到传闻，他才产生了这个念头。
虽不及罗马帝国的道路那么规范坚固，整个工程也算是精心之作。
路面铺满石子，每一粒石子都是民工蹲在地上用小锤子一个一个敲进去的。
想到这一点以及整个道路网工程的浩大，调集的民工数量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普天之下都归我_人所有。
”始皇帝这种权威理念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无数平民百姓从他们居住的乡村驱赶出来，使其成为从事
各项土木工程建设的民工。
此外，他还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理由，大肆屠戮平民，杀鸡给猴看。
比如有一次，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了下来，由于那块陨石上有对他不利的字迹，他就令人追查，最终没
有查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把陨石周围的百姓全部斩尽杀绝。
　　“杀！
”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手下那些官吏就动手砍人。
始皇帝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暴行。
他想的是：皇帝活着，就是要干这种勾当的。
　　这样杀人像是别有用心，他必须以事实表明自己与从前那些陈腐贵族如齐王、燕王和楚王之流截
然不同。
换句话说，为表明自己一人也能直接面对亿万苍生，唯有采取杀人以显示权威这一条路。
　　大肆杀戮的行为只是始皇帝统一事业的一个方面，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文字因地域不同而各有所异，而他舍弃大量文字不用，将选出来的加以整理，最
终使文字得以统一。
此外，他还统一了因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度量衡。
由此看来，皇帝真是日理万机！
　　历史上的秦始皇，登上皇帝宝座后仅仅活了十个年头。
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他做了各种必须做的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巡幸天下，使各地百姓都得以瞻仰他本人的尊容。
从这一点来看，比起后世那些经验充足的皇帝，他这个皇帝当得实在外行。
还有，后世皇帝都把宫殿修得宏伟庄严，以“礼”来约束百官和百姓，只消显示皇帝如何尊贵就足够
了。
由此，弘扬礼教的儒家学说就大大发挥了作用。
然而，赢政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还不懂得运用不出门就能使自己显得威风八面的儒家学说，
反而下令全面禁止，还焚烧了儒家的书籍，更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
　　最后，为了显示皇帝是多么伟大，他下定决心巡幸全国。
　　这种巡幸十分频繁。
对他而言，巡幸简直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业。
他乐此不疲，甚至最终病死在巡幸途中。
每次巡幸，都有几十万阵容豪华、全副武装的军队随行，无数象征秦帝国威严的黑色旌旗随风飘扬，
数不清的金属兵器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充分展示了这位皇帝在当世的无上权威和至高尊严。
始皇帝西至陇西；东则巡视了黄河流域的主要城池，甚至到过山东半岛的之罘山（现在的芝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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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第一次见到大海；又登琅邪台，返回途中经过彭城；然后南下遥远的扬子江畔，足迹踏遍那里的
要冲。
为保证政权体系正常运转，随行文职官员的数目多得吓人。
始皇帝自己始终坐在车里。
车辆装饰得宛若一座小小的宫殿。
不知道是哪位能工巧匠设计，很多窗子都能自动开关，车里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
这辆车被赋予了特别的名称，叫做韫辌车。
“韫辌”二字很有可能是专为这辆车创造出来的。
　　巡幸队伍到达大城小镇，百姓都会前来围观。
当时的百姓还没有像后世人那样受到礼教的熏陶，因而并不下跪礼拜，只是挤成一团，兴致勃勃地看
热闹。
每逢这种场合，始皇帝便把韫辌车的窗子微微打开，让平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脸。
“君临天下的皇帝驾到，你们有幸可以拜见了。
”带着这种想法，始皇帝转动头颅，想让所有人都能一睹他的尊容。
　　“他就是自称皇帝的赢政吗？
”一些无赖之徒毫无敬意地看着那张脸。
皇帝热衷于把脑袋转来转去，以致后来那些奋起造反以图推翻他的政权并坐上皇帝宝座的人，大部分
都记住了他的模样。
他简直是在丢人现眼！
人们看到这张脸的时候，都在想：“只要把这家伙打倒，我就能成为他。
”当时皇帝的存在并没有贵族制度和礼教思想等武器的保护，那些充满野心的人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
“帝位伸手可得”的念头。
从后世的帝制来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发明“皇帝”这一称呼的赢政，不可能像后世同行那
样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发时者总会有巨大的疏漏。
　　在后来的造反者行列里，有一个出生在沛县叫刘邦的人，就曾在京城成阳的大街上亲眼见过始皇
帝。
当时刘邦正为始皇帝服劳役。
有一天，他有幸目睹这位天下最有权威的人正安详肃穆地从宽敞的街道上招摇而过，不禁被那种壮观
的场面打动，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嘟嚷道：“大丈夫当如是也！
”他并没有对皇帝产生无谓的抗争心理，只是胡乱摇摇头，内心深处羡慕不已，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
的感动。
这种反应确实符合刘邦的性情。
　　另一个著名人物项羽则是在江南的会稽遇到始皇帝出巡的。
他混在人群中看热闹，当豪华的韫辌车驶近时，竟大声喊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
”　　这句冲动的话让一旁的叔父项梁惊恐万分。
项羽大声喊出的这句话由《史记·项羽本纪》记录在案，“取而代之”一词甚至成了成语。
这是项羽的肺腑之言。
项羽有强烈的自尊心，他根本就不觉得眼前这个坐着韫辌车、穿着宽袍、名叫嬴政的满脸皱纹的家伙
有什么价值和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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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
项羽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他就注定要付出代价。
　　——柏杨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些英雄人物或开天辟地，或建功立业，造就了辉煌盛
世，同时又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
　　——易中天　　项羽大起大落的命运一直让我疑惑，我想从中找到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地方，所
以我更多关注项羽从事业巅峰跌到人生低谷的原因。
　　——王立群　　司马辽太郎对中国历史所下的功夫令人吃惊。
　　——熊召政（《张居正》作者）　　《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说：“一个英明的君王，必须拥
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
”楚汉风云正是马氏名言的最好诠释。
　　——陈文德（作家）　　两千多年来，关于楚亡汉兴的历史玄机，尚无一部书能达到司马氏《项
羽与刘邦》的全面立体、深刻精准。
　　——邹水杰（历史学博士）　　楚汉风云的一段历史，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可
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个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
　　——司马辽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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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过《德川家康》，日本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历史小说　　仅次于《窗边的小豆豆》，日本有史
以来销量排名第2　　首次从政治、经济、组织的高度 精准解读楚汉兴亡的历史密码！
　　司马辽太郎对楚汉兴亡研究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日本对中国的解读，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越《项羽与刘邦》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如此
精准解读项羽与刘邦胜败兴亡的真正原因！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如此惊心动魄地解读这对中国历史上最悲壮又最伟大的对手！
　　两千多年来，关于楚亡汉兴的历史玄机，尚无一部作品能够达到司马氏《项羽与刘邦》的高度、
广度与深度！
　　首次全新解读天下大乱的谋篇布局、群雄并起的雌伏出击、逐鹿中原的运筹帷幄、开创伟业的帝
王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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