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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
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
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
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
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
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
了惊人的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
清的身世之谜。
在荆轲箕倨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
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
阴山凛冽的寒风？
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成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
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
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
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
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内容概要

　　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
秦始皇十三岁继承秦国王位。
二十二岁亲理朝政，三十九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大秦帝国。
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王朝传之无穷。
然而这个伟大帝国仅仅历时十五年就轰然倒塌。
　　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成为世人关注的千古之谜。
造就秦始皇千秋功业的深层历史原因是什么？
这个庞大的帝国又是如何缔造的？
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让我们跟随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探索这段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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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秦国崛起督亢图穷匕首见 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
，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
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
向秦王贏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
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
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
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
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地图。
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
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
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
下。
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
秦王赢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
后快。
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
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
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
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
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
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
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赢政来说，干系甚大。
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赢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
力的一步，秦王赢政能不心花怒放吗？
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
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
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
了威严富丽的秦宫。
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
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
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
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
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
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
的恐惧。
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
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
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
愿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毕使于前）。
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
轲！
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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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层开。
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
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
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
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
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
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贏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
慌乱之中的秦王贏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
来。
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
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
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
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
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
但是，剑身太长，秦王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
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
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
来。
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
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王在
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
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
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
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
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
王负剑！
”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
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剑推到背后去。
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
长剑。
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
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
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
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
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
的形制，叉开双腿。
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
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
身受重伤的荆轲。
有心为报怀权略 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
？
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
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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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
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
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
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
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
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
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
应当是秦舞阳。
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蠃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
阳不能上殿。
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
篑。
为什么呢？
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
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
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
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
”，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
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
十分精细。
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
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
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
荆轲还考虑了助手。
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
那么他在等什么？
等朋友！
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
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问题，所以，
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
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
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下，他匆匆带着秦舞
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
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
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
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
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
事后，秦王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
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
” 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
进《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
所写）。
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
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
荆卿成尘渐离死 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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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
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
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
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
既成天下的公敌。
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
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
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
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
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
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
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
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
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
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
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
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
高渐离。
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
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高渐离人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
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
眼。
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
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
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
，不中）。
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
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
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
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
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
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
是必然的。
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
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
遇。
易水年年流不尽 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
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
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
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
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
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
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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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
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
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
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
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
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扬雄认为荆轲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
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
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
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轲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
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
第三种观点：雇佣者。
这是今人提出的。
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
、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
第四种观点：反动派。
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
潮流，是名符其实的时势英雄。
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螳臂当车。
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
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
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
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
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
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
”讲得非常有道理。
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
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这一派认为。
“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
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
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
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
一个荆轲，各自表述。
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
王》。
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
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
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
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人秦宫内部。
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
无名练就了 “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
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
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
和平。
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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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姓。
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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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
要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第四，你的身体得“行”。
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
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
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
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
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
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
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
；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
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他虽然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
　　　　　　　——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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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立群读之秦始皇(上)》是王立群巅峰之作，做人之道、成功之法、从政之术、为官之要，读《史
记》悟人生。
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
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部，大国崛起：秦国如何崛起，横扫六合：六国因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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