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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炎帝）；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
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到了夏、商、周三代，国君都称王，分封诸侯的爵位称公、侯、伯、子、男。
春秋战国期间，诸侯纷争，相互兼并，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七国的国君都称王。
秦王政兼并六国，统一全国。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在皇帝之下。
设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一切大事由皇帝裁决。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公元1912年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间，是中国皇帝统治的封建社会时期
。
其间，共经历十六个朝代：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北朝、隋朝、唐朝、五代
、北宋、南宋、元朝、明朝、清朝。
这寸六个朝代，共有180多个皇帝，包括实际掌握皇权而名义上没有称帝的吕后和慈禧太后，但是没有
包括北宋和南宋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国君。
    《中国皇帝》这本书共分为十八章，其中有：统一中国的皇帝，开国皇帝。
治国皇帝，骄奢淫逸的皇帝，昏庸的皇帝，傀儡皇帝，幼年登基的皇帝，女皇帝，太后临朝，太皇太
后，贤良的皇后，皇嗣，皇权，宦官擅权，外戚专权，皇帝与功臣，伴君如伴虎，难圆皇帝梦的农民
起义领袖。
其要点如下：    统一中国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从统一到分裂，又从分裂到统一。
从春秋战国到元朝统一中国之前，共爆发五次大分裂。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长达五百多年。
最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
到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相互兼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中原地区，孙权占领江东有利地
势，与曹操对抗，刘备占有巴蜀和汉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只维持了短暂的统一，由于“八王之乱”，被北方匈奴乘机灭亡，形成南北大分裂长达二百七十
多年。
隋文帝杨坚消灭南朝最后的一个陈朝，实现全国统一。
到了唐朝末年，诸侯割据，相互混战，形成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和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相继消灭了割据的十国，统一全国建立了北宋王朝，统一中国
大部。
北宋历时一百五十多年被北方的金国灭亡，形成南宋与北方的金、西夏、蒙古南北大分裂的局面，元
太祖成吉思汗和其后的元世祖忽必烈相继攻灭西夏、金国和南宋，完成全国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
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开国皇帝  在中国历次朝代更换中，以新朝取代旧朝的皇帝，称为开国皇帝。
历代的开国皇帝，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平民当上皇帝，他们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时
势造英雄，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当上了皇帝。
汉高祖刘邦、五代时梁太祖朱温、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农民出身，在战争中他们逐渐成为领袖，战争
胜利后成为皇帝。
二是一方势力以武功取得政权，当上皇帝。
北魏道武帝拓跋硅、唐高祖李渊、元太祖成吉思汗，都是一方势力，以武力征服其他势力，当上皇帝
。
三是在旧朝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臣，以禅让的方式取代旧朝，当上新朝的皇帝，也有以兵变的方式当上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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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南朝的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北齐文宣帝高洋、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
都是旧朝的重臣当上新朝的皇帝。
    治国皇帝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有不少治国明君。
西汉有“文景之治”，是汉文帝刘恒和继位的汉景帝刘启治国的成就，史称“文景之治”。
其后，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外北击匈奴，对内采取许多治国措施，晚年有错能改。
实行与民休息政策。
其后继位的汉昭帝和汉宣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史称“昭室中兴”。
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以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许多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东汉一百余
年统治基础，因此有“光武中兴”之称。
唐朝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说唐贞观年间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任用贤能，虚心纳谏，治国
有方，史称“贞观之治”。
其后，经过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继续治理，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唐朝发展到鼎盛时期，称为“
开元盛世”。
明朝有“仁宣”之治，是明仁宗朱高炽和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使明朝的治国政策由洪武、永乐时期
的严急而趋向平稳。
史称“仁宣之治”。
清朝有“康乾盛世”，是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达到盛世，史称“康乾盛世”。
此外，还有不少治国明君，在史册留有美誉。
    骄奢淫逸的皇帝  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有不少骄奢淫逸的皇帝。
皇帝掌握全国的最高权力，可以治理国家，为民造福，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尽情享乐，甚至横征
暴敛。
奴役人民，严重的导致王朝的灭亡。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横征暴敛，集全国财富，大造宫殿、陵墓，其规模之
大，堪称空前绝后。
西汉成帝刘骜、哀帝刘欣，都是荒淫的君主，致使西汉王朝日趋衰败。
晋武帝司马炎是个荒淫奢侈的君主，后宫姬妾美女多达万人。
隋炀帝杨广是个恣意享乐的皇帝，他动用上百万民工，消耗大量财物，大造洛阳宫殿，开凿大运河，
建造巨大龙舟，以供他游玩，激起农民起义，最后死于扬州。
宋徽宗赵佶按照佞臣蔡京提出“丰亨豫大”的口号，尽情享受，由于大量搜刮民间珍奇之物，激起农
民起义。
对金兵入侵疏于防备，以致金兵很快占领卞京，宋徽宗做了俘虏，老死于北方。
    昏庸的皇帝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有一些是昏君。
这些昏君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有的国君昏庸无能，佞臣把持朝政；有的昏君残暴，滥杀无辜。
东汉后期的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都是昏君，外戚和宦官先后把持朝政，官吏贪残，横征暴敛，使东
汉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个十足昏庸的皇帝，称为扶不起的刘阿斗。
刘禅听信宦官黄皓之言，沉溺于酒色，荒淫无道，废贤失政，最终使蜀汉灭亡。
吴末帝孙皓，不仅是个昏君，更是个暴君，滥杀无辜，大臣们皆以能辞职离京为大幸，最终被晋军灭
亡。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和宰相司马道子，是兄弟二人，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两人不理政事，整天饮酒寻乐
，信佛拜神，致使东晋政治急速败坏，东晋灭亡之势，遂不可挽回。
明英宗朱祁镇，重用宦官，排斥大臣轻信宦官王振蛊惑，亲自率军征讨蒙古，大军由不懂军事的王振
指挥，导致土木堡之败，英宗被俘。
    傀儡皇帝  在中国皇帝中，也有一些是傀儡皇帝。
他们大都是末代皇帝，被权臣挟持，或者是无能的皇帝，政权由重臣操纵。
汉献帝刘协，先是被董卓劫持，奔波于洛阳和长安，后来又被曹操控制，成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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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汉献帝在曹操控制下，默默无闻，毫无作为，成为曹操手中的傀儡。
最后曹丕逼献帝禅位，以魏代汉。
曹魏后期的曹芳、曹髦和曹奂三个皇帝，都是司马氏手中的傀儡皇帝。
司马懿掌控曹魏军政大权以后，被魏主曹芳封为丞相。
加九锡。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专制朝政，魏主曹芳成为傀儡。
司马师带剑上殿，曹芳战栗不已。
曹芳不堪忍受屈辱，暗中与大臣复侯玄、张缉（张皇后之父）和李丰三人密议，由皇帝下诏剿贼。
不料被司马师查出，张皇后被杀，曹芳被废，改立曹髦为帝。
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掌握军政大权。
专擅朝政，曹髦仍然成为傀儡皇帝。
曹髦不甘坐受其辱，召大臣王沈、王经、王业三人计议，欲发兵讨伐司马昭。
三人认为，宿卫寡弱，难以成功。
且宜缓图。
曹髦不听，亲率苍头官僮三百人，鼓噪而出，司马昭立即出兵将曹髦杀死，另立曹奂为帝。
司马昭早有取代皇帝之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奂做了几年傀儡皇帝，就被司马昭之子司马
炎逼其禅位。
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皇帝，即位以后就成为一个傀儡皇帝。
白痴皇帝加上凶狠的皇后，导致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这个白痴皇帝始终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最终死于非命。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是在北魏宫廷变乱时被大都督尔朱荣扶立的，就成为尔朱荣的傀儡。
西魏文帝元宝矩，在宇文泰掌控下做了十六年的傀儡皇帝。
文帝死后，其子元钦即位，仍为傀儡皇帝。
后来元钦因密谋杀宇文泰事泄后被废，继而被杀。
宇文泰又立元钦之弟元廓为帝，称为恭帝，仍然是傀儡皇帝。
最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逼恭帝禅位，宇文觉称帝，以北周代替北魏。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是高欢扶立的，就成为高欢的傀儡。
东魏的军政大权都掌控在高欢手中，孝静帝虽然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国君，但在高欢掌控之下，却无能
为力。
最后，高欢之子高洋逼孝静帝禅位，以北齐取代东魏。
    幼年登基的皇帝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有不少是幼年登基的皇帝。
他们亲政以后，有的成为很有作为的皇帝，有的是无所作为的皇帝，有的成为傀儡皇帝。
有所作为的皇帝有：秦始皇赢政十三岁即位，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五岁即位，
宋仁宗赵桢十二岁即位，清顺治帝福临六岁即位，清康熙皇帝玄烨八岁即位，他们在亲政以后，都是
很有作为的皇帝。
无所作为的皇帝有：明神宗朱翊钧十岁即位，称万历皇帝，当了四十八年皇帝，亲政三十八年，只有
四年勤政，三十四年基本上不理朝政；清同治帝载淳六岁即位，光绪帝载■五岁即位，这两代皇帝亲
政后，大权都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同洽帝本人就无所作为，光绪帝想有作为，但受慈禧的控制，也
难有作为。
权臣拥立的傀儡皇帝有：汉平帝刘衍，九岁即位，成为王莽的傀儡；汉献帝刘协九岁即位，先后成为
董卓和曹操的傀儡；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十一岁即位，成为高欢的傀儡。
    女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女皇帝的有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三人。
而正式称帝的只有武则天，吕后和慈禧太后都掌握皇权，但没有称帝。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实际统治者。
吕后实际统治西汉王朝十六年，在政治、法律、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均有功绩，为以后的“文景之
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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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司马迁赞誉她是一位对历史有功绩、有作为的政治家。
但吕后也有阴暗的一面，她残忍地迫害戚夫人，大封诸吕为王。
均为后人非议。
武则天通经史，多权谋，在当上皇后以后，已经参预朝政。
后来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
三十年后，武则天正式称帝，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
武则天以刑赏之柄驾驭群臣，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所以当时的英贤之辈亦为效命。
武则天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
她也能听谏，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
武则天当皇帝十五年，实际执政四十六年，颇有政绩，为以后的“开元盛世”建立基础。
慈禧太后，曾诵读经史，初通文墨，咸丰帝曾让她代笔批答奏章。
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先后将同治和光绪两个小皇帝扶坐在龙椅上任其摆布，以垂帘听政和训政的名
义掌握最高权力。
光绪帝想摆脱慈禧的控制，支持维新运动，却被慈禧囚禁于赢台。
慈禧很有权谋，她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实力派，既加以利用，又加以
牵制。
慈禧执掌朝政达四十七年，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太后临朝  太后临朝与上面所说的女皇帝不同，她们是在皇帝年幼时临朝听政，待皇帝成年后，就归
政于皇帝，让皇帝亲政。
其中也有个别太后独掌皇权，如北魏的灵太后，但没有好结果。
以下是四个太后临朝简介：一是东汉邓太后邓绥，和帝时立为皇后。
和帝死后，立刚满百日的刘隆为殇帝，尊邓绥为皇太后。
邓太后临朝，妥善处理宫中之争，使人们深为钦服。
太后依靠公卿士大夫管理国家，以张禹录尚书事，统摄朝政。
不久殇帝去世，邓太后决定立刘祜为安帝，她本人继续临朝。
由于邓太后早年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在和帝时期又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所以能够平稳实现和帝、安帝之间过渡。
邓太后崇尚节俭，提倡学习，抑制外戚势力，这在东汉一朝也是绝无仅有的。
邓太后临朝听政二十一年，对东汉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北魏冯太后，在北魏文成帝时立为皇后。
文成帝死后，十二岁的太子拓跋弘即位为文献帝，冯皇后被尊为皇太后。
冯太后果断地清除了奸臣专擅朝政的图谋，取得了“临朝称制”的实权。
文献帝亲政后不久死去，年幼的太子拓跋宏继位为孝文帝，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听政。
冯太后连续两朝“临朝称制”，主宰国事二十多年，若干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革都在此期间进行。
冯太后虽有任人唯亲之嫌，并且“私德”有亏，但有相当的治国能力，有功于国。
三是北魏灵太后，姓胡，谥号为“灵”，故史称灵太后。
北魏宣武帝封为承华世妇。
胡氏生一男孩（取名元翊）进封为充华嫔。
宣武帝去世后，六岁的元翊即位为孝明帝，胡氏被尊为皇太后。
太后临朝听政，办事果断，条理分明，众多政务，大多事必躬亲。
灵太后因淫乱丑闻，曾在内部斗争中受挫。
孝明帝元翊成年后，灵太后仍然把持朝政，以致母子之间产生矛盾。
灵太后为了权力，不惜谋杀亲生儿子。
灵太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最终死于非命。
四是北宋刘太后刘娥，在北宋真宗时被立为皇后。
刘娥入宫多年无子，她将其司寝李某与真宗所生之子夺为己有，取名赵桢。
真宗病逝后，十二岁的赵桢即位为仁宗，尊刘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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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后执政期间，号令严明，恩威并加，不妄兴大役，内外赏赐有加，任用诸多贤臣辅政，保持国家
的太平局面，宋人对刘太后颇多美誉。
但戏剧《狸猫换太子》却对她进行非议。
民间流传甚广。
戏文夸张一些，也是难免的。
    太皇太后  历经三代皇帝，从皇后、皇太后到太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
比较有名的太皇太后有：窦太后，名漪，西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时皇太后。
汉武帝时太皇太后。
她做了二十三年皇后。
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
窦太后在汉初政治舞台上是仅次于吕后的一个重要女性，在宫廷中的权势和影响很大。
她是汉初黄老学派最后一个政治代表。
汉武帝尊崇儒学，受到窦太后的指责，在窦太后去世后，才敢任用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王政君，西汉元帝时皇后，成帝时皇太后，哀帝时太皇太后。
成帝刘骜是王政君的儿子，从小吃喝玩乐，元帝不喜欢他，想改立傅昭仪生的刘康为太子，王政君做
了许多努力，才保住刘骜皇太子地位。
刘骜即位以后，由于荒淫过度。
没有子嗣，只好立刘康之子刘欣为太子。
刘欣即位为哀帝，仍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
西汉在元帝以后，已走向衰败。
王政君的亲属王氏专擅朝政大权，最后由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夺取皇位，改为新朝。
在此期间，王政君虽然对王莽的行为加以抑制，但已无能为力。
王莽登上皇位，尊王政君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清朝孝庄文太皇太后，在清太宗皇太极时为皇后，顺治帝福临时为皇太后，康熙帝时为太皇太后。
孝庄文皇后精明能干，一生经历清初三朝政局的变化，精心抚育顺治、康熙两位幼年皇帝的成长，并
排除其亲政的障碍。
她对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大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清初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
    贤良的皇后  在历代皇后中，称得上贤良的皇后并不多。
一个掌握很高权力的皇后，能够不滥用手中的权力，善待嫔妃，和谐相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协
助和规劝皇帝，又不干预朝政；减少外戚封官，限制外戚势力。
这些都是贤能皇后的表现，要做到确属不易。
现选择以下几位贤良的皇后：东汉明德马皇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女。
马氏进宫后和其他嫔妃和睦相处，为明帝的皇后之后，态度越谦逊、肃穆。
马氏生活节俭，经常身着大帛之服，衣裙不加缘饰。
马皇后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和丰富的政治阅历，对明帝处理政事多有帮助，而且从不以家事干扰国事。
明帝死后，章帝即位，尊马氏为皇太后。
章帝在她的指导下，很快便能主持国事。
她和章帝从早到晚讨论国事，又教育那些年幼的皇子，她自己亲自讲授经书及自己的经历，气氛十分
和谐。
她对外戚限制很严，减少外戚封官。
唐朝长孙皇后，她从小爱读书，通达礼义，十三岁嫁给李世民为妻。
唐朝建立后，被册封为秦王妃。
李世民登基后，她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生活俭朴，从不铺张。
她又深明大义，从不干政。
长孙皇后不让外戚掌握朝政，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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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纳谏和节俭作风有很大的催进和裨补。
五代时期后汉李皇后。
李氏原是一个农家姑娘，被军卒刘知远抢去成亲。
后来刘知远成为后汉的皇帝，李姑娘也就成了皇后。
这个忠厚善良纯朴的李氏不同意新皇帝以搜括民财来犒赏将士的做法，认为这是讨好了军队却失去了
民心。
她将宫中财产全拿出来为劳军所用，当地民众大为感动。
刘知远登基一年便病死，儿子刘承佑即位。
李太后在朝内享有盛誉，大臣们都很尊重她，但儿子不听她的话，杀了两位辅政大臣，领兵在外的郭
威，闻讯率军回京，刘承佑又不听母亲劝阻，领兵出城阻击，死于乱军之中。
郭威建立后周政权，当上皇帝，又把李皇后认为母亲，上尊号为昭圣皇太后。
李皇后长期保持着农家妇女知足、善良、明事，通达人情的长处，由此受到人们的爱戴。
明朝马皇后，是濠州农民起义军领袖郭子兴的养女，朱元璋参加起义军被郭子兴看中，就将养女马氏
嫁给他。
朱元璋做了皇帝，就立马氏为皇后。
马皇后在协助朱元璋治理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皇后深知“善理天下者，以贤才为本”，他经常劝谏朱元璋“不能独理天下，必须选贤才共同治理
”。
朱元璋性情暴躁，又偏听偏信，马皇后经常提醒他，才减少错判错罚。
马皇后劝阻朱元璋，不要给她的亲属封官，她说“国家爵禄，宜与贤大夫共之，不宜私给妾家”。
马皇后生活节俭。
遇到水旱岁月，吃饭必掺杂麦野菜，提醒自己不忘穷苦百姓。
    皇嗣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
皇帝生前一般都依照立长立嫡的宗法制度，确立太子，皇帝死后由太子继位。
但有些皇长子和嫡子并不符合继承皇位的条件，难以治理国家。
例如，汉高祖刘邦立吕后所生刘盈为太子，而刘盈懦弱多病，即位后难以处理朝政，当了七年有名无
实的皇帝便死去，政权实际操纵在吕后手中。
又如晋武帝司马炎立长子司马衷为太子，而司马衷是个白痴，即位后成为傀儡皇帝，导致长达十六年
的“八王之乱”，使西晋走向灭亡。
再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在朱标病死后，又立嫡长孙朱允蚊为皇太孙。
朱允蚊即位后，怕诸叔威胁皇位，便采取削藩措施。
燕王朱棣被迫起兵，名为靖难之役，经过三年战争，朱允炆兵败自杀，朱棣称帝为明成祖。
有些皇帝无嗣或生前未立嗣，死后由大臣拥立新君。
忠臣拥立善于治国的新君，而权臣拥立的是便于控制的新君。
如秦始皇先前未立太子，在出巡中病死后，佞臣赵高矫诏立胡亥为帝，大权完全掌握在赵高手中。
又如汉昭帝早亡无嗣，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询为汉宣帝，成为继昭帝之后的明君。
史称“昭宣中兴”。
在历史上为争夺皇位而导致骨肉相残，是从南朝刘宋政权开始的。
此后，唐初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五代时期梁太祖朱全忠被儿子杀死，都是为了争夺皇位，而导致骨肉相残。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鉴于历朝争夺皇位斗争的教训，创立秘密立嗣制度。
这是封建社会立嗣制度的一次改革，被清王朝推崇为“立嗣家法”。
    皇权  秦始皇确立以皇帝为核心，三公九卿为辅，地方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
制。
汉朝沿袭秦制，其后历代虽有变动，但基本体制不变，延续2000余年。
三公是丞相、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最高监察官），九卿是三公以下分管各部门行政长官。
汉武帝时期，为了抑制宰相权重，另选一些近臣建立中朝，丞相权力逐渐向中朝转移，形成中朝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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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丞相）执行。
东汉光武帝采取“政不由下”的治国方略，设尚书台总理国政，取代相府的职权，宰相成为没有实权
的论道之官。
隋朝的中央机构设三省六部，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六部为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
部、工部。
唐朝在继承隋朝的基础上，经过不断革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职官制度。
北宋初实行臣僚分权，皇帝集权。
地方分权，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将前朝的三省六部制基本上保留，却剥夺其主事权，成为闲散机构。
另设中书门下，取代三省，作为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
设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
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号称东、西府，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是三司使，号称计相。
元朝中央政权机构，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成为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中书
省下设六部。
明朝初期基本上采用元朝的制度，后来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时撤销中书省，并宣布永远废除丞相，皇
帝直接面对六部，皇权空前加强。
但皇帝很难应付各部事务，朱元璋就置“四辅官”，以四季轮季值班任事。
不久，又改为“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
明成祖即位后，以几个主要大臣形成内阁制度，参预政务。
到明朝中期，形成首辅制度，首辅实际上已成为宰相。
明朝的监察司法机构有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
清朝基本上承袭明制。
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早期为议政大臣会议，雍正皇帝设军机处，形成清代特殊中央机构。
    宦官擅权  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宫里都有很多宦官掌管各种事务。
宦官擅权，从秦朝开始就有赵高专权。
赵高矫诏立胡亥为秦二世，并控制胡亥。
独揽朝政大权，“指鹿为马”。
西汉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与位居首辅的大司马史高勾结为奸，典掌军机，控制朝政。
东汉桓帝以后，宦官擅权，把持朝政。
桓帝和灵帝两朝，都是宦官擅权。
唐朝中后期，先后有李国辅、程元振、鱼朝恩、王守澄、田令孜等宦官专权，他们大都掌握国家军政
大权，凌驾于群臣之上。
明朝的宦官擅权更为严重，从明英宗开始，信任宦官王振，使王振大权独揽，广植私党。
王振蛊惑明英宗亲征蒙古，遭到惨败，英宗被俘。
明武宗信任太监刘瑾，使刘瑾势力日益扩张，进一步专擅朝政，排斥异己，残害朝臣。
明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力很大，从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死党。
魏忠贤排斥异己，迫害正派官员。
以上这些宦官专权，最终大都被杀。
    外戚专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亲国戚，一般都封有高官，有的甚至专权朝政。
外戚专权从西汉初就开始，吕后执政时，大封诸吕为王，掌握南北军。
吕后死后，周勃、陈平清除诸吕。
霍光是汉武帝时的外戚，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代，是权倾一时的三朝元老。
霍光为“昭宣中兴”作出了贡献；但他治家不严，纵容包庇亲属子弟弄权。
西汉后期，外戚王氏专权更甚，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地位显赫，
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王莽最终篡夺皇位，建立新朝。
东汉和帝时，窦太后亲属窦宪、窦笃、窦景、窦瑰皆居要职，朝廷内外都为窦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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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宪大破匈奴。
战功显赫，官拜大将军。
当窦氏权势发展到与皇权相矛盾的时候，和帝利用宦官势力，诛除窦氏集团，迫令窦宪自杀。
东汉顺帝时，任命梁皇后之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
梁商死后，其子梁冀接任大将军，梁冀专横跋扈。
专权纳贿，结党营私。
顺帝病死后，年仅二岁的刘炳即位为冲帝。
梁皇后被尊为太后，梁冀的权势更大。
冲帝在位不到一年便死去，又立年仅八岁的刘缵为质帝。
质帝虽年幼，但很聪明，他看不惯梁冀的专横跋扈，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了一句“此跋扈将
军也”。
梁冀很厌恶，竟派人用毒饼将质帝害死。
梁冀又立他的妹婿刘志为桓帝，刘志昏庸，朝廷大小政事皆由梁冀决断。
桓帝虽然无能，但也难以忍受梁冀一手遮天。
当梁太后死后，桓帝便利用宦官势力，诛除梁氏一门。
西晋时杨骏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皇后，杨骏被任为车骑将军。
晋武帝死后，杨骏进一步掌握朝政大权，新登基的晋惠帝成为傀儡。
晋惠帝是个白痴，但贾皇后却很凶狠，暗中组织力量，诛杀了杨骏。
唐玄宗时，杨贵妃族兄杨国忠得以任为宰相。
杨国忠有意与安禄山为敌，导致安禄山举兵叛乱，进攻长安。
唐玄宗只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逃往成都。
行至马嵬坡发生兵变，杀杨国忠以平众怒。
南宋宁宗时，外戚韩佗胄掌握朝廷军政大权。
此时因蒙古政权在漠北兴起。
使宋金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
韩佗胄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想建立功名。
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便进行北伐。
但由于准备不足，用人不当，导致北伐失败。
外戚贾似道排斥贤能，独专朝政。
蒙古军大举南侵时，贾似道求和不成，抗战无能，导致南宋灭亡。
    皇帝与功臣  皇帝打江山和坐江山，都要使用贤臣良将，但在打下江山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如何对待
打江山的功臣，则有不同的态度。
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以后，大封功臣，并逐步削弱功臣的实权。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对功臣论功行赏，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
宋太祖赵匡胤坐上宝座以后，召集功臣举行酒会，诉说苦衷，使功臣们愿意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做
个兼职钱多的闲差。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o但有些皇帝坐上宝座以后，怕功臣谋反，往往借口谋反罪杀害功臣。
在中国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五代时唐庄宗李存勖、明太祖朱元璋，都杀害功臣
。
刘邦与项羽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兵力比他强大的项羽，主要是刘邦善于任用谋臣良将
。
但在刘邦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却以谋反罪杀了战功显赫的军事家韩信和立有战功的武将彭越。
南朝宋文帝以谋反罪杀了开国功臣檀道济，使南朝失去了抵御北魏的良将。
后来北魏军南下，抵达瓜步，宋文帝长叹一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如此”！
五代唐庄宗杀功臣郭崇韬，也是枉杀。
明太祖朱元璋杀功臣最多，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又以胡惟
庸“通虏”、“谋反”的罪名，同时牵连被杀的达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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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六年，又以蓝玉谋反案，牵连被杀达一万五千人。
胡惟庸与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历时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功臣宿将几乎杀尽。
    伴君如伴虎  皇帝掌握生杀大权，令人生畏，朝臣们怕有一天因得罪皇帝而被杀，遂有伴君如伴虎之
说。
皇帝执刑赏之柄以驾驭群臣，实行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有罪者刑，罪大者杀，属于治理国家的需要
。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王公大臣被杀；但在被杀的王公大臣中，并不都是有罪而被杀的。
其中有：暴君滥杀无辜，三国时吴末帝孙皓是个暴君，前后十余年间，杀忠臣四十余人。
有奸臣当道，残害忠良，秦朝赵高施行严刑峻法，先后杀公子十二人和公主十人，株连而死的大小官
员不计其数，大臣们人人自危。
明朝佞臣刘瑾、严嵩、魏忠贤等，都杀过很多忠臣良将。
还有一些贤臣良将被皇帝枉杀，如汉景帝刘启在吴楚七国之乱时，为满足叛军的要求，杀了忠臣晁错
；隋炀帝杨广，因忌恨而杀了前朝功臣高颖。
唐高宗令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发觉，高宗将责任推给上官仪，使上官仪被杀；南宋高
宗赵构，为了对金求和，杀了忠臣岳飞；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败被蒙古军虏，忠臣于谦等组
织军队保卫京城，击败了蒙古军，英宗放回后反而听信谗言杀了于谦；明思宗（崇祯）朱由检，中了
清朝皇太极的反奸计，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
也有实行严刑峻法，多杀或错杀一些朝臣。
如汉武帝、武则天、明思宗都实行严刑峻法，都错杀了不少朝臣。
    难圆皇帝梦的农民起义领袖从秦末年到晚清的两千多年间。
发生许多重要的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军号召力很大，他们斩木为兵，揭竿而起。
振臂一呼，人们群起响应，很快就聚众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他们攻城略地，对反动统治进行无情地；中击，在摧毁衰败的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农民起义军在进军胜利时有的已建立政权，自立为王或称帝。
但称帝以后，都未能长久，而以失败告终。
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在初战胜利后，陈胜就自立为王，建国号张楚。
起义军进展迅速，相继自立燕王、赵王和魏王，西路军已离咸阳不远。
但起义军中也暴露出农民的自私、狭隘、散漫的致命弱点，最终导致失败。
西汉王莽篡权后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矛头直指王莽政权。
他们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号称绿林军，汉刘氏宗室的刘玄也参加了起义军。
起义军在棘阳大捷以后，声威大振，随即成立政权，推举刘玄为帝，称更始帝。
不久，王莽被杀，刘玄率大批人马进入长安。
但刘玄这个皇帝不加强治政治军，而只管享乐。
不久，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被杀。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大军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后攻入长安，在含元殿即帝位，国号大齐。
黄巢率领的起义大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但由于他没有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是孤军深入长安。
在唐军大包围中失败。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反抗明朝的黑暗统治，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
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李自成起义军声威大振，发展很快，在攻克洛阳、西安后，以西安为西京，建国号为“大顺”，年号
“永昌”。
随后统领大军攻入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一心想做皇帝，而忽视了清兵入关的严峻性，最终失败。
晚清期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后，迅速北上，又沿长江东下，占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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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
太平天国历时十五年，给清王朝腐朽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但由于太平天国领导层争权夺利，相互杀戮，造成分裂，以致走向失败。
    关于中国历代皇帝，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但要通读史书，并非易事，一般读者不可能有大量时间
去通读。
为便于广大青年对中国皇帝有比较简明而又系统的了解，特写《中国皇帝》一书。
我写此书，因已年迈（今年87岁），老眼昏花，智力减退，思考不周，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
者见谅，并请指正。
    作者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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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功豪编著的《中国皇帝》内容介绍：关于中国历代皇帝，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但要通读史书，并
非易事，一般读者不可能有大量时间去通读。

为便于广大青年对中国皇帝有比较简明而又系统的了解，特写《中国皇帝》一书。
我写此书，因已年迈（今年87岁），老眼昏花，智力减退，思考不周，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
者见谅，并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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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代第一个朝代的梁太祖朱温，父亲早亡，随母投靠本县刘崇，以帮佣为生。
在寄人篱下中长大成人的朱温，落拓无行，时常惹祸，被乡人视为无赖。
在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时，朱温参加了起义军。
朱温作战勇敢，每一仗都冲在前面，因功被提升为队长。
起义军攻克长安，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行营先锋使。
朱温带领所部攻下了同州，被授为同州防御使。
朱温多次作战成功后，成为起义军中一员令人瞩目的大将，他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之一。
    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不久，逃亡在蜀的唐僖宗号召各路藩镇军队讨伐起义军。
起义军面临劲敌云集，内部又腐败混乱。
已开始走向失败。
朱温为了自己的生存，便投降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
唐僖宗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
朱温归唐以后，对起义军反戈一击。
配合唐军各路人马包围了长安。
黄巢招架不住，杀出重围向南撤退。
朱温乘胜追击，率军进入汴州，作为他的根据地。
    黄巢兵败身亡，秦宗权接过反唐旗号，他仗着兵多地广，与朱温进行较量。
朱温不顾势力悬殊，以弱击强，经过多次战役后，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把秦宗权打得退缩到蔡州
。
接下来是诸侯混战。
朱温在这些连续不断的混战中，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予以各个击破。
他先后打败了徐州的时溥、鄂州的朱碹、兖州的朱瑾、幽州的刘仁恭、魏博的罗绍威、镇州的王熔纳
、定州的王处直、襄阳的赵匡凝、青州的王师范。
在这些混战中，朱温打成天下最强大的“诸侯”。
    在逐鹿中原稳操胜券后，便从凤翔割据者李茂贞手中夺得唐昭宗，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他大杀宦官，大杀唐宗室、大杀唐臣，以清除唐的政治基础。
诸侯不服，起兵讨伐。
他一边备战，一边抢先下手，指使人杀了唐昭宗，另立幼小的唐哀帝。
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朱温见时机已成熟，便登上了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定都开封，成为五代时期
第一个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小名重八，参加红巾军后改名元璋。
他家依靠租种地主田地过活，设法送朱元璋去上私塾，但因生活困难而停学，后来到地主刘德家放牛
。
朱元璋十七岁时，濠州大早，又遭蝗灾，饥饿病疫流行，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分头外出逃荒。
朱元璋到皇觉寺去当了和尚，实际上是小行童，寺庙干杂活的仆人。
后来寺庙里也断了伙食，朱元璋只好到外地去化缘游食，过了三年的流浪生活后又回到皇觉寺。
    元朝末年，江淮一带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元朝的黑暗统治。
定远人郭子兴率众起义，攻占了濠州。
朱元璋便有了出路，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
起初充为步卒，两个月后被调到帅府作亲兵，并提升为九夫长。
郭子兴看到朱元璋有智谋，才能出众，视他为心腹，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
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统率起义队伍积极发展，打过长江，占领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
    此时，农民起义军还有两股强大的势力，都已占地称王。
以平江（今苏州J为国都的张士诚势力已向常州伸展；迁都于汉阳的徐寿辉部则向池州扩张。
徐寿春被部将陈友谅挟持侵犯朱元璋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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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太平后，陈友谅杀徐寿春自立，继续向应天府进攻。
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中箭而死，其残部逃回武昌。
朱元璋攻占武昌，于其地置湖广中书省进行管辖。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官。
第二年派兵进攻平江的张士诚，经过两年攻下平江，改平江为苏州府进行管辖。
攻下平江后，休整未一个月立准备北伐。
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为正副元帅，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
1368年，明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北京）。
元顺帝大惧，连夜和后妃、太子逃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
明军进入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南方的统治。
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正月，正式建立明朝，年号洪武，建都南京，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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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功豪编著的《中国皇帝》这本书共分为十八章，其中有：统一中国的皇帝，开国皇帝，治国皇帝，
骄奢淫逸的皇帝，昏庸的皇帝，傀儡皇帝，幼年登基的皇帝，女皇帝，太后临朝，太皇太后，贤良的
皇后，皇嗣，皇权，宦官擅权，外戚专权，皇帝与功臣，伴君如伴虎，难圆皇帝梦的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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