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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别以为大秦帝国只是一个历时十五年的短命王朝，秦始皇一统天下不过是大秦七百年历史的末章
；别以为秦王朝的覆灭是“暴政必亡”的宿命，暴政只是秦王朝灭亡前夕挣扎求生的结果，而非其衰
亡的主因；别以为秦始皇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大暴君，统一天下前的秦始皇拥有许多名君不
能比拟的优异经营记录。
　　陈文德笔下的大秦七百年，与我们熟知的秦朝历史显然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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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德，生于1946年，著名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战国两百年寡头争霸》、《大秦七百年王道盛衰》、《北宋帝国危机生存》、《曹操争
霸史》、《霸术》、《乱世经营术》、《诸葛亮大传》、《刘邦大传》、《陶朱公传奇》、《老子、
庄子、孙子》、《郑芝龙大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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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的话自序序幕：大秦帝国经营启示录第一篇　创业维艰英雄末路古中国四大图腾族纣王聪明反被
聪明误鸟图腾族的国防部长盘肠血战，誓死效忠西部开拓史重级战犯，养马翻身五兄弟联手西征四百
年风水轮流转一代霸主秦穆公西线无战事，东进图霸主百里奚流浪千里五羖大夫大器晚成国有二老，
如有二宝福气是忍出来的开创者的智慧开创中的企业文化培养机会，等待机会创造性洞察力与忍耐力
秦穆公“马上治天下”[经营启示]　业务挂帅的开拓者第二篇　变革求新停滞危机稳定中求成长？
退离中国政治舞台。
年轻君主重建王权商鞅变法魏惠王有眼不识人才四度会谈，龙心大悦雄辩滔滔，力排众议“徙木立信
”的政治秀翻箱倒柜的第一次变法脱胎换骨的第二次变法卖命的改革者灭亡或重生的关键人物孝公，
鞠躬尽瘁为改革商鞅：严刻的理性官僚十足的功利主义者作法自毙，人亡政存经营启示建立制度的智
慧与勇气第三篇　一统天下合纵连横苏秦的合纵战略张仪的连横战略远交近攻，瓦解合纵乱世官一传
术恐怖诉求的鼻祖虎狼之国虎狼之主与虎狼之臣魏冉绘出统一蓝图白起：冷酷的杀敌机器从远攻近交
到远交近攻长平之战蔺相如智破强秦阴谋新的政局，新的战略阵前换将，自取灭亡赵括求战心切，白
起引君入瓮哧破胆的二十万人大活埋奇货可居吕不韦早父子投资奇货有钱鬼推磨，银弹打通关秦始皇
身世之谜长期投资开花结果秦王政铲除吕不韦并吞六国荀子眼中的理想国李斯反败为胜尉僚的“CIA
谍报网”王翦：并吞六国的箭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经营启示惊人的恐怖性诉求第四篇　帝国贫血症从
战争到和平郡县制：彻底的中央集权必也正名乎以阴阳五行说为宣传工具封建与郡县的争议内外两派
各怀鬼胎天下国家化周朝建立家天下雏形大合并时代诞生国家观念秦始皇的“天下国家化”中国文字
的统一咸阳：帝国威权的象征阿房宫：“暴政”的代表作骊山陵：地下无敌军团现形“暴君”真面目
暴政必亡的最佳诠释？
天生的人质，悲惨的童年老练、务实的政治手腕最了解秦始皇的两个人长期巡幸，活活累死倒行逆施
盛极而衰，力从不心步入神秘主义的迷途统一前后判若两人为一句谎言筑万里长城儒生方士趁虚而入
统一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焚书：严酷的思想统治坑儒：穷途末路，倒行逆施经营启示大成功暗藏大危
机第五篇　大秦之死政治解体秦始皇最后的巡幸外籍政团最后的夺权昏君乱臣葬送国本亡秦必楚楚虽
三户，亡秦必楚有功亦诛，无功亦诛无敌军团的最后一役火烧咸阳三个月改朝换代楚霸王之心路人皆
知治乱世用宽容争霸天下的最大本钱以耐心养雄心经营启示反转崩溃生存术终曲：秦公司主要总经理
评估勇于开拓的业务人员穆公、孝公：绩优总经理秦惠王：恐秦症的得益者昭襄王：帝国贫血的根源
秦始皇：致命错误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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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统一天下，盛极必衰　　从秦王政执政到完成中国大统一的十六年间，是秦国国力发展的颠峰时
期，其他六大诸侯国已衰弱到了极点。
对来自各国的知识分子而言，秦国有很强的向心力，连一代宗师荀子都以《强国论》一文对秦国倍加
赞赏。
秦国的统治阶层自此已成为大家积极模仿的“创造的少数”，使他们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上最主
要的领导者。
　　不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股创造性的领导力便开始僵化。
最先看出这种情势的是尉僚，这位本来有意到秦国来发挥所学的魏国兵法家，在拜见秦始皇后，便已
看出此非久留之处，他指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虽然他批评的对象是秦始皇本人，但事实上他已看出统一天下将是秦国发展的极点，商鞅变法后所
建立的技术官僚体系将日益僵化，而无法适应统一后的复杂形势。
　　造成秦国的官僚体制完全僵化的，正是以劝阻《逐客令》而为秦始皇重用的楚国客卿李斯。
虽然获得重用，但因本身实力显然无法和本土派的部落领袖相比而怀有强烈不安全感的李斯，因此害
怕将更富创造力的人才带入秦国的权力体系。
韩非之死、尉僚逃亡。
正象征着秦国领导层创造力衰竭的开始。
而力行郡县制度，虽有其逻辑上的必需性，但事实上，李斯及秦始皇本人对新的客观形势都未作有效
的评估。
因此无法再带动国家的创新。
局限于　　原有的成功经验，未能对新形势做彻底的策略性思考，是大秦帝国日后迅速崩溃的最主要
原因。
　　面对复杂的情势，却仍采用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自然使沟通及命令体系产生了严重的贫血症。
接下来的焚书坑儒、思想专制，其实只是帝国贫血症所产生的直接反应而已。
从始皇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间，为了安抚日益不驯服的内外无权阶层，秦始皇不得不巡幸四方，欲求
以皇帝的声威压服各地的不满，最后反而把自己给累死了。
论者常以为始皇暴政是秦国迅速崩溃的主因，其实是倒果为因。
大秦帝国的崩溃，是制度及统治策略错误造成的结果，所谓“暴政”，也只是不良制度下必然的结果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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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实用历史”的基本概念，就是想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或无数个)大个案来看等。
　　历史经验有什么用？
可不可用？
　　在这里，我们把历史当作人间社会情境体悟的材料，或者说，我们把历史当作“媒介”——通过
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与方案，我们找到了另一种智力上的乐趣。
　　“实用历史”刻意塑造一条“求异”之路，就是想增添亲切的、活泼的、趣味的、致用的“新历
史之旅。
”　　陈文德“实用历史”丛书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读史新乐趣。
经过细心整理、合理诠释，所有历史人物变得更逼真、更人性化，历史故事更有趣、更实用、更耐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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