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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秦帝国(珍藏版)(套装共11册)》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
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
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
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
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巨大精神支柱。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
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
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
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秦大秦帝国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帝国，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
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其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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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皓晖，学者型作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他积30年文史沉淀，历16年写作之功，为我们一朝奉献出这部洋洋500万言，共六部11卷的《大秦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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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上卷）》目录： 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序长篇历史小说《大
秦帝国》 楔子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二 五国君主同一天到达逢泽 三 接风小宴公
开了会盟秘密 四 分秦大计在会盟大典上敲定 第二章 国耻昭昭 一 金令箭使者飞驰栎阳 二 秘密流言震
动了秦国 三 政事堂憋出了一条奇计 四 秦国君臣在老霖雨中感谢上苍 五 国耻刻石血泪斑斑 六 逢泽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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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庞涓 智计周旋 第四章 秦国求贤令 一 车英出奇计 洮水峡谷大血战 二 秦国特使来到了洛阳王城 三 求
贤令应时而出 四 神秘的布衣小弟突然变身 五 求贤令激发了卫鞅 六 申不害要和卫鞅较量变法 第五章 
卫鞅人秦 一 神秘客栈的布衣少年 二 卫鞅韬晦斡旋艰难脱身 三 茅津渡两情惜别 四 初人秦地谨慎探询 
五 秦孝公奇策试真才 第六章 栎阳潮生 一 失望的景监大为惊喜 二 卫鞅两面君 招贤馆大起波澜 三 肝胆
相照 卫鞅三说秦孝公 四 世族元老们惶惑不安了 五 政事堂发生了尖锐对立 六 奇特的故事震动了秦国
民众 第七章 瓦釜雷鸣 一 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二 疲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 三 老秦世族顶风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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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靠山 八 渭水刑场对大臣贵族开杀了 第八章 政侠发难 一 黑色鸽子飞进了神农大山 二 老墨子愤怒了 
三 黑篷车主与神秘的工匠 四 荆南突然失踪 刺客突然出现 五 墨家剑士受到了意外袭击 六 陈仓河谷的
苦行庄园 ⋯⋯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下卷）》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上卷）
》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下卷）》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上卷）》 《大秦帝
国：第三部：金戈铁马（下卷）》 《大秦帝国：第四部：阳谋春秋（上卷）》 《大秦帝国：第四部
：阳谋春秋（下卷）》 《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上卷）》 《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
（下卷）》 《大秦帝国：第六部：帝国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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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
 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
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队没有任
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轺车。
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
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大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
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
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逢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便成了中原地带
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魏国当年之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
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
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
不想自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地得了一回天时地利
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
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便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地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
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
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便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儿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儿。
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
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等
王侯将相的隐私逸闻。
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
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至极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邑人面前羞
于开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财富与享受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
 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
富而不贵，心里总悻悻不是滋味。
 然而，月余之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王书，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的希望
，全城沸腾了起来。
 魏王特使的宣谕是：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逢泽之畔举行，大梁城定为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
；大梁要迅速在逢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在这里囤积大梁佳酿，云集大梁美女。
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
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地传过来一则王宫秘闻：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逢泽会盟，是
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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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朋友，您在读的这部《大秦帝国》，是上海世纪的全新修订版。
这次新版，我作了一次新的全面修订。
这次修订，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对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
纠错；二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
可以说，上海世纪版的《大秦帝国》是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的一个版本。
一部大作品一旦定型，任何修订都只能是修葺性的，而不应该是结构性的。
我们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基本缺陷，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我们有庞大的史料库，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研究之丰厚，无疑为世界之最。
可是，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认知与阶段解析，以及对文明坐标式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等，既像
是一片严重荒漠，又像是一个巨大泥潭。
说荒漠，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文明史研究意识，说泥潭，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充满了矛盾混乱陈
腐臆断，纠葛交错，说不清任何一个文明史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条件下，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最大的难点不是其所叙述故事的史实性，而是能
否以新文明理念重新解读历史。
解决了这个最大难点，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就完成了。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的问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辛勤的
劳动。
重新排版、重新校订、重新设计、再度编辑，等等等等，时间紧迫，工作量极大。
在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统筹指导下，在集团副总、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先生，副总经理王蕾女
士的率领下，世纪文景的一群年轻朋友们蓬勃劳作，一体作战，殊多辛苦。
责任编辑李文青及其所属小组成员杨越江、闫柳君，审读室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等，更是在具
体工作中奋发认真，令人铭刻在心。
在此，我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领导得力，对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奋发劳作，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集团郭志坤编审提出了高水平的审读报告，在此一并感谢。
二理清中国文明史，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评价秦帝国，第二个是如何评价儒家。
从中国历史意识在“前现代”时期的呈现方式看，一个是“非秦”问题，一个是“独尊儒术”问题；
从“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思潮看，一个是“评秦”问题，一个是“批孔”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史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一直贯穿秦帝国灭亡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意识。
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看，所有涉及文明史的问题，都不具有这两个问题独具的普遍性与深远性。
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对秦帝国之后两千余年文明史的认知，尽管也有普遍性问题，但其对我们民族
历史意识的深远影响力，无疑远远逊于“非秦”与“独尊”这两个最基本问题。
这部《大秦帝国》，正是基于澄清“非秦”烟雾而问世的。
对于秦帝国及其赖以生成的春秋战国的评价，则有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对这三大时代文明史地位的总体认知评判。
第二个，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总体认知评判。
第三个，对秦帝国政权性质及其施政实践的总体认知评判。
依据我们在秦后两千多年形成的历史意识，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几乎都是否定性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普遍认知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
时代。
对这一理念的表述，二十五史中比比皆是。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统一中国文明，开于秦而成于汉。
事实上，我们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更多地赋予了汉代，又以否定秦帝国施政实践的方式，实
际否定了秦帝国作为统一文明正源的文明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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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秦帝国政权是专制政权，秦帝国施政实践是暴政，秦始皇是暴
君。
总而言之，秦之为秦，“暴秦”两字足以蔽之。
传统认知构成的事实是，我们对自己民族与国家文明历史最基本坐标的确立，绕过了春秋战国秦帝国
三大时代，而在事实上将夏商周三代与西汉看成了一个完整延续的文明史序列。
中间最重要的枢纽时代，被我们全部确认为黑暗时代，一体否定了。
文明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么？
对隐藏于深远历史烟雾之后的遥远时代，我们果真不能甄别么？
三假如我们民族没有系统的史料，没有坚实的历史遗迹，而只有遥远模糊的碎片传说，也许，我们不
会提出对传统认知的历史质询，而只能以传统的认知为认知，以传统的评判为评判。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偏偏有世界罕有其匹的各种形式的详尽史料，文字的、考古的、实物遗存
的，等等等等，林林总总，无比丰厚。
对于技术性的事件研究、编年研究、局部细节研究而言，当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时段与细节。
但是，对于寻求社会基本认知的大视野的文明史研究，我们的史料对于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足迹，已
经足够扎实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自囚于旧时代对中国文明史的陈腐认知，无疑是文明的悲剧。
一个显然的要害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脚步是历代史官记载的，既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
价，自然也是依据过去时代的价值理念作出的。
我们可以不怀疑被记载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可是，我们对那些陈腐的评价标尺，则完全有充分的纠正
理由。
不是事实清楚，而是是非不明。
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
在既定史实（史料）被普遍认知的情况下，以新的理念去整理历史，去重新解读评判历史，是每一个
时代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
任何一代人，都必须必然要用自身所处时代的文明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借以确定该时代前进的历史
根基。
战国时代，如果没有当时思想家群体秉持“法后王”理念而立足现实对历史作出的深刻反思，就不会
有一浪接一浪的变法运动，从诸侯分治到统一国家的文明跨越也不会完成。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人类各个国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都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人文领
域的基本阵地，历史学第一要做的大事，是理清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脉络，并确立该国该民族最基本
的文明历史坐标；国家民族以这种文明史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国家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我们的现状，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明清两代思想禁锢下形成了考据主义传统，对历史基本上只作技术性研究。
1840年之后，直到今天，将近两百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传统，长期沉溺于事件研究、
编年研究、技术细节研究。
当然，这些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
但是，任何文明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因为具体的技术性研究而忘记文明史课题。
只有我们，被历史这壶老酒灌醉了，失去了清醒的文明评判，呼呼沉睡在传统的大梦里。
梳理文明史并给国家民族提供文明话语权，是一代学人的基本使命。
漠视这一使命，是我们的文明悲剧。
四《大秦帝国》，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
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
对此，我的说法是：《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尽管，当下文学的沉沦，已经使人们对“文以载道”这样的命题嗤之以鼻了。
但是，我赞赏这种精神。
文若无道，人何以堪？
虽然如此，作为历史文学作品，除了基于连接历史断点而生发的必要的文学虚构，以及基于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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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精神而对局部人物关系的调整之外，《大秦帝国》对历史的叙述是忠实的。
惟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大秦帝国》连绵不断的激烈冲突与无数烈士英雄的风骨节操，是战国历史
真相的实然，而不是我所“想象”出来的。
所以选择文学形式，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遥远，人们已经很难有真切的感觉了。
文学的细节真实是根基，大量的鲜活细节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是无法呈现的。
通过文学的细节真实与生活质感，特定的历史风貌与历史精神，会以涓涓细流渗透我们的感知，使时
尚而沉沦的当代人有亲切的认同。
当然，未必人人感觉如此。
但是，作为走进后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生活，大约这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
秦帝国的根本伟大处，不在于统一了国家，而在于统一了文明。
惟其有统一的中国文明，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劫难，但生命永恒。
体验秦帝国历史的骄傲感，正在于她穿越历史而照耀我们精神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作为深度再现帝国文明创造力的文学作品，无论因为作者的局限而有多少缺点，它的历
史精神与基本理念，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是为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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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秦腔秦国人由于偏居西北，保持着较强进取心，事时觊觎富裕中原，就像烈火靠近了干材，然后熊
熊火焰越烧越旺，而干材也渐渐化为熊熊烈火，当火势大的滔天时，什么金呀！
土啊，水啊的本来难以着火的，也就烧的一干二尽，是谁点燃了大秦的星星?又是谁将火燃烧到中原！
又是谁引火烧身呢？
秦国人擅长射箭，这种远距离取人性命的武器堪作封建时代最先进的武器之一了，掌握了先进武器是
在军事上取得不对称优势。
众多的战役导致的分分合合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如果要免于灭亡就的发展军事实力，有的是
倾全国之力投入军队建设，有的是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吴丽勇(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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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秦帝国(珍藏版)(套装共11册)》中描绘了该时代的人物群与重大历史事件，既相互独立，又浑然
一体，全面展现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以
及秦国崛起、兴盛、建立统一帝国又倏忽崩溃的历史。
此书所描述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结局与事件进展
也都是有据可查或被证实过的，真实性是这部历史小说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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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林剑鸣 （已故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国际著名秦汉史专家）我读完了《大秦帝国》第一部，很激动，
也很高兴。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是最重要的一段，也是变法强国的历史主流最充分强大的一个
时期。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历史题材不亚于任何当代重大题材，因为她是中国文明的根。
陈荒煤（已故著名电影剧作家，前文化部副部长）大秦帝国这段历史最需要写，又最难写。
鲁迅当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
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难。
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
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
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霍松林（著名文学评论家、诗学家）《大秦帝国》规模宏伟，气象万千，有很大震撼力；人物的命运
令人拍案三叹，掩卷不能。
    李国文（著名作家）孙皓晖能坚持在一块净土上写纯粹的历史小说，难能可贵。
我想这与作者的写作志向，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部书的目标是要填补中国历史小说上的先秦这个空白，因为这是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
要的空白。
这是很新颖而且有大目光、有时代精神的想法，尤其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焕然一新地屹立于新世
纪的这个星球上，重温这段古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雷达（著名评论家）　孙皓晖先生所做的，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同时难度甚大的创造工程。
这部大著的主导理念，若用关键词表述，便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我在读《大秦帝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方式的肯定。
今天，我们反省知识分子问题，呼唤建立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传统文人精神，如
果上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行为中提炼出有益的精神资源，无疑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格的建设是一种难得的补充。
 李洁非（著名评论家）《大秦帝国》有四点予我极深的印象：一、作者对秦国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
了如指掌；二、对战国的时代特色、著名典故如数家珍；三、对诸子的事迹、思想与风范有相当全面
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四、对三代（夏商周）特别是周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形制、政治、礼仪、法度、典
籍皆有精熟的研究。
这样一部有着空前文化含量的大创作，为此书写作预先必备的学识上的积累，无20年之功恐怕是不能
染指的。
可以说，这是一本耐了很多寂寞、吃了很多寒窗之苦、长年沉淀之后，方才诞生的坚忍之作。
孟繁华（著名评论家）　 《大秦帝国》是一部结构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
这部作品以严肃的笔触、丰沛的想象力和有训练的、简约又富于文学性的语言，为我们重现了秦帝国
前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时代，这是作家孙皓晖的贡献
。
程光炜（著名评论家）第一次读《大秦帝国》，有一种置身于雄浑苍茫的层峦叠嶂之中的沉甸甸的感
受。
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小说家挥洒自如的大笔墨，把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大舞台安置在我们面前，令人
不禁激情昂扬，一时难以自抑。
 孙飞虎（著名演员,《大秦帝国》电视剧主演之一）喜闻《大秦帝国》最后两部，即《铁血文明》和
《帝国烽烟》就要出版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
如果你看过前四部：即《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那你肯定会念
念不忘最后两部，否则你会产生大大的失落感，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
《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已被搬上了屏幕（待播），我有幸在其中饰演了秦献公和秦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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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一位老臣——甘龙，为了找到表演时人物的感觉，我看了小说《黑色裂变》，不看则已，一看
就再也放不下了，于是就抽排戏时有限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国命纵横》、《金戈铁马》和《阳谋
春秋》，意犹未尽，等再想继续看时，只好刹车了，作者孙皓晖后两部尚未搁笔，只好强忍欲望，等
着！
今年终于等到了，据说后两部比前四部更加精彩!我想象不出来，到底精彩到何程度，因为前四部已经
够精彩的了。
许华伟（《大秦帝国》责任编辑）《大秦帝国》共六部十一卷，504万字。
此次推出的全套图书，1－4部是修订版，第5部和第6部是初版，其中第5部《铁血文明》是全套图书的
重点，展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盘整华夏文明的壮烈历程。
河南文艺出版社自2001年出版《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到2008年出版全套图书，有8个年
头了。
8年来，《大秦帝国》被越来越多的读者们关注和认可，一些专家学者也给与《大秦帝国》很高的评
价。
2005年，发烧友创办了大秦帝国网站（www.daqindiguo.com）。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同名电视连续剧已拍摄完成，即将在主流媒体播映。
《大秦帝国》受到读者、专家和评奖委员会的肯定，原因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品的思想价值
和艺术成就。
《大秦帝国》鸿篇巨制描绘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知识含量非常丰富。
全书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描绘了秦国近200年的变法强国之路，其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深思
。
作品激情澎湃，昂扬向上，旗帜鲜明地宣扬强势生存的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统一斗争的艰辛
历程。
秦帝国统一后的政治创新（郡县制等），文明创新（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军事上的创建（北击匈
奴、融化岭南等），都值得今人重新评价。
改革、创新、统一是《大秦帝国》的主题！
《大秦帝国》是历史小说，却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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