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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皇帝”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论是男女老幼可说是人人皆知，而对于皇帝制度则恐非人人
皆能了了。
在中国，皇帝制度曾存在二千余年之久，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灵魂和核心，在神州大地上曾产生过极
其神奇的力量，并使人感到它具有无处不在的威力。
皇帝，在他存在的那个时代，曾长久地被神化为天帝的儿子，是代天治民、主宰全国臣民的君主。
他的话是金科玉律，他的意旨为全国臣民所必须遵守，不可违背。
他处于高高在上的独尊地位，掌握着对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一国发号施令；
他在生活上，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娶、寿诞，处处都有着一整套严格规定的仪制。
他的政治行为决定或影响着全国臣民的生计。
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可以使国家富强，而一个庸劣的皇帝却可以使社会腐败、生灵涂炭，乃至使整个
国家濒于危亡。
但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
它的演进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皇帝个人的作用，最多也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阻挡滚滚向前的
历史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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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连达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精心研究、撰写的这部关于中国古代皇帝和皇帝制度的学术著
作，既有对皇帝的称号、玺宝、符章信物、服食起居、祭祀典礼、朝仪、避忌等制度层面的研究，又
有对皇帝治道与治术、帝王政治行为与王朝更替、皇帝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消亡等思想层面的批判反
思，指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是封建帝国的灵魂和核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极
其神奇的影响。
历史是一面镜子。
回顾历史，皇帝制度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
我们今天研读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要拿出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这也是我们关注帝王制度最基本的
出发点。
我们要全面正面地汲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精华，摆脱帝王制度、帝王思想的影响，走出对帝王崇
拜的迷津，还帝王本来的真面目，更好地把握今天，探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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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封建政体的核心——帝王制度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说到底就是帝王制度，是家天下的制度
。
国家成为一宗一族，或几个家族的私产，由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轮流执政。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帝王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制约；帝王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并由在位君主直接指
定接班人。
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朝历代通过修史，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部
分，这个文化传统的本质就是帝王文化。
二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是由孔子的《春秋》及司马迁的《史记》演化而来的，它的主导思
想就是“明王道”，而王道说到底就是帝王之道。
这也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
有形的帝王制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是它的阴影，有时仍或多或少困扰着活着的人们。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这之后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及溥仪在日本挟制
下的满洲国做儿皇帝，但从总体上讲，帝王制度毕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取消帝王的专制集权，取消家天下，代之以由民众选举产生
的民主共和制。
把国家权力分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监察等互相独立和制衡的权力机构，其根本目的，就是防止
个人独裁，把权力归还给民众。
然而帝王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制度还不健全，民众在政治上自主意识仍不充分。
帝王思想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极少数的个人野心家身上，也可以表现在民众的自卑和不觉醒上，如
官本位的观念，权力崇拜的思想，不管什么东西，与帝王沾一点边就引以为荣。
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专制皇帝，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还是康熙、乾
隆，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给国家元首呼万岁的传统延续了很久，蒋介石在溪口的老家被称作“丰镐房”（丰、镐是周文王、武
王起家的故土），那还不是把蒋介石当帝王看待吗？
这些现象说明，帝王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残存在人们的心目中。
廿四史在一个时期，仍将是一些人热衷的读物，如果是为了从中去寻找“南面之术”就不好了，若是
为了寻找治国富民的鉴戒，则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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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国宫廷的深处:解读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揭示帝国宫廷深处的政治秘密，诠释中国皇权制度的优劣短长，走出帝王崇拜的历史迷津，还原帝王
本来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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