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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帝王

绝对权力和地位

郡县制保证

政令畅通

统一文字和

度量衡

修直道

开凿灵渠

短命王朝被

后来者谮毁

新制度被

旧贵族竭力反对

如果没有秦始皇的起始

作俑，后世有没有皇帝这个称

号倒是其次，关键的是有没有

别人具有秦始皇如此巨大的

魄力，而赋予皇帝对任何臣民

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这一

点，实在难以预料。 不过，令人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尽管自秦

始皇之后， 到宣统帝溥义为

止， 中国历代产生了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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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皇帝， 他们在独揽大权、享

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同时，却无

不指使其手下之刀笔书吏，在

史册上写满了秦始皇作为暴

君的桩桩历史，而鲜有替始皇

开脱者。 因此，尽管秦始皇是

统一中国的先行者，为中国的

疆域形成、民族融合、文化发

展等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

他在史册上留给人们的印象

却是如此的不堪———“暴君”

二字成了秦始皇的象征。 那

么， 到底秦始皇是不是暴君，

或者秦始皇在暴君面具之下

有没有值得人们重新审视的

东西，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的烟

云中找找答案，看看历史的真

相里到底有多少人们不知道

或被误解的秦始皇。

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应该

是毋用置疑的。 在中国历史

上，改朝换代当皇帝者大有人

在，但像秦始皇一样，不但改

朝换代，而且建立一种全新的

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并且

使这种制度的影响垂两千年

之久，今天的中国人在生活中

还深受其影响， 的确后无来

者，以此论之，始皇可谓千古

一帝！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便以

亘古未有的巨大魄力开始在

全国实行郡县制。 郡县制的始

作俑者是秦孝公时期推行变

法使秦国由弱到强的商鞅。 但

使郡县制成为一种制度，并在

统一后的大秦王朝内施行，且

得以延续两千多年不变者唯

有秦始皇。

要知道在秦统一中国之

前，有文献记载的夏、商、周三

个朝代，虽然也有一个代表中

央政府的所谓天子，但仅仅是

一种象征，从来没有一个朝代

的天子真正实现过实际的统

一。 绝大多数情况下，天子之

下的诸候国只是向天子称臣

纳贡而已。 如果有诸候国不按

时称臣纳贡，天子有力量则可

以出兵讨伐，若无力量则只有

听之任之了。 诸侯国内的各项

事务，包括政治、军事、法令

等， 都由诸侯国自己说了算，

甚至连文字都是诸侯国有自

已的一套。 其情形有点类似于

今天的联合国。 各国都觉得联

合国有用时就找联合国，把它

当老大；没用的时候，或者说

联合国有可能妨碍本国利益

的时候就抛开联合国自行其

事， 如伊拉克战争前的美国，

谋求在联合国得到进攻伊拉

克的许可，却未能如愿，于是

就抛开联合国直接进攻伊拉

克， 联合国不也没一点办法

吗？ 秦之前的诸侯国和中央王

朝的关系正与此同， 所以说，

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才使中

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自秦始皇之后，中国实际

意义上已经终止了以家族血

统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制度，取

而代之的是代表中央政府进

行治理地方的各级官员，这种

制度的施行，彻底终结了在先

秦时代存在已久的分邦裂土

为诸侯国的形式。 虽然秦之后

的多个朝代也曾出现过分封

诸王的例子，但它在性质上远

不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封国。 秦

以后的分封诸王，基本上是一

种爵位制度， 即使有就藩之

地，同样也是有国无兵，有位

无权。 藩国的绝大部分权力集

中在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那

里，藩王是无权过问的。 这样

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央

政府的政令畅通，实现了对地

方的有效控制。

而实行郡县制最大的一

个文明成果是彻底废止了所

谓的世袭贵族制，使贵族的产

生有了新的、比较公平合理的

方式。 比如，汉高祖刘邦和明

太祖朱元璋都是出身寒微的

贫民阶层，但经过他们的努力

奋斗，登上了皇位，他们的家

族也就成功地成为了新贵族。

但在秦之前，由于实行分封制

度，贵族是继承的，出身贵族

之家就永远是贵族，出身贫民

之家就永远是贫民。 但在实行

郡县制以后，这种世袭就不存

在了，只要干得好、有机会，就

照样成为新的贵族。 这是一种

巨大的政治进步，至少在中国

历史上，郡县制的实行首次终

结了落后的奴隶制形式，为中

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开拓性的

贡献。

在政治上实现统一还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秦始

皇又在文字和度量衡上实现

了统一，大大加强了不同民族

之间的文化融合和经济的交

流发展，使得两千多年来在中

国大地上， 不管相距多远，从

几公里到相距数千公里，虽然

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习惯和

语言无法相同， 甚至差别很

大，但只要读书识字，便可实

现无障碍的交流，这一切全赖

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劳。 如

果没有秦始皇统一文字，在今

天的中国版图之内，诚不知有

多少个国家存在。 譬如当今世

界之欧洲，面积和中国差不多

一样大， 人口是

7.3

亿， 却由

44

个国家和地区组成， 讲着

英、法、德、意、西班牙及葡萄

牙等

29

种官方语言， 给欧洲

各国的交流平添了不少麻烦，

怪不得今天的欧洲国家要成

立欧盟， 推进欧洲一体化进

程。 这样的工作，秦始皇早在

两千多年前就在中国做了，说

明我们的祖先的智慧是何等

的伟大与不凡！ 秦始皇统一中

国的伟大事业，对人类社会的

发展来讲，是巨大的进步和创

新！ 同样也可以想象，假如没

有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巨大影

响力，今天中国人的概念范围

也许要狭小得多，绝不可能出

现像今天的世界有十数亿人

以中国人自居的盛大状况！

为了加强对统一后中国

的控制，秦始皇在全国修建直

道，开了人类修筑高速公路的

先河。 据史载，秦始皇修直道

距今已有

2220

年， 是人类历

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比世

界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高速

公路德国境内的波恩至科隆

的高速公路（建于

1932

年）早

2144

年，比著名的罗马大道宽

3

倍

～8

倍，长

10

倍（古罗马大

道建于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后

400

年之间，罗马大道纵然

蔚为壮观，古时说“条条大路

通罗马”， 当年的罗马境内可

以畅通的道路里程

30

多万公

里，但是罗马大道是由许多条

道路连接起来的，每条道路最

长也不过

100

多公里，最宽不

过

30

米， 而且前后修建有四

五百年之久）。 据司马迁《史

记》记载，秦直道全长“千八百

里”，（约合今

1400

多华里），

“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

八百里。 ”，“道广五十丈，三丈

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

以青松”。 道路宽度一般在

20

米

～60

米之间， 绵亘于我国北

方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鄂尔多

斯高原上，是当时由咸阳至九

原郡（今包头市西）最为捷近

的道路。（徐伊利著《大秦直道

探秘》） 直道的修建大大加强

了秦始皇对统一后中国的有

效控制， 同时又为发展经济，

加强不同地区间人民的交流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始皇死

后“从井陉抵九原。 ……行从

直道至咸阳，发丧。 ”史载始皇

遗体经过秦直道运回咸阳，可

见直道在秦时已发挥重要交

通作用。

除了修直道，秦始皇还开

凿灵渠， 连通长江和珠江水

系；经略边疆，基本奠定中国

版图。 在秦统一前，在今天我

国的浙江、福建、两广及湖南

一带居住着与中原华夏民族

语言、风俗迥然不同的少数民

族。 秦始皇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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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灭

楚之后， 就趁势发兵降服了

越，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今

江苏苏州）； 统一六国后又发

动了统一百越的战争，胜利后

设置了闽中郡；接着又派五十

万大军向岭南和西瓯地区进

军，但在这里遇到了越族人顽

强的抵抗，相持三年之久未取

得胜利。 为了保障军队的供

给，秦始皇派人在今广西兴安

县北开凿了一条运河，这就是

连接湘水和漓水，构通珠江和

长江流域的灵渠。 灵渠的开

通， 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使

秦对岭南越人的战争取得了

胜利，并设置了桂林、象、南海

三郡， 治所包括今天的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地；在北方更是

派大将蒙恬和公子扶苏北击

匈奴， 取得河套南北广大地

区。 可以说除新疆、西藏和东

北部分地区以外，秦始皇开拓

了今日中国疆域内的大部份

领土。 后来的王朝再如何强

大，它们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

都是在秦始皇开辟疆土的基

础上进行的，因此，秦始皇为

今日中国国家疆域范围的形

成，立下了不世之功，作为中

国人应该对此永志不忘。

那么，秦始皇既然为中国

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如此巨

大的贡献，为何他在历史上没

有得到与其丰功伟绩相称的

地位，并且还被归之于暴君之

列呢？

秦朝太短， 皇统中断，后

继无人任由后来者谮毁所致。

从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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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统一中国

到前

207

年秦王朝被子推翻，

秦朝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

虽然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王

朝，但却是一个典型的短命王

朝。 因为是一个短命王朝，所

以大秦王朝的历史完全就由

他人来书写，好坏全由他人来

臧否了。 秦始皇所开创的一切

好的制度和律法，在秦以后的

朝代里被继续使用，但没有人

会站出来替始皇说句公道话，

说后人继续享用秦朝的知识

产权，应该给人家付点产权费

什么的。 而实际上是后人不但

白白使用大秦王朝的典章制

度，却对这个典章制度的创立

者大为不敬，对始皇帝极尽丑

化诋毁之能事。 如秦所创立的

郡县制，在秦以后的各个朝代

基本上成为治理国家之基础

政权， 有的虽然叫法不同，但

性质内容完全一致，说明了秦

始皇对中国行政制度的形成，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人再

变也变不出多少新花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就在于秦朝太短，没有人

替始皇帝书写公正的历史，至

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人

会像此后的历代帝王那样，动

用御文人替祖先粉饰美化，虚

构历史。 如出身寒微低下的刘

邦，竟然被杜撰出“斩白蛇起

义”的故事来，而且还附会说

刘邦是赤帝之子，杀了当道的

白帝之子白蛇，以此拨高刘邦

的身份。 但在始皇那里就没有

人替他做这样的粉饰工作了，

因为始皇帝的王朝到二世那

里三年就完结了，秦始皇的历

史只能由别人来书写，是名垂

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只有听

天由命了。 事实证明，秦始皇

的命真的不怎么样，生了个不

中用的公子胡亥继了位，过早

地断送了大秦王朝的江山。 当

然，首先替秦始皇书写历史者

都是亡秦朝者，自然没有理由

替始皇邀功摆好，否则西汉建

立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了。

秦始皇开创的新制度，使

六国贵族遗民感到无所适从，

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崩溃，因

而不惜反对到底，以表达内心

对旧秩序被打乱的慌恐和无

奈。 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魄力

发动数十万雄师， 荡平六国，

统一中国。 又开创一套全新的

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在全国

施行，这使得刚刚在始皇统一

六国过程中，受到惊吓而惊魂

未定的六国遗民们，再一次感

受到天翻地覆，世界末日般的

恐惧。 实际上，在秦朝以前的

改朝换代中从没有一个新的

朝代有如秦朝如此巨大的变

化与不同。 以前的改朝换代，

虽然换了天子， 换了王城，但

最关键的是世袭贵族的地位

和身份基本上没有变，贵族还

是那些贵族，贫民还是那些贫

民，当然奴隶还是变不了奴隶

的身份。 比如，汤灭夏之后“汤

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至

周封于杞。 ”；武王灭商之后，

“封纣子武庚禄父， 以继殷

祀， 令修行盘庚之政。 殷民

大说。” （《史记》 ·夏本记

二； 殷本记三》） 这些记载说

明了虽然改朝换代了， 但贵

族阶层的利益还是基本上得

到了保障， 后来孔老夫子再

三称颂的“继绝世， 兴灭国，

举逸民” 的三代王化思想，

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变革中，

保持贵族、 贫民、 奴隶的身

份基本不变， 维持一定的社

会稳定。 因为， 社会变革中

基本保证了自身的利益不被

侵犯， 所以对这种社会变革

或者说改朝换代， 一般的贵

族和社会精英阶层是不会有

强烈的反对行为的。 至于贫

民和奴隶阶层， 只有默默地

逆来顺受了， 那敢有反对之

举。

可以说， 在先秦以前，

当时社会的主要变革力量还

是诸侯王和贵族。 而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实行的变革， 恰

恰最大限度地损害了贵族和

诸侯国的利益， 所以， 受到

了六国落魄贵族的强烈抵制

和反对。 始皇在出巡途中第

一次遭遇袭击， 就是在博浪

沙由出身韩国贵族的张良发

动的。 张良后来成为刘邦的

重要谋臣， 为西汉建立了大

功。 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

起兵反秦者哪个不是打着六

国的旗号： 首义者陈胜、 吴

广是以“大楚兴、 陈胜王”

为名起义的； 项梁、 项羽找

来楚怀王在民间牧羊的孙子

立为义帝， 号令天下； 齐人

田荣杀了项羽立的齐王自立

为齐王， 以及赵、 燕、 韩、

魏等被推翻的六国遗老， 都

有人继位称王， 粉墨登场，

借六国之势力、 打六国之旗

号起而攻秦。 这其中有不少

是六国贵族， 为亡秦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韩之张

良辅助刘邦； 楚之羽梁、 项

羽叔侄二人； 齐之田氏家族

等都是亡秦的中坚力量。 正

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实

行郡县制， 使六国之贵族失

去了尊贵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一旦时机来临， 这些人自然

就成为亡秦反秦的急先锋。 因

为六国贵族的根本利益，被秦

始皇剥夺了个一干二净，所

以， 不管秦始皇做了多少好

事，在六国贵族那里都是得不

到肯定的。 六国之贵族对秦始

皇的恨尚且没有发泄完，那有

什么好心情给这位使他们亡

国灭族的头号仇人公正的评

价呢？ （据《文史春秋》）

秦始皇：

统一中国，为何留下骂名
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集权制中央帝国，应该说为中国的统

一、为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制度的建立开了先河。 正是有了秦始皇的创举，才使后世的帝王有

了皇帝的称谓和尊严，更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和地位。 按理说中国历代凡是当上皇帝

的人都应该感谢秦始皇才对，因为是秦始皇的创举才使他们成为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皇

帝，但究竟什么原因让他留下了骂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