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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

内容概要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王立群“读《史记》”系列巅峰之作《秦始皇》的新版本，既为新， 自然融入
了更多的新材料、新思路、新认识、新感想。该书对秦始皇的解读可以说是王立群先生个人学识与思
想融汇的高峰，其谨慎周密的考证与大胆创新的推测、 其行云流水的表述与旁征博引的阐释都会令读
者叹为观止。全书不仅展现了秦始皇作为中央集权制开创者所创建的雄伟霸业，也对秦始皇其人功过
是非进行了多方面 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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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群，山东新泰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河南省省管专
家，河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曾荣获河
南省、国家高校教学名师奖，河南省十大师德标兵、十大教育年度人物称号。
先后出版《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
山水游记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
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
誉为“百家讲坛最学术主讲人” 。先后出版了“读《史记》”系列之《汉武大帝》《无冕女皇吕后》
《大风歌——汉高祖刘邦》《文景之治》，王立群“读《宋史》”系列之《宋太祖》《宋太宗》，《
王立群智解成语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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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

书籍目录

引子／１
一　荆轲刺秦王／３
两件重礼　 一出悲剧 ⋯⋯⋯⋯⋯⋯⋯⋯⋯⋯⋯⋯⋯⋯⋯⋯⋯⋯⋯⋯ ４
百密一疏　 前功尽弃 ⋯⋯⋯⋯⋯⋯⋯⋯⋯⋯⋯⋯⋯⋯⋯⋯⋯⋯⋯⋯ ８
荆轲死了　 还有来者⋯⋯⋯⋯⋯⋯⋯⋯⋯⋯⋯⋯⋯⋯⋯⋯⋯⋯⋯⋯ １０
一个荆轲　 众多评说⋯⋯⋯⋯⋯⋯⋯⋯⋯⋯⋯⋯⋯⋯⋯⋯⋯⋯⋯⋯ １１
二　襄公立国／１５
看似“弼马温”　 其实很关键⋯⋯⋯⋯⋯⋯⋯⋯⋯⋯⋯⋯⋯⋯⋯⋯⋯ １６
三个任性的天子　 把西周给整没了⋯⋯⋯⋯⋯⋯⋯⋯⋯⋯⋯⋯⋯⋯ １７
从卿士到诸侯　 抓住机遇是关键⋯⋯⋯⋯⋯⋯⋯⋯⋯⋯⋯⋯⋯⋯⋯ ２１
由余建言　 称霸西戎⋯⋯⋯⋯⋯⋯⋯⋯⋯⋯⋯⋯⋯⋯⋯⋯⋯⋯⋯⋯ ２３
三　穆公东扩／２７
五张羊皮换来两位王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 ⋯⋯⋯⋯⋯⋯⋯⋯⋯⋯ ２８
三救晋难　 大打政治牌⋯⋯⋯⋯⋯⋯⋯⋯⋯⋯⋯⋯⋯⋯⋯⋯⋯⋯⋯ ３０
拉下一个　 扶上一个⋯⋯⋯⋯⋯⋯⋯⋯⋯⋯⋯⋯⋯⋯⋯⋯⋯⋯⋯⋯ ３４
襄助晋文公　 全面合作⋯⋯⋯⋯⋯⋯⋯⋯⋯⋯⋯⋯⋯⋯⋯⋯⋯⋯⋯ ３５
不听老人言　 失败在眼前⋯⋯⋯⋯⋯⋯⋯⋯⋯⋯⋯⋯⋯⋯⋯⋯⋯⋯ ３６
四　孝公变法／３９
魏惠王看走眼　 有他后悔的时候⋯⋯⋯⋯⋯⋯⋯⋯⋯⋯⋯⋯⋯⋯⋯ ４０
魏国不用鞅　 自有用鞅处⋯⋯⋯⋯⋯⋯⋯⋯⋯⋯⋯⋯⋯⋯⋯⋯⋯⋯ ４１
政治经济全改革　 富国强兵有一套⋯⋯⋯⋯⋯⋯⋯⋯⋯⋯⋯⋯⋯⋯ ４３
自古变法多艰难　 商鞅为何能成功⋯⋯⋯⋯⋯⋯⋯⋯⋯⋯⋯⋯⋯⋯ ４７
五　合纵连横／５１
连横失败落魄受辱　 发愤读书重出江湖⋯⋯⋯⋯⋯⋯⋯⋯⋯⋯⋯⋯ ５２
东方六国合纵成功　 苏秦佩带六国相印⋯⋯⋯⋯⋯⋯⋯⋯⋯⋯⋯⋯ ５４
苏秦设局　 张仪入套⋯⋯⋯⋯⋯⋯⋯⋯⋯⋯⋯⋯⋯⋯⋯⋯⋯⋯⋯⋯ ５７
苏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５９
各个击破：破解统一战线的最好方法 ⋯⋯⋯⋯⋯⋯⋯⋯⋯⋯⋯⋯⋯ ６１
六　昭襄王称霸／６３
昭襄王即位：朝中有人是关键 ⋯⋯⋯⋯⋯⋯⋯⋯⋯⋯⋯⋯⋯⋯⋯⋯ ６４
自魏奔秦　 范雎死里逃生⋯⋯⋯⋯⋯⋯⋯⋯⋯⋯⋯⋯⋯⋯⋯⋯⋯⋯ ６７
远交近攻　 确立统一大计⋯⋯⋯⋯⋯⋯⋯⋯⋯⋯⋯⋯⋯⋯⋯⋯⋯⋯ ６９
七　异人奇缘／７５
落魄王孙：看似无缘未必无分 ⋯⋯⋯⋯⋯⋯⋯⋯⋯⋯⋯⋯⋯⋯⋯⋯ ７６
奇货可居　 长线投资⋯⋯⋯⋯⋯⋯⋯⋯⋯⋯⋯⋯⋯⋯⋯⋯⋯⋯⋯⋯ ７７
抓七寸各个击破　 讲利益步步双赢⋯⋯⋯⋯⋯⋯⋯⋯⋯⋯⋯⋯⋯⋯ ８１
人生四行　 缺一不行⋯⋯⋯⋯⋯⋯⋯⋯⋯⋯⋯⋯⋯⋯⋯⋯⋯⋯⋯⋯ ８４
八　生父之谜／８７
难道异人“喜当爹”⋯⋯⋯⋯⋯⋯⋯⋯⋯⋯⋯⋯⋯⋯⋯⋯⋯⋯⋯⋯⋯ ８８
异人真是秦始皇的亲爹⋯⋯⋯⋯⋯⋯⋯⋯⋯⋯⋯⋯⋯⋯⋯⋯⋯⋯⋯ ９１
吕政赵政　 到底谁说得对⋯⋯⋯⋯⋯⋯⋯⋯⋯⋯⋯⋯⋯⋯⋯⋯⋯⋯ ９４
《史记》记载有没有被篡改⋯⋯⋯⋯⋯⋯⋯⋯⋯⋯⋯⋯⋯⋯⋯⋯⋯⋯ ９６
九　赵姬之乱／９９
赵姬吕不韦再续前缘 ⋯⋯⋯⋯⋯⋯⋯⋯⋯⋯⋯⋯⋯⋯⋯⋯⋯⋯⋯ １００
找替身金蝉脱壳是上上策 ⋯⋯⋯⋯⋯⋯⋯⋯⋯⋯⋯⋯⋯⋯⋯⋯⋯ １０２
嫪毐弄权　 赵政果决灭族 ⋯⋯⋯⋯⋯⋯⋯⋯⋯⋯⋯⋯⋯⋯⋯⋯⋯ １０４
茅焦冒死劝谏　 秦王迎回生母 ⋯⋯⋯⋯⋯⋯⋯⋯⋯⋯⋯⋯⋯⋯⋯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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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

十　吕不韦之死／１０９
一封信，一道令：吕不韦自杀 ⋯⋯⋯⋯⋯⋯⋯⋯⋯⋯⋯⋯⋯⋯⋯⋯ １１０
明因与暗因 ⋯⋯⋯⋯⋯⋯⋯⋯⋯⋯⋯⋯⋯⋯⋯⋯⋯⋯⋯⋯⋯⋯⋯ １１２
君权与相权 ⋯⋯⋯⋯⋯⋯⋯⋯⋯⋯⋯⋯⋯⋯⋯⋯⋯⋯⋯⋯⋯⋯⋯ １１４
后果与影响 ⋯⋯⋯⋯⋯⋯⋯⋯⋯⋯⋯⋯⋯⋯⋯⋯⋯⋯⋯⋯⋯⋯⋯ １１８
十一　李斯为政／１２１
李斯的“老鼠哲学” ⋯⋯⋯⋯⋯⋯⋯⋯⋯⋯⋯⋯⋯⋯⋯⋯⋯⋯⋯ １２２
一场间谍案引发的“驱逐门” ⋯⋯⋯⋯⋯⋯⋯⋯⋯⋯⋯⋯⋯⋯⋯ １２４
一封上书改变命运 ⋯⋯⋯⋯⋯⋯⋯⋯⋯⋯⋯⋯⋯⋯⋯⋯⋯⋯⋯ １２６
一位天才的毁灭 ⋯⋯⋯⋯⋯⋯⋯⋯⋯⋯⋯⋯⋯⋯⋯⋯⋯⋯⋯⋯ １２８
十二　通天大计／１３１
先打谁　 不单是顺序问题　 还有立场 ⋯⋯⋯⋯⋯⋯⋯⋯⋯⋯⋯ １３２
能用钱摆平的就不要用兵 ⋯⋯⋯⋯⋯⋯⋯⋯⋯⋯⋯⋯⋯⋯⋯⋯ １３５
谁该为韩非之死负责 ⋯⋯⋯⋯⋯⋯⋯⋯⋯⋯⋯⋯⋯⋯⋯⋯⋯⋯ １３７
十三　韩氏初兴／１４１
实力毁了规则：晋国的丧钟响了 ⋯⋯⋯⋯⋯⋯⋯⋯⋯⋯⋯⋯⋯⋯ １４２
任性再毁规则：种下内乱的种子 ⋯⋯⋯⋯⋯⋯⋯⋯⋯⋯⋯⋯⋯⋯ １４４
战争造就新贵　 亡晋势力崛起 ⋯⋯⋯⋯⋯⋯⋯⋯⋯⋯⋯⋯⋯⋯ １４７
十四　三家分晋／１５１
欲壑难填：作死 ⋯⋯⋯⋯⋯⋯⋯⋯⋯⋯⋯⋯⋯⋯⋯⋯⋯⋯⋯⋯⋯ １５２
明明可以靠实力　 拼的偏偏是智慧 ⋯⋯⋯⋯⋯⋯⋯⋯⋯⋯⋯⋯ １５７
十五　韩国之亡／１６１
教国君如何“玩阴的”：改革走错了路 ⋯⋯⋯⋯⋯⋯⋯⋯⋯⋯⋯⋯ １６２
强国环伺　 韩国如同待宰羔羊 ⋯⋯⋯⋯⋯⋯⋯⋯⋯⋯⋯⋯⋯⋯ １６６
朝秦暮楚　 弱国无外交 ⋯⋯⋯⋯⋯⋯⋯⋯⋯⋯⋯⋯⋯⋯⋯⋯⋯ １６７
十六　赵武灵王／１７１
“胡服骑射”造就辉煌　 赵武灵王不一般 ⋯⋯⋯⋯⋯⋯⋯⋯⋯⋯ １７２
宠爱女人废长立幼　 赵武灵王一般般 ⋯⋯⋯⋯⋯⋯⋯⋯⋯⋯⋯ １７６
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 １７９
十七　秦赵之争／１８３
完璧归赵：外交斡旋有能人 ⋯⋯⋯⋯⋯⋯⋯⋯⋯⋯⋯⋯⋯⋯⋯⋯ １８４
渑池之会：不仅仅靠外交，还有军事 ⋯⋯⋯⋯⋯⋯⋯⋯⋯⋯⋯⋯ １８８
阏与之战：打仗作战有能人 ⋯⋯⋯⋯⋯⋯⋯⋯⋯⋯⋯⋯⋯⋯⋯⋯ １９０
将相和：团队精神很重要 ⋯⋯⋯⋯⋯⋯⋯⋯⋯⋯⋯⋯⋯⋯⋯⋯⋯ １９２
十八　长平之战／１９５
天上掉下的馅饼能吃吗 ⋯⋯⋯⋯⋯⋯⋯⋯⋯⋯⋯⋯⋯⋯⋯⋯⋯ １９６
反间计易将：庸主误国 ⋯⋯⋯⋯⋯⋯⋯⋯⋯⋯⋯⋯⋯⋯⋯⋯⋯⋯ １９８
一个心存幻想，一个纸上谈兵：君臣皆误 ⋯⋯⋯⋯⋯⋯⋯⋯⋯⋯ ２００
十九　邯郸之战／２０５
战争是个集体活　 缺一不可 ⋯⋯⋯⋯⋯⋯⋯⋯⋯⋯⋯⋯⋯⋯⋯ ２０６
信陵君窃符救赵：有了目的，还得有手段 ⋯⋯⋯⋯⋯⋯⋯⋯⋯⋯ ２０８
毛遂自荐　 胸有成竹 ⋯⋯⋯⋯⋯⋯⋯⋯⋯⋯⋯⋯⋯⋯⋯⋯⋯⋯ ２１１
抱团取暖：弱国群殴强敌 ⋯⋯⋯⋯⋯⋯⋯⋯⋯⋯⋯⋯⋯⋯⋯⋯⋯ ２１２
虞卿力排众议：洞悉利害 ⋯⋯⋯⋯⋯⋯⋯⋯⋯⋯⋯⋯⋯⋯⋯⋯⋯ ２１３
反败为胜　 回光返照 ⋯⋯⋯⋯⋯⋯⋯⋯⋯⋯⋯⋯⋯⋯⋯⋯⋯⋯ ２１５
二十　赵国之亡／２１７
自毁长城　 焉能不亡 ⋯⋯⋯⋯⋯⋯⋯⋯⋯⋯⋯⋯⋯⋯⋯⋯⋯⋯ ２１８
有才不用　 天地不容 ⋯⋯⋯⋯⋯⋯⋯⋯⋯⋯⋯⋯⋯⋯⋯⋯⋯⋯ ２２０
黑白颠倒　 天不佑助 ⋯⋯⋯⋯⋯⋯⋯⋯⋯⋯⋯⋯⋯⋯⋯⋯⋯⋯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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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次不分　 秦国坐收渔利 ⋯⋯⋯⋯⋯⋯⋯⋯⋯⋯⋯⋯⋯⋯⋯⋯ ２２３
国土都不要了　 死路一条 ⋯⋯⋯⋯⋯⋯⋯⋯⋯⋯⋯⋯⋯⋯⋯⋯ ２２５
二十一　水灌大梁／２２９
吴起奔楚　 痛失全才⋯⋯⋯⋯⋯⋯⋯⋯⋯⋯⋯⋯⋯⋯⋯⋯⋯⋯ ２３１
商鞅不见用，范雎险丧命：亡国之始⋯⋯⋯⋯⋯⋯⋯⋯⋯⋯⋯⋯ ２３３
孙膑逃齐　 一落千丈⋯⋯⋯⋯⋯⋯⋯⋯⋯⋯⋯⋯⋯⋯⋯⋯⋯⋯ ２３４
信陵君遭嫉：魏国玩儿完了 ⋯⋯⋯⋯⋯⋯⋯⋯⋯⋯⋯⋯⋯⋯⋯ ２３６
二十二　秦灭燕国／２４１
祸起刺秦⋯⋯⋯⋯⋯⋯⋯⋯⋯⋯⋯⋯⋯⋯⋯⋯⋯⋯⋯⋯⋯⋯⋯ ２４２
燕王哙玩儿禅让：玩儿砸了 ⋯⋯⋯⋯⋯⋯⋯⋯⋯⋯⋯⋯⋯⋯⋯ ２４７
燕齐相争　 秦国得利⋯⋯⋯⋯⋯⋯⋯⋯⋯⋯⋯⋯⋯⋯⋯⋯⋯⋯ ２４９
鼠目寸光　 疲赵自弱⋯⋯⋯⋯⋯⋯⋯⋯⋯⋯⋯⋯⋯⋯⋯⋯⋯⋯ ２５２
二十三　楚国之亡／２５５
王翦大搞心理战⋯⋯⋯⋯⋯⋯⋯⋯⋯⋯⋯⋯⋯⋯⋯⋯⋯⋯⋯⋯ ２５６
改革虎头蛇尾⋯⋯⋯⋯⋯⋯⋯⋯⋯⋯⋯⋯⋯⋯⋯⋯⋯⋯⋯⋯⋯ ２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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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帝国制度对中国影响太大了
2、上半部很有意思，轻松易读，解释的也很详细，很有意思。下半部有些啰嗦，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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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笔记-第6页

        【这把匕首不是普通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从
赵国人那里买来的，这把匕首锻造时曾经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毒性已渗入其中。此前太子
丹已经用活人做过试验，此匕首可顷刻之间使人毙命。所以只要匕首划破秦王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
喉，立刻置其于死地（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
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史记·刺客列传》）。】
用活人做实验，细思极恐http://product.dangdang.com/1210802881.html#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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