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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藏在细节里》

前言

历史是宏观的，而在这宏观的帷幕下，承载着无数个鲜活的故事，它们是细节的延伸，是细节的精髓
所在。关注历史细节，可以增长智慧，可以把枯燥的历史变成有趣的史料。一个人智识的增长与了解
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穿越在世世代代的时空中，无论是帝王将相，亦或是闭月羞花，细节将他们
的一举一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世人眼前。    捧一杯清茶，细细地品味，当我们剥开那沉重的历史枷锁
，不难发现，那干瘪的史书充盈着浓浓的市井喧嚣，那冰冷的宫廷满溢着张扬个性的风姿，那严肃森
然的制度等级逃不开戏剧性的历史玩笑，那画像上深沉默然的古人也曾色彩鲜明地活着。纵观古今，
我们站得更高更远。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多少血泪，多少悲欢离合组成了历史的经纬脉络。历史
的模样千万种，或许是正史中的掷地有声、逻辑鲜明，或许是野史中的千姿百态、妙趣横生。但无论
它的模样是怎样的，在历史的缝隙中滴着的永远是一代又一代的点点血泪，历史是真真假假，虚虚实
实的，细看历史将会出现更多的谜题和出人意料的结果。    所谓历史的细节，即在是非难辨、戏说假
说、传言和演绎当中，从世人混沌的记忆中抽取那些鲜活的生命的痕迹，把历史的磅礴转化成个人的
经历，这些经历事关阴谋诡计、家仇国恨．或是爱恨，别离。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出人性
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规律。    风云激荡的历史中，有时候是一个盖世英雄喋血沙场，战局得以扭转，
大势从此改变；有时候是某个周密的谋划，却因为偶然的疏漏，最终功败垂成。我们不禁会问：那些
偶然发生的细节会决定历史的走向吗？雍正到底有没有篡改康熙的遗诏而登上皇位？光绪结婚不肯入
洞房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一桩桩一件件，细细说来慢慢道，揭秘历史，震撼人心，展示一幅与
众不同的中国历史长卷。    本书选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疑点、谜团进行讲述，行文生动、趣味性强，
同时也能给读者带来启发。书中涉及大量被人们遗忘、误解、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资料，经过去伪存
真、去芜存菁，扫清了历史表面上的浮尘，将真实的色彩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从夏商周至元明清，
从权位斗争到文人秘密，从宫闱秘史到市井琐事，历史中的怪圈怪事一一得到阐释。世间百态，浮世
烟云，既有正史的真实记载，在波谲云诡、疑团迭生的阻碍之下，呈现历史的细节，把握历史的脉搏
，揭露历史的真相，让你感受证伪的震撼，体会知晓真相的欣悦，了解历史的鲜活与沉重，温情与残
酷，引导你走进历史的深处，看千年车水马龙的流转，阅人世百味杂陈的沧桑。同时也包含着野史笔
记、札记杂文，甚至是流传于民间的历史段子，使读者读起来生动新奇，在鲜活有趣的历史事件中体
味历史的愁云。    千年的残酷与体制、哀怨与痴狂、权力与阴谋、压抑与释放，它们是中国历史最精
炼的本质与内核，它们被浓缩在了这本书中，屏气凝神，好好地品一品这历史的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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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藏在细节里》

内容概要

《历史藏在细节里:教科书里没有的另类历史》介绍了所谓历史的细节，即在是非难辨、戏说假说、传
言和演绎当中，从世人混沌的记忆中抽取那些鲜活的生命的痕迹，把历史的磅礴转化成个人的经历，
这些经历事关阴谋诡计、家仇国恨或是爱恨别离。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出人性的本质与历
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藏在细节里:教科书里没有的另类历史》选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疑点、谜团进行
讲述，行文生动、流畅易懂、趣味性强，以期给读者带来启发。《历史藏在细节里:教科书里没有的另
类历史》中涉及大量被人们遗忘、误解、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扫清
了历史表面上的浮尘，将真实的色彩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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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藏在细节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秦始皇的死因算得上是故事最多的了，第一位统一全国的皇帝拥有何等的霸权地位，他的
死因却一度成谜。他生活在宫廷和庙堂的巅峰，令世人为之俯仰；但他从生到死却又散发出神秘的气
息，令后人为之产生许多猜测。 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死于第五次东巡途中。关于这位帝王
的死因，历史上争议颇多。目前在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是死于疾病，另一种说是死
于非命。 第一种说法认为，《史记》中关于秦始皇死因的记述很多，死因已明，病死无可置疑。据《
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就患有疾病，体质较为赢弱。可是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
决，所以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诸多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病发身亡。 那么他死于
何种疾病呢？郭沫若先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
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又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
声音好像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秦始皇在渡黄河时，癫痫病发作，后
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
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
认为从宦官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他有莫大的关系。此
次始皇出巡，随从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将军蒙毅也在随行之列。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
病重时，蒙毅却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蒙毅是大将军蒙
恬的亲弟弟，公子扶苏的亲信，而突然间将蒙毅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不仅去掉了扶苏的耳目，也为
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搬掉了一块绊脚石。 随后，赵高假冒秦始皇的旨意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
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
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
咸阳。当时正值七月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在途中开始发出阵阵恶臭，为了掩饰尸体的味道，赵高竟然
将咸鱼放在秦始皇的车上。回到咸阳后，赵高便开始对李斯下毒手，将李斯给逼死了。 然而赵高为什
么要谋害秦始皇呢？主要原因就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赵高曾对李斯讲：“长子（即扶苏）刚毅
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可是蒙恬是扶苏的亲信，赵高曾被蒙恬治罪而判死刑
，后因秦始皇赦免，所以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人骨，因此他不希望蒙氏得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
帝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
宫，戒备森严，赵高根本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劝胡亥时所说
：“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
手，提前结束其生命，这完全有可能。 秦始皇到底是病故还是被害呢？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
过，人们对解开此谜是充满信心的。根据考古研究和调查，秦始皇陵没有被盗掘和破坏，再加之检测
出地宫中可能存在水银，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气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所以秦始皇的遗体可能还存在
。等到秦始皇陵发掘的时候，秦始皇死亡的原因就可以被世人所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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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藏在细节里》

编辑推荐

《历史藏在细节里:教科书里没有的另类历史》由浦泽等编著。当我们打开那沉重的历史枷锁，不难发
现，那干瘪的史书充盈着浓浓的市井喧嚣，那冰冷的宫廷满溢着张扬个性的风姿，那严肃森然的制度
等级逃不开戏剧性的历史玩笑，那画像上深沉默然的古人也曾个性鲜明地活着⋯⋯在书里，让我们一
起感受历史细节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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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藏在细节里》

精彩短评

1、呵呵，野史，逻辑问题，当不得真，作为趣闻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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