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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一个人如果能身处在历史感悟之中，他就一定是获得真知的人，因
为历史的经验是最为丰富的一座智慧之库。
”历史蕴含着经验与真知，它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退、辉煌与悲怆、交替与更新
，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史的最大作用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说“历史之特殊
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
历史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最大价值在于真实。
然而历史也往往最容易被改写，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中国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的，富饶的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族的源头，而生活在这里的黄帝、
炎帝成为华夏族共同的祖先，缔造了华夏文明。
后来的尧、舜、禹，品德出众、才干卓著，成为后世贤人的典范。
    约公元前2070年，禹的儿子启打破禅让制度，建立了夏朝。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王朝，中国由此进入奴隶社会，此后又经历了商、周两个朝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结束了长达250多年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
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由此开端。
    自此以后，刘邦、刘秀、司马炎、司马睿、刘裕、拓跋硅、杨坚、李渊、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
、努尔哈赤等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朝代，华夏文明在他们的手中得以传承。
而刘彻、李世民、李隆基、赵光义、朱棣、康熙等有道之明君在以张良、霍光、魏征、包拯、张居正
等为代表的治世之能臣的辅佐下，又将自己的朝代推向了辉煌。
“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一个又一个盛世
的出现，体现了统治者的智慧，也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巅峰，然而盛世之下却也蕴藏着衰
亡的命运。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的智慧与典制的力量，显然还是没有胜过天道循环的力量，各代王
朝均沿着起起落落、兴兴衰衰的老路子前进。
五百年分裂，三百年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赢胡亥、刘协、杨广、李枧、赵呙、朱由检、
溥仪等末世皇帝无奈地扮演着朝代终结者的角色。
    这种分裂与统一交替的出现是中国历史的典型特点，却也造就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独树一帜
。
然而朝代的分分合合，并没有阻挡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诗经》展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孔孟学说成为后世治世的思想，汉赋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奢华，李
白、杜甫成为诗歌领域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分别唱响了宋词的豪放和
哀婉，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让中国的戏剧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蔡伦、僧一行、毕异
、郭守敬等则引领着中国的科技，他们和他们的成就一起让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王昭君、北魏孝文帝、文成公主，架起了民族间交流的桥梁，唱响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赞歌。
历史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精彩。
    如此一部精彩的历史，却因为正史的记录、野史的传说、戏剧的编排，不同时期的不同评点，不同
作品的不同描述，而变得是非真假众说纷纭。
然而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真实多存在于细节之中，因此，只
有注重历史细节，把那些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才能够感受
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
    历史是严肃的，但绝不是无聊的史料堆砌，更不是枯燥的年份列表。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是丰富的、有趣的。
同时，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不仅能够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还能够指导人们的现代生活。
觉得历史枯燥，不是因为历史本身，而是因为讲历史的方式。
引人人胜的历史讲述应该是在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中，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臧否中，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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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来反映历史一步一个脚印的收获和进步。
    本书以朝代为线，分为“华夏源头国家初立”“春秋霸业轮流坐庄”“战国风云七家逐鹿”“大秦
帝国九州一统”“汉朝天下四海归一”“乱世三国英雄辈出”等十三个部分，从石器时代有文字记录
的伏羲讲起，一直到清朝皇帝溥仪的退位，将整个华夏历史悉数收录。
在描述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以及“宏大的叙事”的同时，更侧重关注历史的细节与碎片以及值得
关注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
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
同时，在对众多的历史史料进行甄选的过程中，遵循一个“真”字，选择最接近史实的部分，并运用
历史逻辑重新对其进行解构和重塑，力求见微知著、去伪存真。
    本书摈弃严肃枯燥的讲述方式，以人性解史，以趣味说史，兼顾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鲜活，以新颖
独特的视角，用活泼浅显的文字、妙趣横生的语言，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深入到历史事件的背后
，解开其背后所隐含的玄机，在把握历史脉搏的同时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剖析人物内心，
从细节中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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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传说中的黄帝到1912年清帝溥仪的退位，中国历史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
这期问，在中国大地上相继林立了大大小小五十多个朝代，各个王朝均沿着起起落落、兴兴衰衰的道
路前进。
五百年分裂，三百年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裂与统一的交替是中同历史的典型特点
。
从治到兴，从兴到衰，这是每个朝代都不可更改的命运。
然而相同的命运之下却又有着不同的迷离情节。
　　正史的记录，野史的传说，戏剧的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
真假众说纷纭。
然而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客观的存在，其真实多存在于细节之中。
因此，只有注重历史细节，把那些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才
能够感受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大全集（中国卷）（超值白金版）》以朝代为主线，将整个华夏历史分为“
华夏源头 国家初立”“春秋霸业 轮流坐庄”“战国风云 七家逐鹿”“大秦帝国 九州一统”“汉朝天
下 四海归一”“乱世三国 英雄辈出”等十三个部分，从石器时代有文字记录的伏羲讲起，一直到清
朝皇帝溥仪的退位，用现代的视野，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人性，全新解读中国历
史上的各个朝代。
在描述王朝更替、社会变迁的同时，更侧重关注历史的细节，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搜寻历史的蛛丝
马迹，力求见微知著、去伪存真。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大全集（中国卷）（超值白金版）》摈弃严肃枯燥的讲述方式，兼顾历史的
真实与文学的鲜活，以新颖独特的视角，用活泼浅显的文字、妙趣横生的语言，于大处着眼，小处落
笔，深入到历史事件的背后，解开其背所隐含的玄机，在把握历史脉搏的同时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
实情感，剖析人物内心，从细节中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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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华夏源头  国家初立石器时代的老祖宗们  最早的王  农业专家搞副业  黄帝PK蚩尤  新领导上岗  
治水还得要行家  真相永远是骨感的“禅”始不能“禅”终  个人说了算  抢来抢去没个完  夏朝被灭  搬
家太勤了  传说中的头号坏蛋大国开始兴起了  《周易》是怎么来的  “钓上”大老板  儿子也好汉  史上
自焚第一人  周朝建立了国家不是那么好管的  城里人造反了  红颜祸水褒姒  “狼来了”的原版  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  先进工具的演变第二章  春秋霸业  轮流坐庄大幕逐渐拉开  兄弟不听话了  窝边草不好吃 
小白即位  改革不可小视  得寸进尺招人打大踏步前进中  称霸前的准备  开会不捧场  齐桓公始称霸  打
个没完没了下任霸主接力赛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东颠西跑的日子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口才的艺
术，头脑的智慧  报仇十年不晚  个个都神气老时代就要消失  阴差阳错  孔子也很忙  实践最重要  冤冤
相报何时了  同化不见血第三章  战国风云  七家逐鹿七雄轮番上场  三晋乱周礼  玩的就是持久战  免费
午餐真好吃  不信治不了你  小心眼该死一山还比一山高  混的是张嘴  闭关修炼有进步  见招拆招才是高
手  试试新衣服  有才就是好你争我夺誓不休  乐毅是个猛人  这耍的是什么把戏  屈原有多屈  算计不如
心计斗心眼耍手段  远交近攻计  书本知识也不靠谱  脸够大就行  自打一巴掌  赢政上台最后的归结  壮
士死得惨  多米诺骨牌倒塌  谁也不能讨价还价  一起来砌墙  儒道分与合第四章  大秦帝国  九州一统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始皇帝登基  工资不是钱  知识分子被活埋  刺杀没成功  此路不通换路走大限将至，帝
国末路  你也有今天  造反靠农民  陈胜吴广闹革命  山雨欲来风满楼  造反的初级阶段“楚”“汉”对决 
巨鹿大战  刘邦进咸阳  金银与财宝  项羽很生气  鸿门宴不是好吃的霸王没干过事长  一竿子支到山区  
你跑我就追  不知道自己姓啥  大战前夕  看还不打死你  死了也得平反第五章  汉朝天下  四海归一刘氏
集团开张  穿新鞋走老路  人心隔肚皮  贤内助真可怕  前打狼后打虎  美人图的政治妙用家丑不可外扬  
教育最重要  斩草不留根  舅舅娶外甥女  还有后来人  闹成一团乱麻向颠峰攀爬  就是一封信的事儿  还
是得以仁服人  经济建设也要抓  铁血真汉子  天命早就被注定  就这样被杀了主角这才登场  赶上了好时
候  不再伺候你  骨灰级老兵李广  小小少年好儿郎  不蒸馒头争口气从此过上安宁日子  低调也是种美德 
匈奴克星霍去病  长线作战  老鼠儿子会打洞文化外交一起搞  思想要统一  过程很艰辛  西边溜达溜达  
没那么幸运  身残志坚开始走下坡路  霍光辅政  孙子娶奶奶  半道杀出个王莽  新领袖诞生  灭你小意思  
倒霉的篡位者东汉来了  江山谁来坐  比比谁的脖子硬  很冤很受气  神神叨叨的  不爱拿笔爱拿刀三条腿
的凳子最稳定  一不留神出国界了  外戚、宦官、皇帝  太监们的私生活  文臣PK太监  皇帝的荒唐事  也
是有成绩的乱成一锅粥  “三公”领导的汉末大起义  东汉暂且喘气  皇帝亲戚不好当  意见领袖曹操  剧
情出现意外最后的狂欢  你有我有全都有  董卓摇身一变  讨价还价  不服就滚蛋  反了，都反了第六章  
乱世三国  英雄辈出天下大乱，英雄个个蹦出来  曹操迎来了好时光  桃花园里拜把子  高干子弟袁绍  孙
坚的“平地而起”  袁术是怎么死的革命才是硬道理  美人计  迁往许都  煮酒论英雄  官渡之战不是盖的 
父亲没了儿子上乱到高潮是疯癫  可找着亲人了  天涯海角追杀令  偷鸡不成蚀把米  赤壁烧了曹操的心  
蔡文姬归汉将战争进行到底  不做私人医生  刘备进益州  就不能消停会儿  祸害活千年留下的全是遗憾  
红脸关公挂了  曹操先走一步  大哥替你报仇  刘备病逝白帝城  还得接着好好干“累虎”“卧龙”斗智
斗勇  司马懿发迹  策反高手摆空城  熬也熬死你  司马懿的“鸠占鹊巢”  吴国无人，蜀国有姜维战到最
后的三国人物  三匹马抢了“槽”  不简单的投降  扶不起的阿斗  三国演义终结  当大红的喜报飞人晋宫
第七章  两晋风流  南北对峙昙花五十年  比富玩儿  浪子回头金不换  皇帝是个活宝  毒妇贾南风  频繁上
岗再就业的女人  流民集中大营大大小小十六国  匈奴人称汉帝  听见鸡叫就起床  王马共天下  前后两个
“赵”  壮志未酬与自己人斗其乐无穷  窝里反，能臣止  南边乱完北边乱  人才哪都要  固执不是优点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最后的道路  就这么败了  谁都想当皇帝  没后悔药可吃  当个隐士不容易  王羲之轶事
改革之路不好走  一个少数民族的自强之路  成功背后的女人  天降大任于孝文帝  洛阳是个好地方  善意
的谎言  通婚：胡汉的黏合剂  从里到外的汉化叨叨那点事儿  南朝四百八十寺  戒色  不搞封建迷信  反
复无常的男人  总结规划一下第八章  短暂隋朝  盛世基石老子英雄儿狗熊  外孙无能，姥爷顶上  劳模如
何炼成  赵绰依法办事  腐败啊腐败  出门旅游就坐船  干的不全是坏事兄弟都是好汉  苦孩子有前途  开
仓放粮  爹死得早  都是民谣的错  养儿就是好  全靠一张嘴忽悠  统一大业第九章  大唐盛世  五代十国亲
戚的力量  有人喜剧，有人悲剧  为民做主好皇帝  有功也有过  亲兄弟也灭  过程很惨烈大唐雄起  一定
要以民为本  人才贮备足  人才不问出身  打得你不敢来太平盛世下  和尚去取经  公主当大使  没人来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大全集>>

班  窝囊就是窝囊  凡事靠老婆  这个女人不简单女人来当家  遇佛杀佛见鬼杀鬼  铁娘子发飙  桃李满天
下  张说不作伪证  干正事不含糊  马屁得拍得正  妇女有地位还得男人当家  孙子来做主  姚崇灭蝗  好环
境惯出了坏毛病  员工很给力盛世骤然抽搐  惊破一帘幽梦  草人借箭  南霁云借兵  就是不当官  失去对
手了坏事还在发生  再度出山  死了又复生  新问题产生  威武不能屈  到底是没办法永贞大变革  “不完
整的男人”掌权  东宫智囊团  吹响冲锋的号角  六十天的重磅炸弹  向纵深推进  改革被拦腰截断  来也
匆匆，去也匆匆赤胆文人玻璃心  老杜情深  一根绳上的蚂蚱  老自强出头  假装是门艺术  用科学讲道理
下坡路走得快  瞎话没编好  仙丹害死人  朋党的争吵  还是得反  取唐而代之五代十国乱糟糟  觉都不敢
睡  戏子无能  老不羞当儿子  官场里的“老油条”  大名鼎鼎的菜皇帝  几次来挑衅第十章  宋代风华  积
弱积贫救世主驾刭  黄袍披上身  都想当老大  最有风度奖  这顿酒代价真大  皇帝也得心病  杨家好儿郎  
不给饭吃不行治理天下还得靠脑子  变成“小文人”  武斗不如文斗  武人混矬了  哪片云彩里有雨  软刀
子杀人死得有点早  近臣，诤臣，武臣  约法几章  妓女不丢脸  好吃好喝好生活  就这么撒手这些臣子的
不同脸谱  丢人的结盟  先天下之忧而忧  铁面无私包黑炭  勇于搞阶级斗争英雄轰然出炉  一份奏折，两
张笑颜  损有余而补不足  让腰杆子硬起来  一颗爱国心  大宋换新颜  政策与对策博弈  棘手问题：女人
和彗星  咀嚼历史的青橄榄是金子早晚发光  十项全能选手  花花公子爱青楼  搞点科学研究  畅销书怎么
来的  司马光砸缸越玩儿越出事  浪荡子不像话  阴损要不得  纸老虎不禁打  新皇帝接班  下岗再就业  靖
康之耻南宋小王朝  硬汉不硬气  女人命苦  打成落水狗  转战朱仙镇  没原则的小人苟且都不能偷生  精
忠报国  脾气上来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不做窝囊废  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后的骨气  文天祥起兵  死守
不管事  正气也没用第十一章  大元时代  东方帝国射雕真英雄  草原上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灭金  以德服
人  亲哥俩也不合巩固国家  守家更难  民以食为天  人分三六九等  郭守敬修订历法  要想富先修路  好马
也得鞭着走  行要有行规铁蹄下的融合  你中有我  “帝师”八思巴  当好父母官  清官不好做  欧洲来客
繁荣都是浮云  繁华都城  提高生产力  都市中的游牧民  文化盛宴  拥护儒家大旗太阳下山了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挑动黄河天下反  由内而外的杀戮  反思，反思  感天动地《窦娥冤》第十二章  大明王朝  集权
裂变乞丐的皇帝运  一只眼的石人  悲惨童年  当上领导人  甩开膀子使劲干  迷信也能混饭吃朝廷的斗争 
准备看好戏  赶尽杀绝  不准腐败  普法运动  搞好邻里关系  小皇帝的忧虑江山还得儿子坐  叔叔PK侄子  
做男人要够狠  难搞的敌人  馊主意一箩筐  再赌一次还是输  遁地有术开创新时代  巩固内政  干点体面
事  坚持原则  三宝哥航海  马背上守天下  灭灭气焰  给你点颜色看看  瓦剌很高兴新一轮争霸赛  考察在
继续  不服气的朱高煦  杨士奇的轨迹  再度被耍  不打仗的好皇帝  弱者就是弱者中兴过后是衰落  好人
不长命  坏人马上出场  皇帝听我的  丢人的时刻  英雄上场一代不如一代  夺门之变  胡汉三又回来了  儿
子也苦命  年龄不是问题  藏着掖着盼天明  这年头没好人难得一见的好时候  从苦难中走来  还得高手帮
忙  又一件好事  断头政治  托付儿子最闹膀的哥们出场  我是皇帝我怕谁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大人物登
场  继续找理想  修炼成圣人幸福生活  玩是最重要的  夜路狂奔  较量较量  新主人登基最精明的皇帝来
了  认爹不是个问题  辣妈很牛气  礼为先  不得不坏  打结是个技术活  光辉英雄  张居正伟业  海青天很杯
具越来越不堪的时代  风气很不好  救时宰相  死后有点惨  慢慢变样子  唯一一次碰面  非常开放  思想冲
击波还是没得救  终于熬出头  好木匠朱由校  下任继承者  女真不是闹着玩的抢你没商量  萨尔浒大逆转 
最后的贡献  四板斧砍死你  回天乏力  就为了个妻子第十三章  大清王朝  封建末世大清的旭日  紫禁城
易主  屠宰场的惨状  头不是随便剃的  第一绯闻  麻辣婚姻观兴盛时代的前奏  拳头才是硬道理  转战西
南  “成功”很成功  爷俩的发展道路  后来者居上  摔跤也得讲含量开始干大事  一场歼灭战  我的地盘
听我的  这也是没办法  收复台湾  雅克萨的胜利盛世安稳  我骄傲我自豪  农业很重要  科技更重要  三征
噶尔丹  不能忘老本  顾炎武著书  素质教育很成功权力是个好东西  儿子很麻烦  得让大家服气  勤劳当
家的  别来惹我  恐怖文字狱  死法多元化蜂回路转走下坡  乾隆禁书修书  活佛很活泛  公干旅游代价大  
搭帮结伙搞发展  敛财第一把好手  老婆很英勇  内部矛盾没协调好不忍看的细节  谁是亲娘不清楚  搞文
学也不行  拉笼汉族文人  曹雪芹写《红楼梦》落后就要挨打  鸦片害人不浅  禁烟之后  女人不好惹  天
国不太平  边疆也疯狂  再变也法不了  不平等条约最后的蹦醚  袁世凯的前世今生  消消停停地失败了  
善变的不止是女人  小屁孩的预言  墓地选得怪  黑咕隆咚地打枪附录  中国历史年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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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水还得要行家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那时候人们不懂得防洪救灾，洪水来
了能跑就跑，跑不了就只能认命。
尧是个软心肠的人，他看着自己的子民年年都受到洪水的威胁，心里怪不落忍的，就召开了内部会议
，找几个资深长老商量：“这洪水老这么发，也不是个事儿，想个办法治治吧。
”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做声，这差事派谁去呢？
最后大家商量着派一个叫做鲧(音gun)的人去治洪水。
尧对这个人有些了解，觉得他并不合适，但是一时也没别人，尧就干脆死马当做活马医，让鲧去了。
    事实证明，尧是个很有见地的人，鲧果然不会治洪水，这人太死板，遇到洪水就只懂得修造堤坝，
加高堤坝。
那时候的技术又不高，修筑的堤坝很不牢固，洪水稍微迅猛一些，堤坝就冲垮了。
    就这样修一年，倒一年，修修补补又一年，一直修了九年，这个洪水还是没有被搞定。
最后舜成为了部落首领之后，他实在等不了了，便当机立断地把鲧革职，杀掉了。
    鲧虽然治水不行，但是他有个好儿子，那就是大禹。
大禹治水很有一套，总的来说还是人家爱动脑筋，凡事都喜欢思考。
大禹没有像他爹那样傻干活，而是思考了一番，带领众人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
大海中去。
    结果鲧九年都没干完的活儿，自己的儿子给完成了。
在大禹持续不断地努力了十三年之后，洪水终于流向了大海，人们又可以继续种庄稼，安居乐业了。
    大禹功不可没，他成了部落里的功臣，大家都在传他治水时的丰功伟绩。
治水开始的时候，禹刚结婚没多久，但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他丢下老婆一个人在家，自己和一群大
老爷们在外头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禹为了修理治水，有几次路过家门口，都没回去看一眼。
    禹的老婆给他生了儿子启，他也没顾上回去瞧一眼，就顾得治水了，如此大公无私的精神让大家佩
服不已。
犹如当年的舜一样，禹成了下一任首领接班人呼声最高的人。
而舜也正在考虑着把禹当做自己的接班人了。
    这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发展进步了，人们对私有化的意
识加强了。
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有了这种观念：“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人们开始为自己的私利着想，奴隶社会逐渐形成，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真相永远是骨感的    后来人对尧舜禹的这种禅让制，本着精益求精、严谨认真的态度，提出了怀疑
论调。
在《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天均者，天倪也。
”    “相禅”就是替代的意思，权力的和平转移，其中以尧舜禹最为人称道，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
三位君主都是称颂不已，他们成为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是继续考证下去，却不是这么回事
了。
    在史书上有所记载：《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这样写道：“尧在位七十年
后，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八年。
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
，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
”这样看来，似乎并不是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
所以，法家先人韩非子有这样的批语：“舜逼尧，禹逼舜。
”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近百岁的尧又能如何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大全集>>

    《尚书》中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
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鲧、欢兜等一千尧在位时的名臣，终使天下臣服。
很显然，共工等人大有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所以才惨淡收场。
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
政治上的权谋和利益关系，哪里是一言就道得清楚、说得明白的。
不过舜的位置到最后也坐得并不踏实，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正是鲧之子大禹。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为舜所用吗？
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
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舜年迈体衰，禹于
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则“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
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日：‘
湘夫人’。
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一剧“湘妃斑竹”的戏目，在娥皇、女英哭死之后凄婉落幕。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
之舜的死确实是有蹊跷的。
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
在。
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这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翻遍了历史，才找到尧、舜、禹三人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于是以“天下德者”居之教育子弟
，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把礼乐、道统束之高阁。
而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实践的一直都是希冀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政统，而
非将圣人化为君主的治国道统。
儒家的道德理想，从始至终都为君主所利用。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的举措。
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些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
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
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于是有人认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禅让
和德治还是破灭了。
真正的事实是，人们一直认为存在的“禅让”，不过是为政治杜撰出的谎言而已。
    是谁剥开了“禅让”的谎言，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
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地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
下唯“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
曹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得便越精彩。
以上内容是讲政权的轮替更迭，让古老的“和平性异姓夺嫡”事件走出了“禅让”的神话光环。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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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人性论史，以趣味解史。
杨建编写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大全集(中国卷超值白金版)》以现代的视角，讲述中华五千多年间的
历史，运用三维结构，梳理历史中的多重形象，并试图透过历史事件，解开其背后所隐含的玄机，深
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捕捉人性中的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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