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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李白《登高丘而望遠海》），

無論是千古一帝秦始皇還是雄才大略漢武帝，俱往矣。兩千多年來，人

們甚至連他們的長相都難以弄清。但是，在人們記憶深處，仍在極力追

尋著秦皇漢武的歷史印痕，評說他們的歷史功績。“龍驚漢武英雄射，山

笑秦皇爛漫遊”，這說明，他們所開創的基業及其所處的時代對中華民族

乃至世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漢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

的主體，人們不禁會問：漢語、漢字、漢族是否與歷史上的秦皇漢武有某

種關聯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可以說，正是有了秦皇的一掃六合和漢

武的開疆拓土，正是有了秦漢四百餘年的孕育與熔鑄，才有今朝燦爛輝

煌的中華民族。秦皇漢武時代，中國成為東亞地區最為遼闊的國家，成

為世界上與歐洲的羅馬帝國並駕齊驅、同領時代風騷的耀眼明星。

秦皇漢武時代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它那以血緣、政治、經濟與文化為

紐帶所形成的熊熊烈火，熔鑄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使之不斷繁

衍生息，歷久不衰。秦漢歷時四百餘載，不僅使中原地區背景各異的民

眾認同了漢族這個共同體，而且中央政府對周邊少數民族產生了越來越

大的向心力。

由秦始皇開創、漢代統治者繼承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開創

了後世王朝遵奉的統治模式。在秦漢歷代君主的經營和治理下，中國作

為一個整體觀念成為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共識。中華民族雖幾經

分合，但統一始終是主流，這與秦皇漢武時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統

的觀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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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王朝創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民族等制度，很多為後

來的王朝所承襲，有些內容直到今天仍產生著一定的影響。而這一時期

所創造的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文化

史上也放射著異樣的光芒。

總之，秦皇漢武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人物，秦皇漢武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十

分重要的歷史時期。讓我們循著歷史學家的筆觸，憑著至今猶存的秦磚

漢瓦，透過巍峨崢嶸的驪山和茂陵，來領略秦皇漢武的神韻，觀賞一幕

幕精彩絕倫的歷史劇吧。



【 第 一 章 】

秦皇漢武時代世界形勢鳥瞰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在東方

世界激起一個浪濤。而就在這一時期，西方世界的歷史浪

花，也正飛濺到中國的西部邊境。

在這一時代，希臘帝國已經瓦解，而被視為歐洲文化之淵

藪的希臘文化，仍然深深影響著帝國的廣袤疆土；希臘人的語

言，仍然是中亞一帶的國際語言，希臘人的藝術、宗教，仍舊影

響著印度，並且越過帕米爾高原，於塔里木盆地之西北與中國

羌族的文化發生了接觸。所以此後中國人一踏進塔里木盆地，

便到處碰到陌生的、深目高鼻的塞種人。

當希臘帝國瓦解之時，羅馬帝國正如旭日東升，興起於今

日之意大利半島。到漢代，這個新興的勢力，便繼希臘之後，成

了西方世界的歷史推動力。

然而終秦之世，羅馬的勢力並沒有擴展到東方。它還在與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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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基爭奪地中海的霸權。秦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 當

時英勇的迦太基人，在其將

軍漢尼拔的領導之下，從西

班牙海岸出發，越過阿爾卑

斯山，侵入意大利。秦始皇

三十一年（公元前 216），羅

馬幾乎為迦太基人所滅。迦

太基人入侵羅馬十五年，在

此十五年中，所向無敵。直至漢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羅馬人

才把迦太基人驅逐出境。所以終秦之世，西方羅馬完全在迦太

基人的蹂躪之下。

秦始皇時代正是印度佛教開始向世界傳播之時。傳說中佛

教由釋迦牟尼所創立，時間是中國的春秋末葉。印度阿育王時

代（公元前 268—前 232），印度統一全境，並將其勢力伸展到今

日之阿富汗，成為亞洲西南的一個泱泱大國。此外，又多派佛

教人士，廣播佛教於其所知之世界，如錫蘭、緬甸、罽賓、塞琉

卡斯及托勒密等處，皆有佛教僧侶之足跡。這樣，佛教文化便

成為印度歷史的一種活力，把游離於羅馬與中國兩大歷史動力

之外的世界納入其支配之下。

羅馬皇帝哈德良半身像（公元 2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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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漢初，羅馬人趕走了迦太基人，統一了意大利半島。在

惠帝五年（公元前 190），羅馬的騎兵第一次馳入亞洲大陸，在

瑪革尼西亞擊敗塞琉卡斯帝國，並將其驅逐到小亞細亞及托魯

斯山外。文、景之世，羅馬征服了馬其頓、希臘，並南征非洲，

屠滅迦太基。到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羅馬佔領了小亞

細亞的大部分土地，成為希臘文明最後避難所的帕加馬王國也

滅亡了。這樣，羅馬便從迦太基人的蹂躪之下解放出來，一躍

而在地中海上稱雄。

在西漢初期，整個中央亞細亞呈現出紛紛攘攘的歷史畫面：

印度瓦沙里阿育王柱與大塔（公元前 3 世紀）



秦 皇 漢 武
12 輝煌時代

阿拉伯人的軍隊，從麥加山上出發，越過阿拉伯沙漠，佔

領了蘇格納底斯河西南一帶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即中國

史書上的所謂條支。

與阿拉伯人出動的同時，遊牧於裡海東南的伊蘭族之一支，

即阿薩西斯人也由伊蘭高原的北麓，長驅南下，侵入塞琉卡斯

帝國的腹地，佔領波斯（今伊朗），建立了一個很大的國家，這

就是中國史書上所謂的安息。

與此同時，中國西北的月氏羌，因遭受匈奴的壓迫，也開始

了西進的行程。這個民族控弦十萬，由敦煌出發，西至伊犁，越

過冰雪皚皚的帕米爾高原的大雪山，像一條瀑布一樣，奔騰而

下，灌注於中央亞細亞的東南。他們沿途掃蕩希臘人的勢力，

消滅了希臘人在東方的惟一避難所大夏，趕走了他們的國王，佔

有了他們的領土，是為中國歷史上的大月氏。

留在中央亞細亞東部的希臘人，開始了他們最後的逃亡。

他們大部分向南逃亡，經過濮達、高附（今阿富汗境內）南入罽

賓，征服並佔有了後者的土地。其餘的希臘人則北徙於帕米爾

高原之西北，建立大宛、休循、捐毒等小國。

分佈於今日中國之西北，西至裡海、黑海以北，北迄於北海

之濱的伊蘭種族，也形成了他們的國家或部落。如在今日吉爾

吉斯斯坦一帶有康居，在黑海及高加索山之北有奄蔡，在奄蔡

之北有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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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黑海西北，西至歐洲北部，則為日耳曼人的天下；

自吉爾吉斯斯坦以東，東至西伯利亞之南部、貝加爾湖一帶，則

佈滿匈奴的別種，如堅昆、丁零等。這一時代的印度，即漢人所

謂的身毒，則已處於月氏與希臘人的統治之下。

當此之時，假若登上帕米爾高原極目西望，我們可以看到，

羅馬的文化圈在擴大，野蠻人的騎兵在馳逐，希臘人在走下歷

史舞台。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黑海與裡海之北的廣大原

野之中，有不少的遊牧種族，他們趕著可愛的畜群，唱著原始的

牧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的

探險家張騫到了中亞細亞。

此後，羅馬共和國仍然鼓

起全部力氣去擴展它的統治範

圍。當西漢武、宣帝時代，大

漢帝國在西域建立統治之時，

羅馬的騎兵則在遠征北非，他

們先後征服了托勒密埃及，在

金字塔上，升起了羅馬帝國的

國旗；之後又不斷發動戰爭，

到西漢中葉，羅馬征服了地中

海周圍所有的地方，成為一個

囊括歐、亞、非三洲的大國。 狄奧尼索斯雕像（公元 2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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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對它吞併的廣大地區，設立行省進行統治。公元前

130 年左右羅馬共有九個行省：西西里、撒丁尼亞（及科西嘉）、

山南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亞、馬其頓、阿卡亞及亞

細亞。羅馬通過多種手段對這些行省進行掠奪。

羅馬共和國的手工業並未達到古代世界的較高水平，然而

它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卻躍居於奴隸制社會的高峰。伴隨著羅

馬商業、高利貸業的發展，興起了一個專門從事這項活動的社

會階層—騎士。凡是富有資財的商賈金融之家都屬於騎士。

海外霸權的確立和財富的大量積聚，尤其是與希臘和東方

世界接觸的增多，使羅馬人的社會風氣和生活習慣發生了明顯

的變化。羅馬共和前期那種嚴謹、樸實和艱苦奮鬥的生活方式

逐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便是荒誕無稽的消費和瘋狂的揮霍。

據李維《羅馬史》記載，羅馬的奢侈之風首開於亞細亞戰爭

之後。這次戰爭“第一次把青銅臥床、貴重的床罩、地毯以及其

他亞麻織物輸入羅馬。於是，在宴會上出現了演奏竪琴的歌女，

也出現了其他消閑、娛樂形式，而宴會本身也開始用極其精密

的計劃和很大的費用來佈置”。然而，此風一開即如決堤之水，

一瀉而不可收拾。元老院為討好公民，不時增加節日天數。節

日期間，國家主動撥資並組織各種娛樂活動，以供羅馬公民盡

情歡樂。自由民的上層更是揮金如土，揮霍無度。為了顯闊，他

們競相修建豪華的大廈、富麗的花園和舒適的別墅，沉溺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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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犬馬之中。他們開始請專職廚師做飯，用銀製的餐盤盛菜，

一餐規定要多少道菜、有多少客人。

更為嚴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上了這種惡習。大批的

自由民“都不沾鐮刀和犁，而是躲在城裡，寧願流連於劇場和跑

馬場之中，卻不願去照管穀物和葡萄園”。他們遊手好閑，鄙視

勞動，過著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生活，“麵包加競技場”是他們最

時髦的口號。國家每年都把大量的年收入用在他們身上。

先前淳樸的道德觀念逐漸被遺忘，人們“崇尚財富，鄙視

道德，並認為只有大量的財富才能享有崇高的光榮和價值”。

大約從公元前 2 世紀開始，羅馬出現了佔有幾個甚至幾十

個地產和莊園的富人。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地產主們開始注意

用科學的方法來耕種田地。他們按照希臘人有關農田地力的觀

念，採用輪種制，用豆科植物恢復地力以代替兩年一休耕的辦

法。此外，他們也開始用犁深耕，選擇優良種子，來提高農作

物的產量。由於行省為羅馬提供了大量的糧食，意大利減少了

穀物的種植，而在大片的土地上改種經濟作物葡萄和橄欖，或

者將耕地變成牧場，以獲取較大的利潤。公元前 2 世紀末，意

大利的橄欖已在希臘的大城市出售；意大利的葡萄也在羅馬享

有較高的聲譽。羅馬的農業科學一直較為發達。它不僅吸取了

希臘和迦太基的成就，而且富有創造性。公元前 2 世紀中期，

農學家加圖寫了羅馬第一部農業著作—《論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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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建築藝術是它留給後世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公元前

3 世紀以後，羅馬主要吸收了希臘的建築成果，廣泛地採用柱廊

式並飾以各種雕刻繪畫，神廟之外還大規模興建公共建築物，

如劇場、水道、橋樑和凱旋門等。普遍地利用石拱結構會使建

築物更加堅固和持久，這是羅馬建築的重要貢獻。羅馬出於軍

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築了幾條有名的“大道”。這種

大道後來擴展到東西各行省及邊遠地區，對溝通貿易和交流文

化起到了作用。“條條大道通羅馬”，正反映了羅馬是古代世界

的政治中心。

古羅馬鬥獸場



17秦 皇 漢 武 時 代 世 界 形 勢 鳥 瞰

羅馬人留給人類的另一份文化遺產是羅馬法。它是古代世

界各國法律中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善，而且對後世的影響最

廣泛的法律。早在公元前 451—前 450 年，羅馬政府在平民的強

烈要求和壓力下，頒佈了羅馬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

銅表法》。此後，羅馬又相繼頒佈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但從法律

內容來看，公元前 3 世紀中葉以前的羅馬法，全都屬於公民法，

主要內容是有關羅馬共和國的行政管理、國家機關及一部分訴

訟程序的問題，其適用範圍僅限於羅馬公民。公元前 3 世紀中

葉，羅馬產生了用來調整羅馬公民和異邦人之間、異邦人與異

邦人之間民事法律關係的法律—《萬民法》。《萬民法》是羅

馬司法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比較成熟的部分，是

後期羅馬法的基本內容。到公元前 2 世紀，《萬民法》又有了新

的發展。

墨菲在《亞洲史》中寫道：“於是，中國和羅馬這兩個在領

土大小、發展水平、國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國，除旅行者

講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國人與羅馬或印度

帝國及其先進文明有過接觸，他們很可能在這種經驗的基礎上

形成了一種不同的更開放的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與中國一樣，

羅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規劃完善的城市，在擴

張主義的世界性體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與自己帝國邊境的

‘野蠻人’進行鬥爭。三國之中，漢帝國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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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富裕，儘管它的文化發展水平和技術成熟程度也許與古印

度和羅馬相當。”

公元前 3 到公元前 1 世紀，儘管西方的羅馬通過施盡全力

向繁榮鼎盛邁進，但是始終未能掙脫奴隸制社會的藩籬。而此

時的中國，早已跨入了封建制社會，並在公元前 221 年誕生了中

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從而拉開

了走向統一、繁榮、強盛的新時期的序幕。



【 第 二 章 】

建“萬世”帝業 立一統之制

曾經是西陲諸侯的秦國，在歷代君王的治理下，特別

是在商鞅變法以後，日益強大起來。經過一百多年的征伐

廝殺，先後消滅了東方的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終

於在公元前 221年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割據稱雄的局

面，在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秦。從此，

中國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東至大海、西至甘肅西部、北至鄂爾多斯草原、南至今

日越南中部的秦朝的廣袤國土上，已經聽不到戰國時各國爭雄

的鼓角聲，看不到攻城略地的戰火狼煙。作戰的兵器被政府收

繳後鑄成了無數的大鐘和各重一千石以上的十二座金人，矗立

於咸陽城內。普通的百姓除從事各種徭役和兵役外，將更多的

熱情投入到“男耕女織”的農業生產之中。創造這一歷史奇跡

的是秦始皇。他本名嬴政，於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 259）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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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趙國，卒於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秦始皇留給後世太多的謎團：他的親生父親是誰？他的長

相如何？他的皇后又是誰？他的名字是“正”還是“政”？他為

自己修築的陵墓內部到底是甚麼樣？這些問題迄今都難以找到

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他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和鞏固統一措施

的壯舉卻永載史冊。

首創“皇帝”稱號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公元前

221 年統一天下後，秦王嬴政將昔日的王冠換成了前後各垂掛

十二根玉串的旒冕，躊躇滿志的嬴政覺得一切舊有的君主稱號

都與他偉大基業開創者的身份不符。

戰國以前，統治者最尊貴的稱號是王，天神最尊貴的稱號是

帝。自從諸侯稱王後，王已失去了最高的地位，於是帝代替了王

成為最尊貴的稱號，而另用本有光大之義的“皇”字稱最高的天

神。但由於東方齊國與西方秦國的國君都爭著稱“帝”，這樣帝

在人間又失去了最高的地位了。無奈之下，他又把“皇”字挪下

來。秦國的神話裡有天皇、地皇和泰皇，而以泰皇為最尊貴。當

嬴政下令讓那些見聞廣博的博士們商議，找出一個最尊貴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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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時，李斯等人便建

議使用“泰皇”。 但

秦始皇並不滿意，把

“泰”字除去，只取

一個“皇”字，另外

再添上“帝”字，合

成“皇帝”一詞。從

此以後，“皇帝”就成

為國家最高統治者

的稱謂，一直延續了

兩千多年，直至 1912

年被廢止。

“皇帝”稱謂的

出現，不僅僅是簡單

的名號變更，它反映了一種新的統治觀念的產生。嬴政合皇與

帝二字為一，“說明他覺得僅僅做人間的最高統治者還不滿足，

還要當神。或者說他認為僅僅用人間最高統治者的權威還不

足以威懾臣民，必須藉助神的力量為他的權威再塗上一層神秘

的光圈”。皇帝稱號的出現乃是神化君權的重要手段。皇帝稱

號出現後，嬴政便自稱“始皇帝”，並正式規定，自己死後將皇

位傳給他的子孫，子孫稱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儘管後來皇

秦始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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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僅傳到二世秦國便土崩瓦解了，但由秦始皇開創的皇位繼承

制度卻保留了下來，秦始皇本人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

皇帝。

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聖化，秦始皇規定：廢除周代通行的

在君主死後追加謚號的制度，認為品評君主生前行為的好壞是

以子議父、以臣議君、以下議上，是大大的不敬；不允許普通的

人再使用“朕”字，“朕”字專供皇帝一人使用，朕本為“我”的

意思，以前任何人都可用來代稱自己，但此時誰再敢使用則面

臨著“殺無赦”的危險；皇帝的命令稱為“制”或“詔”；平時書

寫行文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各種文件上遇到“皇帝”、“始

皇帝”等字時，都需要抬頭、頂格書寫；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才

能稱為“璽”，其實以前一般人用的印章都可稱為“璽”。這些

繁瑣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想強調皇帝多麼的與眾不同，加強了

皇帝在人們心目中的神秘感。

同時秦始皇又接受了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按“五德終始

說”，自然界中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剋，終而

復始，循環不已。某一個朝代屬於某一“德”，一朝一代按照一

定次序替代。秦始皇宣佈，周是“火德”，秦代周是以“水德”代

替了“火德”。水德同黑色、數字六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秦始

皇確定了皇帝稱號後，便下令改黃河名為“德水”，以冬天十月

為每年的第一個月，以黑色為最尊貴，各種涉及“數名”的形制



23建 “ 萬 世 ” 帝 業  立 一 統 之 制

都設法與“六”聯繫起來，崇尚法家學說，等等。不難想像，秦

始皇的龍袍應該是當時最尊貴、最流行的黑色。這種藉助“五

德終始說”來論證改朝換代合法化和加強皇權、鞏固皇位的方

法，為後世歷代君王所承襲。

首創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

在統一全國後，面對空前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採取

怎樣的形式來進行統治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秦始皇創建了前所未有的帝國體制，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

制，在地方實行郡縣制。所謂三公九卿制，只是一個習慣說法，

實際上中央的官職設置，並不止三公和九卿。

通常所謂的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輔佐

皇帝總管行政事務，是百官之長，統領全國的文官。太尉名義

上協助皇帝掌管全國軍務，但他無調兵遣將的權力，全國軍權

始終歸皇帝一人掌管。御史大夫協助皇帝監察百官，是皇帝的

耳目，在鞏固皇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三公之下，設有九卿：

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內史掌管租稅收入和財政開支；奉常掌管

宗廟祭祀儀式；典客掌管民族事務與對外關係；郎中令掌管皇

帝侍從保衛；少府掌管皇室財政與官營手工業；衛尉掌管宮廷

警衛；太僕掌管宮廷車馬；宗正掌管皇室宗族事務。



秦 皇 漢 武
24 輝煌時代

“三公”各司其職，互相牽制，“九卿”互不統屬，都直接

隸屬於皇帝一人，他們都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襲。儘管三公和九

卿中的一些官職，早在戰國時代就出現了，但是組建成為從中

央到地方基層的一整套完備的官僚機構，卻是秦始皇開創的。

事實證明，三公九卿制是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統治相

吻合的一套嚴密的官僚體系，為後來歷代封建王朝所承襲並有

所發展。

就在剛剛統一後，丞相王綰便建議採用以前周代分封諸侯

的辦法，將秦始皇的各個兒子封為諸侯以便統治偏遠的燕、齊、

楚等地，以拱衛京師，這

一主張得到了眾多大臣

的支持， 但是廷尉李斯

卻力排眾議，堅決反對。

他說：西周初年分封周王

子弟親屬很多， 但傳到

後世親戚關係疏遠， 相

互攻伐如同仇敵， 兼併

戰爭永無休止，周天子也

無法制止， 到現在好不

容易才統一天下；分封諸

侯是天下戰亂不止的根
秦．“杜陽左尉”印，“杜陽”為秦置縣， 印文為

小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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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議，於是在全國建立了直屬於

中央的郡、縣。秦統一之初，於全國分設三十六郡，後來擴展

到四十六郡。郡的長官是郡守，掌民政；郡守之下為郡尉，掌軍

事；另外又設郡監御史，掌監察。每郡之下設若干縣，縣按照大

小設立縣令或縣長。縣之下設鄉，鄉設有負責教化的三老、負

責賦稅訴訟的嗇夫和負責治安的游徼。鄉之下為亭、里，亭設

亭長，里設里正。郡守的任命權直接歸中央，這樣就將地方的

大權完全集中於中央，從國體結構上保證了中央對地方各級的

控制。具體的史實向我們昭示出，郡縣制是國家實現中央集權

的有效制度，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是歷史發展的巨大進步。

首次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及道路、車軌

文字的統一與發展是文化進步的前提。但是，戰國時期由

於長期分裂割據，各國的文字極不一致，這給統一後的秦朝推

行政令和文化交流造成嚴重障礙。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命丞相

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主持統一文字，以字形固

定、筆劃省略、書寫方便的“小篆”為標準文字，推行全國。與

篆書通行的同時，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又創造出一種比小篆更加

簡單的新書體—隸書，這種字體將篆書圓轉的筆劃改為方

折，結構平整，書寫方便，成為在民間和政府文書中使用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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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字體。秦代統一文字，使小篆和隸書成為全國通行的字

體，意義非比尋常。此後，儘管有政權更迭、諸侯割據、方言有

別的現象，但文字卻始終是統一的。誠如《劍橋中國秦漢史》

所指出的那樣：“這項秦代的改革，是漢代逐步發展的進一步

簡化字體的必不可少的基礎，結果是楷體字從此一直成為通用

文字。”“如果沒有秦的改革，不可想像，幾種地區性的不同文

字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不能設想中國的

政令統一能夠長期維持。在造成政治統一和文化統一的一切文

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幾乎肯定是最有影響的因素。”

戰國時期不僅各國自鑄貨幣，而且在一個諸侯國內的各個

地區也都自鑄貨幣，其形狀、大小、輕重各不相同，計算單位也

不一致，這些都嚴重影響了各地區之間經濟的交流和發展。公

元前 211年，秦始皇下令統一貨幣，廢除六國舊幣，制定新的統

一貨幣，規定貨幣分二等，黃

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圓形

方孔的銅錢為下幣，以半兩為

單位。幣值統一後，克服了過

去使用、換算上的困難，便利

了各地商品交換和經濟交流。

而秦代圓錢的形式，一直沿用

了兩千多年。秦．“半兩”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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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度量衡制度也相當混亂。秦統一後，把商鞅變

法時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國，並專門頒發詔書。度量衡

的統一對於消除各地割據勢力的影響，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起了

重要作用。

由於長期戰亂，戰國時期各諸侯割據勢力在各地修築了不

少關塞、堡壘。同時，由於各國道路寬窄也不一致，影響交通往

來。秦統一中國後，立即下令拆除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公元

前 220 年，修建以咸陽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東北、東面

和東南輻射的一批稱為“馳道”的帝國公路。秦國的馳道主要

幹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咸陽經過洛陽、開封、泰安直達渤海之

濱的琅玡山；另一條從咸陽經雲夢、金陵、鎮江、紹興至東海，

秦．“八斤”銅權。權身鑄“八斤”二字，並刻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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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跨越今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

江、四川、河北等十一個省，長達數萬里。馳道構築之精、規格

之高，前所未有。道寬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種一株青松，路身

築得堅固而深厚，遇到容易崩壞的地段，就打下銅樁。道路最

中央的三丈為皇帝專用的“御道”，兩側種植樹木以作界限。在

公元前 212 年，又修建直道，從咸陽以北不遠的雲陽出發，直達

今日包頭市西南秦九原郡。這些“馳道”、“直道”，再加上統

一中國後修築的西南邊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北、江西、

廣東、廣西之間修築的“新道”，構成了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

達的道路網。“一個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計得出秦帝國的道路

總長度約為六千八百公里”，而公元 150 年左右，“從蘇格蘭的

安東尼努斯城牆至羅馬，再至耶路撒冷的羅馬道路系統的總長

度約為五千九百八十四公里”。

四通八達的道路把全國各地緊密聯繫起來。同時，秦朝又

規定道路和車軌的寬度是相同的，便利了交通往來，對促進當

時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有積極作用，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也具

有重要意義。

始建萬里長城

巍巍萬里長城，如龍騰蛇伏，逶迤綿延在中國北疆的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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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壑之上，至今仍以其雄偉的氣勢和壯美的風姿，吸引著世人

的目光。

儘管長城在秦統一之前就出現了，但“萬里長城”卻是秦始

皇的傑作。秦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派蒙恬率兵北逐匈奴，將匈奴

從陰山、河南地趕走，但匈奴的實力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對

內地的威脅依然存在。為了時刻防備匈奴人的進攻，秦始皇決

定修築一條新的長城。這條新的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沿

廣闊的黃河，依峻峭的陰山，經蒙古草原，蜿蜒曲折，東西延袤

萬餘里。在過去秦、趙、燕三國舊有長城基礎上，修葺、增補、

新築，將北方的長城連接起來，成為秦王朝北方的屏障。

開帝王陵寢制度之先河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他不僅開創了中國封建

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而且還開創了帝王的陵寢制度。

陵寢，又稱園寢，即帝王陵墓之寢殿，其建築佈局主要由

“寢”和“便殿”組成。君王之墓最早稱陵始於春秋戰國。到秦

惠王時，規定“民不得稱陵”，從此以後，“陵”便成為帝王墓

葬的專用名詞了。到秦始皇時，他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

帝”，將“陵”改為“山”，稱自己的“陵”為“驪山”，同時開創了

中國封建帝王墓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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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便殿制度雖然在秦東陵有所發現，但是形成規模則在

秦始皇時期。自秦始皇起，把祭祀地點由陵上移至陵側，形

成了陵側起寢、陵旁建廟的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

餘年。

陵邑制度也始於秦始皇陵。秦始皇十六年，“置麗邑”，麗

邑是為秦始皇陵而設立的，開了中國歷史上帝王陵設立陵邑之

先例。在皇帝陵園建神道、立石刻也始於秦始皇陵。

秦始皇剛剛即位便修建陵墓。統一六國後，徵發七十萬所

謂的刑徒大事修築。據記載，這座陵墓高五十丈，周圍五里多，

上面種植草木像座山林， 裡邊修建了設置文武百官座次的殿

堂，藏滿了各種珍寶奇巧器物，還用水銀做成江河大海的模型，

秦始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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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械使其灌輸流動；又用珍珠寶石製作成日月星辰以象徵天

空，還鑄造金銀的鳧雁蠶雀等動物陳列其間；又用魚膏做成燈

燭，作為地宮永久的照明。同時，還設置了許多暗藏的機關，以

防止日後有人偷盜。舉世聞名的秦兵馬俑僅僅是秦始皇陵的一

部分而已，但其雄奇壯美已震驚世界，至於整個皇陵之豪華宏

麗，不難推想。

秦始皇陵封土之高大、規模之恢宏、建築之精美、埋藏之

豐富、耗費之巨大、歷時之久長，亙古未有，舉世無雙。

總而言之，秦始皇陵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陵園，它不

僅繼承了戰國時期各國王陵的制度，而且在佈局結構上有了重

大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對此後帝陵的佈局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

開封禪泰山之先例

秦始皇一生五次出巡。第二次出巡開始於公元前 219 年，這

次出巡的主要內容是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封禪”是中國古

代帝王祭天拜地的隆重大典。在春秋戰國時代，齊、魯為文化中

心，而齊、魯人心目中，泰山則為最高的山，因此人間的帝王應到

泰山上去祭上帝，報告功業，答謝上帝，表示自己是受命於“天”。

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稱為“封”，在泰山下的小山上開闢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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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地稱為“禪”，合稱“封禪”。封禪被視為國家的盛典，是帝王

畢生的壯舉。從現存史料看，最早討論封禪的是春秋時的齊桓

公和管仲。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在葵丘

會盟後，認為自己功績顯赫，便想到泰山封禪，管仲認為他還不

夠資格，最終使他打消了封禪的念頭。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到泰山進行封禪的是秦始皇。但是封

禪儀式究竟如何進行？誰也說不清楚。那些被徵隨從的齊、魯

儒生博士等七十人，也難形成統一的意見，並且議論不合情理，

最後被秦始皇斥退。

秦始皇下令從山南清

除車道，登上山巔，

按照自己編出來的儀

式舉行了封禮，又從

山的北坡下來到梁

父山，舉行了禪禮。

在今天看來，

秦始皇舉行的“ 封

禪”是一件十分可笑

的迷信活動，但在

當時卻影響深遠。

整個封建社會都把泰山無字碑，據考證為秦始皇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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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禪”看作最為重大的盛典：大文豪司馬相如在死前特意留

給漢武帝一本專門闡述封禪的遺書；大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

馬談以未能跟從漢武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而遺憾終生。封

建社會對封禪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踏著秦始皇的足跡，前

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的有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武則天、

唐玄宗、宋真宗。

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形成

秦滅六國後，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開始建立一個統一的

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匈奴族是居住在中國北方地區的遊牧民族

秦．銅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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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對開發中國的北方起了重大的作用。戰國時期，匈奴已

跨入奴隸社會，奴隸主貴族利用騎兵行動迅速的優勢，經常深

入中原地區，對以農業為主的內地各族人民進行襲擾和掠奪。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保障北部邊境的安全，於公元前 218 年

派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進軍河套，征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

之後在那裡設郡縣。

先秦時期在中國南部和東南部，居住著眾多的越族，他們各

自獨立，互不統屬。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以後，命令屠睢指揮五十

萬大軍，分五路南下，對居住在今兩廣地區的南越和西甌進行

大規模的戰爭。為了運輸糧餉，又開鑿靈渠，溝通湘江和灕江之

間的交通，之後花費數年時間最終征服了越族，設置郡縣。後

來又遷徙五十萬人戍守五

嶺，與越人雜居。

經過對匈奴、越族的

戰爭，秦王朝成為當時世

界上最大的國家，各族人

民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

進一步加強，在此基礎上

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

的封建國家。

秦始皇和後來的漢武
秦．小篆銘文磚。共 12 字銘文：“海內皆臣，歲

登成熟，道毋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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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是集大功與大過於一身的歷史人物。秦始皇歷史功績之

大，前無古人，明代李贄稱其為“千古一帝”，國學大師章太炎則

稱“雖四三皇，六五帝”，也難以與秦始皇的功業相比。但是，毋

庸諱言，秦始皇也是一個稀世的暴君。嚴刑峻法，橫徵暴斂，濫

用民力，窮奢極慾，正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儘管如此，

他仍不失為一位對中國歷史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