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讲  秦始皇及其遗产  

一、“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二、“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帝制之创建 
 
四、“天下苦秦”：秦国的暴政和速亡 
 
五、“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秦始皇陵 

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毛泽东：“百代皆行秦政制。” 

为什么秦能够完成统一？ 
 
为什么变法在秦最为成功？ 
 
秦统一之后为什么速亡？ 



一、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可
以动用的物质力量的总和。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 
国力强的国家不一定国家能力也强。国家能力
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秦国社会具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秦国专制君
权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
员能力。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
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战国策 · 魏策三》 
 
“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
此之谓三军也”。  
                                                           ——《商君书 · 兵守篇》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 
                                                                   ——《吴子 · 料敌》 
 
“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
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卒也，犹孟贲之与怯
夫也”。  
                                                            ——《战国策 · 韩策一》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与关东六国相比，它
没有严格的宗法约束，缺乏人工的礼义雕琢，具有粗犷、
剽悍乃至野蛮的西北风味。同时，它又处于狭隘闭塞的关
隘之中、膏壤沃野千里而又视野狭窄，自春秋时农业生产
就居于先进之列，“好稼穑，殖五谷”使其注重实际，不
尚幻想，具有朴实、淳厚乃至蒙昧的民情乡俗。在行为准
则和价值取向上，秦人是重农耕、讲实用、非道德、不浪
漫的。秦文化的这种功利性和实用性，自秦穆公时已经滥
觞。 
 
              ——刘文瑞《征服与反抗——略论秦王朝的区域文化冲突》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
公
一
号
墓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则法家固西
北民族之精神，入中夏与三代文物相渐渍，遂独成
一家之说。 
 
                              ——蒙文通《古学甄微 · 法家流变考》  
 
古今言者，胥以为商君变秦，为废仁义而即暴戾，
若由文而退之野。是岂知商君之为缘饰秦人戎狄之
旧俗，而使渐进于华夏之文耶？凡商君之法，多袭
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 
 
                                 ——蒙文通《古史甄微 · 秦之社会》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孝公商鞅变法（BC356、BC350）与军功爵制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
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
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
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
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韩非子 · 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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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軍爵塑造新社會” 
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之分野取消
了，万民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
借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
的身分地位。……爵不仅是秦人
的第二生命，甚至比生命还宝贵。
它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权衡，田宅
产业的凭依，职官权力之所出，
名誉荣辱之所系，若欲出人头地，
则非具备高爵不可。……商鞅军
爵制之树立正因此势而利导之，
终于塑造成一个有别于封建阶级
的新阶级社会。 
 
            ——杜正胜《编户齐民—— 
          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商君书·画策》：“民之见战也，如饿狼
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
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
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商君书·赏刑》：“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
战也。” 
 
《韩非子·五蠹》：“是境内之民，其言谈
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
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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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 秦 
铜陶器物群演变 连续性 战国中期断裂 
用鼎、用圭制度 仿铜陶礼器和石圭泛滥 战国中期仿铜陶礼器石圭锐减 

墓葬等级序列 多阶层、小间隔 两极分化，国君墓与卿大夫墓
规模落差巨大 

都城形态 城、郭分治的两城制 非城郭制 

城址等级序列 国都以下逐级递减 缺乏中小城市，国都之下直接
为自然村落 

东西方在器物群演变、器用制度变化、都城形态演化方面的差
别，主要属于文化发展道路的差别。在墓葬及城址等级序列方
面的差别，则属于社会结构的差别。战国中期商鞅变法直接导
致了秦器物群总体风格的突变，也从根本上废除了原来沿袭已
久的用鼎和用圭制度。都城的新形态充分体现了变法独尊君权
的精神。 
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是巨大的。 
                ——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 》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
始
皇
兵
马
俑
二
号
坑 

彩
绘
俑
和
青
铜
剑 



“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出土青铜簇 
      ——标准化产品 

三棱铜簇首长平均
27.1436毫米，首呈锐
头三棱锥体，把它放
大20倍以后，分别用
三个流线型侧面交换
叠对，外轮廓相差甚
微，三棱簇底边是等 
边三角形，误差仅
0.0091-0.1262毫米。  



二、“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
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
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
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
部》：“秦始皇帝名政，虎口、
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
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
祖龙。”  
 
赢政于BC246年即王位，年13
岁。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BC221年，当秦王政在
位的第二十六年，也
就是他三十九岁那一
年，六国尽灭，完成
了统一大业。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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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
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
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
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
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
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死后 庙号 汉高祖、唐高祖、唐太宗 
谥号 汉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 

 

生前 年号 永乐、乾隆、光绪 
尊号 则天大圣皇帝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军功的提倡促成了社会
的军事化，而在一定条
件下高度的军事化，又
经常意味着集权官僚制
度化。发达的军事组织
与官僚制度之间，存在
着天然的亲和性：在集
权制、科层制、分工制、
非人格性以及对于效能
和纪律的积极追求上，
二者所遵循的原则经常
是内在贯通的。  
 
            ——阎步克《士大夫 
                    政治演生史稿》 



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帝制之创建 

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
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的
空前大问题。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
石之一。”服虔曰：“县，称也。石，百二十斤
也。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  
                                          ——《汉书 · 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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