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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
者。剧版和小说版“大秦帝国”的火爆，再加
上线上游戏的开发，文创产品的酝酿，用时下
流行的“IP”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大秦帝国IP”之热只是说明受众和市场
对作者那份对大秦帝国“崇拜”的认同。这份
“崇拜”是如何产生的？恐怕还得从作者那里
寻找。8月份，孙皓晖来济南参加首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讨
会”，并作为主讲嘉宾作了《先秦文明对于当
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报告，记者随即与他
进行了对谈。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再次
用全身心的力量为“大秦帝国”奔走呼号。

“‘大秦帝国’成为IP，

没想到”
8月，随着孙皓晖老先生来到济南，一个让

人颇为称奇的合作计划“浮出水面”——— 他正
与山东一家出版社合作，合力打造“大秦帝
国”线上游戏。合作的细节，双方不便透露。
但从图书到游戏产业，合作双方都是“跨
界”，对此“讳莫如深”，显然颇为谨慎。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 “大秦帝
国”突破了图书和影视剧的范畴，开始向更为
广阔的文化产业领域进军，而这个领域，瞄准
的是更具有活力的年轻人。

“跨界”的底气，来源于小说出版二十多
年来，依然不破的口碑和热度。

《大秦帝国》小说共6部：《黑色裂变》
《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
血文明》《帝国烽烟》，500余万字，全方位展
示了秦国从生到灭的历史进程。电视剧已拍摄
播映4部。其中口碑“爆棚”的一部《大秦帝国
之裂变》，在网络播放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两
亿，最多的一集收到近两万条弹幕。

而小说《大秦帝国》也因为4部同名电视剧
的热播而畅销，一版再版，不同出版社也有不
同的版本，修订版、插图版等等，最新的是世
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献礼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版。

孙皓晖老先生在提笔开写《大秦帝国》的
1993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痴迷于“大
秦”，1998年，孙皓晖甚至辞去西北大学法律
系教授的职务，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大秦帝
国》系列小说创作中，2008年4月，终于出版了
这部504万字的鸿篇巨制。

从开始创作《大秦帝国》，和大秦绑在一
起已经26年了。如今七旬，头发花白的孙皓晖
依旧在为自己心目中的“大秦”奔走：不断回
应大家对于他“美化暴秦”的质疑，不断挖掘
整理那段历史力求为其“正名”，成立自己的

影视班底打造新的影视剧……
与历史评判中常见的“暴秦论”不同，孙

皓晖切入秦的角度，是重现那个有大争气象、铁
血精神的时代。这让喜欢这部小说的人热血澎
湃，但“美化”秦的质疑也一直没有消失。对
于这个质疑，孙皓晖坦然面对。

“我不讳言自己对大秦的热爱。”在小说
序言中，他说创作《大秦帝国》的信念根基是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
无二的”，他甚至直言“我对大秦帝国有一种
神圣的崇拜”。

挚爱之深，让他不允许出一点“差错”。
当电视剧的第二部、第三部口碑遭遇“滑铁
卢”，他像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那样“挺身而
出”。

“《大秦帝国之纵横》《大秦帝国之崛
起》反响平平，这两部都拍得很不理想，不理
想的主要原因是：和原著背离太大了。”孙皓
晖说，《大秦帝国》第一部是他编剧的，第二
部开始以后就没有参与。电视剧第二部和第三
部和《大秦帝国》原著的故事重复率不足10%，

这不仅对历史实体是一种扭曲，对小说《大秦
帝国》也是一种扭曲。

“不表现那个时代的铁血精神，而是腻腻
歪歪地写宫廷阴谋，恰恰违背了我们的价值
观。”孙皓晖直抒胸臆。和剧方合同到期后，
为了还原这部他心目中“精神本位”的作品，
孙皓晖“亲自上阵”改编剧本，还原他心中的
“大秦”，让历史正剧回归荧屏。

“现在的古装剧，有些是肥皂剧。”孙皓
晖认为，中国电视荧屏上的古装剧充斥着宫
斗、阴谋论、多角恋等等，更多是肥皂剧。而
“历史正剧”最重要的使命是积极正面的价值
观。

如何判定“历史正剧”，孙皓晖认为：
“从故事框架上来说，至少所写的70%左右的历
史要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号称是历史正剧而写
的是一半虚构一半真实，那就不叫历史正剧。
其次，历史人物要真实，我们必须尊重史书和
考古所发现的一些东西，这个人物他的籍贯是
哪里，他的出身是什么，比如说他出身贫寒，
我们不能写成富有，这些必须是真实的。”

创作《大秦帝国》是要

拨开历史的烟雾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临

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
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
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却又盛极而
衰迅速灭亡。

孙皓晖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一刀下去，
庖丁解牛，逐步构建起战国时期三百多年的历
史框架，格局不可谓不大。而其中秦的崛起兴
衰，其中人物的生离死别，更是牵动人心。

《大秦帝国》前后耗费了16年时间。每当
回忆起这部帝国兴衰史的创作过程，孙皓晖都
充满感慨。

“从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国》
创作生涯以1997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主
要在创作136集的电视剧本。”孙皓晖说，1997
年因为要去甘肃实地考察有关秦帝国的相关资
料，在兰州住了一年。在那里完成了电视剧本
136集的收尾工作，并开始准备写作《大秦帝
国》中关于秦始皇的内容，这部分是全套图书
的重点章节。1998年后开始着手图书《大秦帝
国》的创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国》
全套图书出版。

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叙事，所有历史
都是当代史，历史写作受现实驱使。用小说的
笔法来写历史，也逃不开这个定律。对历史的
挖掘，源于对现实的思考。孙皓晖说，最大的
社会危机是自我危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明
产生了自我迷失，是很危险的。近代史以来，
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让我们想起了秦人时代
的大争精神：纵横天下、统一国家、传播文
明、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想起这些让我觉得
更应该把那个时代的精神焕发出来。

孙皓晖自认为，对这种社会危机的认识相
对清醒、相对自觉。这种危机状态必须加以克
服，我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未来没有
成为现实，不能空想，要恢复信心，就得回到
历史，看我们的祖先跋涉过怎样的高山大川，
经历过怎样的危亡、危机。要知道，今天的危
机并不比过去的危机严重多少，我们为什么没
有信心了呢？

“这个理念要传达给社会，由历史的事实
反映出来，就得通过作品来实现。也就是在这
一理念的支撑下，我写了《大秦帝国》。”

可能因为很早就从事法律研究——— 20世纪
80年代初，孙皓晖就开始研究中国法制建设，
随后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
年的法律教师生涯，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时出
版了《金色的农业帝国——— 中国经济法制史》。

在历史的烟雾中，孙皓晖找到了一个特别
的蹊径来解释秦帝国的文明体系的精义：法
治。他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法学领域，对秦的
认识肯定不会完成第一个理性评判——— 秦帝国
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
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在整个人类文明
史中，这样的大帝国独一无二。秦是中国五千
年文明历史上唯一的一段古典法治社会。秦国
横扫六国，秦代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可用八个
字来概括：统一文明，法治社会。

以“法治”释秦，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观
点，《大秦帝国》小说和电视剧都因此引起了很多
质疑。按照现代的法学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西
方的法学观念，“中国哪里有过法治社会？”

对此，孙皓晖并不认同。“战国法家所提
出的性恶论、司法决定论、底线论和国家信用
论，本质是什么？它们又为中国法治文明奠定
了怎样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的普遍变法又是
怎样的一种社会实践？”他认为，要回答这些
问题，其实都会指向“秦统一中国文明，它最
大的历史根基就是法治社会，它是以法治社会
的理念统一中国的，而在统一文明中，最大
的、最实际性的工作就是把秦法推向全天下，
构建法律秩序。

“为秦正名”，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
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
是理念先行的。因此，对于小说中过于美化商
鞅等历史人物、个别人物脸谱化的质疑之声不
绝于耳。孙皓晖对此十分坦然：“《大秦帝
国》就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文以载道，我
赞赏这种精神。文若无道，人何以堪？”

《大秦帝国》塑造了超越以往小说的群像
人物。按照电视剧的统计，每部70个人物的
话，6部就有四五百人。孙皓晖说，从写法上
说，《大秦帝国》在史料上七分实三分虚的处
理方式和《三国演义》是一样的，有虚构的方
面，但并不是主要的。

《大秦帝国》的魅力在于对于雄厚历史的
叙述。有网友统计，《大秦帝国》中关于知识

性的叙述大约有100万文字，如果没有丰富的历
史知识叙述去渲染气氛，营造时代的氛围，读者
就不会感到这才是自己心中的战国时代。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当你把《大秦帝国》
当做历史去读时，它充满了文学，当你把它当做
文学去读时，它充满了历史。”孙皓晖说。

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

满天璀璨星斗，点亮浩瀚苍穹；各族文化
交融，孕育中华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
鸣，各种思潮流派纵横，气象万千。来到山
东，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孙皓晖十分感慨，他
反复提起：应该肯定多元思想的创造力和生命
力。

“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凡有血气，
皆有争心”。韩非子和晏子的这两句话，可谓
战国时代精神的极佳概括。而孙皓晖笔下的秦
帝国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
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不断变革，使得中华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
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
文明正源，使中华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
企及的高峰。

“我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
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
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能根据编写史书的个别理论家们
所作的历史评价去认识这一段法治社会，而是
要根据历史实践所产生的效用去判定它。”孙
皓晖说，秦朝对于法治理念的阐述和法制框架
的构建是十分明晰的，比如，在商鞅的《商君
书·画策》里，把司法本位说得非常明白。“国
之乱也，非法之乱也”——— 国家的动乱不是法
律造成的，法律永远不会要求动乱无序；“国
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这是一句哲
学式的论述，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使法律能够自动运
行的法律，法律是由人和国家权力机构组成的
国家机器来完成的；法制能否贯彻，关键在于
实际运行，而不是仅仅制定出来就足够了。所
以，商鞅最后的结论是“法必明，令必行，至
矣”——— 法律能得到全面贯彻，法令制度能够
真正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商鞅的司法本位理念及秦帝国的司法本
位实践时期，西方还是古希腊后期与罗马帝国
初期。秦代的法治理念与历史实践，比同期西
方国家不知发达了多少。面对这样的历史真
实，还要说中国没有法治的历史根基，这合适
吗？”孙皓晖略有些激动地说，在秦帝国灭亡
之后产生的历史烟雾，在对秦帝国的抹黑中，
这些历史真实，都被完全忘记了。我们现在要
把它发掘出来，作为我们一种优秀的历史传
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践的。

“我们要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孙
皓晖说。

事实上，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
被“神化”的古希腊文明，其实“水分”也非
常大，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搞“造神”运动，有
些历史发现很难站得住脚。但是欧洲刚兴起的一
些帝国迫切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祖宗”，大肆
包装古希腊文明，拔高到整个西方文明的“老
祖宗”。在这种强大的宣传下，古希腊文明也
演变成今天人们心中西方文明的源头。

孙皓晖认为，《过秦论》是中国历史上关
于秦灭亡之经验教训的非常重要的一篇历史论
文。但是，就历史实践而言，贾谊的《过秦论》对秦
帝国的评价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过秦论》
最后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
根本上否定秦政——— 仁义不施，是秦政暴政论，
而秦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文章里面并
没有作深刻论述、具体的解读，只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个大而化之的、可以作多种解读的、立
足于攻守策略的回答，比较笼统。

“秦之灭亡，我在《大秦帝国》中作了诸
多方面的论述，我将秦灭亡的原因总结了八个
字：求治太急，善后无方。”

也就是说，秦统一中国以后，还没有治理
统一大国的经验。第一次统一这么大的国家，
普天之下，制度归一，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
机是什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都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假如秦帝国统一中国后，能达
到后世产生的巩固政权的政治经验与自觉性，
那么秦帝国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气象。

近代以来，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让我们想起了秦人时代的大争精神：纵横天下、统一国家、传播文明、居于世界文明明
的中心。孙皓晖说，想起这些让我觉得更应该把那个时代的精神焕发出来。

孙皓晖:“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
□ 本报记者 赵琳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一头白发，眼神锐利，精神矍铄，一开口滔滔
不绝。只听声音，你绝想不到这是一位七旬老人。

孙皓晖有很多头衔，最常见的是“中国作家
富豪榜上榜作家”，其次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
授”“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还有一个提及
得不多，“老秦”。

孙皓晖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这里是
曾经的早期秦国的核心地带，所谓的“老秦”之
地，离秦国最早的国都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关
庄村一带）只有数十公里。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
泾惠渠），至今还从他家门前潺潺流过。据说，当
年，每逢灌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
着他们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
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

毗邻家乡的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
故乡，孙皓晖说，年轻时每次去那儿拉煤、走
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

老秦和孙皓晖的生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
哪怕千年之下，依然剪不断。所以他讲“中国文
明的正源”时充满了回忆式的激情：中国文明史
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
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
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
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潮
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秦距现在时间久远，史料存留也少。孙皓晖
却用500多万字的浩大篇幅去写这部小说，除了
民风民俗、乡土人情长时间的滋养，更多的是
“在理性的基础上，判定了秦在文明史的地

位，敬仰它伟大的创造力和文明遗产。这是一
个让我们既热爱，又敬服的时代。”

“女性角色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得比较少，
是否都有历史参照呢？”对于记者的提问，孙
皓晖说，现在市场上流行大女主戏，相比来
说，他的作品里都是男人戏居多。但也有比较
鲜明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虚构的情节，用以推
动故事发展、衬托男性主要角色。

记者留意到，《裂变》这部剧里比较鲜明
的女性角色是荧玉公主，是商鞅变法的坚实拥
护者。秦孝公派密使去魏国打探消息时，荧玉
公主自请为侍卫随行；太子犯法时，商鞅让公
主将公子虔请回来时；与商鞅大婚后，决定去
找被放逐的太子时……这些细节完美地刻画出
这个秦国公主的性格：国家有难，即便为女儿
身也要挺身而出，护法有难，即使是自己的亲
哥，也能做到大义灭亲；兄长重病，为兄长寻
儿寻妻；爱人身陷囹圄，急于奔走以至于呕血
白发……

这种女性角色是不是过于完美，契合男性
的想象？面对记者的提问，孙皓晖表示，中国
历史详细写女性人物的作品很少，秦代的女性
有着很独特的情感处理方式，在这方面虚构较
多，也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断点。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现在大家对秦的认
识有变化。”孙皓晖说，在全国历史学界和人
文领域，对秦的认识更正面了。《大秦帝国》
如果能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
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

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
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现在图书市场上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
质量参差不齐，不少还有硬伤，孙皓晖对此十
分气愤。他说，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
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
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
当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学问功夫到底怎样，但
这还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
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无
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秘史不成人物。这
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
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

最近几年，调侃历史的流行读物逐渐成为
畅销书榜上的常客。比如“漫画”史系列，很
受年轻人欢迎。孙皓晖说，如果一部作品不能
让年轻人感兴趣，那肯定不是一部好作品。历
史是靠年轻人去传承的，未来是靠年轻人去创
造的。

“戏说历史是这个时代解读历史的新方
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好的，它轻松幽默，
读者容易接受。但这些读物有个共同的缺陷，
就是没有自己的史观，纯粹从事件的意义上来
幽默地调侃，说一些历史掌故。但这背后，想
体现什么？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如
果作品没有这样的价值意识，在浩如烟海的作
品中是不可能长远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
花，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类流行读
物应该注意这些，就更好了。”

■ 记者手记

写让年轻人感兴趣的作品
□ 本报记者 赵琳

时为西北边陲蕞尔小
国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挞
伐，而今已在灭国边缘。

秦献公身死战场，年纪轻
轻的仲公子渠梁在危难时
刻即位，他深藏屈辱，在
六国夹攻下苟延残喘，发
誓变法崛起。

曾经险遭灭国的秦国
在商鞅变法之下迅速崛
起，成为西北旷原最不可
忽视的力量。在保守势力
的逼迫下，年轻的秦惠文
王嬴驷被迫车裂商鞅，却
也以消极的态度抑制保守
一派。

公元前305年，秦国历
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君
王——— 秦昭襄王嬴稷继位。

其后五十六年间，秦王嬴稷
在其母宣太后和其舅魏冉扶
持下，从一个稚嫩年轻君
王，成长为一位坚毅沉着，
威震天下的真正王者。

战国晚期，秦国独大。一
代雄主秦昭襄王与承位之秦
孝文王相继离世，秦廷陡现
嫡庶之争。嬴政利用吕不韦，
铁腕涤荡嫪毐之乱。动乱平
息，嬴政无情驱逐母后赵姬，
贬相国吕不韦。至此，嬴政揽
政于手，主国于秦。

创作《大秦帝国》的
作家孙皓晖来济南参加首
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
讨会”，并作为主讲嘉宾
作了《先秦文明对于当代
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报
告。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
老人，再次用全身心的力
量为“大秦帝国”奔走呼
号。

《大秦帝国》中女性角色多是虚
构，是为了推动故事的进展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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