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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
基本上是这样的：秦始皇是一位残
暴的暴君，在位时大兴土木、劳民
伤财，老百姓动辄被关进监狱。但
是，一直有个问题我们没有想通：
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他对那个社会
做了那么多负面的破坏，为什么时
至今日人们谈起秦始皇仍是那么津
津有味，而没有把他骂臭？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
清波作为一名曾在秦始皇陵工作了
十年的考古队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
不一样的秦始皇。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

我来自西安，曾经在秦始皇陵
做过十年的考古队长。今天，我来为
大家讲述通过考古所看到的秦始
皇，以及秦始皇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秦始皇的
认识基本上是这样的：秦始皇是一
位残暴的暴君，在位时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老百姓动辄被关进监
狱。但是，一直有个问题我们没有
想通：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他对那
个社会做了那么多负面的破坏，为
什么时至今日人们谈起秦始皇仍是
那么津津有味，而没有把他骂臭？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对秦始皇
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有关系。秦始
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对以后的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得不多。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框
架，就是我们对文明的认识。所有
的文明都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是
社会治理体系，二是宇宙观，三是
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那个
时期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
最大共识。中国人和印度人、日本
人之所以不同，除了长相和语言不
同之外，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不同。

秦始皇在他39岁统一中国后的
那段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文
明的建构。只有核心价值观的形
成，因为历史赋予他的时间太短
了，所以他没有完成。

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过程

关于秦始皇的描述，最原始的
文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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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布衣，然见我常身
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
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始

皇陵与司马迁的记载之间有很大的
契合度，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陵的
事情基本上是靠谱的。按照司马迁
的说法，秦始皇陵前前后后修建了
将近40年，“始皇初即位，穿治骊
山”。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我们
也认识到，司马迁对修建秦始皇陵
的描述多少又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
分，这可能是因为司马迁想给汉武
帝献谏言：您老人家不能大兴土
木，不能劳民伤财，不能这么建陵
墓，您看看秦始皇就这么干的，结
果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这其实是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
过程。

这个过程从秦灭亡就开始了，
一直到司马迁集大成。批判秦始皇
的人当中，有几个著名的人物：贾
山、贾谊、陆贾、董仲舒、司马
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
儒生，都是儒学出身。

秦始皇陵里的水银代表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
们对秦始皇陵的墓室进行过两次科
学的探测。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
说，秦始皇陵的地宫是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达到了上具
天文、下具地理这么一种设计。

那是不是如此呢？秦始皇陵里
是不是有水银呢？

经探测，秦始皇陵地宫里确实
存在大量的水银，并且这些水银和
陵墓的封土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
水银不是土壤本身所携带的，而是
从地宫里挥发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秦始皇在地宫里放
水银，一是为了长生不老，防止尸
体腐烂，二是为了防止盗墓。还有
人夸张地说，也许有朝一日把秦始
皇陵发掘了，秦始皇还安然无恙地
躺在地宫里。其实这都是拍脑袋的
说法，在秦始皇的时代，人们根本
不知道水银有这些用途。当时，水
银除了用于鎏金鎏银之外，就是一
种治癣的中药原料。

水银的剧毒和防腐功能，是在
后世才被逐渐认识的。当时秦始皇
在地宫里放水银，其实只有一个功
能：以水银为江河大海。那么为什
么要用水银来模拟江河大海呢？因
为水银是一种水德的标志。

战国后期，为了找到社会发展
变化的法则，以邹衍为代表的一派
学人发明了五行相克说。金木水火
土，五行相克相生，每一个朝向代
表一种德，五行对应了“五德”。

秦人认为自己到了水德，水德可以
代替周人的火德，所以在秦始皇地
宫里以水银来代替水，这其实是一
种水德的标志。

这是秦朝建立帝国和秦始皇执

政合法性的一种证明和支撑。

他带走的是一套国家政治体制

去参观过兵马俑的人都知道，
秦始皇陵最著名的就是陪葬坑，目
前发现的陪葬坑有200多座。

这些陪葬坑，如果里面出现兵
马俑就是兵马俑坑，出现马和车就
是马厩坑。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就
想：这么多坑是干什么用的呢？过
去我们认为秦始皇比较贪婪，他要
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到地下。

秦始皇可能真的很喜欢马，而
马也在大秦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扮演
着对秦文明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为
什么在秦始皇陵的里里外外，以及
墓室周围都有大量的马？这讲不通。

后来我们发现，这些陪葬坑可
能是秦始皇想让后人知道，秦始皇
和他之前的中国古代帝王是完全不
同的。这一个个的陪葬坑，象征着
一个个的中央政权下属机构，这个
中央政权就是皇帝专治下的中央集
权郡县制。

这一套政治体制和以前有什么
不同？在秦之前的古代帝王都采取
贵族分封制，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
国家终于走向了末路。春秋战国
550年，群雄割据，打来打去，到
了秦始皇，终于确定了中央集权制
度。秦始皇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
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
帝”。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

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所以说，过去所有的帝王去另

一个世界时，带走的是和他个人生
活有关的东西，秦始皇则不然，他
带走的是一套国家的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墓室，就
相当于一间卧室。以水银为江河大
海，就是把一个秦国的版图放到墓
室里去，放到卧室里去。

秦始皇从他39岁统一中国到50

岁去世，这十多年里干了太多的事
情。我们所熟知的事情包括统一度
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辙等等，
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但其实最
重要的是建立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生前对这套政治体制充
满了无限信心，所以他死后到了地
下，也想让帝国的江山从始皇帝一
直传下去，传至千秋万代。在《史
记·秦始皇本纪》里有这么一段
话：“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
之。”在秦始皇陵中，我们发现这
么多的陪葬坑，其实就是秦始皇的
百官系统。百官就代表了一套中央
集权制度。

从秦始皇之后，中央集权的政
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漫
长时间。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
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秦始皇所构想的帝国

之前提到，由于在位时间不
长，秦始皇对于秦文明的核心价值
观的构建显得比较仓促。

这种需要达成共识的思维方式
就是：人们在一套新的中央集权制
度下，彼此应该怎么相互交流、共
处。这种价值观一直到了200多年

以后，经过“王莽改制”才渐渐统
一起来。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
其实就是求大、求实。因此，整个
秦始皇陵的设计也是仿照都城的样
式，气势恢宏。

秦始皇陵里的瓦直径有半米
长，每一块瓦上都盖有一个章。这
个章上是工匠的名字，让制造者把
自己的名字刻在瓦上面，这也许和
我们今天的质量标准管理体系相类
似。

秦始皇陵里还有一项非常高明
的工程——— 阻排水渠。因为整个秦
人地区是南面高北面低，除了地表
水，地下水也是从东南流向西北。
为了防止地表水和地下水进入墓
室，秦人在墓葬的东、南、西面挖
了一个水渠，再用青膏泥把水渠堵
起来，然后把水排走，再把它堵起
来，形成一个水坝。

前几年修建北京国家大剧院的
时候，也遇到地下水的问题，地基
挖开后，发现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涌
出来。怎么办？后来采取的解决办
法，和2200年前修秦始皇陵的工程
师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

秦始皇陵中还有一个封土建
筑。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的封土
高度是116米，116米有将近40层楼
高，但没有建成。后来遇到农民起
义，实际封土高度为55米。即便如
此，55米也是中国古代陵墓中最高
的。这个高度体现了所谓的“非壮
丽无以重威”。

而秦始皇陵的封土不仅达到了
最高的高度，而且在封土里还有一
层建筑。这个建筑在地面以上，遍布
墓室周围，高出地面30米。它是水平
的，然后外侧呈九层台阶状。台阶上
面还有廊坊，屋面上有瓦，这是供
秦始皇的魂灵登高望远用的。这个
建筑的设计方案很可能来自于波斯
帝国的摩索拉斯总督，修建于公元
前350年左右的摩索拉斯陵墓,是古
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从秦始皇陵的地宫、陪葬坑以
及一些高等级的建筑中，我们可以
看到秦始皇所构建创造的一个新时
代。在秦之后，又渐渐形成了中国
汉文明的形态和框架。按我的理
解，其实所谓的汉文明，就是以汉
字为交流语言、以天地阴阳为宇宙
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讲求
规矩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

这也就是秦始皇所构想的帝
国。 （文 /段清波 徐蓓 来
源：《解放日报》）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

孔子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人，其
实，这三千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几
年也见不到孔子本人一面的外围人
员，慕孔子之名当个记名弟子，好
比是当今社会上常见的“追星族”
一群。真正有造诣、可以登堂入
室，“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
已。在这些数得上的大弟子中，让
人感到最为亲切、最为可爱的是名
列“政事”之科、孔武有力的子
路。

子路能当上孔门大弟子，并深
得孔子信任，自然有其独到可取的
长处。子路的长处就在于他具备干
练的办事能力，尤其是军事管理方
面的专长。孔子曾说：“由（仲
由，即子路）也，千乘之国，可使
治其赋也。”又说：“由也果，于
从政乎何有”“片言可以折狱者，
其由也欤”。可见，尽管孔子有时
对子路有所不满，认为子路鲁莽冲
动，动不动要敲打敲打这个老顽童
式弟子，来树立自己的“师道尊
严”，但对子路的从政才干还是颇
为欣赏，充分肯定的。

子路对于自己的老师孔夫子尊
重而不迷信。在孔门诸多弟子之
中，敢于对孔子所作所为直言不
讳，表示不同意见甚至尖锐批评质
疑的，唯有子路一人而已。孔子想
当官想得昏了头，不顾自己身份去
和那位口碑不怎么样的南子夫人套
近乎，子路不满之色溢于言表，逼
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
者，天厌之！天厌之！”公山弗
扰、佛肸等人搞叛乱，想借重孔子
的名望造声势，提人气，遂一遍又
一遍征召孔子前去帮忙，整天希望
“为东周”“治国平天下”的孔子
心动了，准备应召。子路听到风声
后，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用孔子经常挂在嘴边的礼义大防之
道责备孔子，逼得孔子连声替自己
洗刷和辩白，最终也不敢去与“乱
臣贼子”为伍。孔子津津乐道什么

“必也正名乎”一套东西，子路听
得耳朵起了老茧，大不耐烦，认为
这简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直
截了当地批评孔子不合时宜：“有
是哉，子之过也！奚其正？”弄得
孔子颜面上十分难堪，下不了台，
急火攻心，就气急败坏地斥责子
路：“野哉！由也。”与那位一天
到晚对孔子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的
“优秀”弟子颜渊相比，子路实在
有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味
道。

从表面上看，子路锋芒毕露，
快人快语，不大给孔子面子，老是
让导师处于尴尬的地步，似乎不够
尊重所谓的“师道”。但实际上，
子路把老师看作人而不是神，乃是
对老师真正的尊重，是真情实感的
天然流露，没有半点的虚伪矫饰，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践行了孔子的道

德原则：“当仁不让于师”。相
反，像颜渊那样对老师亦步亦趋，
并不是真正的从师之道，起不到任
何教学相长的作用，这一点连孔子
自己都承认：“回（颜回，即颜
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
不说。”可见孔子其实头脑很清
醒。但是人性的弱点，决定了孔子
跟常人一样喜欢人家顺从自己，所
以明明知道颜渊除了听话和死读书
之外，别无所长，孔子还是最喜欢
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儿子看待。

子路的质朴天真，还表现为勇
于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真正看
法，从不虚与委蛇，欲说还休。有
件事典型地反映了子路这一性格特
点：他委派子羔去做费邑这个地方
的行政长官，孔子认为这一任命不
明智，说重了，简直是误人子弟，
“贼夫人之子”。子路却觉得老师

的批评没有道理，没有调查便没有
发言权，虽说是老师也不应该有例
外。于是他不客气地向孔子表示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
书，然后为学！”孔子听了自然很
不高兴，指责子路是强词夺理、逞
舌狡辩。这件事本身的对错我们姑
且不论，但子路能够光明磊落说出
自己的意见，就是其为人正直、言
行一致的形象写照，那种“逢人且
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圆
滑之态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半点影
子。这样的品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许慎《说文解字》云：“儒
者，柔也。”令人遗憾的是，子路
的本色精神在后世儒者的身上并没
有继承下来，更遑论发扬光大了。
历史上的很多儒者不是巧言令色、
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
伪君子，就是拘泥教条、迂阔无
能、尸位素餐、唯唯诺诺的酸夫
子，使得儒家学说的生机遭到严重
的窒息。

（文/黄朴民 来源：《北京
日报》）

子路：孔门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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