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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一&政治思维对秦帝制初创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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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始皇是中华帝制的缔造者"他创立(皇帝)名号"在全国范围推行郡县制"主张以(法令)治国并且统一
臣民的言行思想!秦始皇的政治思维以(一)为典型特征"秦制便是对(一)政治理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实现!秦始皇
推崇法家却未独任法家"他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先秦各派政治思想综合利用!从历史发展轨迹看"秦始皇是先秦政
治思想和制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先秦政治思想与制度#(一)政治思维#皇帝思想#秦始皇#中华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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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持续数百年的纷争迫使诸子思考政治
稳定问题#多数思想家倾向于结束众多诸侯国争权
夺利的政治格局#他们力主天下权力应当集中于中
央政权并由君主独揽决断#为此#先秦多数思想家对
(一)进行了充分论述&(一)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
要范畴#其哲学内涵在于表示世界本原#万物由此生
发#并最终归属于(一)$该哲学意义的本原性推演至
政治思想领域#于是形成了权力至高无上的统一性
和统御性&先秦时期#对(一)的哲学和政治内涵在
思想观念上逐渐形成共识#而秦始皇作为中华帝制
的缔造者则是对(一)在组织制度上的实现#并由此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
家&秦始皇是先秦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
者#其政治思维的典型特征是(一)&

一
!

皇帝!天予人归'神圣之%一&

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首先必须论证秦政
权的现实合法性"

&正如学者所言.(国家政权为了
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充分
论证和渲染#以塑造自己的权威形象&)

*

A

+

A"!先秦时
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和(汤武革命#顺乎
天而应乎人)基本成为社会共识#

&这意味着以对

(天)顶礼膜拜为前提#君与民各自的政治权利和义
务获得了某种神圣的规定性#这种由天认可的规定
性衍生为程式化的(革命)理路%%%(天)是具有无上
权威的至高神#上天立(君'师)以统领和佑护下民#

如果该君师背离上天(为民)的初衷#揭竿而起将其
推翻则成为顺应天意民心的正义之举&中国传统政
治思想固然(重民)#但是将治民之权完全赋予君主#

认为民众没有自治能力#应当天生处于(治于君)的
被动地位&如果君主暴虐害民#民众之激愤上达于
天#会有另一位贤君明主再次主导一场(汤武革命)&

(天予人归)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政治价值共识#这
也是论证新建王朝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回
溯历史可以发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异姓统治者
更迭见于,史记-&据记载#神农氏统治时期#(诸侯
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社会秩序荡然
无存#轩辕氏应运而生#(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
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
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
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
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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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
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
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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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兵)作为暴力手
段#是一种强制性的物质力量#可以产生权力与服从
的关系#这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但是#维持政治统治
也需要社会心理基础#(修德)可以让社会成员自觉
认同并忠诚于政权#这使得政权和统治者的权力转
化为权威#该政权便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秦
国向来注重(振兵)#长期坚持(以农养战)的国策#借
助军事力量不断扩充势力范围&虽然商鞅在孝公卒
后被车裂而死#但是秦国国君继续奉行(耕战)政策#

这便是争夺政权的(振兵)之举&公元前
))A

年#秦
始皇统一六国#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一个以郡县
制'官僚制'等级制为制度框架的中央集权制王朝#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标志着一次非同寻
常的改朝换代&秦始皇深知天下初定#急需民众对
秦帝国统治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此#秦始皇主
要从三个方面论证秦政权的合法性&

AJ

秦始皇多次表示秦国统一六国是民心所向#

(民)在秦始皇政治说教中极为重要#从理论上讲可
以视作秦帝国的政治旨归%%%(黔首安宁#不用兵
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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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先秦时期#(民之所
欲#天必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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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普遍性认同感的政治命
题&秦始皇以(为民)和(利民)标榜秦国#以(祸民)

斥责六国#他宣称秦国与其他六国是(义)与(不义)

的对立#他指斥(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
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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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便名正言顺
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被描绘成(义威诛之#

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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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正义之举&(道义)大旗
高擎在秦始皇手中#惨烈的连年征战被标榜为人心
所向&秦始皇想晓谕天下#他努力营建的是(男乐其
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的理想社会$其实#作为秦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意在借此安抚民心'稳定
政治秩序#他追求的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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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秦始皇以
(五德终始)学说宣传(天命)归秦&(自齐威'宣之
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
之#故始皇采用之&)

*

)

+

A!"B秦始皇是位(拿来主义
者)#只要他认为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便采纳&

邹衍的学说能够证明(周亡秦兴)的必然性与合理
性.(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

)

+

A!""邹衍
本意重在向君王阐明(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
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借此规诫君主(必止乎
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

)

+

)!CC

&由
此可见#(五德终始)对于君王有着致命要害%%%每
个王朝都有(始)亦有(终)&照此逻辑#秦王朝也注
定要被下一个王朝替代&然而#秦始皇却想皇位永
远握在嬴姓手中&秦始皇不会看不到这个不可调和
的根本性矛盾#之所以视而不见#正揭示出他的真实
思想#他关注的是用(五德终始)学说论证(秦始)乃
天意所为$此外#按照该学说#秦王朝属(水德)#秦始
皇突出(水阴#阴主刑杀)#为秦政(尚法令)张目&

!J

通过(封禅)活动昭告天下秦受天命&封禅
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自古受命帝王#

曷尝不封禅2)

*

)

+

A!##秦末大乱#为了给秦王朝以致命
一击#儒士们甚至不惜捏造秦始皇封禅不曾成功的
政治谎言.(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秦亡&诸儒生疾
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
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0此岂所
谓无德而用事者邪2)

*

)

+

A!GA由此反例反向考究#封禅
与否在当时极为重要#关乎政权是否获得上天认可'

是否具有统治万民的合法性&秦始皇自然要充分利
用这一政治资源#(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
山#颂秦功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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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颇通封禅之礼#于是秦始
皇召集齐鲁儒士

G*

余人共议封禅大礼#向天下显示
皇帝封禅的正统性和神圣性&然而#当儒士提出(古
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
菹秸#言其易遵也)时#秦始皇非但不遵从古礼#反而
(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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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
皇对封禅显得不尽虔诚#恰恰可借此窥见他现实主
义政治家的心态%%%尽可能利用各种政治文化资源
说明秦王朝的合法性&秦始皇有过五次大规模的巡
狩活动#每一次都刻石纪功#既是其好大喜功'骄奢
夸耀的反映#同时也有彰显功德'服民之心的意图&

秦始皇一方面论证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创
造(皇帝)称号以神化秦政权#这二者在实践层面彼
此交织在一起&宣称兴兵为民是秦政权合法性来源
之一#而利用(五德终始)和(封禅)宣称秦政权乃天
意所归具有双重意义#这既是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

也是对统治者神圣性的论证#该论证方式夹杂着政
治理性和政治迷信#是对先秦政治思想资源的重复
再现&帝号是秦王朝最高统治者地位与权力的符号

**A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化标志#选择帝号成为天下一统后亟待解决的首要
政治问题&秦始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充分利用既有
传统政治资源创造出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以此
诏告天下秦始皇是上合天意'下顺民情的新君主#此
举不仅大力神化了政权最高统治者#客观上加强了
秦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秦始皇命令丞相'御史.(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
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
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

)

+

)!"上
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夏朝的(后)#商周时期的
(王)#这些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尊称#但是秦始皇一概
弃之不用&秦始皇君臣小觑(五帝).(昔者五帝#地
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
制&)

*

)

+

)!"而秦始皇营建的帝国(自上古以来未尝有#

五帝所不及)

*

)

+

)!"

#帝之(名)难符秦始皇之(实)&况
且#公元前

)BB

年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
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

*

C

+

A))

&齐'秦二国君王在(七
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便敢于自号为(帝)#虽然后来相
继去除(帝)号#但是该名号毕竟遭到践踏&今之始
皇帝非昔之(秦帝)可比#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秦
帝国#此时重拾(帝)号不足以彰显其超越先祖的丰
功伟绩&(王)原本是周天子的尊号#但是在春秋战
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君主渐次僭用#此名号被大肆滥
用#因之失去了标示最高统治者权威的社会心理基
础&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
割据状态#数百年间(王)和(帝)被屡屡僭用#失去了
至高无上'统御天下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秦始皇下
令群臣(议帝号)的历史背景&更改帝号不仅有着深
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是基于现实政治考虑的一项重
大举措&(统治者设置名号的根本目的是利用社会
大众对君主制度和王权的普遍信仰来维护王朝统
治#束缚社会大众&)

*

#

+

AG)李斯与诸博士深明此道#议
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
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
朕&)

*

)

+

)!"李斯等绞尽脑汁地敬献(泰皇)#秦始皇制
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

)

+

)!"如此
一来#秦始皇集(皇)和(帝)于一身#(皇帝)名号遂成
定制#后世君主无不因循&

秦帝国速亡#但是(皇帝)名号作为秦始皇珍贵
的政治遗产被历代帝王继承&刘邦还是(汉王)时#

众将相劝他称皇帝#刘邦答道.(吾闻帝贤者有也#空
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

*

)

+

!G+众将相屡次

进谏#刘邦辞让再三后以(便国家)的名义登上皇帝
之位&高祖刘邦是继承(皇帝)称号的第一个君主#

暂不论他是否假意推辞#但是其言辞印证了(皇帝)

之位具有无可比拟的神圣性&汉高祖与群臣之间的
一组对话颇有深意#高祖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
也2)群臣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
又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2)群臣无言以
对#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
也&)

*

)

+

A!GB高祖(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

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
仪礼)&这是一次真实的造神之举#与秦始皇相比有
过之而无不及#更把皇帝推向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

在如同天神一样的皇帝面前#民众惟有战战兢兢'顶
礼膜拜了#遑论对皇帝的不敬甚或反抗&(皇帝神
圣)在秦汉之际已经变成社会通识#因而才会被刘邦
延用&刘汉政权数百年基业进一步肯定了(皇帝)名
号新的政治内涵#使之固化为历代臣民的崇拜对象
和一元化政治的核心&

秦始皇创立(皇帝)名号有多重意义&第一#利
用该名号炫耀自己的功德超越(三皇五帝)#竭力神
化君主以期获得民众拥戴和万世敬仰&(三皇五帝)

何许人也2 对此聚讼不已#但是(三皇五帝)早已抽
象化为一种文化意象%%%获得广泛认同的君之楷
模#其涵义是圣哲与功德的统一&第二#秦始皇首创
了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皇帝)名号为
该新型大帝国提供了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性标识&作
为政治家#秦始皇和李斯清醒地认识到古今政治形
势殊异.五帝之时疆域较小#天子不能制约诸侯$当
今(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帝国的政治制度
和统治方略与先前大相径庭#整个统治集团和社会
民众需要调整固有的政治认知#而使用传统政治资
源创造出的(皇帝)名号具有异于传统的政治意义#

尊奉最高统治者嬴政为(皇帝)代表着对帝国新体制
的政治认同&第三#皇帝是独一无二的(体道者)&

(道)的原初含义只是(道路)#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其含义逐渐深化和丰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

"

+

AGC老子之(道)有世界本原的
意义#荀子的(道高于君)则赋予(道)以社会公理的
意义#(道)渐具惟一性和至上性的特征#(体道者)当
然也必须由无与伦比的(一)来担当&秦始皇标榜自
己是(体道行德)的君主#与之相反#其他国君都是
(无道昏君)#故此秦始皇才会兴兵(诛戮无道)&刘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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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华先生指出#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体道者)这顶桂
冠戴在自己头上的君主#先前只有贤明的先王和理
想中的圣人方可享此殊荣#大臣们盛赞秦始皇(原道
至明)

*

G

+

A!A

&从理论上说#除皇帝之外的所有人皆与
(道)无缘#敢于言说(体道)的唯有高踞于帝王宝座
的最高统治者&由以上分析可知#始皇帝不仅是凭
借武力统一天下的最高军事首领#也不单是超越三
皇五帝圣哲与功德的(天子)#他还独占了神圣'惟一
的(体道者)角色&秦始皇身兼三个(一)的角色#他
是天下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二
!

权归皇帝'私于一姓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

国家结构形式$

%%%分封制和郡县制&分封制肇始
于西周.一'以都城镐京为中心#建立由周王直接统
治的中央行政区#此为(王畿)$二'国家所有的(王
畿)之外的土地#划分为若干大小不一的区域#分封
给各个诸侯#诸侯作为其所在封国的君主&为保证
王畿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面积都很小#使其
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王畿#此之谓(封建亲戚以藩屏
周)&郡县制在春秋初期便出现了#大国兼并新的领
土往往在该地设(县)#直接隶属于国君#而与卿大夫
的采邑殊异%

&当时郡的面积虽然很大#但多设在
人烟稀少的边地#所以其地位低于县$及至战国时
代#郡开始繁荣起来#因此开始在郡下设县$秦统一
前#已经形成了(中央%郡%县)三级体制&郡县制
是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的实现形式#中央通过考
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

秦帝国初建#秦始皇下令群臣商议应当采取何
种国家结构形式#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
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而(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

)

+

)!BI)!+

&可
见#赞成(分封制)的意见呈压倒性态势#其理由如齐
人淳于越进谏所言.(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
也&)

*

)

+

)#C这些朝臣可称之为(法古派)#而李斯嘲讽
道.(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
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2)

*

)

+

)#C李斯看到时代演
进和形势变化的事实要求不断更革政治#(五帝不相
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

)

+

)#C

#

他独树一帜地力主(郡县制)#其理由如下.(周武王
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
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

)

+

)!+李斯认为#后世
所封诸王血亲关系逐渐淡薄必定相互施暴#天子又

没有足够实力有效控制和统领诸侯#最终导致国家
再次散乱&这与秦始皇的看法一致#秦始皇认为历
史经验表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
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
不难哉2)

*

)

+

)!+春秋战国的纷乱与(分封制)不无关
系#出于谋求政治稳定性的考虑#韩非子告诫君主
说.(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技扶疏&)

*

B

+

#)就此
而论#(郡县制)是秦始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韩
非(强干弱枝)理论的政治实践#秦始皇'李斯和韩非
子达成了法家理论和政治实践的高度契合#他们一
致主张以(郡县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进而由皇帝
一人决断&

秦始皇确立郡县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需要#长
期的政治实践充分说明分封制有潜在的政治隐患#

它与君主专制的中华帝制是相悖的#阻碍了皇权在
全国范围内的行使&分封制的最大弊病是周天子名
为(天下共主)#实则不能在政治操作中彻底贯彻
(一)原则#封国之内的政治事务一般由诸侯国君主
自行决定#周天子的权力行使范围限于王畿之内&

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各级行政区域#且各级行政长
官由皇帝任免#保障各级权力可以一统于皇帝本人#

它是中央集权的必备条件#皇帝总揽中央与地方大
权#满足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最终内化为中华帝制
的基本组成部分&郡县制为政权集中于中央#进而
为皇帝独揽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使得政令在全
国范围内通畅无阻#提高了行政效率&

中华帝制不仅要求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且
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每个王朝的帝王都竭力
谋求皇权传诸子孙后代&秦始皇追求的是(朕为始
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
穷)

*

)

+

)!"

&汉高祖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说出帝王的
共同心声.(人之至亲#莫亲於父子#故父有天下#传
归於子$子有天下#尊归於父#此人道之极也&)

*

+

+

")

同样#他在为太上皇祝寿时戏言.(始大人常以臣无
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
多2)

*

)

+

!BG秦始皇希望子孙世代继承皇位#汉高祖认
为皇位父子相承乃(人道之极)#二人皆视天下为一
家一姓之(私产)&柳宗元著,封建论-比较西周之分
封与始皇之郡县#鞭辟入里地指明二者(私)的共同
点#分封制旨在(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郡县制旨在(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臣尽蓄于我
也)

*

A*

+

#BG"

&由于秦朝施行郡县制而沦为短命王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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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王朝因此对郡县制疑虑重重#但也并未彻底仿
效西周的分封制#西汉初期乃郡国体制并行&为保
障皇权掌握在刘姓手中#汉高祖曾诏曰.(非刘氏不
得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

+

+

"GB

即便如此#汉景帝时还是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严重
威胁中央政权#而祸端正是日渐强大的割据势
力%%%(刘姓王)&武帝时#主父偃上书.(原陛下令
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
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

)

+

)+"A武帝实施
(推恩)政策#(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
陡#而藩国自析&)

*

+

+

!+#武帝颁行,推恩令-后至东汉
末#表面上郡国并行#实则分封制已经徒有其名#各
封国与郡县名异实同#中央集权制得以稳固&西晋
(八王之乱)对君主又是一例深刻教训#此后分封制
虽然还有残留形式#但是基本上不能发挥政治作用&

郡县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使
行政权得以集中于皇帝手中#这是国家政体对(一)

政治理念的制度实践&秦始皇统治思想的核心理念
是(一)#他统一天下之志愿极为强烈#不仅(一法度
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

)

+

)!+

#而且实行严格
的思想文化管制政策#试图一统臣民之思想&对
(一)的推崇历来就是秦国的政治传统#这与法家思
想关系密切&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大为叹
服.(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

)

+

)A##

韩非与李斯俱出于荀子门下#前者阐发法家思想#后
者践行法家思想&韩非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
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

以斩首为勇&)

*

B

+

C#)李斯赞同此论#他上书道.(臣请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
,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
罪&)

*

)

+

)##这就是由李斯奏请'秦始皇下令推行的(焚
书)政策#目的是消灭这些书所代表的(私学)&(私
学)危及帝国统治的根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
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
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

)

+

)##

,诗-',书-'

各国史书以及百家语都品评现实政治#其中蕴含着
多种已成共识的政治价值#公众以此为标准批评朝
政#李斯建议秦始皇严厉禁止此类(私学)#理由如
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
首&)

*

)

+

)##李斯和秦始皇深谙统御之道#明白私学为
百姓提供了褒贬现实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而这

是专制君主不愿意看到的.(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
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

)

+

)##李
斯认为#(私学)的危害不仅(害今乱实)#更为可怕的
是它可能腐蚀国家的统治根基%%%(非上之所建
立)&贾谊一语道破(焚书)政策的玄机.(于是废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

+

+

AB)!焚书仅仅是
手段#真正目的是愚民#如果民众不思考或者不评议
政治统治#只是浑浑噩噩地听命于统治者#那么政治
秩序将免遭怀疑和非难#这才是维护政治统治的根
本方法&汉武帝继位之后#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确
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不再沿用秦始皇钳制
思想的暴力手腕#代之以经过改造的(杂儒)&,挟书
令-直接诉诸于武力#取缔百家思想#一尊于法#(独
尊儒术)让儒家获得高高在上的政治地位#同时挤榨
了他家思想的发展空间&同是一统思想#(尊儒)显
得温情而高明#降低了执行思想管制的阻力#这是中
华帝制文明精巧化的表现&

一统天下之言行思想实属不易#韩非认为#这需
要统治者积极主动.(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
定#名倚物徙&)

*

B

+

C#韩非认为#统治者强制性规定
(名)而臣民依(名)行事便可天下大治#秦始皇便把
(五帝三王)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名与实的脱节.(知教
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
不久长&)

*

)

+

)C"I)CG因此#秦始皇把(定名责实)当作治
国的关键#(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

)

+

)"A

&

以(皇帝)为新帝号给予秦帝国最高统治者焕然一新
的政治内涵#使这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至名归$(郡
县制)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牢牢掌控#进而使全国大权
集中于皇帝手中#从而使君主专制得以实现&但是#

具体的政治统治还需要各级官吏和配套的法令&

(名)代表各种秩序规定#臣民惟有严格遵守(名)#国
家才能得到治理&秦国素有法令治国的传统#据云
梦秦简记载#秦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规
定#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等

AB

律#还有
(置吏律)专门规范任用官吏事宜$秦孝公商鞅变法
时还制订了管理婚姻家庭的相关法律#如严禁(父子
兄弟同室内息)#夫妻离婚要向政府登记#否则(弃妻
不书#赀二甲)

&

*

AA

+

&秦始皇希望看到的状态是(贵
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

*

)

+

)C!

&

实则#秦始皇实施的(法治)是在君主专制体制
内的以法治国#换言之#是以君主专制为(体)#以法
治国为(用)&秦始皇将法令视作皇帝本人意志的表

!*A

刘明辉
!

试论(一)政治思维对秦帝制初创之影响



达#希望藉此让臣民之行为整齐划一方便管理#这仍
然不脱(一)政治思维之窠臼&萧公权先生说.(盖先
秦之法家思想#实专制思想之误称&其术阳重法而
阴尊君&故其学愈趋发展#则尊君之意愈明#而重法
之主张愈弱&)

*

A)

+

)C+法令皆由皇帝制定并颁布实施#

皇帝本人凌驾于法令之上而不受约束#况且只有皇
帝有权对法令进行更改或者废止&韩非子说.(人臣
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

*

B

+

GB可见#

法令只是作为君主对其臣民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
存在#(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

*

)

+

)#*

&皇帝
只需保证自己的(公义)不被侵犯.(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义也&)

*

B

+

A)B韩非子告诫君主统治方略
应遵循(一)之要义.(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
要#四方来效&)

*

B

+

CC这是提倡(君逸臣劳)的帝王之
术#其关键是(要)必须牢牢握于君主一人手中#但
是#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
程决事#日县石之一)

*

+

+

A*+"

#这说明秦始皇领会到皇
帝执(一)的重要性却没能学会如何执(一)&

秦始皇开启了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制时代#

后世多将秦之速亡归咎为独任法家学说#如汉初总
结秦政之弊为严刑'酷法'苛民'败政等几个方面#秦
始皇被指责为(上乐以刑杀为威)

*

)

+

)#B

#(秦王怀贪鄙
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
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
天下始)

*

)

+

)B!

#班固评论秦始皇(毁先王之法#灭礼谊
之官#专任刑法)

*

+

+

A*+"

&固然#在政治操作过程中#

秦始皇多行苛政#但是#作为颇具政治谋略的帝王#

他其实是先秦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具体的行政
操作层面#秦始皇多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然而#在宏
观层面#秦始皇对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颇为认同并
且以此标榜&如李斯所作,绎山刻石-载(昭明宗庙#

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

A!

+

+

#,琅邪台刻石-载(维廿八
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
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

A!

+

AA

&此外#秦始皇
在泰山封禅中向儒生咨询#他还用阴阳五行学派的
(五德终始)理论论证秦王朝建立是天意使然&可
见#秦始皇是一个持现实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他不是
纯任法家#而是集成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为己所用#

其中核心是对(一)的共同诉求&(一)在秦统一前已
经成为普遍性的政治思维#,吕氏春秋1执一-有言.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
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
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

AC

+

A)!A

(一)对帝王统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成为秦帝国
的官方意识形态&为了神化君主#秦嬴政创造(皇
帝)名号#成为(一)的神圣化身$为了独揽天下权力#

秦始皇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制度构架#建立中央集
权制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了将臣民思想统一于皇帝
意志#秦始皇下令臣民必须(以吏为师)和(以法为
教)#希望通过钳制臣民独立之思想#以杜绝异质社
会意识对统治根基的侵蚀&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秦
始皇是先秦政治思想和制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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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一)政治思维对秦帝制初创之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