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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描画华夏基因，剖析帝国机理——云南人民出版社继《潜规则》之后
，发掘中华文化精粹的又一全新力作，从人性角度解剖社会从社会角度剖析历史。
    严光辉编著的《皇帝治下的中国》试图揭示华夏王朝时代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及
制度的品质，翻看那些今天还在支配着我们行为的规则，晾晒两千年王朝时代的生存谱
系，或者可以消除陈腐气味、破除对于既往先验性的概念预设，面向未来，探寻更为开
放的往古！
    全书结构仿先贤义例，分为内篇、外篇。内篇解华夏世界之基因，外篇析华夏
世界之剖面。

内容简介

    严光辉编著的《皇帝治下的中国》从文化源头的角度剖析华夏传统的行为规范
、制度原则和组织体系，揭示帝制时代的农业根源、尊卑传统、强制统治及“天人世界
”的认知模式。通过内外两篇，对传统社会中帝王、官僚、士、农、商、江湖等各种社
会成分进行精深分析，辨明了华夏帝制时代支配帝王和臣民命运的权力分布图谱与格局
，传达了贯通古今的治人、治事、治国基本原则，透视了社会生活的制度陷阱、文化陷
阱与妥协方式，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极具参考价值。
    《皇帝治下的中国》图文并茂，亦庄亦谐，所引史实、逸闻与现实交会，深刻
又不失生动，尤其是对从事管理、研究及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士来说，是一部专业性和可
读性俱佳的作品。

作者简介

    严光辉，1984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徐中舒先生和缪钺先生，深得其
学术精髓。毕业后就职于四川省图书馆，遍阅馆藏古籍，深谙古代中国之原味，十年修
成《皇帝治下的中国》一书。现就职于成都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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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经典教育培养脸面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
“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备以受谘。秦王朝
的总方针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用“以吏为师”
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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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
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辉煌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广受尊重的地位，
也同秦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 中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
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强力“思想压制”的
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
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
地方事务中而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烦琐性使各个阶级都
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白勺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一次神秘的行
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
皇怒日：“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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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知行之所在。
  秦始皇以强压措施，对帝国全方位施以监控。他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政策控制人力和物力，还辅
之以什伍连坐之制，实现以民治民的目的。正是秦帝国强力的政治控制和大规模的军事
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崩溃。
  秦王朝对其权力资源——士的摒弃，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其强制措施虽能
控制人们的行为，却无法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将“思想控
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才能将其导入一个
可控之途。虽然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来控制人力物力、维持帝国秩序，但缺少
了“士”的支持，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
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秦帝国的大行政之内，这就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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