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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些文章替秦始皇翻案，認為他是「千古一帝」，功德不能斗量，受冤

二千年。始皇為人所稱道的政策改革，包括西元前 221年，結束戰國，使中國進

入統一時期，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道路系統等，整理經濟與

交通；修築長城、運河、馳道等，貫通南北，方便貿易運輸；擴大版圖，驅逐河

套匈奴，南下平定百越，基本上完成中華民族的國家雛形，並以長城內外界定華

夷之別。所以，有人認為，沒有秦始皇，就沒有後來的中國。 

 

當然，沒有氣魄與幹勁，不能完成以上的功業。但我想問：一個偉大的領袖，

是否只在於建設，而不是在於治國嗎？一個偉大的領袖是否應帶領民眾安居樂業？

看看始皇其他政績：統一後，每年徵發民夫四十萬修建長城；發民夫七十萬在渭

河南岸興建阿房宮；《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國有「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

百餘」，還有是「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建驪山陵墓，歷時三十

多年，每年動用民夫七十萬。 

 

據推算，秦滅六國後，人口約在 3,000萬左右。有學者認為，當時始皇推展

規模空前的大型建設，造就不少就業機會，類似後世以基建推展經濟。請不要忘

記，秦朝是以農立國，九成以上民眾是以農業為生。我們作個假設：3,000萬人

中一半是女性，即剩下的男性勞動主力餘 1500萬，如三分一為老人，不用，三

分一為小孩，不用，那餘下可供勞力建設者，只餘 500萬人。如果，幾項大型

建設，包括陵墓、長城、阿房宮，每年已動用約 180萬人建設。剩餘的 320萬

人，要養活 3000萬人，平均約一個農民，要養活十個人。請問：這個國家如何

維持下去？漢初建國，人口約 1,500萬人，短短二十年，中國人口少了 1,500萬

人。實在很難說出口，始皇是偉大！ 

 

再說，有學者為始皇辯護，被徵召建設的多是罪犯。三千萬人口中，每年有

百多萬人是罪犯，這是甚麼國家！究竟我們想過甚麼的生活，孟子說：「雞鳴狗

吠，達乎四境」，其實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有家禽家畜的聲音，境內安

寧，得到飽足。而不是實踐一些自以為驚天動地，泣鬼神的狂人意願，死千多萬

人去建立自己千秋萬世的功業。最痛心，就是有些無知歷史研究者，認為沒有始

皇，就沒有長城。 

 

據司馬遷《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

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這

些是功業嗎？實在說，現在的 8851.8公里的長城，大部份是明代建築。秦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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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長城，多隨時間湮滅。而明的長城，是由洪武至萬曆，經過二十多次的增建

而成。不是個人好大喜功，無論死多少人都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殘暴行為。無論

當時死傷多少，始皇的長城，都成廢業。蒙恬帶三十萬軍隊驅逐匈奴，蒙恬死後，

匈奴又再次入境。一場大戰，竟然沒有理想的結果，政策之失誤，全由始皇一人

所致。 

 

論秦始皇（二） 

楊永漢 

 

西元前二一三年，丞相李斯上書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

《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

秦始皇本紀》）始皇接納，因此推『焚書令』。次年，始皇乃令御史偵查首都之儒

生方士，逮捕約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史記．

秦始皇本紀》）。後「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

餘人」（《文獻通考．學校考》）。  

 

始皇作出焚書令及坑殺儒生，其主要目的是禁止妄議政府，全國要遵行政府

所訂的一切政策。不需要民眾有思考及辨別政策好壞的能力，甚至意圖，這就是

「以愚黔首」。政府只需要聽話的動物，生殺權由政府擁有。其次，是報復儒生

方士欺騙始皇有長生之術。可是，始皇從不怪責自己愚昧無知，竟然相信這些無

稽之談的「祈福黨」，浪費大量人力物力。 

 

論者作出辯說：始皇是厚今薄古的領袖，焚書坑儒是薄古的政策，且焚書，

是近京畿或周邊進行，坑儒亦只是妖言惑眾，妄論長生的儒生方士。以古代戰國

嗜殺的氣氛來說，不能說是「暴政」。我想問：甚麼叫英主？就是能作出劃時代

的決定，打破舊觀念，而為民族開創生機者。政策很明顯，就是一切妨礙其統治

權力的障礙，都要剷除。最難明，就是秦始皇的愚昧無知，也可把責任推到儒生

方士身上。 

 

柳詒徵說：「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為後此二千

數百年之起點，不可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行其

規劃一統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啟其端，漢人竟其緒。」當然，我

們不能否認，始皇為統一，建立規模。以國家長遠發展來說，功不可量，但他的

出發點，不是國家，而是自己的家族。 

 

請想想，領袖應有元素：是帶領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是一個狂妄建築家。若



要給始皇下個結論，我只能說他是偉大的上市公司主席，偉大的家族領導人。他

為自己的公司，不惜摧毀成千上萬的家庭，掠奪無數人的財產而自肥；他為自己

的家族，不惜出賣上千萬的國民，維護本身家族利益，用現代用語，苟有利於其

家族，不惜當漢奸；為求其家族千秋萬世，不惜殺上億中國人。很可笑是，中國

部份嗜血歷史學者，發覺愈殺得人多，愈偉大。還可以找千種理由翻案，厲害！ 

 

賈誼說：「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始皇真是那麼偉大，又怎會是短命皇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