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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它不仅结束了春秋战

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而且还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对我国后世政治经济发展影响

深远% 但是秦朝短短 #M 年就覆灭了#究其原因#治国管理上的弊端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 研

究秦朝灭亡行政管理思想#能给今天的组织管理行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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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设立

郡县制!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创举对后世的

政治#经济制度影响深远" 但强大的秦帝国却在

短短 #M 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分崩离析!颇令人费

解" 历代史学家都对秦朝灭亡的原因给出了自己

的见解!诸如(暴政说)#(制度说)等等自然也各

有各的道理!但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应当非常

复杂!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思想文化上的!以

及行政管理上的原因"

一%*德治+与*法治+之争

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诸子百家争

鸣时期!呈现出群星璀璨#盛况空前的局面" 这一

时期最具代表性学说不外乎儒#道#法三家" 孔孟

为代表的儒家提倡(德治)!老庄的道家提出(无

为而治)!而以商鞅#韩非子为首的法家则主张

(法治)" 老子(无为)的道家思想太过消极虚幻!

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统治者的认同" 因此!这一时

期!儒法之争是主流" (德治) 思想是由孔子开创

的!它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

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

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

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

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孔子这一思想起源

于周公的(礼乐文化)! 礼所创立的(亲亲!尊尊)

的这一基础原则就成为古代的(宪法)!具有至高

无上的权威" (夫礼者!于是订婚疏!决疑惑!明

同异")

1#2

(经国度!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也")

1!2这两句话基本上概括了礼的作用和功效!

而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也正是来源于此" (礼

乐#德治)虽然维系了西周将进 H"" 年的历史!但

经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连年征战!周朝已经名

存实亡!最终还是被采用法家思想的秦国取代并

统一了中国" 提倡(法治)的法家与儒家的(德

治)不同!他们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将

蒙在社会秩序#人伦规范上的一切温情面纱全部

撕碎!深刻揭示了赤裸裸的人际间的利害关

系!

1H2甚至主张(以刑去刑)" 虽然秦自孝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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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图治!大胆启用商鞅!实施变法并达到了富国

强兵的目的!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过分注重(法治)的秦王朝偏离了道德轨道!剑

走偏锋!在(暴力万能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

%史记&载*有一次秦始皇去梁山的行宫!从山上

看到丞相李斯的车骑众多!很不高兴!有人暗中告

诉了李斯!以后李斯出行车骑减少了许多" 结果

(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 当是

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1N2#$$就因为有人泄

露秦始皇不满李斯车骑众多的事情!没有找到告

密者!就杀光当时在场的所有侍从!酷法可想而

知!(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 听事#群臣受决事!

悉于咸阳宫")

1N2#$$虽然达到了无人知道始皇行踪

的预期效果!但严厉刑法留下的阴影给日后的覆

灭埋下了祸根"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 有坠星

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

地分/")

1N2#$G百姓在石头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土

地分)!足见民心已经动摇!百姓对于秦始皇的暴

政统治!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天降的陨石来表达不

满" (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

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1N2#$G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利益!秦始皇杀光了在陨石附近居住的所有人!

此事牵连人数自然也比李斯事件的泄密侍从更

多" 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变本加厉!延续了秦始

皇一贯的残暴法治政策!严刑酷法更甚之" 对于

秦始皇死后的后宫女眷的处理问题! (二世曰*

.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

甚众")一句(出焉不宜) !就令后宫无数无辜宫

人丢掉了性命!酷法可见一斑" 不断的杀戮和严

刑酷法并没有给秦王朝带来万世基业!反而引起

天下大乱!各种势力纷纷崛起" 公元前 !"I 年刘

邦最先入关灭秦!建立汉朝!实行了轻徭薄役#仁

义为先的治国政策!重新回归以(德)治天下的老

路!最终(德治'法治'德治)完成了一个历史

轮回"

西周兴盛于(德治)!又亡于(德治)0秦朝强

大于(法治)!同时又亡于(法治)" 历史似乎开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有始有终!循环报应" 回顾

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秦之灭亡!并非亡于(法治)

本身!而是亡于用(法)不当!误入歧途" 西周的

(德治)也好! 秦朝的(法治)也罢!其实都存在先

天不足" (德治)注重约束人的内心世界!重道德

而轻法制0而(法治)意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重

法制而轻道德" 好比(矛盾之争)!(德治)是世界

上最结实的盾!而(法治)是世界上最锋利的矛!

如果两者互相撕斗!双方必有损伤!但如果换个思

维方式!手里既握有最锋利的矛!又拿着最结实的

盾!又会怎么样呢$ 矛盾结合且不是攻防兼备了

吗$ 由此看来或许(德法)思想调和才是最好的

出路" 荀子曰*(以善至者待之以礼0以不善至者

待之以刑)

1M2

!既能够以德服人!又备有严明法

纪!兼收并蓄(德法)之长!扬长避短(德法)之弊!

看来荀子礼法并重的治国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由此看来!不施行德政!崇尚严刑峻法!以暴

制暴!民多积怨!此秦灭亡原因之一也"

二%*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 %史记&记载武

王灭商纣之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

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

之后于杞"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

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封召公于燕" 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余

各以次受封")

1N2GM武王仁慈!感怀以前的圣明君

主!因此三皇五帝后人!建功立业臣子!都依次分

封为诸侯国" 虽然分封的诸侯依然是臣子!有服

从#纳税及提供军役等义务!但诸侯同样享有在国

内再分封!设立官员!甚至建立武装#征赋役等重

要权力" 因此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西周实行的

是(分权)管理模式"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分权)管理模式起初起到了加强统治!稳定秩序

的作用" 但后期随着王权的衰弱和地方诸侯的强

势争霸!分封制开始瓦解!(分权)管理模式告一

段落" 秦灭六国统一后!并没有沿袭周制!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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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2#FH的历史教训!决定(法令

由一统)"

1N2#FH依据当时廷尉李斯的分析!认为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

如仇雠" 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

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

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1N2#FM也就是说李斯认为实施分封制

度是最终致使西周灭亡的根本所在!因为 (分权)

会导致各自为政!不服从中央领导!中央势弱!而

地方势强!最后中央无力控制地方!国家从一统江

山变成分裂割据" 因此李斯建议实行与西周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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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相反的中央集权制度"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

郡!郡置守#尉#监")

1N2#FI秦始皇大权在握!连最基

层的官员任命也要由皇帝亲自过问" 这样整个秦

王朝的权力就全部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里了!

但高度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给秦帝国带来世代昌

盛!相反却成为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朝在

风雨飘摇中度过了 $"" 个春秋!这可以说是中国

古代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奇迹" 究其原因!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上实行放权!分而治之" 基

于血缘关系的分权管理模式起初是成功的!因为

这种分封制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奴隶主内部的矛

盾!同时由于分封的都是有功之臣和血亲!因此也

可以使整个国家保持长期稳定!西周持续统治中

国近 !$" 年就是这一制度成功的最好例证" 但周

朝末年!分权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地方权力

过大,如拥有军事控制权等-#诸侯皆可世袭,长

时间世袭使得地方诸侯与中央王权关系渐疏-"

再看秦朝的(集权)!相比(分权)!秦朝可以说是

中国最专权的朝代!(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是对这种过度(集权)的最后诠释" 虽然(分权)

有其缺点!但并非一无是处!在周朝分封制失败的

基础上总结出(分权)不利于统治!进而发展成高

度(集权)!可说是秦朝灭亡的又一大诱因" 中央

集权的确是维系中国 ! """ 多年封建社会稳定统

一的一大法宝!毕竟(集权)可以有效巩固和维护

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可以有效利用全国的资源去

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秦朝建造古

长城就是最好例证-!也可以促进民族融合和各

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 但(集权)也同样有其软

肋!暴政腐败#压制思想#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所谓高度(集权)!使得秦

始皇死后!(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

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

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更为书赐公子扶苏#

蒙恬!数以罪!其赐死")

1N2#GH如果真是公子扶苏即

位!历史也许可以改写!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

是秦始皇崇尚的高度(集权)制度!使得昏君胡亥

得以阴谋篡权成功!做了秦二世!从而加速了秦的

灭亡"

(集权)与(分权)本无高低上下之分!也大可

不必从历史角度刻意去评价两者的功过是非!管

理学有句话*(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也许正如儒

家所说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一样!其实(集

权)与(分权)本身不是问题所在!(度)的把握才

是重中之重"

由此可见!不适度分权!高度中央集权!积劳

成疾!宦官专政!此秦灭亡原因之二也"

三%没能做到*恩威并重+的后果

秦始皇统治初期!(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上

农除末!黔首是富"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33皇帝

之德!存定四极" 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1N2#$#尚能

够勤政爱民!奖罚分明!恩威并重" 但到了后期!

秦始皇开始变的猜疑心重!容不得半点不同政见!

对于焚书坑儒持反对意见的公子扶苏!秦始皇对

他的态度是 (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

郡")

1N2#$G就连最欣赏的儿子提出建议都要发配边

疆!其他人就更不敢乱说话了!由此可见秦始皇统

治末期之昏庸" 到了二世胡亥之时!情况更加不

堪"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巨鹿!楚上将军项羽

将楚卒往救巨鹿" 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

之" 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

史欣请事" 赵高弗见!又弗信" 欣恐!亡去!高使

人捕追不及" 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

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

遂以兵降诸侯")

1N2#G$邯章率军在外与楚军交战!

在内还要讨好宦官赵高!看人脸色!唯恐随时以

(莫须有)的罪名引来杀身之祸" 秦君昏庸到如

此!战果可想而知了" 昏君胡亥任用奸臣赵高!有

功劳要杀!没有功劳也要杀!精忠报国不但没有得

到(胡萝卜)的奖赏!反而还被(大棒)乱打一通!

实在想不出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还有谁会愿意为

胡亥卖命" 赵高专权本来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产

物!让这样一个只会搬弄是非而完全不懂管理之

道的宦官把持朝政!秦朝想不覆灭也很难了"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胡萝卜加大棒不过是激

励方式中的一种" 这种暗喻是指运用奖励和惩罚

两种手段以诱发人们所需要的行为" 它源于一则

古老的故事(要使驴子前进)就在它前面放一个

胡萝卜或者用一根棒子在后面赶它" 引申到治理

国家就是如何能做到 (恩威并重!赏罚分明)"

(恩)是指福利待遇以及达成目标后能得到的东

西!比如周朝建立之初的大肆分封!有功之臣皆封

王侯" (威)是指对错误行为的一种惩罚!比如秦

朝采用的法家思想(以刑去刑)等" 只奖不罚!法

纪必乱0只罚不奖!人心必去" 秦朝对有功之臣不

但没有分封奖励!而且稍有差池就要被贬官重罚#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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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边疆!甚至随时有掉脑袋的风险!在这种高压

政策下人心涣散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想见!没能做到恩威并重!却乱挥大棒!

赏罚不明!激励不当!军心不稳!人心离散!此秦灭

亡原因之三也"

四%强制推行*文化认同+的失败

秦朝让后人诟病最多的除了暴政以外!(焚

书坑儒)事件也引起众多非议" 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在政治体制#统一度量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巩固了秦朝的统治" 但也有不少读书人不

喜欢这种制度!话题往往触及秦朝的政治体制"

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政见主张" 为了杜绝

混乱思想!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说!秦之前天下

混乱!纷争不断!是因为(语皆道古以害今)!因此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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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2#$I除了医药#占卜#种植的书籍得以幸免

外!其他书籍一概要销毁" 这次强制的(焚书)事

件其实只是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一统天下的

一个小插曲!但这种强制的(文化认同)并没有起

到预期的控制思想的作用!卢生等人的叛逃终于

还是激怒了秦始皇!(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

生传相告引!乃自除" 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

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益发谪徙边")

1N2#$G

(坑儒)事件从表面上看使得法家以外不同的文

化思想得到了压制!利于秦王朝的统治!但实际上

埋下了一个隐患!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强制推行(文化认同)必然是失败的" 人们虽然

敢怒不敢言!但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立即分崩

离析!思想文化被压制后的反弹力量不能小觑"

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没有错!但是强制推行

人人皆(以吏为师)却难免差强人意" 秦始皇所

犯错误有三*首先!文化是一种根植于人的内心的

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可以培养!但不能强加于人0

其次!秦始皇推行自己的法家文化理念之前并没

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只听李斯一面之词!这样的文

化本身就被多数人内心所排斥0最后!文化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 文化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

的!要多做宣传!潜移默化才能深入人心!靠领导

人一时头脑发热的强制推行只能适得其反" 正是

基于以上三大错误!秦朝的灭亡也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强制文化一统!暴力焚书坑儒!压抑思

想!民心思变!此秦灭亡原因之四也"

秦朝短暂的历史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治

国重在(管理)!行政管理措施不当将给国家带来

毁灭性的打击" (法治)的偏颇!高度的(集权)!

没能做到(恩威并重)以及强制(文化认同)的失

败最终导致强大的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借古喻

今!秦朝治国管理上的失败教训或许会帮助后人

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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