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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出生於公元前 259 年，這時他曾祖父昭襄王正值在位第四十八年，而

他祖父安國君──秦國的太子──雖說已有四十五歲了，但昭襄王身體健壯，似

乎還有好一段日子可以掌政。

「秦始皇」是秦消滅其他諸侯、統一天下以後才起的稱號，他原本姓嬴名政，

據說因為是在正月出生，所以才取了這個名字。不要以為嬴政生在帝王家，便可

享盡榮華富貴。他的父親子楚，雖有一位當太子的爸爸，但安國君姬妾成群，光是

兒子就有二十幾個。子楚既非長子，母親又早就失寵，所以當秦王要與趙國結盟，

為了讓對方相信自己，得選出一位宗室成員作「質子」來跟趙侯交換人質時，子楚

就這樣被送到趙國去。子楚在王室中的地位，由此可想而知。秦國雖然送了質子，

卻無心守約，對子楚的供應，也常常是有一餐沒一餐，所以子楚在趙國的生活，過

得很是潦倒。而嬴政便是在子楚擔任質子期間，在趙國都城邯鄲出生的。

不過，嬴政出生時，子楚的情況已略有改善，主要原因，是他在趙國認識了富

商呂不韋。呂不韋是衛國人，後來去了趙國。在邯鄲見到子楚時，滿腦子買賣經營

的呂不韋，馬上認為值得在他身上投資。原來秦太子安國君子孫滿堂，大家都看

準他早晚要登基為王，但安國君卻遲遲沒有指定繼承人，他最寵幸華陽夫人，可

謂言聽計從，然而夫人沒有生子，所以一眾兒子紛紛想盡辦法希望奪得這個名位

呂不韋利用這時機，親至秦國游說華陽夫人，指出子楚在秦國毫無人脈、毫無權勢

一個人被遺棄在外，很好控制。如果夫人認他為子，勸安國君立他為繼承人，將來

太子登上王座，華陽夫人固然可以當王后；萬一安國君去世，子楚繼位，也會感激

夫人提攜之恩，她自可長享權位。當時安國君已是一把年紀的太子，即使馬上登基

能夠在位幾年也是一個問題；而安國君在國內的眾子都成了各人押寶的對象，華

陽夫人即使要下注，也晚了一點。呂不韋的話打動了夫人，她於是決定認子楚為子

並勸服安國君把他立為繼承人。

嬴政八歲那年，當了五十六年國君的昭襄王逝世，安國君守喪期滿即位，是

為孝文王。可惜，這位五十三歲的君主，只當了三天秦王就與世長辭！子楚成為

新國君，即莊襄王，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食邑十萬戶，秦國內外大權就操

在呂不韋手中。莊襄王在位三年，在公元前 247年死了，秦國五年內更換四位君主，

嬴政繼位時才十三歲。按照當時習慣，他要等到廿二歲行過成年禮加冠後才能親

政，所以在此之前軍政大權都由太后和呂不韋主持。因此，呂不韋除了繼續任相，

還以「仲父」的身份輔政。呂不韋就趁著秦王年幼，盡力發展自己的勢力。據文獻

記載，他一方面私通太后──即嬴政的母親；另一方面又效法戰國四公子養士的

做法，招聚門客三千人作智囊，鞏固執政的地位。

秦王政在位第八年（前 237），已經是二十一歲的少年，明年行過冠禮之後，



便可治國。但掌權多年的太后和呂不韋，自然希望能保持現狀。這一年，呂不韋把

一部由他門客編成的著作《呂氏春秋》，在國都咸陽市門公佈，宣稱如果有人能增

減書中一字的話，便可獲獎千金。他這樣做無非要給秦王見識一下仲父的勢力，

結果當然沒有人敢去領賞。此外，「春秋」（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那時歷史記載的

通稱）是當時各國宮廷中教育太子的材料，呂不韋把這部書命名為《呂氏春秋》，

即寓有要秦王政聽從呂不韋的主張、繼續接受他教導之意。同時，有一種說法在

嬴政登基前開始流傳：說是子楚在趙國時，看上呂家的一位姬妾，呂不韋就送給

子楚為妻，後來生下嬴政，而姬妾出嫁前便懷有身孕，所以呂不韋才是秦王的生父

散佈這種說法的人，當時若被抓到，必死無疑，而且更會株連親族，這樣的耳語竟

會傳播開來，不免耐人尋味。莊襄王子楚作為當事人，應最明白箇中真相，如果此

事屬實，則他即位後大可改立王后，並以他人為太子。所以，根據歷史學者推測，

這個傳說最可能是出於呂不韋及其門客的杜撰，目的是暗示秦王政應尊重呂不韋

好長保他們的富貴。

然而，從事態的發展來看，秦王政似乎不為所動。秦王政九年(公元前 238年)，

行將成年的秦王準備於雍地的蘄(音其)年宮行冠禮時，呂不韋引薦給太后的寵臣

嫪毐(音牢哀)發動政變，盜用秦王和太后的璽印調兵攻打蘄年宮。秦王政得到消

息後迅速行動，敉平亂軍，殺了嫪毐和他手下二十個黨羽，流放四千餘家到蜀。秦

王政以此事牽連呂不韋，第二年罷免他的相國職位，迫命他遷蜀，呂氏因此畏罪

自殺。秦國這段糾纏不清的宮闈鬥爭才告落幕，也開啟了秦王政的執政時代。

秦王政掌權後，才用十八年的時間便統一全國。從下面幾個故事，可以看出

秦王統一天下前的統治特色，以及他成功的原因：當嫪毐之亂平息後，秦王政曾

把太后遷往雍的宮殿隔離囚禁，其後齊人茅焦勸說秦王，指秦國正在大展鴻圖之

際，這樣對待太后，可能引致諸侯不願附秦，秦王政便立刻迎接太后回國都咸陽

居住。

與此同時，秦因國力日盛，威脅到東鄰韓國。韓王想出一條計策：派遣一名叫

鄭國的工程師，到秦國游說秦王大興水利，希望他把人力物力花在工程之上，無

暇侵擾韓國。開始時一切順利，但後來計謀敗露，秦王把鄭國關起來，準備處決。

這時，秦國的宗室貴族利用這件事，在秦王面前攻擊來自外國的客卿。原來秦國

僻處西方，文教、經濟都不發達，本土沒有多少人才，故從國外招攬了一批客卿來

服務。可是這樣就威脅到秦國貴族的利益，因此他們把握這個機會，希望秦王驅

逐外人，好讓他們重新掌權。秦王於是下逐客令，要外國客卿限日離境。在這些人

當中，有一個叫李斯的寫了封信給秦王，歷述秦國任用外國客卿而致富強的事實

指陳秦王如果要建立帝業，就必須廣納人才。秦王讀了這封信後，馬上改變主意，

撤消命令，並且重用李斯。至於等候死刑的鄭國，這時也壯著膽向秦王進言，說秦

國大興水利，雖然可以讓韓國多苟延殘喘幾年，但工程一旦完成，秦國會更加富強

最終也是有利無弊。秦王政聽著聽著，覺得很有道理，便放過鄭國，要他繼續監工

結果修成一條名叫鄭國渠的水道，使秦國大片農田得到灌溉，這條渠道的貢獻一

直延續到後世。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5年），軍事家魏人尉繚向秦王獻策，得到任用，秦王

對他非常客氣，讓他的生活享用與自己完全一樣。後來，尉繚覺得秦王並不是心

中理想的國君，於是不辭而別。秦王發覺後，極盡所能將他挽留，更讓他擔任全國

最高軍事首長國尉一職，對他的計策仍然信用不疑。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年）預備攻打楚國，秦將李信聲稱二十萬軍隊便

可滅楚，秦王向老將王翦請教，王老將軍卻說非六十萬軍隊不可。秦王認為老將

軍膽怯，便請李信率領二十萬人攻楚，結果大敗而回。秦王馬上親赴老將軍的家，

向他賠不是，請他領軍攻楚，除了答應給王翦六十萬軍隊外，更親自送行，王翦最

終把楚國滅掉。

由秦王政的表現來看，他在統一天下前，確是一位虛心納諫的國君。雖然尉

繚和王翦對他都有一些批評，但秦王始終能任用他們，說明他具有一定的胸襟。

在秦王政掌權期間，先後起用的人有王齮、茅焦、尉繚、桓齮、王翦、李斯、昌平君、

王賁、李信、王綰、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旡擇、王戊、趙嬰、楊樛、蒙恬、宗勝

等，他們沒有一個是秦人，但都為秦王政信任，亦為秦國作出貢獻，可見後人雖然

普遍認為秦始皇是一位暴君，但在統一天下之前，他實在是一位知錯能改、納諫

能容的君主。只可惜成功讓人自滿，統一天下後的秦始皇，也就慢慢失去昔日的

優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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