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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曾经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

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子秦

的统一
。

而秦始皇正是由于实现了这一统一事业
,

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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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

自秦以后
,

我国封建社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

的状态
,

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没有秦
,

也就没有汉
、

唐
、

明
、

清
,

役有我们今天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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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中原地区的图景
。

在七国当中
,

秦国由于社会改革比较彻底
,

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比较

强大
,

因而也就最有资格来完成统一的事业
。

秦 白商鞍变法以后
,

一直奉行法家学说
,

提倡

耕战
,

奖励发展生产
。

《战国策
·

赵策》 说
,

秦的
“

死士皆列之于上地
,

令严政刑
,

不可与

战
” ,

它的战斗力在七国当中是首屈一指的
。

不仅如此
,

秦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那种从上到

下生气勃勃的气象
,

也是东方六国所远不及的
。

荀子讲他入秦所见赞叹秦国
“

佚而治
,

约而

详
,

不烦而功
,

治之至也
” 。

他还说
,

秦之所以
“

四世有胜
,

非幸也
,

数也
”!

。 “

非幸也
,

数

也
” ,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

就是必然的
,

而非偶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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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卖是
,

在秦始皇之前
,

寨国不仅已经在军事力量方面压倒了东方六国
,

而且已兼

并了六国的许多地区
。

惠文王时
,

秦国收复了被魏国占去的河西地
,

并进而攻占魏的上郡
,

随后又灭罚井占领楚的汉中
。

秦昭主时代是秦国大发展时期
。

秦不断蚕食韩
、

魏
,

占领了河

东
、

上党
、

甫阳攀郡 , 又攻教触都那那
,

以其地置南郡
,

井夺取整的巫郡和黔中郡 , 又灭义

渠
,

置陇西那和北地郁
。

庄襄王时
,

案灭东周
,

置兰川郡
,

取赵愉次等三十七城
,

置太尿郡
,

井重姗攻占被韩一度收复的上觉郡
。

当秦始皇登上王位的时候
,

他从他的先世那里承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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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子孙
” 。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这种由于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引起的政治斗争
,

和复

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什么关系
。

梁效
、

罗思鼎大肆渲染的所谓秦始皇镇压吕不韦
、

姗弃

“

复辟集团
”

的事件
,

就是属于这样的斗争
。

秦始皇是以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登上王位的
,

在他亲政之前
,

吕不韦和堪寡操纵了秦国的

大权
。

而吕
、

谬二人
,

又各自结党营私
,

并相互勾心斗角
。

《战国策
·

魏策》说
� “

秦自四境

之内
,

执祛以下至于长挽者
,

故毕日
�
与谬氏乎# 与吕氏乎 # 虽至于门阎之下

,

廊庙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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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中间的孝文王
、

庄襄王以及华阳夫人说成是
“

奴隶主贵族集团
” ,

这种所谓的
“

阶级

分析
” ,

难道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吗 ∗

吕不韦从庄襄王元年被任为透相
,

至秦始皇九年被罢官贬蜀
,

前后有十二年之久
。

在这

么长的时间内
,

他有什么复辟奴隶制的活动呢# 没有
。 “

四人帮
”

在 《吕氏春秋》 这部书上

大做文章
,

但正如有的同志已经指出的
,

《吕氏春秋》 是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
,

它
“

兼儒

墨
,

合名法
” ,

书中既有儒家的思想
,

也有道家
、

法家和其他各家的思想
。

例如 《察今篇》



论 秦 始 皇

命 # ”! 对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

我们也应该首先提出阶级问题
∀

哪个阶级搞复辟 + 哪个阶

级反复辟+ 应当看到
,

由于历史上发生的社会革命的性质不同
,

进行革命的阶级不同
,

由此

而引起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性质也是不同的
。

这里
,

尤其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复辟与反

复辟的斗争
,

同以往剥削阶级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严格区别开来
。

混淆了这二者之间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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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作用
,

即便变法遭到了挫折
,

旧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重新掌握了政权
,

他们终究

也不能恢复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

历史照样会沿着封建制的轨道曲折地前进
。

秦国的商秧变法
,

芝国的吴起变法
,

不都是这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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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一些儒生到中央政府当博士官
,

让他们传授学问
。

但是有不少儒生却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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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当然是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国家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

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的

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
,

总要做统一舆论的工作
,

总要镇压那些坚持顽固立场的敌 对 阶 级 分

子
,

否则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

那些
“

不师今而学古
,

以非当世
,

惑乱黔首
” # 的儒生之

所以反对秦始皇
,

当然不是反对秦始皇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

而是反对秦始皇所采取的



%, 历 史 研 究

的
。

秦始皇三十一年
, “

使黔首 自实田
’, ! ,

规定全国的黔首只要向封建国家缴纳一 定 的 赋

税
,

就可以尽自己力所能及占有土地
。

这是商鞍
“

为田开歼陌封疆而赋税平
” / 的进一步发

展
,

也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关系变动的一次总结
。

这个法令的实质
,

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在全

国范围内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固定下来
,

并且为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

“

黔首
”

是战国时代对平民 (包括不当官的地主和 自耕农 ) 的一种 称 呼
,

即 所 谓
“

布

衣
” 。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 “

更名民日黔首
”� ,

把黔首规定为平民的统一称呼
。

在奴隶社会
,

“

民
”

指奴隶和被统治的平民
。

春秋战国时代
,

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
, “

民
”

的含义也

发生了变化
。

它被用来作为和
“

官
”

相对而言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称呼
。

但实际上
,

“ ”

的 刻 阶 的
“

名
”

的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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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执行法家路线而犯了罪的吏
、

工商奴隶主
,

接着是征发豪富
,

当然也征发贫 苦 农 民 即
‘

间左
’

服役
,

但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
,

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
” 。

梁效还说
,

所谓

秦始皇
“

赋敛无度
” ,

完全是
“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
” 。

历史上有过对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种种辩护
,

但还很少有像
“

四人帮
”

对秦朝封

建统治阶级这样厚颜无耻的辩护
。

封建制是和奴隶制相去不远的剥削制度
,

尤其是在封建社

会初期
,

它更带有不少奴隶制的痕迹
。

秦始皇把大批农民罚为刑徒
,

驱使他们终年从事奴隶

式的劳动
,

仅以修建阿房宫和哪山墓而言
, “

夭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
”! ,

这要夺走多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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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役繁多
, “

秦以威劫而行之
” ! ,

也不免遭到同样的命运
。

这正说明 1’2 左的地位之低 下 以

及他们所受剥削和压迫的深重
。

至于那些地主豪富
,

根本就不在滴发之列
。

罗思鼎把
“

发阁

左之戍
”

和一般的摇役混同起来
,

并且说什么秦朝的摇役首先是征发
“

因不执行法家路线而

犯了罪的吏
、

工商奴隶主
” ,

接着是
“

豪富
” ,

然后才是
“

贫苦农民
” ,

这纯粹 是 胡 说 八

道
。

陈胜
、

吴广起义以后
,

冯去疾对秦二世说
∀ “
关东群盗并起

,

秦发兵诛击
,

所杀亡甚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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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大臣时
,

这个政权也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了
。

秦始皇曾经幻想 自己的统治能够子子孙孙传之万世
。

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 的
。

由于以秦始皇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

矛盾
,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已经相当尖锐了
。

陈胜在起义时说
� “

天下苦秦久矣 ∗ ”就是最好的说

明
。

这种矛盾早晚是要激化而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
,

亦即爆发革命的
。

赵高和秦二世的倒行

逆施
,

不过加速了它的到来而已
。

把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说成与秦始皇的统治无关
,

而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