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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有无数学者对秦朝统一后的政权合法

性建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众说纷纭，各持一

方，谁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没有人生活在那

个时代，没有人具体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我们

只能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给出自己的见

解。秦朝成立以后，为了消除人民之间的芥蒂，打消

某些复辟行为，秦始皇开始宣扬六国统一的历史必要

性，并逐一指出六国的过失，强调秦行为的正义性；

封禅泰山，利用天神控制人们的思想，彰显其不世之

功；承上天之水德，负育生万物之使命，并以此为统

一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事实证明，这些工作都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秦朝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并

且是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这就说明这些措施除了有

积极的作用，必定也存在很大的缺陷。本文笔者就秦

朝短命而亡、政权合法性建构缺陷如何影响秦朝的统

治这些问题进行了客观讨论，并与周朝政权合法性建

构进行对比。

一、秦朝在统一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具有

重祖先而忽天轻民的特点

在秦朝总共存在的15年里始终进行着统一政权的

合法性建构，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说：“朕统六国，

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卫我大秦、护我社

稷。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

基。朕亡，亦将身化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短

短几句话就将统一六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表达了出

来，更是塑造了自己一统天下的英雄伟岸形象。他将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壮举归结于自己的深谋远虑，以

及军队的强大和祖先的庇佑。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西周时期“敬天保民”的思

想，他们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

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

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

之，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这从

理论上为“武王伐纣，以周代商”的历史提出了合理

的解释。“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认为天命是

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他曾在《大诰》中提到：“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周公用“民情可见”的观点解释天命，天命在逻辑上

是可知的，这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在对待天

命的态度上，周公主张既要敬从天命，又不能盲目

地依赖天命，甚至明确地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

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

展方向。在《召诰》里，周公说：“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可见，周公在用“以

德配天”来说明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敬天保民的思想

核心是保民，这标志着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

力量已经有所认识。周公认为，“保民”即为顺应民

意，而民意则为天意，得民心即为得天意，有了天意

也就有了政权的合法性，在《无逸》中，周公曾说：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

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万

民。”以此来劝勉文王关怀爱护百姓，在敬天保民的

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初期实行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敬

天保民思想奠定了周代初期政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秦朝在构建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上天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而是极力推崇祖先，当然秦

始皇极力推行祖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

皇权来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此外也可以起到提醒世

摘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齐国，正式结束了天下分权而治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从此

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割据势力混战的局面。而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迫在眉睫的是巩固政权，为

此，秦王嬴政进行了一系列统一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

于缺乏经验且急于求成，在统一政权合法性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

集政、军、经在一人手中，崇武尚暴，采用激进的方式统一民众思想，忽视了文化的力量，也没有“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历史经验，仍以当初征服六国的方式治天下，所以在短短存在了15年之后，秦朝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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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的统治决心，政策在后世万代都不可以轻易修

改。他在巡游结束后反复强调自身所制政策均为遵从

先辈的旨意，在实现他的宏图伟志灭掉六国之后，后

代也应当效仿祖先，不能擅自修改祖制，这种思想在

当时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官员上下一心的优

点，却给秦朝制度的调整造成了壁垒。

二世胡亥通过政变获得皇位，他为了巩固皇权，

在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在百官钱推行宗庙祭祀

制度，“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可以看出二世对宗庙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

要表现在：首先，为秦始皇设极庙，天下人不能高出

他的祭祀礼制；其次，将秦始皇以前的祖先列为“群

臣”，效仿西周的七庙制度，其目的显而易见也是为

了彰显皇权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尊贵性。鲍威尔指出，

在以往的社会中，统治者为了获取统治权的稳定性，

并不会直接向人民群众进行许诺，而是将其与宗教信

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

统治者去慢慢“熏陶”。

二、在分析六国何以灭亡的原因上，表现了崇武

尚暴的倾向

西周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倾向于将民众作

为主要的位置，强调要施行仁政，保证人们群众在推

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作用，不能苛捐杂税，而应当爱

民，统治者不应当沉迷奢华，放松对朝政的治理。这

些思想有利于形成对统治者统治行为的规范作用，提

示统治者要担任起为民为国的责任，这对政权的稳定

以及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而秦朝则忽视了人民在

推动社会进步以及维护国家政权中的中心作用，受法

家思想的影响，秦朝仍然通过“敬畏”来桎梏人民群

众的思想，这从秦始皇总结统一六国的原因时可以看

出，他认为“兴兵诛暴乱”是其建立政权的关键，他

将人民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这毫无疑问是

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轻视与冷漠。秦朝统一后，仍大兴

土木不顾及人民群众的感受，这为农民起义埋下了伏

笔。

周朝在灭商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地位时也对商朝灭

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周武王在进攻商朝时指

出，“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纣

王即使任用罪犯也不会任用自己的兄弟。之后随着时

代的发展，纣王贪图享乐，不尊重自己的祖先是导致

商朝失去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其实周朝对商朝灭亡

原因的分析蕴含了自身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对增强

统治者的忧患意识以及勤政利民具有重要的意义。秦

统一之后，随着政治特点的变化出现一些对政权合法

性进行质疑的声音实为正常，但秦统治者以暴力手段

来消除这些不同的“声音”，并将这种手段应用到思

想领域，焚书坑儒之后，统治者不仅不会接收到人民

群众中反对的声音，那些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建议

也会被埋没。

三、对历史规律总结不足，缺乏清晰的历史定位

每个朝代在建立政权时都会对以往政权灭亡的

原因进行分析，以此来肯定自身政权的正当性。周朝

分析了商朝统治者犯下的恶行，从而招致上天的厌

恶。不仅如此，周朝还对夏朝失去统治地位的原因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秦始皇在灭掉六国之后，指出，夏

商周三代的历史都是不需要进行了解的，“今陛下创

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

事，何足法也”，秦始皇自此认为自身政权已经早已

经超越了历史的兴衰，做起了万世江山的美梦。对历

史定位的不清晰，对统治者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历史成为其自我陶醉的载体，基本的政治理性已

经完全丧失，缺乏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导致秦朝统治

者不受政治约束，也是导致秦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为了建立合法政权，各朝的统治者都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但与周朝相比，秦统治者在政治建设以及思

想建设中存在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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