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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内容概要

《大汉诸侯》讲述的是自秦末到汉昭帝初年的100多年间，西汉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各种明争暗斗、恩
怨情仇的故事。内容精彩纷呈，扣人心弦，其中既有背叛也有忠诚，既有冷酷也有多情。它会将你带
回到2000年前那世质民淳的西汉社会，为你展现一个又一个父与子、兄与弟之间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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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作者简介

吴顺鸣，河北秦皇岛人，酷爱历史及中国传统文化，曾发表过《校园后的草山》等短篇小说。

Page 3



《大汉诸侯》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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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几天后，陈胜又发出榜文，邀请陈中豪杰、德高望重的父老到郡守衙门聚会议事。 看到榜
文的张耳认为是时候该结束隐居生活了。 兄弟俩翻箱倒柜，找出多年未用的豪杰装束，沐浴更衣，果
然风采依旧。 会期临近，陈胜、吴广在衙门里接待各路英豪，忙得不亦乐乎，正在大家互相吹捧，大
诉平生仰慕之情的时候，门卒来报：“外面有两人自称张耳、陈馀，请求面见陈将军。” 张耳、陈馀
，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陈胜、吴广吃惊不小，那些在座的陈地的豪杰父老们也纷纷议论：“这二位
从何而来？”陈胜连忙令人请入。 当张、陈二人气宇轩昂地来到议事厅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惊呼，原
来陈地的豪杰父老们全认出了他们：“这两位不就是看守里门的那两个门卒吗？原来这么多年，这两
位名满江湖的义士竟与我们朝夕相处啊！”大家不禁感慨万千。见面胜似闻名，陈胜见如此豪杰前来
投奔，更是大喜过望。 父老们纷纷向陈胜进言：“将军英明神武，率义军首倡大事，秦国苦害天下百
姓多年，百姓们早就盼望着将军这样的人物出现，带领大家消灭残暴不仁的朝廷，将军您真是功德无
量啊！实至名归，您理应称王。” 大家的一番话说得陈胜好不受用，但张耳劝他应暂时忍耐一下，目
前最要紧的应是笼络更多的人为己所用，待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才好号令天下，所以应该先立六
国王室后人为王，用存亡继绝的义举树立自己的威望，若先自己称王，恐怕天下不服。 可称王的建议
对陈胜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这个从小为地主家耕田的苦孩子，早就有称王称霸的鸿鹄之志，如今眼看
距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且又占领了陈这座大郡，足以称霸一方，他岂肯放弃？ 陈胜不
听张耳的建议，几天后，大张旗鼓地自立为陈王，国号张楚。 这下子，面南背北、文东武西地做起了
大王，陈胜真是踌躇满志。随着各路豪杰不断前来投奔，陈胜开始以陈为根据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任命了几路将军，分兵四方，开疆拓土。 当时，陈胜称王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楚国各地，民间纷
纷起兵响应。杀死郡守县令而聚众千人的地方不计其数。陈胜派出攻城略地的数支军队所向披靡，迅
速将各地的散兵游勇收编聚集在自己的麾下。张楚的势力因此越来越大。 看到这种形势，张耳、陈馀
兄弟俩感到这种机会如果错过，那就再也不会来了。于是，他们向陈胜自荐：“大王，如今我们已收
复了梁、楚之地，下一步很快就将要人关消灭暴秦，但如果将现在还未及收复的河北地界也纳入囊中
的话，这样就会对秦国形成合围之势。臣等年轻时经常游历赵国，对那里的风土人情、英雄豪杰都十
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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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编辑推荐

《大汉诸侯》编辑推荐：兄弟间的那点儿小事儿，有时也能引发战争。诙谐幽默的西汉诸侯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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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精彩短评

1、文字流畅，印刷精良，很漂亮，值得收藏。
2、买给老爸看的，他说写得不错，送货速度也挺快的。
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一提起中国的盛世，都会想到汉唐。后来，中国衰落了。而今，复习中
华文明，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梦想。那么，何不到汉唐去，向历史、向古人要点儿智慧？
4、很多写史的书，这本呢感觉很不一样，诸侯纷争情感交错，好一个鲜活的大汉时期~
5、西汉（秦末-汉昭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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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诸侯》

精彩书评

1、吴顺鸣的《大汉诸侯》着眼于皇帝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相互角力。该书从张耳、陈馀二人的故事开
始，寻找天子脚下诸侯王的历史痕迹。张陈二人侠客做派，广结英豪，名声在外，在江湖中威望渐成
。二人凭此名气，加上运作能耐，竟也博得诸侯中的一席之位。然而，张陈最终成为仇家，可见在政
治的大染缸中，情谊很脆弱。君王靠能者成事，事成之后，又顾忌之。秦并天下，收各地权，然刘邦
以为秦之亡在于诸侯太弱，故分封刘姓王，并与诸臣约定&quot;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quot;。
然而，吕后时代，诸吕分王，却无人敢说一个&quot;不&quot;字。汉朝以孝治天下，令人可笑的是，
诸侯王之间，勾心斗角，在权力场上，基本无法善终。手足相残，悲剧不断。最终成了&quot;刘氏而
王，天子诛之&quot;。汉文帝对弟弟淮南王太过溺爱，致使其性格乖戾，桀骜不驯，随性诛杀大臣，
终究因谋逆而亡。汉文帝对其舅舅也是太过纵容，使得其太过大胆，无法自已，被赐死。薄太后伤心
无比，汉文帝孝顺之情何在？汉文帝自小谦让，驭下不严。贾谊这一策士，想建功立业，然而却将得
罪权贵。汉文帝以黄老之治贯彻一生，休养生息为主旨，贾生不遇，&quot;不问苍生问鬼神&quot;也
是正常。大汉强盛在于文化，文景之治、汉武帝开疆辟土，实属罕见。这一点远胜明朝。其实，汉明
相较，二者都是在二代时候出现打乱，权力不正常更替，而后大开盛世之门。霍光乃霍去病之弟，汉
武帝爱屋及乌，使得霍光得以成为辅政大臣。可见，人才的发挥在于机遇。沾亲带故关系户，崛起的
几率比常人大多了。猜忌、谗言、反目成仇，这些是天子与诸侯王之间永恒的话题。权力是无法长久
维系的，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获取权力在于靠近最有权力的人。西汉诸侯只食租税，不参与政事管理
，这与土财主无异，无力造反。推恩令是损抑诸侯权力起了很大的作用，貌似仁义，暗含杀机。晁错
之败在于其没有一套完整的策略来削藩，一旦有变，景帝从大局出发，借其项上人头一用，也是情理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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