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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萧何韩信评传》

内容概要

本书以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变局为背景，评说楚亡汉兴的原因，透析汉家主要创业者的风采。
西汉开国是汉王刘邦与一大批文臣武将共同创造的历史。
其中，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四位辅臣功绩最大。
张良出谋，萧何后勤，韩信攻取，陈平间敌，各自独当一面，对西汉建立的全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
刘邦是全军统帅。五人事功，连体相依。由于刘邦并提张良、萧何、韩信，史称西汉三杰。
本书以三杰事功为主线，并列三人为合传，陈平、刘邦为附传。合传写其一生，附传只涉及相关内容
。
全书以三杰事功次第交合展开，陈平附传一章，刘邦事迹为三杰铺垫，贯串全书。
本书的这一谋篇布局，正与历史事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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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
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1990年调北京，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1995年底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所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
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8部，主编论
著10余种，其中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
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论赞辑释》、《司
马迁评传》、《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
等.
徐日辉，男，汉族，祖籍山东掖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硕
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研究方向：①《史记》；②秦早期历史；③旅游文化；④史前文明以及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学术
成果：1、现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早期发展史》、《秦州史地》、《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续篇》、《史记札记》、《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张
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甘肃饮食文化史》等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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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三杰  一、张良事主，亦师亦友  二、萧何伴君，战战兢兢  三、韩信震主，兔死狗烹  四、千秋历
史的评说附录  一、汉初三杰年表  二、楚汉相争月表  三、人名索引  四、词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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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韩信仗剑从戎 韩信青年时代的生活十分凄凉。他身材高大，佩带长剑，气宇轩昂，确是一表人
才。但他一贫如洗，又无谋生技能，孤独一人，四处游食，被 乡邑人看不起，说他是一个“无行”的
人。本来乡间小吏，如维护地方治 安的亭长一类，韩信足可胜任，或到县衙当个差役，也有一口饭吃
。可是 没有人推荐韩信，他谋不了职，只好为游民，备受贫困的熬煎，更受世态 炎凉的社会欺辱。
坎坷经历养成了韩信嫉恶如仇和知遇报恩的品格，影响 了他一生的事业。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
作了生动的记载。一个落魄 青年，无可称述的事迹，司马迁从调查访问中，从人民口中挖掘出的几个
生活片断，写成小故事，展示出韩信的内心世界和他少小立志的基础。韩信唾弃小人。韩信有一个朋
友做南昌亭长，韩信常到他家去白食。几个月后，南昌亭长妻子忍受不了，又不便当面拒客，于是有
一天在天明 时就吃了饭。等到韩信清早赶去时，“不为具食”，亭长不提吃饭的事。“信亦知其意，
怒，竟绝去。”韩信虽然饿着肚子，一见朋友冷冰冰的面 孔，什么都明白了。“知其意”，表明双方
都没有说话，韩信从察颜观色 中，已了解对方拒客的意思，不等对方开口，自己也不吭一声，掉头就
走 。这一场面，十分尴尬，韩信的内心多么痛苦，他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 微妙。韩信人穷志不短
，他虽然默不作声，而实已怒发冲冠，在瞬间作出 决断，“绝交”，所以“怒，竞绝去”。韩信这一
去不再复返，故称“绝 去”。韩信的“怒”，不仅仅是对南昌亭长这个小人的愤恨，而且更是对 势
利社会的唾弃，是自己立志的宣誓。这个生活小故事，与陈涉佣耕而有 “鸿鹄之志”的感叹，有异曲
同工之妙。一个精壮青年，沦落到没有饭吃 或为人佣耕的地步，这个世道必须改变。陈涉之叹，韩信
之怒，皆为生活 所逼而怒而怨，这就是他们反秦起义的思想基础。韩信受惠报恩。有一年夏天，韩信
又是衣食无着，他只好到淮阴岸边 去钓鱼。河岸附近有一群妇女冲洗丝絮，她们就是做苦工的“漂母
”。为 了赶活，漂母们把午饭带到河边吃。韩信整天坐在岸边垂钓挨饿，被一位 好心的漂母看在眼
里，就分一份饭给韩信吃，这样一直到漂絮季节的结束 ，有好几十天。韩信深受感动，对送饭的漂母
说：“吾必有以重报母。” 这位漂母竟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 韩信相信自己一定会发迹，向漂母道谢，表示要重重报恩，漂母回答，我 是可怜你这个大小伙子
，谁希罕你的报答。漂母的发怒，一是激励韩信要 上进，再是不容韩信的误解，施饭并未图回报。漂
母的施饭与怒，都表现 了劳动人民的质朴感情。施恩不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反过 来
，受惠的一方不应忘记施恩者，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韩信受了抢白，哑然无声
，但心中十分感激这位好心的漂絮大娘，并 把大娘的激励牢牢记于心中。以上两个小故事，是游民阶
层时常碰到的场面。世上有厚重君子，也 有小人。南昌亭长，为德不终，做好事有头无尾，斤斤计较
，盘算利益，是一个小人。漂母同情厄困的人，竭其所有，施以援手，有君子之风。两 人形象在韩信
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西汉建立，韩信当了楚王，衣锦还乡 ，他找到了南昌亭长和漂母。韩信对南昌
亭长说：“公，小人也，为德不 卒。”赐一百钱。韩信回报漂母以千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韩信带
兵打 仗，对待士兵和老百姓都很好，行军秋毫无犯。士卒乐于效命，百姓欢跃 ，“农夫莫不辍耕释
耒，榆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这与韩信青年时代 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韩信审时度势。俗语“大
丈夫能屈能伸”，这说的是一个抱负远大的 人，要有坚韧顽强的意志，善处逆境，并能审时度势，决
定去取。这也需 要生活的磨炼。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韩信发愤能忍，在斗争时最
能审时度势，不做无谓的牺牲，这也 是生活的炼狱造就出的才能。有一天韩信佩带着长剑在淮阴城中
行走，突 然横冲出一个青年屠夫挡住去路，要和韩信比武。这个屠夫是淮阴城中有 名的无赖，喜欢
恶作剧，他发誓要当众侮辱韩信逞能，给同伙和围观市井 细民开心。他当众羞辱韩信说：“别看你长
得身高马大，耍刀弄剑，貌似 英雄，其实是个胆小鬼。”韩信没有答理。接着这个青年屠夫又用挑逗
的 口吻对韩信说：“你不怕死，就捅我一刀；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说完，一阵轻狂的嘲
笑。韩信仔细打量了对方，恨不得一刀捅死这个屠 夫。霎时转念一想，不值得和这个狂徒拼命，韩信
压下怒火，弓下身子，匍匐在地，硬是当着满街的嘲笑，从屠夫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屠夫得意 非凡
，哈哈大笑。围观的人内心厌恶屠夫，却也看不起韩信，都认为他是 个胆小鬼。史称：“信孰视之，
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要知道这时的韩信正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血气方刚，
手执兵器，他 一怒可真要出人命。韩信孰视对手，打量了又打量，然后作出了一个“忍 ”字的决定
，一个没有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的人是做不到的。与韩信同时 代而年岁稍长的大梁人张耳、陈余两人
处事可与韩信作对照。张耳、陈余 两人受到秦廷的通缉，隐姓埋名在陈县躲藏，在一个村庄做看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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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陈余有了过错，受到地方里胥的责罚，挨打板子，陈余认为有损脸面，几次抬腿想起身和里
胥拼命，张耳在场用脚踢陈余示意要“忍”。陈余强 忍挨完板子。事后张耳责备陈余，说：“始吾与
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 一吏乎?”当初我是怎么嘱咐你的，难道为了一点小小的侮辱就拼命吗?陈 
余接受了张耳的责备，两人互相鼓励，挨过了困厄期。秦末响应陈涉起义 ，并受陈涉派遣北伐，恢复
了赵国。后来张耳投汉封赵王，陈余辅佐六国 赵族后裔赵歇为赵相，封代王，两人也是一世豪杰。张
耳、陈余、韩信三 人相较，在对待逆境的态度上，青年韩信可比拟老练的张耳，表现了他思 想上的
成熟。陈余则差人一筹，在楚汉相争中，陈余助楚，被韩信在井陉 之战中斩杀。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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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大学里读过影响比较深刻的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了解楚汉之争的历史书籍
2、颇多溢美之词。书后年表不错。
3、　　     韩信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汉高祖能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信的骁
勇善战。韩信能受到刘邦重用是和萧何的举荐分不开的。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如果没有萧何的独具
慧眼，不用说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恐怕其后半生都要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然而，在汉王朝复杂的政
治斗争中，韩信却死在自己的恩人策划的诡计之下，上演了一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悲喜
剧。萧何为什么要向刘邦举荐韩信？又为什么要害死韩信？这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
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因此，在刘邦未发迹之前，萧何与高祖就有极为深厚的友谊，这也是
萧何日后受到信任并重用的原因之一。在那个时代，臣下对君主的忠，朋友之间的义被视为是为人处
世的最高道德准则，深受此道影响的萧何的所作所为必然是为了维护刘邦的利益的。
　　
　　   公元前206年，刘邦迫于项羽的压力，率军来到了南郑，就任汉王。这对想要君临天下的刘邦来
说是极不情愿，但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只好暂时偏安一方。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
不少将士思乡出逃，另一方面，项羽集团内部发生叛乱。前者使刘邦必须早做东进决断，否则集团就
有解体的危险，后者为东进的胜利提供了可能。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刘邦帐下不过是樊哙等
有勇无谋之辈，仍缺乏能“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优秀将领，这就给东进胜利的蒙上了一
层阴影。萧何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因而不断地和将士们的接触，希望能发现军事奇才，以辅佐刘邦成
就霸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与时任治粟都尉的韩信的数次交谈中，被他过人的军事见解所折服，
认定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军事人才。于是就多次向刘邦举荐，但刘邦未能采纳。韩信见萧何的多次
举荐无效，离开了南郑。萧何得知韩信逃跑，从刘邦的霸业的出发，认为事关重大，就不向刘邦报告
，亲自去追赶韩信，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千古佳话。再说刘邦误以为萧何逃跑了，十分恼怒
着急。直到萧何追赶韩信归来，说明原委，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
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并说服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
议，择吉日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以其卓越的战略远光向高祖分析天下形势，使刘邦看到东进胜利的希
望，坚定了逐鹿中原、成就霸业的信念。韩信不负所望，在汉王朝的统一战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为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就了刘邦君临天下的夙愿。  
　　
　　   汉王朝建立后，刘邦为巩固自己的皇位，帝王专制欲的丑陋性便表现出来，对不少开国功臣多
有猜忌。韩信因巡视县邑时带兵马，又窝藏项羽亡命将领钟离昧，被人诬告有不轨企图。刘邦感到疑
虑，便采用陈平之计，假借巡游云梦会诸侯之际，逮捕了韩信。不久，因查无实据且念旧功释放了韩
信，但将他将降为淮阴候（韩信此前为楚王）。韩信被降爵后，终日心怀怨恨，闷闷不乐。公元前197
年，此前和韩信有勾结的陈稀谋反，刘邦亲率大军镇压。此时韩信和陈稀联系，准备里应外合，袭击
留守京城的吕后和太子。不料计划被吕后得知，立即找萧何商议。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萧何为维护
刘氏王朝的统治，设了一圈套。假说刘邦得胜回朝，骗韩信入宫祝捷，韩信再聪明也想不到他的恩公
会算计他，信以为真，毫无顾虑地进了皇宫，一代名将最终惨死于萧何的圈套。
　　
　　   观韩信一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其性格缺陷和政治幼稚外，更在于萧何对刘邦
的忠心耿耿，对维护刘邦统治利益的执着。当韩信的才干能实现刘邦的霸业时，他便将韩信举荐给了
刘邦。当韩信的行为危害到刘邦的统治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韩信置于死地。
　　  
　　
　　文章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cea5901008es8.html
4、善用人才是国家、企业或其他团体能否取得发展的关键。
5、汉初三杰
6、第291页的 狡兔死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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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看来看去，韩信十七岁受胯下之辱不是忍辱负重，就是被吓尿了啊。
8、因为我把图书馆的书丢了，才买的。当当网还不错，书挺多的。同样的书，我到卓越就找不到
9、→_→
10、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张良帮刘邦争天下，是人才与时势的机缘，并不是他有求于刘邦，所以
最后功成身退，孑然遗世；萧何一开始就甘居人后，治国理政搞后勤，有的是臣子之心，初衷是好的
，但功高震主必不被容；韩信求功名本无可厚非，毕竟他是百年难遇的将才，但也只能是将才，他没
有帝王气度，在大一统趋势前，至尊之位只有一个，韩信没有争天下之心却有分天下之心，悲剧是难
免的。
11、读来竟觉有趣。还是觉得客观性虽然可以，也不是太好。不过描写确实还不错
12、“张良事君，亦师亦友；萧何伴君，战战兢兢；韩信震主，兔死狗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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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韩信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汉高祖能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信的骁勇善战
。韩信能受到刘邦重用是和萧何的举荐分不开的。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如果没有萧何的独具慧眼，
不用说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恐怕其后半生都要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然而，在汉王朝复杂的政治斗争
中，韩信却死在自己的恩人策划的诡计之下，上演了一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悲喜剧。萧
何为什么要向刘邦举荐韩信？又为什么要害死韩信？这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刘邦还是平民的时
候，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
。”因此，在刘邦未发迹之前，萧何与高祖就有极为深厚的友谊，这也是萧何日后受到信任并重用的
原因之一。在那个时代，臣下对君主的忠，朋友之间的义被视为是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准则，深受此
道影响的萧何的所作所为必然是为了维护刘邦的利益的。公元前206年，刘邦迫于项羽的压力，率军来
到了南郑，就任汉王。这对想要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是极不情愿，但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只好暂时
偏安一方。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少将士思乡出逃，另一方面，项羽集团内部发生
叛乱。前者使刘邦必须早做东进决断，否则集团就有解体的危险，后者为东进的胜利提供了可能。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刘邦帐下不过是樊哙等有勇无谋之辈，仍缺乏能“连百万之众，战必胜，
攻必取”的优秀将领，这就给东进胜利的蒙上了一层阴影。萧何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因而不断地和将
士们的接触，希望能发现军事奇才，以辅佐刘邦成就霸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与时任治粟都尉的
韩信的数次交谈中，被他过人的军事见解所折服，认定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军事人才。于是就多次
向刘邦举荐，但刘邦未能采纳。韩信见萧何的多次举荐无效，离开了南郑。萧何得知韩信逃跑，从刘
邦的霸业的出发，认为事关重大，就不向刘邦报告，亲自去追赶韩信，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
千古佳话。再说刘邦误以为萧何逃跑了，十分恼怒着急。直到萧何追赶韩信归来，说明原委，对刘邦
说“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
”并说服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择吉日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以其卓越的战略远
光向高祖分析天下形势，使刘邦看到东进胜利的希望，坚定了逐鹿中原、成就霸业的信念。韩信不负
所望，在汉王朝的统一战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就了刘邦君临天下
的夙愿。  汉王朝建立后，刘邦为巩固自己的皇位，帝王专制欲的丑陋性便表现出来，对不少开国功
臣多有猜忌。韩信因巡视县邑时带兵马，又窝藏项羽亡命将领钟离昧，被人诬告有不轨企图。刘邦感
到疑虑，便采用陈平之计，假借巡游云梦会诸侯之际，逮捕了韩信。不久，因查无实据且念旧功释放
了韩信，但将他将降为淮阴候（韩信此前为楚王）。韩信被降爵后，终日心怀怨恨，闷闷不乐。公元
前197年，此前和韩信有勾结的陈稀谋反，刘邦亲率大军镇压。此时韩信和陈稀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袭击留守京城的吕后和太子。不料计划被吕后得知，立即找萧何商议。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萧何为
维护刘氏王朝的统治，设了一圈套。假说刘邦得胜回朝，骗韩信入宫祝捷，韩信再聪明也想不到他的
恩公会算计他，信以为真，毫无顾虑地进了皇宫，一代名将最终惨死于萧何的圈套。观韩信一生可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其性格缺陷和政治幼稚外，更在于萧何对刘邦的忠心耿耿，对维护刘
邦统治利益的执着。当韩信的才干能实现刘邦的霸业时，他便将韩信举荐给了刘邦。当韩信的行为危
害到刘邦的统治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韩信置于死地。文章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cea5901008es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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