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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详细描写了汉宣帝刘病已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的生命如此大
开大合，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就像一部十分真实的励志大片。他刚出生时，就被打入牢中，成为囚徒
。戏剧性地登基以后，18岁的他凭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在没有亲信、没有兵权、没有行政权的前提下
，一步步发展壮大，最后斗败了历史上最大的权臣——霍光！他开创了汉朝的又一个盛世，并且在20
岁时给了匈奴最致命的一击，维护了大汉边疆的安宁。他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力，让历史看到一个人
身上蕴藏着的无限可能。全书情节生动，结构合理，故事完整，语言幽默风趣，叙述符合基本史实，
趣味性较强，读来大有当年阅读《明朝那些事儿》之快感，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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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俊杰，四川人，现居北京，任职于一家影视文化公司，怪才写手，编剧。业余读史习文，喜欢在书
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常有发现，于是诉诸文字，见诸报端，自认“下笔不敢惊
风雨，落墨常有小惊喜”，虽写风花雪月，也爱历史天空，鄙视哗众取宠，痛恨翻案成风！嗟乎，人
生已三十，吾将上下求索，左右开弓，圆事业、家庭双丰收之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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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刘病已的书很少，这本真心很喜欢。正史野史混搭，但语言真的非常风趣幽默，让人不忍卒读
，比看小说还精彩，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可读性对于历史类书籍实在太重要。强推。
2、结尾也太草率了⋯⋯
3、历史
4、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的结合——汉宣帝
也许正是因为刘病已小时候在民间长大，才会形成不同于一般帝王的风范。文章语言幽默，若能再收
敛些就更好了。总得来说，还可以。
5、因为“故剑情深”的典故读了这本书，汉朝的历史确实该多读读。2015/6/29
6、还算正史，太简陋，人物刻画不鲜明，只能说刘病己运气好，身边大臣不算坏
7、三星半 最喜欢的开本模式和厚度 语言挺风趣 作者思维独特不过有些地方也有失偏颇 有些不禁让人
想到咪蒙啊 刘病已最会利用的就是下诏 舆论是唯一能做也是最好用的 聪明 哈哈哈 看到病已说宣城侯
的小女婿不还活着的时候觉得真是赞啊！太机智 后面几章不怎么好 总的来说作者太会取题目了
8、述事清楚，文笔还需慎重 ，口语化太多了。
9、在图书馆看的一天就看完了 作者文笔很不错
10、不像其他的史书一般，读来很有趣，也渐渐喜欢历史
11、我记得有拍电视剧刘病已 但不是这本书
12、比较冷门的一个皇帝的传记，还比较有趣。开始部分比较详细，后面有的地方有点太粗略了，结
局基本就是一笔带过，虎头蛇尾。作者文笔还不错，有的地方玩玩小幽默还可以，整体上不够给力，
看过了印象不是很深刻。7.8分。
13、怎么评价刘病已？
两个字:完美~
14、有趣的皇帝
15、历史还是该读正传，用戏虐的笔调讲史，犹如看戏说电视剧，了做消遣。
16、滥俗的书名，一般般的题材，然而却没想到被这个并不出名的作者写得格外有趣、好读呢，书中
的人物看上去煞是有血有肉，丙吉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17、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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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刘病已，即汉宣帝刘询，西汉的第九位皇帝。对于汉朝的皇帝，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开国皇帝汉高
祖刘邦，是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是建立不世功业的汉武帝刘彻，对于汉宣
帝刘询，知道得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作为一位承平年代继承帝位的皇帝，正如贺俊杰先生所说，刘病
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有趣的皇帝”。首先，是刘病己丰富的经历。他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
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当刘据因为巫蛊之祸被杀之后，襁褓中的刘病己即被打入死囚牢，因得廷尉
监丙吉照顾，而且抗旨不遵，方才保得姓命。后汉武帝怀念刘据，将其交由掖庭收养。十七岁时，霍
光等将他从民间迎回，入继大统，完成了从死囚到皇帝的华丽转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在即位前受过
牢狱之苦的皇帝。其次，是刘病己过人的才能。他被收养掖庭之后，得到掖庭令张贺的照看，得以跟
随名师遍习经典。后来，老丈人为他在京城郊区杜县置办了家业，他在精心打理自己的田地之余，不
但精通了斗鸡、遛狗、骑马种种玩乐，同时还兼任当地的私塾教员、贩货员、民事调解员和政府顾问
，树立了威望，这一点与汉高祖刘邦很像。他以一介平民入继大统，只有一个空空的皇帝称号，没有
任何政治根基，却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隐忍蓄势，与历史上最大的权臣霍光处理好
了关系，终霍光一生两者都极为和谐。他掌握政权之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创立了官员考核问责
体制，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功业——不但内政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且对外攻灭西羌、降服匈
奴、统辖西域，设置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域都护府”，其统治时期被称作“宣帝中兴”。可见，
他是汉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只是在开头所说的那几位超级玩家的遮掩下，
真有点让我们无法记住他的名字来。最后，是刘病己感人的专情。他还是一介平民之时，即娶宫廷女
子监狱监狱长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两人琴瑟相和，经常相伴游山玩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后来他当上皇帝要册立皇后时，他不忘旧情，扛住了来自霍光集团的巨大压力，最终立许平君为皇
后。他此举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故剑情深”的浪漫经典。一个可以拥有三宫六院，可以尽得天下女人
的皇帝，竟可以如此痴情，真不愧是历史上最重情重义的皇帝之一。不管从以上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
来说，都很有素材可以挖掘，可以大作文章，以说明他的“有趣”——有以他为主角的电视剧《乌龙
闯情关》。贺俊杰先生这本书以史实为依据，用现代的、幽默的、网络化的语言来写了刘病己跌宕起
伏的一生，确实非常有趣，非常精彩。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把更多的笔墨给了当皇帝之后的刘病己，
更多的是在展现或者说明他的政治天赋和才能。在我看来，这些事情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贺先生的文笔
更为有趣。
2、刘病己是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他打击匈奴，开创了汉朝的又一个盛世。他少时经历坎坷，
从囚徒到九五之尊，世人称它是最有趣的的皇帝，而我说他的经历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在以前的时
候，如果是子承父业的皇位世袭，那么太子能当上当皇帝那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人犯了
谋反之罪，老婆孩子都被杀，全家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孙子活在监狱中，那么这个剩下的孩子肯定是不
被人所待见的。人们的浅意识都会是趋吉避凶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孩子为了避嫌祸不及身就会不由
自主的远离。刘病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慢慢长大，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他就是丙吉。他在刘病己小时候保了孩子一命，又在权臣霍光挑选皇帝的时候推荐了刘病己，更是
在宣帝执政之后全心全意的为他出谋划策，处理朝政。而对于这个有着救命之恩一心为主的丙吉，刘
病己却毫不知情，在丙吉老了生病在家的时候还在嫌弃他不听话，和他赌着气。君君臣臣的社会，一
生为刘病己操劳的丙吉，总在看史书的时候为他有些不值。刘病己成为皇帝可以说和他的太子爷爷有
着莫大的联系。武帝受巫蛊之术的蒙蔽一怒之下杀了太子一家人，等到事后后悔起来，便对这个留下
来的孙子有着亏欠意识的弥补，当年受到太子刘据恩惠的人很多，为了报恩或者其他感情的影响也都
纷纷支持刘病己当皇帝。受到刘据惠民政策的黎明百姓更是对太子的孙子充满了期待。再加上丙吉的
大力推荐，前皇帝的不学无术，可以说刘病己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就这么的被选上了新一届的皇
帝。作者从刘病己老婆的口中来说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老公去考公务员了，回来后却成为了国家领导
人。这个差距就如眼睛一扎老母鸡变鸭一样，让人惊讶不已。而对这个太子爷爷，刘病己却极力反对
给他谥号“孝”而坚持用“戾太子。一方面表达对武帝的话的尊重，更重要的事他想让自己的称帝显
示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完全的受恩泽而成。对于的权臣霍光，刘病己的就用一个字来概括—赏，赏
官赏权赏钱，给予了霍光无上的光荣。霍光一生都是在君恩下生活的，他有着极大的权利也同时带着
莫大的畏惧，因为他知道皇帝不是真心待他，因为他知道自家老婆儿子都不成大器。临死前他还一直
等待皇帝能放子孙一条活路，不想却被皇帝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忽悠了。刘病己将权术完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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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打赏百姓，没钱臣子想办法；臣子贪污，皇帝说自己买单。老婆被毒死，用凶手全家人的性命买
单。刘病己获得了好皇帝好丈夫的称号，也让人情世故在他手里玩的不同凡响。一代皇帝刘病己在作
者手下用着通俗易懂的话语描写的淋漓尽致，也让人们看到了传奇皇帝真实生活的幽默传记，皇帝对
于人情的做法也给着人们莫大的启发。
3、在很小的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故事的情节已经很模糊，但名字及海报的
封面还是记忆犹新。从奴隶到将军这是多么大的跨越啊，然而本书中的主人公刘病已，刚出生没多久
就被打入大牢，成为囚徒，后来却又戏剧性地当上了皇帝，跨越之大，无人能及。年轻的他凭着高超
的政治智慧，在没有亲信、没有兵权、没有行政权的前提下，一步步发展壮大，最后斗败了历史上最
大的权臣——霍光，将霍家一族一网打尽，这是本书最吸引我的一出内容。吉人自有天相，刘病已虽
然一无亲信，二无兵权，但他有贵人相助，在汉武帝下旨要斩尽杀绝刘病已监狱里的所有人（自然包
括刘病已），却冒出来一个丙吉，抗旨不从，冒死保下了他，并且给予很好的抚养及帮他找到亲人。
丙吉，是刘病已的贵人，吉祥之人，好象真的是上天派来的，他一生为人正直宽厚，不徇私利，不言
己功，是我最为敬重的一名长者。霍光，一个超级牛人（作者评语），刘病已能当上皇帝，他有很大
的功劳，霍光虽然是一名只手遮天的权臣，但也是一名忠臣，否则刘病已当不了皇帝。汉朝的安定平
稳，他功不可没。汉宣帝后来修建的麒麟阁纪念十一位功臣，首位功臣便是霍光。他是一个可敬也是
可悲的人物，虽然在朝廷是一把手，却家有悍妻，以及一班不成才的儿女，他屹立政坛几十年，谨慎
有余，凡事都给人留后路，却没有给自家人留下坚实的后路，以至在他死后遭到霍家满门覆灭的结局
。机会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老天曾给了刘贺一次机会，但这小子没有把握住，当了27天皇帝却干
了1127件坏事，人神共愤，终于被霍光等一班权臣给废了。一个人如果始终是以主动积极的心态来寻
求自己的未来，来工作和处理事务，那么就算他处在一个很平凡的地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就来。
刘病已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喜爱读书，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仅能将农活处理得十分妥当，
而且兼职做教书和买卖，能处理乡村里的纠纷，在务农期间不忘学习钻研。自助者天助，当他做上皇
帝的宝座，他已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能力和智慧，为他以后发展壮大，斗败霍光，开创汉朝盛世，维
护大汉边疆的安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本书象一部真实的励志故事，情节生动，语言风趣，调侃而又
不主观，幽默而又不浅薄，让人欲罢不能，恨不得一只气看完，不象是历史故事，更象一部好看的传
奇色彩小说，这是一次有趣的文字旅行。
4、其实我有个爱好，就是替别人取外号，尽管从小就一直被教育这个习惯不好，但当“有灵感时”
，总还是忍不住。关于本书的作者，请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叹号君”！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见到的叹号似乎比句号还要多。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作者偏爱叹号，从而可以推断在生活中，这厮
可能是个喜欢大惊小怪的人，情感比较丰沛。姑娘们可以考虑下，他可能是个浪漫的男人。不过这是
我读叹号君的第一本作品，所以这个推定暂且得不到验证。另一种可能，是他要讲的故事里，充满了
惊奇。这种可能，是完全成立的。刘病已，即汉宣帝刘询，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一生下来
便遭遇“巫蛊之祸”，老爸和爷爷死磕，老爸兵败自杀，襁褓中的他便身陷囹圄，成为史上唯一一位
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出狱后后被祖母史家收养，直到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刘贺被废后
，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于同年7月继位，时年十七岁。第二年改年号为
“本始”。霍大将军本想寻找一个傀儡，没想到这个刘病已在身边无亲信的宫廷中，不仅一步步壮大
了势力，斗败了自己，还开启了汉王朝的中兴之世。刘病已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或许老子的“祸福相
依”可以派上用场。刘病已的身上，有着成为“外王内圣”的明君所必备的特质：坚忍、怀柔和果敢
（其实就心狠手辣）。他从小便流落民间，看得到民间疾苦，深知百姓需要的是怎样的统治；起点很
低使得他在宫中只能处处忍让，一点点积蓄着力量。而早年间积累的种种不快，使得他一旦得势，便
会毫无顾忌地清理身边的威胁，不留情面。其实关于这个充满惊奇的皇帝的一生，许多影视作品都曾
做过诠释，而“叹号君”的出品，可以说是很游刃有余的一个版本。史料娴熟驾驭的同时，加上自己
的点评，在以风趣的笔触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这个故事读来很是享受。或许有人会觉得，以这样的
方式来讲述历史会有些不够严肃。只是实际上，历史仅仅是这样的记忆，当大雁飞过，它划过怎样的
痕迹，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如果历史无关现实，那么让它成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填补一个下午茶的时
光，也未尝不可。
5、“他出生几个月便被打入死牢，从囚犯到当上皇帝，从朝中毫无亲信到重臣拥戴，一路走来，最
终开创大汉盛世。这个人深情、爱民、风趣、聪明绝顶，他的一生像烟花般绚烂。历史学家有一个命
题，那就是他再活二十年，大汉又将会是怎样一番荣景？这个人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力，让历史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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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人身上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他就是刘病已。著名的汉宣帝。”摘自这本书封底的一段关于刘病
已的简介，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这样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一生，看完之后只能大呼过瘾。
整本书概述了刘病已从囚犯到皇帝，并在没有亲信、没有兵权、没有行政权的前提下，一步步发展壮
大，最后斗败了历史上最大的权臣——霍光！开创了汉朝的又一个盛世！单就刘病已一人的人生历程
便已足够吸引眼球，其中另有着霍光、老丙等人参与其中，倒是让这出戏更加的热闹了。作者以幽默
风趣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详细描写了汉宣帝刘病已跌宕起伏的一生，手里握着汉朝几百年的历史，洋
洋洒洒，把史书里那一个个的文字符号，变成了鲜活的人物，每一个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以及在此
个性下所完成的历史上的大事件。作者把复杂的事儿写得简单明白，把平淡的事儿写的妙趣横生。一
本明明应是老气横秋、如同老学究讲课般复杂的历史书籍。在作者的笔下，却如同欣赏了一部十分真
实的励志大片。用着我们最熟悉的文字和论调，讲述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初初读来，到觉着
有着当年阅读《明朝那些事儿》的快感，同样是历史，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述，却是别开生面，热闹非
凡。历史这个大舞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
官、贪官、佞臣、贤臣，轮番撸胳膊上阵。纵你坐拥万里江山，临了也不过是黄土一抔。世人都说读
史以明志，若是读着那些“教科书”之类的历史书籍，读之前还得复习一遍早就丢到爪哇国的历史专
业基础知识，光是想想，便已头疼不已。而这本《史上最有趣的皇帝：刘病已》却是以着诙谐幽默的
大白话，讲述着汉朝那些事儿。没有那些老学究的死板生硬，倒像是一个叼着大烟的老汉，席地而坐
，一边咂吧着嘴吐着烟圈，一边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磕着瓜子，看着《史上最有趣
的皇帝：刘病已》 这出大戏，不论何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看这本书的时候，真觉得应该坐在小庭院里藤制的大躺椅上，磕磕瓜子，喝喝清茶，好不惬意！
作者以正史资料为基础，却将正史的严肃剥离出去，用诙谐幽默的叙事方式进行补充，将这奇人奇时
代慢慢勾勒出来。边看这本书，边啧啧称奇。各种清宫戏中必然有个权势滔天的奸臣，这里也有个权
臣，但他对权势的向往有个尺度，这点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人总是不满足的，得陇望蜀说的正是这个
心态。更令人乍舌的是，这个权臣能废帝还不被天下人戳尽脊梁骨，更无损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没见
过一个皇帝能放权放得这么开，几乎把朝政大权都下放给这权臣了，不怕人家摘了他那顶帽子吗！越
看下去，刘病已这个形象也愈发鲜明。他早期命运坎坷，因着被逼造反的爹而下狱，也是有了丙吉这
个贵人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他的性命，运气好是个重要因素啊！刘病已本身聪慧，又善于学习，不
断提高自身素养。深入民间的早期经历让他有别于普通皇帝，不仅能跟大家打成一片，还能处理乡里
纠纷，扮演起一个村官的角色。别看这些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也不是谁都能居中调停得好，从中就
可以看到刘病已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颇有高招，他不以读书人自居，也没有迂腐气，可塑性还挺强。
刘病已在各方势力权衡下坐上了皇帝宝座，身体力行了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放权以稳住最大威胁、嘉
奖大臣以固朝廷根基，大赦天下以使民心归顺。然而，刘病已可不是个软柿子，他深谋远虑，作出最
大限度的让步，但该坚持的寸步必争，比如立皇后，取谥号，隐隐地告诉众大臣他的底线何在。霍光
在世时，刘病已对他极尽尊敬之能事。对此，我认为霍光虽掌握大权，但并没有不臣之心，这点刘病
已一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容忍了霍光的权力；其次，霍光留下的子嗣没一个有出息到能延续他的
势力，霍光年事已高，刘病已可以在他死后不动声色地把控大权；而如果在霍光在朝堂上时易权，很
可能招致不必要的动乱，因此即使刘病已得知霍光老婆毒害了自家皇后，仍然装作一无所知，对霍光
一派尊敬。这也正是他深不可测之处，杀妻之仇也硬生生地忍住，现在有多抑制，也意味着将来的反
扑有多猛烈！霍光有这样的老婆也算是家门不幸了，还以为皇帝是黄口小儿吗！杀了人老婆还当皇宫
是自家后花园那样逛呢，要不怎么说霍光后人都没啥出息呢，还嘚瑟，还耀武扬威，完全不揣测圣意
，好好夹紧屁股做人。这在有血海深仇的皇帝眼里，可不更是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刘病已
娶了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看似是霍光老婆奸计得逞，更光耀门楣的结果，实则是满门覆灭的开端。
霍光知道老婆干下的糊涂事，他也算是苦心孤诣，死前还苦苦等到了皇帝留下他家血脉的承诺。最后
丙吉凭这点劝谏皇帝给霍家留一条生路，嘿！刘病已说，他留了啊，霍光的小女婿还在呐！不就是他
自己吗！刘病已，真是说不出的精彩！
7、汉武帝是谁？没有不知道的，刘病己是谁？不敢说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
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这个条件限制加上去之后，大概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谁了。这个和汉武帝
有着不只是曾祖和玄孙的血脉关系，还有着被灭门，差点斩杀的关系呢。如果对西汉历史有了解的你
看到“汉宣帝”“杜陵”“刘询”等关键词之后，还不是很明白我这段书评，那么你真的应该把这本
书找出来好好看看了，因为汉宣帝刘询就是刘病己，是西汉这个尊崇庙号的王朝中的一个不一样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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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他的王陵为什么偏居西安东南，而不是渭北的汉陵一脉？因为他的辈分，真的不好安放。他是武
帝的玄孙，是昭帝的孙子辈，中间少了一个昭帝儿子辈的皇帝，没法安放啊！所以，杜陵是西汉唯一
一个没有进入渭北的帝王陵。但是“宣帝中兴”的刘询是西汉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这还不
够说明问题吗？这样一个身份经历奇异的皇帝，不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吗？何况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在
其间呢！
8、如作者言，现如今很多影视剧对于清朝、唐朝这些历史上的盛世进行不断取材拍摄，在让更多的
今人对过去的历史点滴了解与掌握的同时，也弱化了对于真实历史与那些更多不被提及朝代的忽视。
当然，十年前的一部《乌龙闯情关》或许不少人看过，因此对于刘病已这个名字或许还不陌生。提起
这位帝王，相信许多人有记忆并不是源于他是汉武帝与卫子夫（历史上我钟爱不多的皇后之一）的曾
孙，电视剧的取材拍摄对于汉宣帝时期的历史应该是给今人好好地上了一课。接着便是他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曾经的囚徒身份，以及成人前在市井中的生活阅历。许多人对于西汉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的
前三位都再熟悉不过，刘邦、刘恒、刘彻，算是开国奠基的刘氏先祖皇帝。而对于刘询似乎所知不多
，可是说到他与许平君的儿子，有一段故事，一定是尽人皆知。那就是作为汉元帝的刘奭开启的和亲
政策，“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没错儿，刘奭作为刘病已与故剑情深的嫡妻许平君的
唯一儿子，在许皇后被毒死后不久，即被册封为太子。许平君也是历史上我最钟爱的皇后之一。稍有
历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历史上的朝代，开国皇帝称为“祖”，接着便是“宗”，这都是有规定的
，这就是今人常说的“祖宗”，先有祖，后有宗，乱不得的。今人常挂嘴边常用来骂人的“祖宗十八
代”，如果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氏族能延续十八代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在封建帝
王时期的家天下了。生于帝王家，能过十八位皇帝而大厦不倒，历三百载朝代不换的实在不多，历史
上最鼎盛的唐朝也不过290年。由此可见，历史的轨迹和往复循环。像刘病已这样出生不久就成为罪人
的皇族，大起大落之后还能最终位登九五，君临天下的皇帝实在是亘古未有的。本书主要说的是刘病
已的生前事迹，应该算是比较有趣的历史书籍，作者应该查阅了不少古文史料，经过多方论证和推演
方成此书，用二十一世纪最时髦的语言，生动诙谐地描述了公元前一世纪汉宣帝时期的历史，其中不
乏辛辣点评和对历史的敬畏与感概。幽默犀利的文风，加之刘病已传奇的经历，让一段两千多年前的
历史活色生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为那一段历史的血雨腥风捏了一把汗，为“屌丝”的最终逆
袭激动不已，为其在位时的政治作为啧啧称叹。合上书本的时候，感叹颇多。一叹刘病已的凄苦经历
。其实看了刘病已的少年经历，我并没有更多的同情或可怜的成分，更多的是看到了底层生活对于一
个人意志的磨砺，对于一个落魄皇族的洗礼，这种凄苦的少年阅历应该对于日后成为帝王的刘病已帮
助颇多，这也是他在位期间能更好地与民休养生息的源头。即使是作为今人的我们，仍然有很多借鉴
意义。虽然生活清贫，但这不妨碍刘病已的成长与成熟，无论是生活阅历，还是学习，一样都没有拉
下，应该正是少年远离官场政治的单纯善良以及优秀的个人品质，帮助刘病已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
在我看来，寒门出将才，英雄不问出身，一个人后天性情的养成与其早期的生存环境有着莫大的关联
。二叹刘病已的故剑情深。这或许是历史上最重感情的皇帝了。我们知道，皇帝三宫六院皆属正常，
但纵观刘病已一生，无论是对霍光家族的容忍以及后来的惩罚，对于立太子的决断，对于老丈人的信
赖，都是侧面写出了一个皇帝对于亡妻的怀念。我想若不是有了民间的那一段传奇经历和曾经的患难
与共，对于皇帝而言，是很难有值得一生怀念的女人。是啊，于女人而言，在你富贵之前，我与你相
濡以沫，举案齐眉，除却厮守，别无所求。等到你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成为万民之首，除却与你相
见，相夫教子，依然别无所求，这样的女人实在难得。更何况在许平君入主后宫母仪天下之后，将后
宫处理的井然有序，俨然一个合格的贤内助。被出身粗野的霍显毒害后，自然被刘病已怀恨在心，那
个女医淳于衍也一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在今时，男人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能够不弃糟糠
之妻的又有几个呢？三叹历史的机缘巧合。一巧在巫蛊之祸发生直接导致刚出生不久的刘病已被投入
大牢，甫一出生即成了囚徒。且生在武帝末期，对于深信巫蛊之祸的武帝，鲁莽冲动的太子爷爷刘据
因了小人江充、苏文的陷害最终被迫自尽。由此可见，历史的拐角处总是藏匿了无数小人。许多大人
物的成败也与小人有莫大的关联。二巧在邴吉的恻隐之心。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做个假
设，如果没有邴吉的出现与营救，是不是历史上永远都不会有刘病已这个人，更不会有许平君以及后
来的汉元帝刘奭，历史将朝着另一个方向滑去。当然，如果没有江充、苏文那些小人，或许刘据也会
成为一个好皇帝，刘病已也极有可能还是皇帝，但就绝不会有许平君这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了。有了
邴吉，有了许广汉，以及许多不畏艰险帮助过刘病已的人，可以说共同书写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三巧刘弗陵的后继无人，以及诸王的不上道。昌邑王刘贺被推为皇帝后27天干了1127件坏事，真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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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奇事。连太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凤儿都敢调戏，真是禽兽不如。当然，如果不是他的不作为
，相信也没刘病已的事儿了。很多时候，历史是一直在发生着的，不容你去更正，更来不得半点假设
。我惊叹于刘病已在巨大的人生转变前还能坦然面对，毫无惧色。我惊叹于他对于糟糠之妻的不离不
弃和信守承诺。我惊叹于历史对于刘病已的眷顾，让他在有良知人的保护下成长而不至早夭。我惊叹
于汉武帝临死前对刘病已恢复皇家身份的认同为他铺就了后来的帝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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