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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汉初三杰》

前言

　　说到汉，自然就想到汉人，汉语，汉字，汉碑，汉赋，汉仪，汉制，汉子⋯⋯。一个伟大的朝代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永远为之骄傲，关于它的论述，已经多移不计其数，我不是学才专家，
说不出更新的见解，我知道汉文化是继承了周、秦文化雄沉之骨，保持了文化的绚丽之风，又与周边
少数民族文化，异域国度文化交流融汇，它开始于多源，结果于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以致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不断的演变，创新，但其体制，风貌再也没有脱离了这个基础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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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汉初三杰》

内容概要

《刘邦与汉初三杰》主要内容：刘邦在“南宫论功”中所推崇的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在
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汉家开国功臣而广为人知，而且还作为传统社
会中官吏的楷模与神灵而受到崇拜。张良被推崇为神仙，名列“仙班”；萧何与韩信同样也在许多地
方被立祠祭祀。三位均超越朝代更替而安享人间香火。在《清会典·工部》中就规定：各地的县衙中
要建立“衙神庙”，以勉励县级官吏以前代典范为榜样，努力从政。在河南的内乡、新密古县城的“
衙神庙”供奉的就是萧何、曹参二位。因此，“衙神庙”又称“萧曹庙”。游历过平遥古城的人们，
应该对其中的“衙神庙”有深刻的印象。平遥“衙神庙”的称号是“酂侯庙”，祭祀的神主却是汉初
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对此，我感觉有点奇怪：萧何在秦朝曾经担任过县吏，进入“衙神庙”
算得上是名正言顺；但是，韩信从来没有做过县吏，为何与萧何比肩而成为“衙神”？或许，只有一
个理由：人们太喜爱韩信了！在萧何等接受后人香火祭祀之时，实在不愿意让韩信独受孤独。于是乎
，不管韩信是否有县吏的仕宦经历，只顾将韩信拉来“入伙”就是！平遥古城“衙神庙”中的三杰塑
像，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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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家洲，教授，男，汉族，山东人，1955 年生人。　　1978 —— 198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
科学习；　　1982 —— 1985 年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师从郑昌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
教至今。　　1994 —— 1995 年间曾经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专题研究。　　1999 
年被评定为教授。　　2002 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同时受聘为国学院和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汉
唐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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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语：“南宫论功”话三杰第一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　一、顾盼自雄的亭长　二、
斩蛇起兵　三、鸿门宴　四、再入关中　五、彭城惨败　六、“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七、“皇帝
之贵”　八、晚年悲情：宠妃爱子谁堪托？第二章　首席智囊——张良　一、从“博浪椎击”到“纳
履圯下”　二、兴汉大计　三、定汉奇策　四、“愿弃人间事”第三章　第一良相——萧何　一、丰
沛故交汉王首相　二、论功定位两居首　三、谨慎避罪如履薄冰　四、“萧规曹随”第四章　兵家智
圣蒙冤元戎——韩信　一、从“受辱胯下”到登坛拜将　二、侧翼战场的汉军统帅　三、垓下之战的
总指挥　四、从“不忍背汉”到“钟室受诛”　五、千古不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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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汉初三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一汉高祖刘邦　　一、顾盼自雄的亭长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难
免志得意满。他合“三皇五帝”尊号为一，创建“皇帝”名号制度，并自称“始皇帝”，欲其子孙世
世相传，以至无穷，就是这种得意骄横心态的直接体现。同时，秦始皇并未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国
家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他并非毫无所知。他对楚、齐、韩、赵、魏、燕六国故地，始终持戒备心理，
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秦始皇本人的“关中本位”思想，自身就是证明；崛起
于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借中原地区战国纷争之机，南下鲸吞，此时已是秦王朝一个可怖的强邻。即令
秦始皇希望能高枕无忧，现实也不容他乐观起来。他微服私行于都城咸阳，竟遇“盗贼”惊驾，不得
不闭城二十日，搜捕盗贼；外出巡行，又遇刺客，博浪铁椎一击，万幸只中副车，确实足以令人丧胆
；天降陨石，百姓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以泄愤；方士求长生之药不得，归朝却奏上“亡秦者，胡也
”的神秘谶言，令人心神不定；在统一战争中最费手脚的楚地，民风剽悍，偏又自认为“秦灭六国，
楚最无罪”，民间广泛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始皇帝自然不能置之罔闻，他时常说“
东南有天子气”，东南，即指楚国故地，所以，秦始皇也曾采取过若干强硬手段，力图巩固自己的政
权。他开直道，筑长城，以良将重兵戍守北边，是为了抵御来自匈奴的威胁；他修驰道，迁徙六国贵
族人物及富商大贾入关中、巴蜀，是为了防范来自山东六国故地的复仇。秦始皇沿所修驰道，多次去
六国故地巡行，固然有追求长生不死的意念，同时也有向六国遗民显示皇帝威严、炫耀军事优势的用
心。所以，始皇帝的随行队伍，浩浩荡荡，旌旗飘摇，金戈之声传闻数里，森然之气直逼霄汉。特别
是皇帝法驾，在金戈铁马的簇拥之下，更是声威显赫，万众瞩目。胆怯者远避而不敢窥视，稍具胆识
者迎尘跪拜，惊叹天威不可测。始皇帝安居车驾之上，纵目四顾跪拜的臣民，自然是“龙心大悦”。
　　又过了若干时日，秦始皇一行结束了东方巡行，返回都城咸阳。城中居民和来都城服徭役的四方
百姓，也蜂拥而至，在警戒线之外夹道观看皇帝威仪。法驾缓缓驶过，围观者中突然传出一声赞叹：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人们循音望去，只见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壮士，满面艳羡之色，目送皇帝
法驾远去。壮士姓刘，名邦，字季，秦沛县人。当时，他以泗水亭长的身份(亭长，秦代基层治安机构
的负责人，大略相当于今乡镇派出所所长），带领沛县民夫，在咸阳服徭役。　　刘邦生性豁达，好
酒好色，广交朋友，行事多带游侠风气。他虽生长于普通农家，却自幼不喜农田生产。在担任泗水亭
长之后，他与沛县县衙中的大小吏员过从甚密，更与萧何、曹参结为知交。刘邦的地位虽然低于县吏
，但他却自视甚高，时常与县吏们斗口争胜，在折辱别人之中，得到一丝优越之感。一班县吏们也就
把他当做爱说大话之徒看待，无人与其争一日之长短。　　刘邦不循常规、不拘小节的性格，有两件
事可做例证：　　刘邦喜好饮酒，但又时感囊中羞涩，于是他时常去王氏、武氏两家酒店中“赊酒”
，每饮必至尽兴醉卧，所赊酒资不在少数。两位酒店老板，虽然把所赊酒钱记录在案，但却没有胆量
当面索取；刘邦似乎从未想过要偿还酒钱。因此，每到年终，酒店老板只能毁弃赊酒凭据。　　县令
的好友吕公，自外地举家迁居沛县。县令设宴接风，沛地豪杰、吏员闻知之后，或出于情愿巴结，或
出于无奈敷衍，纷纷携带钱财礼品前来庆贺。沛令委托精明能干的主吏掾萧何操持盛宴，按贺礼多少
决定席间的位置，凡礼钱超过一千的，即可到堂上入席，不足一千的，只能坐在堂下。贺客们入席方
毕，门口又传进了一张名帖，上写“献贺钱一万”。只见来客昂然而人，手中实不持一钱。萧何笑着
向吕公介绍：“这是本县泗水亭亭长刘季，他一贯说大话，却很少能成事。”吕公见刘季仪表伟岸，
气度不凡，虽说靠伪称有重金相贺而“混”入正席，却吃喝谈笑，旁若无人，更无一丝歉愧之色。吕
公心中暗暗称奇，席间有意结交攀谈，并在酒后留下刘季，把爱女许配于他。　　不料，吕母对吕公
的决定大为不满，连声抱怨：“你常说女儿相带富贵，不能随意许人。怎么胡乱把女儿许给一个小小
的亭长？”吕公却神秘地说：“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就这样，刘邦意外地获得了娇妻。这位吕公
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吕雉，日后汉高祖刘邦的“正宫皇后”。　　这位吕公，在刘邦不得他人好
评的时候，居然以女儿相许，倒也称得上是“慧眼识英雄”。其实，吕雉的谋略手段，也不比刘邦逊
色。她后来协助刘邦诛杀开国功臣，不见一点“妇人之仁”，在稳定汉初大局上实实在在有所贡献；
在她的刻意经营之下，刘邦晚年“改易太子”的如意算盘都不得不中止，就此而言，她巧妙地控制了
堪称雄杰的刘邦。　由于她的临朝称制和晋封吕氏子侄为王，激化了吕氏外戚与宗室集团、功臣集团
的矛盾，导致吕雉身后的一场统治集团高层的流血事变，吕氏失败而被灭族，这使她在地下也无法瞑
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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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邦与汉初三杰》简述关于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故事。以项羽与刘邦为中心人物而展开的“楚汉
之争”，是传唱千古的英雄赞歌。在灭亡项羽之后，刘邦有“南宫论功”之举。其所推崇的汉初三杰
——张良、萧何、韩信，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与刘邦、项羽共同谱
写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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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對人物有簡單的敘述   對高祖楚霸王等人的成敗得失有所概括
2、就是书非常的薄~~~~~~~~~~
3、文化系列丛书能写成这样,还真有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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