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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演义》

前言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
、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十一种。从1916年至1926年间，蔡东藩花费十年的心血，完成了
这部上下两千余年、七百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人物之众，篇幅之巨，堪称演义
之最。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学和史学巨献。　　作者蔡东藩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演义
作家。在著述这部历史演义时，蔡东藩在史料上一遵其“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
虚诬”的原则，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对史料选择和运用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核。因此，这一套断
代史通俗读物问世后，流传很广，成为人们阅读正史的参考读物。而且，它采用人们所喜爱的演义体
著述，语言通俗畅晓，符合一般大众的阅读习惯，容易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
到了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当然，限于作者的生活年代和历史的局限，蔡东藩在选择史料和解
释历史方面，难免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其大汉族主义观点、对农民起义
的看法，以及对女性的偏见，等等。相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自行鉴别和分析。在重新出版过程
中，我们参考了其他一些版本对本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对少数如今书写已经改变的文字和词语做了
少许的修正，对作者的一些显然不太恰当并且可有可无的评注，进行了少量的删节。限于出版者的水
平所限，本书可能仍然存在不少的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二00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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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演义》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上迄秦汉，下至民国，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是迄
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自它问世以来，即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广泛推崇。毛
泽东同志曾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好好阅读，以了解中国历史，这套历史演义丛书也是毛泽东列给儿
子毛岸英的必读书。
目录
第一回 移花接木计献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第二回 诛假父纳言迎母 称皇帝立法愚民
第三回 封泰岱下山避雨 过湘江中渡惊风
第四回 误椎击逃生遇异士 见图谶遣将造长城
第五回 信佞臣尽毁诗书 筑阿房大兴土木
第六回 阬深谷诸儒毙命 得原璧暴主惊心
第七回 寻生路徐市垦荒 从逆谋李斯矫诏
第八回 葬始皇骊山成巨冢 戮宗室豻狱构奇冤
第九回 充屯长中途施诡计 杀将尉大泽揭叛旗
第十回 违谏议陈胜称王 善招抚武臣独立
第十一回 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
第十二回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
第十三回 说燕将厮卒救王 入赵宫叛臣弑主
第十四回 失兵机陈王毙命 免子祸婴母垂言
第十五回 从范增访立楚王孙 信赵高冤杀李丞相
第十六回 驻定陶项梁败死 屯安阳宋义丧生
第十七回 破釜沈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
第十八回 智郦生献谋取要邑 愚胡亥遇弑毙斋宫
第十九回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第二十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第二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第二十二回 用秘计暗渡陈仓 受密嘱阴弑义帝
第二十三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第二十四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拚死陵母
第二十五回 木罂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第二十六回 随何传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郦生
第二十七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第二十八回 入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第二十九回 贪功得祸郦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第三十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眷修和
第三十一回 大将奇谋鏖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第三十二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第三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受擒
第三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第三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于 求脱围赂遗番后
第三十六回 宴深宫奉觞祝父寿 系诏狱拚死白王冤
第三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争储 讨乱贼陈豨败走
第三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第三十九回 讨淮南箭伤御驾 过沛中宴会乡亲
第四十回 保储君四皓与宴 留遗嘱高祖升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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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演义》

作者简介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清山阴县临浦（今属萧山）人。14岁中秀才，后又进京
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之后，曾先后在
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
从1916年开始，到1926年为止，蔡东藩用10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
、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11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称《历朝通俗演义》，
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加上《西太后演义》及《历朝史演义》两部，
总共撰写了13部计724万字的通俗史巨著，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
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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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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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毙斋宫　　第十九回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第二十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
关陕成墟　　第二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第二十二回　用秘计暗渡陈仓　受
密嘱阴弑义帝　　第二十三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第二十四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拼死陵母　　第二十五回　木罂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第二十六回　随何传
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郦生　　第二十七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第二十八回　入
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第二十九回　贪功得祸郦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第
三十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眷修和　　第三十一回　大将奇谋鏖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第三十二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第三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
受擒　　第三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第三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子　求
脱围赂遗番后　　第三十六回　宴深宫奉觞祝父寿　系诏狱拼死白王冤　　第三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
争储　讨乱贼陈豨败走　　第三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第三十九回　讨
淮南箭伤御驾　过沛中宴会乡亲　　第四十回　保储君四皓与宴　留遗嘱高祖升遐　　第四十一回　
折雄狐片言杜祸　看人彘少主惊心　　第四十二回　媚公主X颜拜母　戏太后嫚语求妻　　第四十三
回　审食其遇救谢恩人　吕娥拘挟权立少帝　　第四十四回　易幼主诸吕加封　得悍妇两王枉死　　
第四十五回　听陆生交欢将相　连齐兵合拒权奸　　第四十六回　夺禁军捕诛诸吕　迎代王废死故君
　　第四十七回　两重喜窦后逢兄弟　一纸书文帝服蛮夷　　第四十八回　遭众忌贾谊被迁　正阃仪
袁盎强谏　　第四十九回　辟阳侯受椎毙命　淮南王谋反被囚　　第五十回　中行说叛国降虏庭　缇
萦女上书赎父罪　　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颜救魏尚　贤丞相当面劾邓通　　第五十二回　争棋局吴
太子亡身　肃军营周亚夫守法　　第五十三回　呕心血气死申屠嘉　主首谋变起吴王濞　　第五十四
回　信袁盎诡谋斩御史　遇赵涉依议出奇兵　　第五十五回　平叛军太尉建功　保孱王邻封乞命　　
第五十六回　王美人有缘终作后　栗太子被废复蒙冤　　第五十七回　索罪犯曲全介弟　赐肉食戏弄
条侯　　第五十八回　嗣帝祚董生进三策　应主召申公陈两言　　第五十九回　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
公主喜遇歌姬　　第六十回　因祸为福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东方善辩　　第六十一回　挑嫠女即席弹
琴　别娇妻入都献赋　　第六十二回　厌夫贫下堂致悔　开敌衅出塞无功　　第六十三回　执国法王
恢受诛　骂座客灌夫得罪　　第六十四回　遭鬼祟田蚡毙命　抚夷人司马扬镳　　第六十五回　窦太
主好淫甘屈膝　公孙弘变节善承颜　　第六十六回　飞将军射石惊奇　愚主父受金拒谏　　第六十七
回　失俭德故人烛隐　庆凯旋大将承恩　　第六十八回　舅甥踵起一战封侯　父子败谋九重讨罪　　
第六十九回　勘叛案重兴大狱　立战功还挈同胞　　第七十回　贤汲黯直谏救人　老李广失途刎首　
　第七十一回　报私仇射毙李敢　发诈谋致死张汤　　第七十二回　通西域复灭南夷　进神马兼迎宝
鼎　　第七十三回　信方士连番被惑　行封禅妄想求仙　　第七十四回　东征西讨绝域穷兵　先败后
成贰师得马　　第七十五回　入虏庭苏武抗节　出朔漠李陵败降　　第七十六回　巫蛊狱丞相灭门　
泉鸠里储君毙命　　第七十七回　悔前愆痛下轮台诏　授顾命嘱遵负扆图　　第七十八回　六龄幼女
竟主中官　廿载使臣重还故国　　第七十九回　识诈书终惩逆党　效刺客得毙番王　　第八十回　迎
外藩新主入都　废昏君太后登殿　　第八十一回　谒祖庙骖乘生嫌　嘱女医入宫进毒　　第八十二回
　孝妇伸冤于公造福　淫妪失德霍氏横行　　第八十三回　泄逆谋杀尽后族　矫君命歼厥渠魁　　第
八十四回　询宫婢才识酬恩　擢循吏迭闻报绩　　第八十五回　两疏见机辞官归里　三书迭奏罢兵屯
田　　第八十六回　逞淫谋番妇构衅　识子祸严母知几　　第八十七回　杰阁图形名标麟史　锦车出
使功让蛾眉　　第八十八回　宠阉竖屈死萧望之　惑谗言再贬周少傅　　第八十九回　冯婕妤挺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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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兽　朱子元仗义救良朋　　第九十回　斩郅支陈汤立奇功　嫁匈奴王嫱留遗恨　　第九十一回　赖
直谏太子得承基　宠正宫词臣同抗议　　第九十二回　识番情指日解围　违妇言上书惹祸　　第九十
三回　惩诸舅推恩赦罪　嬖二美夺嫡宣淫　　第九十四回　智班伯借图进谏　猛朱云折槛留旌　　第
九十五回　泄机谋鸩死许后　争座位怒斥中官　　第九十六回　忤重闱师丹遭贬　害故妃史立售奸　
　第九十七回　莽朱博附势反亡身　美董贤阉家同邀宠　　第九十八回　良相遭囚呕血致毙　幸臣失
势与妇并戕　　第九十九回　献白雉罔上居功　惊赤血杀儿构狱　　第一百回　窃国权王莽弑帝　投
御玺元后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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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移花接木计献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皇有皇猷，帝有帝德，史家推论史事，首推
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的本身，并未尝自称为皇、自称为帝，后人因他首出御字，创造文明，把一
个浑浑沌沌的世界，化成了雍雍肃肃的国家，真是皇猷丕显，帝德无垠，所以格外推崇，因把皇字帝
字的徽号，加将上去。是意未经人道，一经揭破，恰有至理。到了夏、商、周三朝，若大禹，若成汤
，若周文武，统是有道明君，他却恐未及古人，不敢称皇道帝，但降号为王罢了。及东周已衰，西秦
崛起，暴如赢政，凭借了祖宗遗业，招揽关陇间数十百万壮丁，横行海内，蚕食鲸吞，今日灭这国，
明日灭那国，好容易把九州版图一古脑儿聚为己有，便自以为震古铄今，无人可及，遂将三皇的“皇
”字、五帝的“帝”字，合成了一个名词，叫做“皇帝”。　　咳！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
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
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
制，实是赢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
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
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
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
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声大而闳。　　　　⋯⋯

Page 8



《前汉演义》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上迄秦汉，下至民国，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
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自它问世以来，即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广泛推崇
。毛泽东同志曾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好好阅读，以了解中国历史，这套历史演义丛书也是毛泽东列
给儿子毛岸英的必读书。《唐史演义》是《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中的唐史部分，内容翔实、深入浅出
地为我们讲述了唐朝历史。 　　这是风靡海内外的一部通俗历史巨著，是毛泽东案头的一部常备书。
浩浩一千余回，写尽几度春秋。这是一部通俗得人人都看得懂的政治教科书、生活教科书、历史教科
书、文学教科书。该书上起秦始皇，下至1920年，共记述了2166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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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本意是读刘邦的，后来的读下去了，再后来到七十章终于不看了，主要是因为自己那段历史
不熟悉，读下去像流水账一样，还是文言文，终究看了不深刻等于没看。这书主要问题是作者某些地
方持太深偏见，既然是演义，也就无妨它的精彩
2、若说罗贯中之三国是七真三假，那蔡东藩这演义便是九真一假，这九真是基于汉书，一假是一野
史，将之于汉书互观倒也相应成趣，惟其批注甚多书生迂见，不足为道也。（2016.6.27）
3、断断续续看完，值得多读几遍，虽然其中有很多鬼神迷信，也有不少英雄豪杰的感人故事
4、才读完第一本，任重而道远⋯⋯
5、那还是初中读的连环画啊，以后就喜欢给朋友们讲故事了。秦皇汉武，文君当垆，金屋藏娇，文
景之治，汉宣中兴，王莽篡汉....
6、精彩
7、正史野史合并而来，尤其是赵飞燕姊妹一段却也活色生香。
8、很早看的一本历史演义读物，蔡东藩的通俗历史写得比很多中共史家都要好。近期看到某电视台
放映的关于卫子夫的古装剧，其中讲到巫蛊之祸，刻意淡化、文饰汉武帝，楚服伏罪倒是情理之中，
三百名巫女大多是含冤而死，汉武滥杀无辜、张汤广织罗网等细节完全篡改，真是对现在的国产剧编
剧的改编历史的能力⋯⋯无语！
9、览
10、汉朝的皇后都不是吃素的啊。
11、脚注评论应该不是作者写的，书还是不错的，就是写脚注的二傻子的观点实在不能让人认同！
12、叙事详实。
13、经过近几周时间，纵览前汉210年，历经12帝，兴衰得失，善恶忠奸，细细品味，虽不能一语参透
，然个中缘由，是非曲直，自觉能道出一二，当引以为戒，不复重辙为幸.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于德
国布伦瑞克
14、极尽权力斗争，看多了就烦了。
15、始皇迷表示好想抽他丫的一嘴一臉！想想還是算了，小說什麼的較真個什麼勁，看看過罷~
16、虽然有些评价很过时，但对了解历史脉络很有帮助
17、西汉的皇帝太喜欢搞基了，老婆嫉妒心又强，导致经常断后从诸侯王过继。
18、       基本反映了历史事实，但是笔墨多寡和着眼角度有点主观。尤其每一段标志性事件之后作者会
给出简短的点评，大多极其主观，给人以宵小背后论人的感觉。
       书宣传的道德观大致是儒家的仁的观点，有点人文的味道。但是不思与时俱进，会给当代人以迂
腐的感觉。
        唯一可取之处是以故事的手法写史，比较生动，读来不会觉得枯燥无味。
19、很早就知道这系列，在手机上看的电子版，文字简练，点评独到，比正史读得舒畅。喜欢读古代
史的推荐看看！
20、虽然有些书生的矫情，也不过点到即止，值得一看
21、腐儒秀才之笔 揶揄之口吻 哪里有众人所谓谨慎可言 作小说读无谓认真 但见这内容简介就乐了 从
一说书的那里了解中国历史？正史尚有漏误 何况作者脑补 还建议高级干部读？那倒也是 不必用脑嘛  
22、较为快速和方便的理解西汉史实，不过文辞还是有点难读，后期故事感觉有点乏味⋯⋯orz（不过
大概是历史的锅把，笑
23、泱泱大汉。。蔡老师的吐槽很给力~
24、作为了解还是不错的、、初中看的时候、挺佩服蔡东藩的   书架上那么多他的书。。从前汉一直
写到民国。
25、文笔华丽！已不多见！
26、真是全方位多角度大覆盖的历史系读物，可以拿这套书清除历史死角了。奈何是半文半白，读着
费劲。
27、昭帝之后就没啥看头了。虽然演义不是正史，但现在的电视电影改编的不敢恭维
28、偶然发现这本书还是在读状态···终于可以豪气地点上读过了 (ノへ￣、)[擦眼泪⋯⋯]
29、半白话半文言，读起来有点慢~作者写的很细，但是缺乏对政策等更抽象形态的处理，当本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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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来看不错。
30、时隔十年又读了一遍，希望这次不会半途而废
31、为了写这部《历史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
，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十年等于3650天，一天看一卷多，完了还要写一卷多，蔡居然还有自信说自己的书“是固可与历代史
册，并传不朽云”。
哈哈哈 我从未见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2、稍微有点偏执，历史人物评判的不太公正，充满脸谱化。。。。
33、0115蔡东藩作历代通俗演义者，欲以浅近之词通俗历代治乱兴衰之大凡也。前汉演义，演述前汉
凡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间“女宠、外戚、方镇、夷狄、嬖幸、阉宦、权奸”等古今来病国之厉阶。文
中夹评一人一事，文末总语谋篇之寓意、每回之大旨、人物之得失。屡见妙语卓论，如评赵高“小人
之言，往往于无理中说出一理，故足淆人视听”，恰如金圣叹评“宫之奇谏假道”之“作险语”论；
评陈胜“鱼腹藏书、篝火狐鸣之术，止足以欺愚夫，而不足以服枭杰”、“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评张耳陈余“好称贤者，实亦策士之流亚耳”；评“刘项起兵，迹似相同，而情则互异”，恰如荀悦
“同事而异情”论；论“历朝革命，首事者往往无成，首事者死，真主乃得收功”。亦不少酸儒见识
，如第六回竟以滑坡逻辑证始皇亡国实由坑儒二起。可以之粗制历史之框架，顺带思辨一番。
34、好看，每晚不看睡不着
35、作者所处年代及所受传统教育，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以致褒贬难符现代人的历史观念，但仍旧
是一部有趣味的好书
36、启蒙作
37、作者还是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思想的
38、漢武連年征伐，東平朝鮮，西討西域，南蕩諸越，北伐匈奴，西漢國力之強可見一斑...
39、这套演义比起原来明清的章回体演义话本，史实性大为增强，可以一读。但是实在受不了作者对
历史事件人物的评判了（像女祸这种我都忽略了还超多超想吐槽的评判），真的和我的史观不同
40、蔡东藩的局限性和屌丝式的胡乱批注，扣一颗星
41、第一本认真看完的历史书
42、写的很中肯，作批注的人是傻逼
43、叙事平平  读罢方知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一系列词语的适用语境   这些是需要大的跨度去印证的 。
44、前汉演义包含了太多历史的沉淀，必须多读几遍！
45、读得不是这一版，很老很老的，在我出生前我家就有了
46、这是我在10岁就能读得懂的小说。
47、打7分。历史演义体小说中，写得最好的还是《三国演义》，因为主要人物写得好。别的演义小说
都是故事连载。前汉的人物也很多。我觉得最好的角度是以王侯将相等中层人物为主角，发挥的空间
大。
48、对全集控来说  这是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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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汉亦或是西汉，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莫过两段。大汉开国、武帝奋蹄。刘邦能驾驭三杰固然是他
的帝王之术，但出现天下一统这种过于早熟的政治，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黄河流域不断地洪水泛滥
让百姓盼望着有一个统一的政令来修缮水利，因此，统一在日后人民心中即为正统。武帝时代与草原
民族的斗争、帝国双壁，神箭飞将军，听起来不错，但不过也是气候变换产生的英雄。15英寸雨量线
，肉眼开不见，但却决定了人民生产生活方式，是耕田还是放牧，自然的力量为渺小的人类早已画好
了分界线。所谓的英雄们只不过是被玩弄的棋子罢了。
2、就只说说项羽。项羽和刘邦最本质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理想的不同。项羽想做诸侯朝贡的
周天子，刘邦想做第二个秦始皇;项羽得天下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以文化论，刘邦的大一统延续的仍
然是秦代的禁书政策，从这一点看来，刘邦还不如他老婆吕雉有见识，倒是吕雉取消了书禁这个弊政
。不过总体而言，两汉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建树，到了三国时代文化才恢复点生气，这就形成一个悖
论:国家越动荡，文化越繁盛。而假如项羽得天下，不知于文化又会如何呢？人生天地间，总有属于他
的使命。撇开项羽多疑，易怒，优柔寡断⋯这些性格缺陷，在战场上的他又有谁人能敌？巨鹿一役，
几万楚军杀得几十万秦军大败亏输，吓得那些坐壁上观的诸侯王两股战战，逼得以善战闻名的章邯解
甲投降。是谓项羽专为亡秦而生，非为坐天下而生。书中对项羽着墨不多，但每叙及他与人两军对垒
，却总能使人心神激荡。往往是他这个手下败了，他就去救这个，那个败了又回头救那个，疲于奔命
，却又总能取胜。他在战场上的激情仿似他在情感上的专一。可以说，他人生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在了
战场上，所以他生命的结束也必然以战场为舞台。。。齐王田横自尽，四百门客以死相随，论人格魅
力，项羽万万不及，但后世咏项羽者多，咏田横者鲜见，何也？恐怕正是因为那千古传诵的霸王别姬
。有人说，沙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一出戏，别说沙翁一人，就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捆一块，估计也
写不出。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断片中，包含了太多的充满戏剧色彩的符号——其中有对峙，有奇谋，
有美人，有殉情，有英雄末路，有众叛亲离⋯其中最为惨痛的莫过于项羽与虞姬的生死相别。京剧中
也有汉高祖白蛇起义的戏文，但远不如《霸王别姬》脍制人口，那缠绵绯测的唱词，如泣如诉的《夜
深沉》，无不使观者动容。但饶是如此，怕也还原不了历史上真实之万一。可怜一代枭雄，最后连自
己心爱的马和女人都保护不了。项羽恐怕永远也不能明白，仅以二十八骑尚能打九个胜仗，击毙汉兵
百人的自已，为何竟输得一败涂地，他不明白只懂武功不懂文治是不可能长久的道理！乌江非不能过
，但面对理想和情感的双重破灭，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后世李清照称他为“人杰”，“鬼雄&quot;，
恐怕不仅是赞赏，也是对绝境的惋惜。在项羽短暂的三十一年的生命映衬下，西汉二百年的历史黯然
无光，所以就只说说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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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前汉演义》的笔记-第73页

        　　　　　　　　　　　　　　　　　＾陈胜＾

　　
　　起义：

　　一、当小官：

　　地方官见胜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便暗加赏识，拨充屯长.......夏人吴广，躯干与胜相似，因令与
胜并为副屯长！
　　＾＾外表是敲门砖，此话不假！

　　二、起义准备

　　1、鱼书狐嗥！

　　＾＾此乃陈吴二人的得意之作，成功笼络了人心。由此也可看出历史的不公平，陈吴的把戏被如
实写出，刘邦的那些什么斩大蛇，什么神明投胎却是真实事件的写法！　

　　　不公平！

　　2、杀将尉！

　　＾＾陈吴二人趁将尉二个酒醉，闯入营帐。按照美剧的逻辑，应该就一个镜头，手起刀落，但陈
吴却先告知二人准备逃走的打算，惹得将尉动粗，这才打斗一番，结束将尉性命，由此看出二人的果
断程度！

　　3、诈拥项燕、扶苏！

　　＾＾蔡同学批评说此举有误，项扶互为仇人，同立民众不信，但我认为更大的错误在于起义纲领
错误，拥立扶苏，意味着起义方向是拥秦，而拥立项燕，号称复楚，又是反秦，基本纲领自相矛盾。

三、陈胜的战功

　　＾＾虽然陈吴起义闹得轰轰烈烈，但陈胜本人的战功却寥寥无几！

　　　　1、攻占大泽乡：准确讲不是攻占，一个小乡镇，谁能与一堆暴徒为敌，刀一挥就可吓得。

　　　　2、攻占蕲县：一个小县城，仍然无需花费太大的力气。

　　　　3、攻占陈：陈按今天的级别来说，应该算个市，还可有兵力抵挡抵挡，但陈军攻到时，陈
是个什么状况－－适值县令他出，只有县丞居守.............守兵本是单弱，不敢出战.....由此看出，此战是
个文官领导的，这个县丞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开城出战，结果败得一塌糊涂，城门都来不及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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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妥当的做法应该是紧闭城门，陈军没有攻城武器，无可奈何！

　　　　以上就是陈胜的全部战绩。

　　　　从此他只派部下出征，自己待在陈享受，而刘帮和项羽，都是率兵亲征，此举有几大好处：
　　　　1、累积战功服众，避免部下功高盖主，尤其是在无显赫背景的情况下，刘邦做了，陈胜没
有。
        2、稳定军心，提高士气。
　　　　3、通过实战锤炼发现人才，进而提拨使用。
　　　　4、通过共患难，增进感情，从而拥有铁心追随者。

　　　　故陈派出的部下，要么战死、要么叛变！

　　四、陈胜之死。

　　＾＾陈胜死得窝囊，竟然死在了贴身驾驶员刀下，这是他的暴发户性格造成的，亲戚好友都灰心
离去，还有谁会帮他。

￣￣￣￣￣￣￣￣￣￣￣￣￣￣￣￣￣￣￣￣￣￣￣￣￣￣￣￣￣￣￣￣￣￣￣￣￣￣

　　　　！！总结：文中记载，陈胜曾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然后纵观陈胜起义前后，却是地地道
道的燕雀之志，只因客观原因所逼，才跳到历史舞台上来折腾一把，快餐式的起义，是宿命的下场。
　　
~~~~~~~~~~~~~~~~~~~~~~~~~~~~~~~~~~~~~~~~~~~~~~~~~~~~~~~~~~~~~~~~~~
　　＾谜团＾：

　　1、陈胜故乡猜测。根据谭其骧的地图册，可找到二个阳城，第一是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另一
个是登封附近，但现在比较多的说法是安徽省周口市商水县，我比较赞成商水县的说法，理由
　　　　（1）按照项羽富贵归故乡的说法，陈胜攻到陈就安定了，说明陈是陈胜故乡的可能性较大
，而商水县正好在陈的管辖内。
　　　　（2）考虑行走路线，如果是前二个地点出发，往东走到大泽乡完全偏离方向了，而商水县
虽然不是直线往北京走，但考虑到古代环保较好，山高林茂，轻度绕行还是有可能的。
　　　　（3）陈胜胜利后，有许多亲戚朋友投靠，一来古代交通不便，太远不可能，二来若不是自
己管辖内，亲戚肯定会被逮捕。

　　因此商水县为阳城较为可信！

　　2、书上记载，陈胜攻下蕲县后，令符离人葛婴率众往略蕲东，连下銍、酂、苦、柘、谯县翻阅
谭其骧的历史地图集，明显这几个县是在蕲县以西，应该为作者笔误！

2、《前汉演义》的笔记-第63页

        　　　　　　　　　　　　　＾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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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义前

　　对于严肃读者来说，这一部份基本可以忽略，全是粉刷过的假货。例如说什么吕雉仪容秀丽、丰
采逼人，说什么刘邦有王气，吕公非把吕雉嫁给他不可，这些绝对是吹大牛的，试想吕雉的亲妹妹都
能嫁给樊哙这等杀狗匠，容貌不会好到那里去，当姐姐自然也不可能太漂亮，吕公只因生了丑女愁嫁
，不得已打发给地痞刘邦而已！

　　至于什么斩白蛇、赤帝子，不用方舟子出场，大家心里有数！

　　刘邦此阶段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可以描述为：沛县地痞－－－＞芒砀草寇
　　
　　后来因为萧何、曹参的加入才沾上了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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