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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开国谋士群》

前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    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陈寅恪    雄
才大略的秦王赢政凭仗秦国“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的全方位优势，“奋六世之余烈”
，花费十年时间，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东周以来长达五百余年的诸侯割据局面，“书同文
”，“车同轨”，“行同伦”，建立起中央集权、繁荣昌盛、空前强大的大秦帝国。他自号始皇帝，
严刑峻法，穷奢极欲，焚书坑儒，兴作无度，进而梦想子孙后代能干秋万载，永享帝业。可惜人算不
如天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二世而亡，霸业成灰，真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继之而起的，是
赢政(前259-前210)的同时代人刘邦(前256-前195)。汉高祖其实仅比秦始皇小三岁，介于其间的楚霸王
项羽(前232-前202)则是后生晚辈——虽然刘邦跟项羽和他的叔父项伯先后拜过把子，一塌糊涂地一概
以兄弟相称。    刘邦给人们的印象通常只是个“好酒及色”的流氓无赖，这个昔日的泗水亭长居然能
够在秦末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与彪悍无敌不可一世的项羽争战数载并最终胜出，成为大汉王朝
的开国君主，让不少人大跌眼镜。诗日：匹夫竟续祖龙业，乱世翻成竖子名。这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见
。    战胜项羽、天下大定后，刘邦与文武百官在洛阳南宫置酒高会，畅谈刘项得失天下的缘由。高起
、王陵等人先后发言，一二三四五六七说了一大串。刘邦认为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抓住问
题的要害。他以权威口吻作总结性报告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
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
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俗
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还不够，窃以为应该再补上一句才算周全：得人才者得
天下。    孙子说，上兵伐谋。又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事所必
至，理有固然。由此看来，刘邦之所以笑到了最后，绝非偶然。这厮之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驾
驭人才，无人可及。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刘邦列举他赖以成功的兴汉三杰依次是：张良、萧何
、韩信。其中张良和萧何二人，是辅佐他夺取天下、建设政权的主要谋士。至于韩信，则是在楚汉战
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军事统帅；而韩信的发迹成功和身败名裂，又都与萧相国有着密不可分的
种种瓜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之谓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干脆说“得谋士者得天下”，
大约也差之不远。    谋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把他们当中若干具有代表性、富于传奇色彩
的出色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研究，相信是一项很有意义、也颇具兴味的工作。    《大汉开国
谋士群》是本人“谋士群研究”系列的第一部(另两部为《三国谋士群》《大唐开国谋士群》)，时间
主要界定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至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即秦末汉初时期。这段为期约30年
的历史，风起云涌，人才辈出，威武雄壮，可歌可泣，对两干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本书的主人公，是萧何、张良、陈平、郦食(yi)其(jī)、随何、陆贾这
六个在大汉开国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居功至伟、极具个性特色的谋士。先贤们博大精深的思维方式和斑
斓多姿的人生道路，可以给后人提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书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大致包括了秦末
汉初主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将《大汉开国谋士群》看作一部视角独
特的秦楚战争、楚汉战争及西汉开国简史，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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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开国谋士群》

内容概要

《大汉开国谋士群》是梁由之“谋士群研究”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时间主要界定在公元前209年(秦
二世元年)至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即秦末汉初时期。这30年峥嵘岁月，风起云涌，人才辈出，
威武雄壮，可歌可泣，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谋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博大精深的思维方式和斑斓多姿的人生道路，可以给后人提
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作为本书叙事主体的六位谋士：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
在大汉开国和巩固政权过程中贡献突出，居功至伟，每个人又极具个性特色。正是他们形成的合力，
帮助刘邦由一个“好酒及色”的市井无赖脱胎换骨，在秦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完成“
三户亡秦”的伟业，又与彪悍无敌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争战数载并最终胜出，成为西汉王朝的开
国君主，谱写合奏出一则雄奇瑰丽、荡气回肠的千古传奇。
    《大汉开国谋士群》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大致包括了秦末汉初主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重大
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将《大汉开国谋士群》看作一部视角独特的秦楚战争、楚汉战争及西汉开国简
史，亦未尝不可。
    《大汉开国谋士群》雄深雅健，清新俊逸，瞻博严谨，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

Page 3



《大汉开国谋士群》

书籍目录

小引
前言
第一章 萧何
千古良相
攀龙附凤
深谋远虑
成也萧何：关于韩信（上）
韩信将兵：关于韩信（中）
败也萧何：关于韩信（下）
伴君如伴虎
萧规曹随
第二章 张良
帝者师
博浪椎与圯上老人
风云际会
鸿门宴
运筹帷幄
定国安邦
功成身退
黄老学说与汉初政治
第三章 陈平
一个足智多谋的大帅哥之非凡人生
女子
主子
点子
左右逢源
三朝元老
第四章 郦食其
郦生其人
高阳酒徒
汉室英烈
田横五百士
大汉开国群英榜
第五章 随何
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众王的末日（上）
众王的末日（下）
第六章 陆贾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逆取顺守。长治久安
陆生渡岭。两使南越
协和文武，将相安刘
主要参引书目
秦时期全图
西汉时期全图

Page 4



《大汉开国谋士群》

章节摘录

千古良相    自秦迄今，历两千年，中华盛世，首推汉唐，千古良相，必称萧曹。    诸葛亮应该算是最
富盛名的贤相了。晋人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结尾这样评论传主：“可谓识治之良才，管、
萧之亚匹矣。”唐代诗圣杜甫在缅怀诸葛丞相的《咏怀古迹之五》一诗中赞叹道：“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这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文士，相隔数百年，风马牛不相及，却不约而同地
拿萧相国作为良相的标高。    萧何是西汉王朝的开国丞相。在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他一直
是兴汉集团的核心成员，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和左右手，对这个集团的形成、发展、壮大和最终成功，
作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刘邦率军占领秦都咸阳后，将吏们都忙于抢夺金银财宝，及时
享乐。只有萧何与众不同。他单独首先收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由此掌握了全国的地形、
户口、物产等情况，为此后持续数年的长期消耗性战争早早盘下了定海神针，表现出过人的眼力。    
项羽违背义帝原约，将刘邦的封地由关中改为偏远的汉中和巴蜀后，刘邦和手下的将领们都非常生气
，不愿前往就国，群情激愤，楚汉战争一触即发。孙子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如果这个时候与项羽决裂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一定凶多吉少。萧何力排众议，极力说服刘邦认清
敌强我弱的现实，坚决反对轻举妄动，主张先作战略退却，收回拳头，保存实力，积聚力量，伺机而
动。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定三秦”后的整个楚汉战争期间，萧何留镇关
中，固守根本，建设了巩固的根据地并负责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源源不断地以大量兵员和物资支援
前线，使屡败屡战的刘邦从无匮乏之感，总能够咸鱼翻生卷土重来，最后得以反败为胜。    大汉帝国
建立后，萧何在刘邦“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制定了汉法九章，统一了全国律令。他还协
助刘邦，通过减少赋税、复员兵卒、释放奴婢、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使饱受苛酷秦政和长期战争摧
残的士民喘了一口气，得以休养生息。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日后的“文景之治
”奠定了政策和物质基础。    萧何颇有知人之明。在刘邦势力还比较微弱的时候，他全力举荐当时还
泯然众人默默无闻的韩信出任汉军主将，这也许可以视为汉楚双方成败兴衰的关键。后来，他又被迫
协助吕后诱杀韩信，以致后人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慨。从心理角度分析萧何为什么帮助吕
后诛灭韩信，是很有意味的。    萧相国还颇具容人雅量。他病重弥留之际，捐弃个人恩怨，以国家根
本利益为重，向朝廷推荐与自己有嫌隙的曹参作为相位继承人，保证了政权和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萧规曹随，成为千古佳话。    刘邦与萧何的私人感情很不一般。他力排众议，坚持将萧何列为头号
功臣，恩宠无人可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萧何却是个例外。萧相国身后，子孙四次因罪失去侯爵
，皇帝总是搜求他的其他后人，续封■侯，这在功臣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西汉开国皇帝与丞相齐
心协力，合作无间，取得巨大成功，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珠联璧合的模范帝相，也成为后世景仰学习的
样板。与他们最具可比性的，是同样从布衣崛起的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首相李善长。    朱元
璋起兵之初，向李善长请教平定天下之策。李善长说：“汉高祖起自布衣，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五
年就成就了帝业。你们老家相距不远，效法高祖的所作所为，平定天下并非难事。”朱元璋认为很对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大封群臣，左丞相李善长封韩国公，位居功臣之首，制词比之为萧何，褒
奖得天花乱坠，无所不至，俨然又一对不让前人专美的模范帝相横空出世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    
饶是萧何与刘邦关系那么深那么铁，为人处事非常低调，十分小心谨慎，采取了多项措施自保，甚至
不惜自诬，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刘邦的猜忌，一度被交送廷尉拘押审问。所幸有人说情，加之刘邦毕竟
还算恢宏大度，结果总算有惊无险。    李善长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以
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位退休多年、老态龙钟、时年七十七岁的第一功臣阖家老小七十余人一概处死，唯
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托妻子临安公主的福，与儿子李芳、李茂等人得到恩免，捡了几条命。朱元璋前
后用过四位丞相，居然无一善终。他后来更是干脆废除了历经千年的丞相制度。钱穆指出，“明代的
政治，走上歧途”，“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自秦以来辅弼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
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封建社会君臣之间普遍存在深刻矛盾，关系往往是畸形的，这是由帝
制“家天下”的非人性本质所决定的。随着帝权的不断膨胀，这种畸形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晰、刺眼，
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中国的千年帝制，废除尚不到百年，流弊仍然极多极重。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进行自由民主、富有效率、符合人性的现代化制度
性建设，仍是刻下的当务之急。攀龙附凤    萧何是泗水郡沛县丰邑人，跟刘邦是小老乡。他通晓法律
，为人平和公道，交游广泛，人缘极佳，处理问题既老练又周到，文笔也很来得，在县令手下当了个
“主吏掾”，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秦朝有一位御史，奉命来检查监督郡政，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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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开国谋士群》

被抽调跟随办事。他抓住机会，卖力表现了一番，鞍前马后，东奔西颠，将一应事体全都打理得井井
有条妥妥帖帖，让御史十分满意。于是御史提拔萧何升任泗水郡的“卒史”，主管全郡的文书档案。
这点差事，对未来大汉王朝的开国丞相而言，当然只是小菜一碟。萧何应付裕如，不久又轻轻松松随
随便便地在一次官员考评中拿了第一，让御史更是大为高兴，觉得面子光光牛皮哄哄：他既佩服萧何
的能力，也佩服自己的眼力。    这位御史可算是个颇有使命感、为国惜才的官员，有良心，又肯负责
任，他认为萧某还是大材小用了，打算向皇上举荐萧何到朝廷任职，一展身手。其实他们之间纯属工
作关系，并没多少私交，更无行贿受贿情事。不过这次萧卒史没有接受上司的好意，再三辞谢，终于
没去。至于萧何究竟是安土重迁呢，还是他已经未卜先知，敏感地意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大乱
在即，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群呢，史无明载，就只好存疑了。    萧何精明谨慎勤勉细致，
固然是个顶呱呱的能吏，但这种人并非稀缺动物，一抓一大把。如果天下太平，他也只不过是一名称
职的小公务员罢了，充其量也就混个司局级退休，几乎百分百会在历史的汪洋中湮没无闻，难以激起
哪怕是一朵微末的浪花。太史公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实在并无什么了
不得的惊人之处；他之所以能成为响当当硬邦邦的大人物，是“依日月之末光”——也就是说，萧何
能出人头地，是因为攀龙附凤，跟对了领导；具体地说，就是托了刘邦的福，沾了刘邦的光。    公不
离婆，秤不离砣。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没有汉高祖就没有萧相国。介绍萧何，不能不说到
刘邦。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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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由之编著的《大汉开国谋士群》的主人公，是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这六个在大
汉开国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居功至伟、极具个性特色的谋士。先贤们博大精深的思维方式和斑斓多姿的
人生道路，可以给后人提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书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大致包括了秦末汉初主要
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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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的知识点介绍的好好，非常好看
2、很喜欢梁由之先生的百年五牛图,所以也购买这本书.不过感觉行文有点飘,不够严谨.看看易中天先
生的相关著作,便知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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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除了研究学问以外，或者说研究学问本身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做帝王师
。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解，这个“师”字是老师的意思，大概是想教导帝王。帝王这个物种很奇特，可
以尊崇之、蒙蔽之、利用之、篡夺之，不可为其师。所以，这个“千古文人老师梦”基本上没有实现
过。老师做不成，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够在社会生活里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好是处在掌握社会生活的
位置——老实说，除了这个他们也不会干别的。太平盛世、或者是至少看上去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可
以为相为官；乱世的时候，苟全性命既然不易，不妨出来开创一番事业，倒是基本实现了为“帝王师
”的构想。只是这个“师”不是老师，是军师。军师也是知识分子中一个比较奇怪的物种。军师是民
间的叫法，正规的说法应该是“谋士”。做谋士者，与传统上我们认为的知识分子的出身不同。一般
说到古代的知识分子，汉以后专指儒生。但只要是谋士，基本不能算儒生，至少不是纯儒。夹杂法家
、阴阳家、纵横家，最后由于百家思想除了儒家外，其他数家都归到道家的名下，谋士在我们的心目
中，就有了类似诸葛亮与刘伯温的形象了。这种谋士的传奇，应该说起自汉初开国。梁由之先生的新
书《大汉开国谋士群》说的就是这段散落于历史中的谋士传奇。但读后感这件事另有一种写法，说某
书写的好不是唯一的目的，不妨说说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历史上的军师——也就是谋士这个物种能给
人带来点什么思考。为什么是汉初？谋士自古有之，截取汉初这个时间点，在历史上有其独特之处。
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汉朝这个朝代的建立，除了那些在制度上的历史成就外，最大的不同点，是这个
朝代是凭空建立的。我们知道，无论传说中的“夏”，还是代之而起的“商”、“周”，以及春秋战
国，一直到“秦”，都是一种贵族的逐鹿游戏。祖上是贵族，后代来发展，最终化家为国。而汉朝的
立国者无非是个市井流氓，最终建立一个朝代的意义倒不是延续了所谓“秦制度”，而是干脆颠覆了
整个贵族的意识，天下逐鹿变成天下人逐鹿，化家为国的家，也未必是钟鸣鼎食的世家大族。对于知
识分子而言，这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买主其实是相对固定的。如果两强争霸的话，可以扔铜钱决
定，反正不归于商就归于周；如果赶上春秋时代，考验眼光与运气的机会更多一些，可也就是那些诸
侯，多扔几次铜钱也就是了。但到了汉朝，对不起，群雄并起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此处用本意），确实是很艰难的事。尤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几乎每个人都从理论上有争夺天下的可
能。何去何从就是个绝大的问题了。选择与可能性多了以后，故事自然就精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汉
初的这个谋士群体是真正意义上的谋士，与先秦那些说客型谋主不同，经过了更多的战争与波折，最
后得到的成果也大于前面那些时代。这些成功者的故事，当然具有高度的可读性。为什么写谋士？谋
士是个很悲哀的职业。一般来说，眼光足够好、运气也足够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位能够成王成霸的人
物辅之、导之，但最后成功之日，基本都是这些谋士们倒霉之时。《大汉开国谋士群》里写了六位，
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和、陆贾。应该说刘邦这个流氓皇帝还算不错，这几人下场虽然各异
，毕竟真是死在刘邦手下的应该说是没有的。可是且慢。史载，张良避祸从赤松子游，结果看到即使
如此也受到猜忌，又变更手法更求柔顺；陆贾为吕氏所逼，避祸于家。郦食其被烹死、陈平被疑盗嫂
之类的记载也是颇有点意思。但比较起他们的后辈，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幸运。诸葛亮累死于五丈原算
是比较好的结局，至少那算是因公殉职。到了明朝，另外一个流氓皇帝朱元璋上场，得天下之后大杀
功臣。民间传说的刘伯温、也就是刘基，能掐会算近于算命先生，结果天下虽然经他算定归了朱家，
他老人家背疮发作，朱元璋赠下与病相冲突的烧鹅一只。正所谓死也要死、不死也要死。所以，谋士
这个职业往往善为人谋而拙于谋己，所有这些波澜壮阔的史诗背后都隐隐有着悲剧的命运。这是关于
谋士的书值得看的另外一个地方。大幕缓缓拉开我个人把《大汉开国谋士群》当作一块徐徐拉开的幕
布。虽然从文本的意义上说，作者是在讲述一个成王败寇的故事，但也不妨引申而看古代知识分子的
某种宿命。正所谓“栖山恨不深”。作为在皇权之下的读书人，只能有两个心灵的指向。一个是助人
成为明君圣主；一个是“不求闻达于诸侯”。这两种心境是互相转换的。我相信古代很多读书人具有
这种修养与审美能力。只是世事如潮，一旦被裹挟其中的话，抽身也是异常艰难的。能够死于床榻已
经应该感谢天恩祖德了，祸及全家的例子也是史不绝书。这本书以异常的高调赞颂了汉朝开国的几位
谋士的事功，但在那种激越而内敛的文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有一点点苍凉。可能是始终
萦绕心中那句话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何的雄姿英发、怎样的料事如神，毕竟只是帝王菜
篮子里的“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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