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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老而恢弘的华夏神州，是世界所公认的创造谋略和盛产智谋的

故乡。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智谋故事的传奇史，又是一部

智谋人物的活动史。翻开浩瀚如烟、博大精深的史籍，我们犹如置身

于巨大而辉煌的舞台上，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直面交流，

这边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那边是“血淋淋败者成寇胜者

王”。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总有谋略在其中屡建奇功，让人敬佩折服；

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又总有智慧在其中大放异彩，让人叹为观止。

当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时，总会出现明君慧帝顺天承运，问鼎皇位；

而当社会动荡、内外生变时，又总会出现智士谋臣应运而生，力挽狂

澜。 

走进这一幕幕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大剧中，无数鲜为人知、包容着

正邪智谋在内的内幕奇闻，令我们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我们看到了

励精图治、勤政德民的帝王御谋，也看到了文韬武略、安邦定国的重

臣权谋；看到了继往开来、德高望重的贤臣运谋，也看到了权倾朝野、

为害忠良的奸臣弄谋；看到了命运坎坷、前途凶险的皇子图谋，也看

到了专宠一身、遗恨千古的后妃变谋；看到了投机钻营、富甲天下的

名商财谋，也看到了金戈铁马、出奇致胜的名将战谋，等等。所有出

场的历史风云人物，个个凭着超人的智慧和卓绝的谋略，演出了一幕

幕精彩绝伦的历史大片，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历史长卷。这些凝

聚着深邃而精湛智谋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历史绝唱，

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启迪着现代人类的智慧

思考，也激发着炎黄子孙再铸辉煌的勇气豪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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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人们：人类的智谋是不分种族、不论出身的，但运用智

谋的人，却要受到社会阶级的限制与历史环境的制约。丰富的知识与

过人的智慧，只有与良好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结合，才能做出顺应

历史发展规律、顺乎万民大众心意的正义之事，也才能名垂青史，万

古传颂。否则，便只能助纣为虐，残害忠良，谋取私利，遗臭万年。 

本书内容宠大，史料丰富，情节入胜，叙述传神，引领着读者沿

着中华祖先留下的历史足迹畅游浏览，使人在阅读欣赏中，感悟前人

的智慧与神奇，引发今天的思考与遐想，从而充分领略中国历史文化

的奇妙与伟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重视历史的借鉴与

警示。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割裂历史的传承就是倒退。21

世纪的中国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包容着无数智慧和经验教训的中国历

史。本书的目的即是为了满足读者探寻中国历史奥秘的兴趣和愿望，

是为了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地被后人发扬光大。 

“继往”是为了“开来”，学习历史是为了未来，让我们继承中

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共同创造未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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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妃作乱，临朝建制 

1.吕后专权血溅汉宫皇室 

公元前 195 年（汉高祖 12 年），汉高祖刘邦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刘邦知道自己要归天了，便把吕后找来，说道：“我最喜欢如意，你

要把他培养成才，将来他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吕后点了点头，但

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你死后，我就杀了他，把你宠爱的妃子——

刘如意的母亲也杀了。不久，汉高祖刘邦去世了。 

汉高祖一死，刘盈继位，刘盈就是汉惠帝。汉惠帝当时只有 17

岁，懂得事情又不多，再加上性格怯懦，所以朝中大权都掌握在他母

亲吕后手里。 

吕后名雉，其父吕公当年和沛县县令交情很深。所以吕公带着全

家人从尊父移居到沛县。 

县令为吕公设宴接风，吕公非常高兴。吕公和县令有深交之事，

传得到处都知道了。 

吕公有一小女名雉，貌似天仙，一直未出嫁，吕公想给她找一个

合适的人家嫁出去。沛县县令看到吕雉十分漂亮，便派人求亲，吕公

心想：你都是半百之人了，还想娶我的女儿。但吕公又不想因此伤了

感情，便对求亲人说：“我和县令大人以兄弟相称，小女怎么能和叔

父相配呢?”说完又给了求婚人许多宝物，让他在县令面前多说好话，

县令也没有在意，因为他身边美女很多。 

这一天，吕公举行盛大宴会，庆祝自己的大寿。听说县令的好朋

友要庆祝大寿，那些想巴结县令的人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大好机会，都

纷纷带着重礼前来祝寿。一时间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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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那时身为沛县的一个亭长，也想巴结一下县令，但他身无分

文。刘邦来到吕公府上，对着账房说：“贺礼一万钱。” 

吕公一听有人贺以一万钱，赶忙起身相迎，但是刘邦却分文没带

来，对账房说：“明日到府上去取。”吕公请刘邦上等席位坐。 

有人私下里告诉吕公：这个人叫刘邦，家里很穷，他根本不可能

有一万钱，他特别喜欢说大话。 

吕公见到刘邦后，觉得刘邦长得不俗，有天子之相，便摇了摇头

说：“迟早有一天，刘邦会有成千上万个一万钱的。” 

大家不明白吕公的意思，也没有深问。 

吕公让其妻出来见刘邦，对她悄悄说：“这个人叫刘邦，我想把

女儿嫁给他。”其妻问道：“他是干什么的?”吕公说：“他是一个

亭长。”妻子责问道：“你天天说女儿是一奇女，要把她嫁给贵人，

县令你不让女儿嫁，却要嫁给一个亭长。”吕公说道：“妇道人家，

没有长远见识。” 

刘邦那一日喝得太多了，根本走不回家了，只好留在吕公家，吕

公对刘邦说：“我有一小女名叫吕雉，想嫁与您为妾。” 

刘邦酒一下醒了一半，心想：哪里去找这等美事，和县令有深交，

家又有万贯钱财，便答应道：“那太好了!” 

刘邦后来得了天下，吕雉成了皇后。 

吕雉也确实是位奇女，性格刚强，做事果断，但是她心狠手辣。 

刘邦刚一死，吕后就开始篡夺权位。她没有立即发讣告，而是和

自己的亲信审食其密谋杀功臣。吕后对审食其说：“现在朝中有些老

臣居功自傲，要他们辅佐年轻的皇帝，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我们不

如将他们斩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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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食其说：“太后，我们不能发讣告，不能让他们知道汉高祖已

亡，应先杀了那些大臣之后，再发讣告。” 

大将郦商想去拜望汉高祖，可卫士说什么也不让见，郦商有一种

感觉：汉高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人世。 

郦商派人去四处打听，果然汉高祖已经去世 4 天了，而且吕后想

篡夺权位。 

郦商知道审食其是太后的亲信，便去找他，对审食其说：“如今

皇帝已去世 4 天，你们都迟迟不发讣告，而且还想杀害有功之臣。大

将樊哙、陈平等人乃开国元老，威望很高，手又握重兵，如果他们一

旦知道了，会起兵造反，那时，你们可就收拾不了了。” 

审食其听了这番话，赶快报告了吕后，吕后也吓了一跳，这才对

外公布汉高祖已去世，让太子刘盈继位为皇帝，办理汉高祖的后事。 

吕后始终不忘，刘如意是刘邦最喜欢的妃子所生。她想：我要让

你们母子俩一起到黄泉下相见。 

吕后把刘如意从封地召回。惠帝虽然胆小，但是他知道母后想做

什么，就派人把如意接到皇宫里，让如意寸步不离开自己。吕后只好

等待机会下手。 

有一天，汉惠帝出去打猎，他叫如意一起去，如意说身体不适，

在宫中休息一下。 

当汉惠帝打猎回来之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宫中，当时就傻了眼，

如意已七窍流血而亡。原来是吕后派人用毒酒毒死了如意。 

吕后还不罢休，又派人把如意的生母戚夫人砍掉双手、双脚，又

挖去双眼，割去舌头，熏聋耳朵，最后把她放进猪圈，称之为“人

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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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吕后带惠帝去看人猪，汉惠帝认出了“人猪”是父王

生前最宠爱的妃子戚夫人。他痛哭一场，认为生母的手段太狠毒。从

此汉惠帝不再理朝政，而且整日抑郁寡欢，再加上观看“人猪”所受

惊吓，年仅 24岁的他在悲凉中死去。 

吕后独揽了大权。但是怕文武不服，便派人从后宫抱来一个婴儿，

冒充汉惠帝之子，立为少帝。少帝还是个孩子，大权仍由吕后独揽。 

少帝渐渐长大，他知道自己不是汉惠帝的儿子，而且亲生母亲已

被吕后杀害。就扬言要为生母报仇。吕后得知这个消息后，派人将其

杀死。另立一个孩子为帝，仍称少帝，少帝长大一点后，对吕后有些

不从，又被杀害。吕后做起了实际的皇帝。 

刘邦生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用同姓王逐步代替异姓王。吕

后也学刘邦的方法，用吕家王代替刘家王，借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她派人将赵国、梁国、淮南国、燕国的诸侯王逼死或害死，让自

己的侄子、侄孙做这几国的诸侯王。 

吕后又把侄儿吕禄、吕产封为诸侯王，分别负责守卫京城的北军

和警卫皇宫的南军。 

吕后还不满足，又从齐国割出一个济南郡，改称吕国，封自己的

侄子做吕王。她还挖空心思，把吕家的几个孩子冒充汉惠帝的儿子，

也封王封候。 

吕后把吕家的后代都封王封候，违背了刘邦生前非刘姓不得封王

的规定，引起了一些忠臣的不满。为了不让那些忠于刘家的大臣反抗，

她又铲除异己，赶走了丞相王陵，任陈平为右丞相，自己的亲信审食

其为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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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生前大封同姓王，指望这些刘氏王能够保住刘氏江山，但他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江山社稷不是被异姓夺走了，而是被吕后夺走

了。 

2.邓太后诛杀异己保权位 

自从汉殇帝刘隆一死，邓太后心情就很沉重，她在想：立谁为皇

帝，对自己最有利，可以使自己继续独揽大权呢? 

邓太后便和自己的兄长邓骘，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商量。 

郑众对邓太后说：“太后，小皇帝驾崩，周章一伙人便密谋想立

刘胜为皇帝，如果刘胜做了皇帝，用不了几年，便可独立处理朝政，

恐怕对太后的权利有威胁啊!而且，光禄勋周章掌握满朝大夫、中郎

将的生死大权，势力非常庞大，我们不得不防他啊!” 

邓太后说道：“周章等人早就想削弱我的权力，我不会让他们得

逞的!” 

蔡伦道：“太后，我们现在应马上选一个人，准备立他为皇帝，

国不可一日无君，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 

邓骘也说道：“太后，我用武力保护你，你赶快下决定吧!” 

邓太后深夜召见清河王刘庆及他的儿子刘衤右。 

在邓太后谋划的大事同时，朝中另一派也正在密谋，代表人物便

是光禄勋周章。周章得知邓太后密诏刘庆及他的儿子刘衤右之后，立

即召集朝中要臣。周章知道清河王刘庆和邓太后是一股势力，邓太后

很欣赏刘庆，刘庆自然也很听太后的旨意了。 

周章对那几位大臣说道：“殇帝归天，按理应立平原王刘胜为皇

帝，才可顺天意。但是邓太后另有打算，她深夜密召刘庆及他的儿子

刘衤右，很可能立刘衤右为皇帝。清河王刘庆与我们几位素来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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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儿子做了皇帝，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啊!我们不如联名上

疏邓太后，立平原王刘胜为皇帝。刘胜虽小，但没有几年便可独立处

理朝政，到时候我们再联合皇帝，一定能削弱邓太后及邓家的势力。” 

其他几位大臣也纷纷说道：“周大人所言极是，吾等愿意听周大

人的话，明日联名上疏邓太后，请求立平原王为皇帝。” 

第二天上朝之时，周章首先跪倒，说道：“邓太后，殇帝驾崩，

国不可一日无君，不知邓太后想立谁为皇帝?” 

邓太后一听，心里便知道了周章的用意，十分生硬地答道：“这

件事我已经考虑了，我想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衤右为皇帝。” 

周章身后又跪倒了几位大臣，就是昨夜密谋的那几位，说道：

“邓太后，万万不可呀，平原王乃和帝之子，只有立他为皇帝，才能

顺应民心，才能振兴汉室啊!” 

邓太后冷冷地说道：“平原王刘胜精神恍惚，生性胆小，我看他

难当此任。” 

周章道：“邓太后，刘衤右不是先帝之子，又不是封王，恐怕没

有资格吧!” 

邓太后道：“刘衤右虽不是先帝之子，但是系属皇族，而且有治

国平天下之志，聪明好学，知书达理，我看他一定能够重振汉室江山

的，不是封王，我明日便封刘衤右为王。” 

周章等人还打算争论，可邓太后已起身离朝，不再理睬那几个大

臣了。 

邓太后回到后宫，立即派自己的哥哥邓骘到清河王府去接刘衤右

入宫。 

周章秘密派人去刺杀刘衤右，但邓骘亲自保驾，周章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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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6 年，刘衤右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史称安帝，定国号为永

初。 

刘衤右当上了皇帝，但他年纪尚小，邓太后仍然临朝听政，把握

朝中大权。周章等人一看到刘衤右登基，拥立平原王的气焰被打了下

去。 

邓太后继续掌握朝政，她深知周章等人心里不服气，便想方除掉

他们。但是又不能立即斩首，因为那样做会失去人心。 

邓太后最担心的就是周章的权力，她想夺周章的权力，但又怕别

的大臣不服，因为周章也是汉室江山的功臣，为汉室江山立过汗马功

劳。郑众给邓太后出了个好主意。 

郑众对邓太后说：“太后，想剥夺周章的权力并不难，您可以拜

他为司空。这样，职位虽然升了，但却没有实权，可以把他现在的职

位让给您的近臣。” 

邓太后一听，心里非常高兴，这样做，别的大臣无话可说，周章

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周章做了司空之后，心里十分不满。他想：我一个大功臣竟落得

如此地步，我不如反了呢，废掉安帝，拥立平原王。 

周章主意拿定后，便邀来两个好友，和他们密谋造反之事。这两

个好友一个是王尊叔，另一个是元茂。二人和周章关系甚好，对邓太

后的做法也十分不满。周章把想法一说，二人立时同意，说道：“周

大人，当朝邓太后依靠车骑将军邓骘及郑众等宦官独揽大权，不肯立

和帝之子为王，野心颇重，我们愿意和周大人联手，发动政变，推翻

安帝，立平原王刘胜为帝，废除邓太后，免除她对我们的威胁。” 

三人一拍即合，自以为很周密，但不知道早有人监视他们，并偷

听了三人的讲话，悄悄地告诉了邓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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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听了，也不声张：把自己的兄长邓骘叫到后宫，让邓骘在

宫殿之上设下重兵。 

第二天，三人上朝，刚一到殿上，便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卫兵手

拿刀剑，寒光闪闪，威风凛凛。周章三人知道大事不好，但再想反叛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计划还没有实行便败露了。 

只见邓太后稳坐龙椅，当场宣布：“司空为国日夜操劳，如今体

弱多病，今免其职，回去养病罢。王尊叔和元茂你二人也劳苦功高，

你们也随周章一起回去吧!” 

三人傻了眼，知道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邓太后是不会放过他们

的，于是都服毒自杀了。但此事并未了结，邓太后又命人将三家全部

抄斩。 

朝中其他大臣一见邓太后如此狠毒，虽有怨言，也不敢说，只好

忍气吞声。邓太后的势力又明显加强了。 

但周章等人的势力仍没有彻底消灭，邓太后对这些人都派人暗中

监视，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人也都深知邓太后的厉害，所以也

没有人有非分的行动。 

安帝 14 岁时，郎中杜根认为安帝可以独立处理朝政了，有推倒

邓太后的最好理由了。便上书道：“太后，安帝已满 14 岁，年纪虽

小，但已可独立处理朝政了，先帝也是 14 岁便亲政的，请太后还政

于圣上，方可顺民心啊!” 

邓太后知道杜根和周章乃是一派的，大怒道：“大胆杜根，我辛

辛苦苦辅佐安帝，什么时候还政于安帝，我心里自然清楚，你干涉朝

政，该当何罪!来人啊，给我把杜根押入死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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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牢门的人和杜根是老乡，杜根平时对他很好。深夜，看牢门的

打开大锁，放出杜根，给杜根换了一套衣服，二人逃了出来，隐入深

山，再也没有消息了。 

邓太后对那些反对自己的大臣，找借口一个一个地消灭掉了，以

此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3.用贿赂丑女嫁太子 

晋武帝司马炎要为 12 岁的太子司马衷选妃子。这一消息在宫廷

中又引起了一场明争暗斗。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急忙和妻子郭槐商量，郭槐做梦都想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那样自己岂不就是未来的皇帝的丈母娘吗?

可听说皇上更中意卫将军的女儿，他俩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局面扭转

过来。郭槐忍痛拿出自己的金银财宝贿赂宫人，求他们向杨皇后说情。

宫人们便在杨皇后面前把贾充的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如何有才有德，

最适合做太子妃云云。杨皇后信以为真，就向晋武帝提了出来。她知

道晋武帝更中意卫将军之女，就说：“人们都说贾充的女儿很有才德，

陛下不应固执己见，让我们失去好媳妇而感到遗憾。”见晋武帝犹豫

而沉默不语，杨皇后心生一计，说：“依我看，陛下可以征求一下大

臣们的意见，看看选谁家的女儿为好。不知这个办法怎么样?”她知

道贾充在朝中势力大，为他说话的人一定多。晋武帝听了，点点头表

示同意。 

第二天晚上，晋武帝在后宫，设宴请群臣来商议。晋武帝一提出

为太子择妃的事，贾充的党羽们便纷纷赞扬起贾充女儿的德、才、工、

容。这一下把晋武帝说得疑惑不定起来，以为自己原来了解的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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