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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 

金屋藏娇是本愿，但十六岁即位后，对着三千佳丽和治国的大业，

难免使阿娇冷落……其文治武功世所罕有。与东方朔等文士之间的事

迹，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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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前元元年(前 156 年)七月初七凌晨，猗兰殿里传出婴儿出

世之时第一声啼哭。他便是后来的汉武帝。景帝为他起名叫彘。后来

觉得皇帝有子叫彘(猪)不适宜，又改名为彻，含有聪明透彻之意。 

刘彻的生母王夫人，乃是槐里(陕西光平县东南)人，王仲之女。

王夫人的母亲臧儿，是汉初燕王臧荼之孙女。臧儿嫁与王仲，生有一

子与王夫人姐妹俩。王仲早死，臧儿生活无依无靠，改嫁与长陵(汉

高祖刘邦的陵墓，在隘西咸阳东)田氏为妻，又生二子，即田与田胜。

臧儿长女嫁与金王孙为妻，后因臧儿与金氏有怨，金氏遂将臧儿长女

送入太子宫，做了当时尚是太子的刘启的妃子。刘启颇宠爱她，她先

后为刘启生下三女一男，男孩便是刘彻。 

据说当初王夫人怀刘彻时，曾梦见太阳入怀，汉景帝说这是个吉

梦，是此婴儿将来必然大富大贵的征兆。这个吉梦传遍宫中，在刘彻

身上也就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但是他母亲只是个妃子，他也只能算

作庶子。按封建宗法规定，庶子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刘彻共有兄弟十三人，上有数个哥哥，下有数个弟弟。帝王的儿

子生来就是所谓“龙种”，享有种种特权。刘彻尚是个三岁娃时，就

被封为胶东王。他的大哥刘荣被封为皇太子。 

汉景帝有个姐姐叫刘嫖，称为长公主。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

长公主想把女儿许配给皇太子刘荣，但刘荣的生母栗姬不答应。长公

主让女儿成为皇后的希望成了泡影，便与栗姬结了仇。长公主一向很

喜欢刘彻，便想把女儿许给他，但陈阿娇比刘彻大几岁，汉景帝不太

同意。有一天，刘嫖逗刘彻道： 

“儿愿娶妇否?” 

刘彻生性聪明，对着长公主嘻嘻地笑。长公主故意指着宫女问他

是否同意，刘彻摇头。长公主又指着自己的女儿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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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娇可好?” 

刘彻笑着说道： 

“若得阿娇为妇，合贮金屋，甚好!甚好!” 

引得众人都笑起来，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汉景帝从

笑声中看到了刘彻的聪明伶俐，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王夫人与长

公主结成亲家，关系更密切了。 

长公主刘嫖非常有心计，在景帝一朝是个举足轻重政界人物，能

对弟弟景帝施加重要影响，这对刘彻后来被立为太子有极重要的作用。 

汉景帝的正妻薄皇后因为没有生儿子而被废了。景帝想立栗姬为

后，但栗姬不识大体，使景帝很生气。长公主趁机对景帝说： 

“栗姬崇信邪术，诅咒妃嫱，每与诸夫人相会，往往唾骂不已。

量窄如此，恐一朝为后，又要有人彘的惨祸了!” 

长公主还经常在景帝面前夸刘彻和王夫人，景帝不再提让栗姬做

皇后的事了。 

又过了一年，有几个大臣出面请立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把为

首的杀了。不久，撤掉刘荣的皇太子储位，改封临江王。栗姬的兄弟

栗卿出来反对，也被杀了头。栗姬气得害了病，不久就死去了。 

刘荣被废去皇太子储位后，朝廷展开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梁王刘武对皇帝的宝座早就垂涎三尺，马上赶到京城进行活动，希望

取得王位继承权。刘武一到京城便向窦太后表白自己的心思，窦太后

又转告给景帝，景帝召集大臣进行讨论。有个叫袁盎的大臣出来表示

反对，提出宋宣公传弟不传子引起大乱的事，希望景帝引以为戒。景

帝只好遵守“传子不传弟”的规定。刘武的希望落空了，为了泄愤，

竟谋杀了袁盎等十余个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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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斗争，汉景帝终于在前元七年(前 150 年)立王夫人为皇

后，立刘彻为太子。七岁的刘彻取得了皇位继承权。 

 

刘彻自小就表现出聪明才智。汉景帝本来就喜欢他，立为太子后，

更是精心培养，请来德高望重的卫绾做他的老师。卫绾是个具有多方

面才能的学者，精通儒学和文学，还懂得修车驾车等一套技术，曾辅

佐过河间王刘德，使刘德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家。在平定“吴楚

七国之乱”中，卫绾指挥军队作战有功，被升为中尉，后又被封为建

陵侯。能文能武的卫绾对刘彻培养了七年之久，给刘彻以很大的影响。 

幼年的刘彻很喜欢学习，对儒学经典、骑射、文学都有很大兴趣。

他读了当时著名文学家枚乘的赋后，十分佩服，一直想见到枚乘本人。

后来他做了皇帝，用安车蒲轮把枚乘接进京。他还向出生在匈奴的韩

王信的后代韩嫣学习骑射。这样，他发展成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能

文能武、有胆有识、思想活跃、心境开阔的人，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建元元年(前 140 年)，十六岁的刘彻已成为一个英俊的少年了。

他在丧父的悲痛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日后的汉武帝。在宏丽、

宽敞的未央宫正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刘彻在皇位上挺胸而坐，在

“万岁”声中接受了文武百官的祝贺。这位少年皇帝接受了统治汉家

天下的重任。 

在他登位之前，正是“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发

展，到文景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汉武帝即位之时，“国

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

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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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都是汉初实行“清静无为”政治所带来的

结果。 

 

父亲景帝的早逝，使这个从小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无忧无虑地成

长起来的少年皇帝，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成熟起来。他已经颇为懂事

了，但尚未清楚该如何挑起这副统治天下的重担。虽说有母后与大臣

的辅弼，可是一切大政方针，还得经皇帝亲手批准，才能最后决定。

这位少年皇帝要开始考虑国家的一切，他想到国家的巩固，想到抗御

北方的匈奴……，他的经验不足，但有旺盛的精力，有勇往直前的进

取精神。 

 

汉武帝自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因而对道家“清静无为”的

思想与“无事无欲”的淡泊生活颇不习惯，而对儒家的繁文缛节有浓

厚的兴趣。他想让有才能的儒生到朝廷做官。这样，不仅可以重用一

批人才，也会提高儒家的身价。 

建元元年(前 140年)十月，武帝签发了一道诏书： 

“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诸侯相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

谏之士。” 

他还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朝廷为此专

门设置了管理上书事务的公车司马令，称为“公车上书”。诏书下发

后不久，便有上千件“言世务”的上书被送至京城长安。年轻的武帝

身材魁梧，胸脯宽宽大大，脑门又高又亮。他浓眉大眼，声音洪亮，

每天武帝都聚精会神地阅览着奏章，一眼看上去，便知他精力颇为充

沛。他那思才若渴之心如惊涛骇浪，不可阻挡。他选中了董仲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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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偃、徐氏、严安、朱买臣等人。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开始就表现出了

卓越的胆识。 

 

汉武帝的老师卫绾是首任丞相，这是景帝有意安排的。景帝见他

正派持重，提拔他做御史大夫、丞相、辅佐汉武帝。 

汉武帝下诏说要举贤良方正，未曾说只举儒生。做过武帝老师、

深知其用心的丞相卫绾上奏道： 

“所举贤良之士，有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学，有的习苏秦、

张仪的纵横之言。他们只会惑乱国政，请陛下把这些人都黜退。” 

这个奏疏正中武帝心意，他立即批了一个“可”字。从朝廷到各

郡国立即按照这个要求推荐“贤良”进京对策。 

武帝还按照儒家经典《礼记》规定的制度，在京城南面造了一座

明堂，为皇帝接见诸侯之用。皇帝在明堂内背着屏风南向而立，诸侯

等分尊卑站立两旁，“万国衣冠拜冕旒”，比叔孙通定的朝仪还要尊

严。 

贤良对策后，汉武帝着手政治改革。首任丞相卫绾年事已高，滥

杀一些官吏，引起众人不满。汉武帝感到很失望。卫绾尚有自知之明，

借病请求退休，汉武帝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魏其侯窦婴接替他的

职务。汉武帝还叫母舅田太尉，掌管军队。窦婴和田都喜欢儒术，他

们向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又推荐他们的老师、

《诗经》博士申培改革祭祀和研究明堂制度。汉武帝派人用蒲车礼聘

申培到长安做大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与这些儒臣合作，决心干一番事业，实行改革，

推行进取的政治措施。首先，严格法制，要求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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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亲国戚，罪行核实后给予贬谪。为削弱王侯的权力，下令要求住

京的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去。接着是对百姓施行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

减少“转置迎送”的卫士一万人，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贫民，

废除关卡的税收制度。施行恩德，振兴教化。汉武帝下令： 

年满八十的老人，给他家里免除两个人的口算钱；年满九十的老

人，免除他家里的口赋钱，并免除一个儿子的徭役，继而又起草巡狩、

封禅制度，准备变更历法和服色，顺利地进入太平盛世。此外，汉武

帝还要求做好反击匈奴的准备，并于建元三年(前 138 年)派张骞出使

西域，联合西方的大日氏国夹击匈奴。汉武帝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改变

了。 

这些政策和措施几乎都是在汉武帝登基后一两年内推行的，说明

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改革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此时朝中大权仍然操纵

在“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皇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从立为皇后开

始，已有四十年之久，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其家族恃宠怙势，为

非作歹，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列侯的夫人们多是公主，他们在

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都不愿回到封地去，因此这些皇亲国戚们不断

到他们的总后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新的政治措施，加上窦

太皇太后本人“好黄帝、老子言”，不喜欢儒家思想，因此，以她为

核心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集团。 

 

建元二年(前 139年)，御史大夫赵绾上书武帝道： 

“古礼妇人不得参政，陛下已亲理万机，不必事事请命东宫!” 

武帝看后默然不语。赵绾所说的东宫，就是长乐宫，也就是太皇

太后居住的地方。长乐宫在汉都东面，所以称东宫。此事被太皇太后

知道，非常气愤，立刻召武帝入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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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误用匪人，赵绾崇尚儒术，怎可离间亲属?这明明是导主不

考，应该重惩。” 

汉武帝想替赵绾辩护，道： 

“丞相窦婴、太尉田都说赵绾多才，与王臧一同荐入，所以特加

重用。” 

窦太后听了，更加怒不可遏，道： 

“定要将绾、臧下狱，婴、免官。” 

汉武帝拗不过祖母，只好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关押御史大夫

赵绾和郎中令王臧，送走大中大夫申培。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被

逼自杀。 

汉武帝的新政中断了，继任的丞相是许昌，御中大夫是庄青翟，

郎中令是石建。他们都是窦太皇太后的人，而且不是儒家。政权基本

上操纵在窦太皇太后手中，汉武帝无可奈何，他在等待时机。 

 

开始，武帝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把儒家之学和黄老之学又

一次做了对比。他推行儒家学说的信念更坚定了。 

他认为黄老之学让人清静无为，久而久之，必会走向极端。崇信

黄老之学的人夸以“清静无为”为借口，什么事也不干，拒绝执行中

央的政令。 

 

有一天，武帝祓祭路过平阳公主家，想进去休息。平阳公主本来

叫阳信公主，因嫁给平阳侯曹寿，所以也叫平阳公主。公主见武帝来

到，慌忙出迎，并大摆酒宴款待武帝。酒过三巡，平阳公主召出年轻

姑娘十余人，陪武帝饮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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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平阳公主见皇后陈阿娇一直没有孩子，特地采选良家女留在

家中，趁着武帝酒兴大发，把这些女子叫出来，任武帝自选。武帝对

这些女子没有兴趣，只管饮酒，不屑一顾。公主见武帝没看上这些女

子，便让她们退下。然后又招一群歌女来歌舞，为武帝助兴。其中一

个歌女娇喉宛转，曲调铿锵，使武帝动了心。他不由得凝眸审视，只

见她低眉敛翠，晕脸生红，妩媚动人，很招人喜爱。万缕青丝，扰成

蛇髻，黑油油的可鉴人影，光滑滑的不受尘染。武帝端详了很久，还

是目不转睛。那歌女早已察觉，斜着一双俏眼，多次偷看武帝，同时

发出靡曼的柔音，挑逗得武帝魂驰魄荡，目动神迷。平阳公主在旁看

得清楚，便从旁逗趣地问道： 

“这歌女卫氏，色艺何如?” 

武帝听了，才如梦初醒，觉得自己已经失态，竟忘了旁边坐着平

阳公主，于是问道： 

“她是何方人氏?叫什么名?” 

公主答道： 

“籍隶平阳，名叫子夫。” 

武帝不禁失声地说： 

“好一个平阳卫子夫哩!” 

说着，便假装说热，站起身要换衣服。平阳公主知道武帝的心意，

便派子夫陪着武帝去尚衣轩更衣。过了一个时辰，二人才出来。平阳

公主一眼就看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席已撤了，武帝告别平阳公

主回宫。公主便叫子夫同行。子夫辞别公主，正要登车，公主抚着子

夫说： 

“此去当勉承雨露，小心侍候皇上!将来如得富贵，幸勿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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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夫连连应允，登车而去。子夫得幸以后，便身怀有孕了。子夫

有个弟弟叫卫青，他们姐弟二人同母异父。母亲是平阳侯家婢女，嫁

给卫氏，生了一男三女，小女就是子夫。后来丈夫死了，子夫的母亲

就到平阳侯家做佣人。平阳侯家有个家僮叫郑季，和子夫的母亲感情

很好。两人私通生下了男孩叫卫青。郑季家里有老婆，不能再娶子夫

的母亲。子夫的母亲供养五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卫青长大后相貌堂

堂，是个彪形大汉。平阳公主见他虎背熊腰，仪表堂堂，便收他做了

骑士。每当公主出行，卫青就在后面跟随。后来武帝听说子夫有个弟

弟，便召见卫青，并且封他为建章宫监。后来封卫子夫为夫人，又提

升卫青为大中大夫。 

卫子夫做了夫人，对弟弟卫青说： 

“我家出身微贱，万万不可忘本，要尽忠皇上，不能给皇上丢

脸。” 

卫青唯唯从命。 

武帝共有十三个兄弟，都被封为王了。临江王刘阏早死。接着封

子太子刘荣，又被召自杀。江都王刘非、广川王刘越、清河王刘乘，

也先后病故。还有河间王刘德、鲁王刘余、胶西王刘端、赵王刘彭祖、

中山王刘胜、长沙王刘发、胶东王刘寄、常山王刘舜，都受封就国，

相安无事。 

这些王中间只有河间王刘德最贤良。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经常征求百姓的意见，不吝惜金钱。因此，他的亲朋好友非常多，送

给他许多古文经籍和先秦旧书。平时，他讲习礼乐，尊崇儒术，循规

蹈矩。 

元光五年，河间王入朝拜见武帝，面献雅乐，在三雍宫回答武帝

提出的问题达三十多个，对答如流，言简意赅。武帝非常欣赏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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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命令太常把河间王刘德所献的雅乐记录下来进行练习，每当过年或

有什么节令时演奏。河间王刘德告辞回国，后来得病身亡。中尉常丽

进京报丧，武帝免不了哀悼一番，并且说河间王行为端正，应该给一

个好的谥号。于是命令有司办理此事。有司根据谥法说聪明睿智叫献，

可以谥号为献王。武帝同意有司的提法，命令河间王子刘不害嗣封。 

河间与鲁地相近。鲁地的风俗很讲礼义。孔子的遗风尚在。只有

鲁王刘余不喜欢文学，只喜欢逗狗玩马之类的事，甚至想把孔子旧宅

都拆了，改建自己的宫殿。于是亲自监工，饬令毁壁。工徒发现墙壁

中间有几十卷藏书，全是蝌蚪文。鲁王看了许久，不认识一字，只是

赞不绝口，舍不得毁掉，想把书放到孔子庙堂。走进庙堂，忽听到钟

磐声、琴瑟声同时响起。鲁王怀疑里面有人奏乐，到处搜寻，却没有

发现人，只有余音在室内回荡，吓得鲁王毛骨悚然，慌忙命令停止毁

宅，把坏墙修补好，保持原样，并把壁中所有藏书再放回原处，才上

车回宫。 

鲁王经此一吓，再不敢藐视儒宗。但是以前的嗜好仍旧不改，费

用不够，就剥削百姓。多亏鲁国的丞相田叔，从中周旋，稍免怨言。

田叔自从奉命来到鲁国，就有百姓拦车告状，告鲁王擅自掠夺民财，

田叔假装忿怒地说： 

“王非尔主吗?怎得与王相讼!” 

说完，马上把为首的二十人各打五十大板，其余赶走。鲁王听说

此事，也觉惭愧，马上把私财拿出来给田叔，让他还给百姓。田叔道： 

“王从民间取来，应该由王自偿。否则，王受恶名，我得贤声?

窃为王不取哩!” 

鲁王听了，觉得有理，便亲自把钱偿还给百姓，不再掠夺百姓了。

只是整日游猎，已成为习惯。田叔也不阻拦，只要知道鲁王打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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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随行。他老态龙钟，哪里经得住如此奔跑，跑不了几步，就气喘

吁吁了。鲁王见他如此艰苦，就命他回去休息。他虽然答应，走到苑

外，仍然坐在路旁等着。有人告诉鲁王，鲁王就命令他回家休息，可

是他仍然不动，不肯回去。等到鲁王打完猎出门，看见田叔还在等他，

便问： 

“何故留下?” 

田叔道： 

“大王尚且暴露苑中，臣何敢归舍?” 

说得鲁王很难为情，便和田叔一起回宫。以后稍有收敛。后来，

田叔病死，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凑集百金，送给他的儿子作祭祀。田

叔的儿子很仁义，不肯收留金子，并且对众人道： 

“不敢为百金累先人名声!” 

百姓听了此话，都感叹着回去了。鲁王刘余也得以活到老，不致

遭祸。这也多亏田叔辅佐有方，故能保全富贵，颐养终身。剩下的几

个王都整天饮酒作乐，生活极其奢淫。 

建元六年(前 135 年)五月，窦太皇太后死了。太皇太后归天，障

碍消除，没有掣肘的了。武帝遂任田为相，开始毫无顾忌地推行自己

的大政方针。 

 

入夜，皓月当空，繁星满天。 

武帝心里想着军国大事，夜不能寐。 

他披衣而起，推开窗子，望着满天星斗浮想联翩。 

他想： 

高祖手提三尺剑，历尽千辛万苦，才夺得天下，如今传到我的手

里，我定要励精图治，决不愧对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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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的汉武帝再次下昭，命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一时间，

有多少文人上书应诏。儒生士子皆想通过金殿对策，受到当今天子的

赏识，得个一官半职。贤良对策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滥觞。在前后数

百人的贤良对策中，儒生董仲舒的精辟议论颇为武帝所重视。董仲舒

前后给武帝上了三策，策策打中武帝的心，后来被称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是广川(河北景县)人，少时专攻《春秋》，汉景帝时当了

博士，收了许多学生。在研读儒家经典上，董仲舒有股钻劲。他夜以

继日地刻苦攻读，三年未曾到园圃去过。如此刻苦，使他相当深入地

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并能把儒家经典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

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封措词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送给

武帝阅读。三道制书，三封对策，一问一答，有问必答，字字句句表

达了武帝的心意。 

汉武帝在第一道制书中道： 

“朕即位以来，欲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

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故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

你们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程听取，向诸位请教。夏、商、周三代

受命于天，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答道： 

“臣在《春秋》经中观前代史事，发现上天与人中是互相关联的。

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世人；

世人不知反省，上天再造出怪异之事来警惧人类。若再不改变，天下

败亡便接踵而至。可见上天有君王仁爱之心，并欲制止人世间之祸乱。

国君是秉承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

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就像年岁不能用黑夜造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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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阅后大喜，正中其心怀。这是他早已酝酿很久的想法，只

是尚未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未曾用文字与语言表达出来。

读了董仲舒的对策，他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等人才，能

提出一整套的治国理论，系统并完整地讲出他想讲而未讲的话。武帝

兴奋之余，又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提

出明确意见。董仲舒受宠若惊，马上赶写第二道对策。他进一步总结

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尤为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

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人才，他再次建议

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早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

对策说得心痒痒的。他挥笔写第三道制书道： 

“朕欲效法三皇五帝，希望民风纯正，奸恶不生，百姓和乐，政

治清明，世道太平，百谷丰登，德泽施及四海群生，不知如何方能实

现?朕听说善于谈天者必有证于人事，善于说古者必有验于今世，故

朕虚心询问天人相应之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之所作所为。

大夫既论其治国之道，陈述其历史治乱之缘，请复述其详，朕将亲自

览阅。” 

董仲舒又认真写道：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含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

亦博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

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上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

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古之王者，上谨于承

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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