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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历史上在汉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平民皇帝，马上得天下，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帝制王朝。群雄逐鹿，捷足先登。 

这个人就是西汉高祖刘邦，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 256

年），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沛郡丰邑人（现在江苏丰

县），字季，有的说小名刘季。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在秦末农

民战争中因为被项羽立为汉王，所以在战胜项羽建国时，国号定为

“汉”，定都长安，为了和后来刘秀建都洛阳的“汉”区别，历史上

称为“西汉”。 

许多人看来，刘邦打败了项羽简直是个奇迹，要是摔跤，恐怕十

个刘邦都搂不住项羽的腰，要是讲动武，连带上杀狗的妹夫樊哙恐怕

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而两军对垒，刘邦除了死守就是战败，实在没什

么可炫耀的地方。于是直到战争结束很多人还在疑惑，那个流氓出身

的刘邦赢了吗？那个破釜沉舟，雄壮无比，而且见人感冒就能痛哭流

涕的霸王输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个流氓早就不是流氓，而那

个霸王却一直还是个莽夫。于是，坚持为霸王守护家园的鲁国人看见

项羽人头的时候他们就投降了：也许那个关于英雄神话的破灭他们早

就有预感，只是需要验证。 

本书全面叙述汉高祖刘邦由弱而强、由强转弱的起伏转折，我们

从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刘邦迈向成功之路的关键，也可以检讨出刘

邦走下坡的原因。文章言辞庄严于鄙俗，油滑而堂皇。刘邦的机智，



 

 

项羽的勇猛，韩信将兵，张良运筹……波诡云谲，英雄辈出。让人捧

腹，让人感叹，再现了楚汉风云变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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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奇相真命一异类 

秦始皇出生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若论操枪弄棒，秦始皇不是

一位很好的猛士；若论运筹帷幄，秦始皇则是一位十分合格的斗士，

尽管这位斗士嗜血成性、残酷无情。 

正因为如此，原仅为七国之一的秦国异军突起，并吞六国，铲灭

群雄，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毫无疑问，秦帝国依然潜伏着分裂的

危机。但是，秦始皇过于相信秦朝国家机器所具有的那种摧枯拉朽般

的威力。 

所向无敌的战争经历，使秦始皇自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有能

力弥补秦王朝潜伏的裂痕。于是，自扫灭了六国那一天起，秦始皇就

开始了对秦朝“大厦”的修补和加固事业。尽管这种“修补”和“加

固”事业和秦灭六国一样十分辉煌，尽管这种“修补”和“加固”多

少也有些成效。但是，秦始皇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某些措施是在超

出国力的情况下，过于依靠暴力来实行的，所以这些措施的实行必然

走向它初衷的反面：加速秦帝国的崩溃速度。 

建国易，治国难。不知秦始皇是否会有如此感叹。 

与此同时，伴随皇权威风的扩大，秦始皇的享乐欲望也在急剧增

加，这是“家天下”的必然逻辑!百姓追求享乐是一个人的堕落，而

皇帝追求享乐的结局却是众多百姓的贫困与人骨的堆积。 

贫苦百姓懂得一个通俗的道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推翻秦

朝的强大力量已在民众中迅速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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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死了(秦始皇就位后第三十七年)，死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

巡幸途中。秦始皇没有逃脱自然法则的制约：大病难愈，不愈则亡。

那么，已病入膏肩的秦王朝呢? 

死去了一位皇帝，激活了一个国家。各地百姓揭竿而起，起兵抗

秦。 

想当初，秦始皇面南称“朕”的时候，该是何样的威风。拥有了

前无古人的功业，也就具备了得意忘形的可能。天生好大喜功的秦始

皇自然不会例外。他在群臣山呼万岁的飘然气氛中，自封始皇帝，并

为他的后世继位者定名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秦王朝能万年永

存。对于这一点，秦始皇决不像对自身长寿问题一样缺乏自信。然

而…… 

1 

秦时，江苏沛县里村，有一村民刘执嘉，自懂事后，就开始帮助

家人料理农活，他各种农活都样样精通，拿犁是犁，用耙是耙。成年

之后，刘执嘉的能干与精明，四里八乡的人都颇有称道。对人的纯朴

善良，使刘执嘉在村民中颇有口碑。邻里每每提及刘执嘉都翘指称

道，无不赞叹。庄户人家的生活谁都不能插门朝天过，谁也不能绝对

地离开别人而生存。所以庄户人也十分注重邻里之间的口碑。刘执嘉

每听到别人称赞时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

交往中更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更加宽容，以求有一个更好的乡

里评价。刘执嘉的表现邻里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上，对刘执嘉也更

加尊敬，每每总是尊称太公，而不直呼其名。 

刘执嘉之妻刘媪虽不像官家大户的女子那样娇柔俏丽，但也眉清

目秀，在庄户人家中很是出众。刘媪的温柔娇媚使执嘉婚后生活幸福

美满，她的能干与精明又使执嘉的精干又加了几分殷实的气息。 



3 

 

多子便多福，多子香火旺，刘媪恪守老辈人留下的传统训教，让

刘家人丁兴旺是刘媪的最大幸福和愿望。她对儿子的前程并没有奢

望，并不企求依靠儿子得到大富大贵、大尊大宠，只希望刘家的后代

能有人继承祖上留下的几间茅舍、几亩薄田。执嘉可以说是里村的殷

实富足之户，几年内执嘉便买下了良田数顷。而执嘉的威望也越来越

高。刘媪为执嘉连生两子，使得刘氏又有后继，颇为欢欣。长子名

伯，次子名仲。 

这个平平常常风和日丽的上午，刘媪拿起提篮，篮中放上了几件

简单的礼品，告别了丈夫，出门走亲戚。 

过午后，刘媪返回，太阳火辣辣的刺眼，满目的庄稼也无精打

采，只有几只知了在大树上没命地吟着。青蛙在池塘里咕咕地叫一声

便无了声息。 

刘媪经过长途的行走加上火热的天气渐感体力不支。她拿出汗

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举目四望，想寻找一块阴凉的歇脚之地。

前面是一个湖泊，水光潋滟，荷香阵阵飘来，景色迷人。刘媪的暑意

全无。望着荷塘、闻着荷香，刘媪加快脚步奔到湖边。趴在湖畔痛快

地饮了几口湖水，尔后靠在一棵大树旁休息。 

一阵凉风吹来，刘媪有了倦意，闭目养神，慢慢的眼皮打起了

架，正在似睡非睡之时，狂风大作，一团烟云自天上飘来，转眼间，

一个金甲神人立在刘媪身边。 

刘媪目瞪口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四个字：“是神?是怪?”像问

金甲神人，又像问自己，其时，刘媪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四个字是下

意识地从喉咙中冒出来的。刘媪紧盯着金甲神人的同时，用眼角余光

看了看左右，空旷的田野上没有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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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媪心里明白，眼前的金甲神人不管有何举动，自己是孤立无援

的。她想喊，喊不出，想跑，跑不动，就傻呆呆躺着，乱跳不已的心

脏几乎跳出体外。 

金甲神人好像并无恶意，向惊恐万状的刘媪伸出了手臂，像拉

手，又像搂抱。而刘媪的四肢已不听大脑的指挥，她只能在心理上作

出无能为力的抗拒。当金甲神人的手将要触到刘媪的一瞬间，刘媪的

血往上涌，惊晕过去。 

后来发生的事情，刘媪不得而知，当然，刘邦诞生的神话也就留

下了一段绝妙的空白…… 

时过中午，妻子未回家，“兵荒马乱的，孩子妈不会出事吧?” 

刘太公有些担心。想着想着，太公的脚已迈出家门，他要去迎接

妻子。 

刚走出院子，天空乌云密布，俄顷，雷电交加，大风夹雨扑面而

来，顿时，村外的景物淹没在雨海之中。 

刘太公唯恐妻子有不测，向妻子的返家之路急步跑去。 

跑到小湖边，只见在一棵大树下，有一团浓云。浓云下，躺着一

女人，浓云之中，偶见金鳞金甲，似有神龙置身其中。一阵恐惧袭

来，刘太公有些害怕。好在太公比他的妻子胆大，在颤抖中，瞪大了

两眼仔细看着眼前的一切。 

“是孩子妈?”刘太公看到在云雾翻飞的树下躺着的女人好像是

自己的妻子。此时，他已没有更大的胆量走到近前去搭救自己的妻

子。 

“孩子妈，你怎么啦?”刘太公站在远处高喊着。 

回答他的只有风声、雨声、电闪、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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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处于难以猜测的困境中，而丈夫不能救助，对此刘太公又羞

又恨。无奈之中，执嘉只有在风雨中像石人，呆呆的瞪大眼睛…… 

好难耐的时间呀，刘太公就在不远处呆呆看着时隐时现的妻子与

金甲神人…… 

不知过了多久，风停雨息，烟云消散。 

面无血色的刘太公跑至妻子面前，妻子闭目平躺，所幸，尚未看

到肤发有损。只是…… 

“孩子妈!孩子妈!”太公抱住妻子大声呼唤。 

刘媪慢慢睁开双眼，伸了伸四肢，注视着满脸惊异的丈夫问道： 

“我怎么在这里?我怎么在这里?” 

在那最该有内容的一段时间里，刘媪睡了，刘太公也只见到了一

团朦胧烟云，仅有的第三者还是一个刚才时隐时现，而现在神秘消失

的金甲神人，此外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那么，从小湖里腾空而出，状如神龙的金甲神人究竟做了什么?

恐怕只有靠人们去猜测或想象了。 

好在金甲神人究竟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媪从此得了身

孕，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刘太公自知妻子有孕并非自己所为，十几年的甘苦与共，他完全

相信妻子的品性，不会有二心外遇。很自然，刘太公与同样困惑的刘

媪都会想到唯一的可能：那个风雨交加的午后，那个神秘出现的金甲

神人…… 

“难道是龙种?”刘太公和妻子在半信半疑中猜测着即将成为自

己儿子的腹中胎儿。 

分娩的日子到了，但是刘媪肚里的孩子似乎对人世并无太多的兴

趣，安然睡在刘媪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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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生了。”刘媪与刘太公掐着手指，精确地计算着超过预产期

的天数。然而，除了刘媪的肚子一天天依然继续增大外，并无要生的

迹象。 

终于在一个阳光四射的早晨，刘媪的腹中子呱呱坠地。 

婴儿一降世，就让刘家夫妇高兴了好一阵子，一是婴儿长颈高

鼻，颇有福相，尤其是婴儿的左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更是大吉

大利的象征。 

刘太公喜不自胜，二两白酒下肚，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开始给

儿子起名字： 

“这小子排行第三，就以季为字吧，至于名，我看这小子有贵

相，就取名为邦吧。” 

刘太公为儿子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邦”字，也仅是寄托一种美

好的意愿，他压根也没想到这小子后来真成了能兴国安邦的皇帝。日

子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 

2 

刘邦已长大成人，身高七尺八寸，相貌英俊，长颈高鼻，浓眉大

耳，两眼有神，顾盼流逸，体格健壮，举止潇洒。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本应高兴的刘太公，烦恼却与日俱增。漫

长的岁月淡化了刘太公对刘邦出生时不同寻常的记忆，仅有的是对成

年刘邦生存前程的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刘家世代为农，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懂得只有依赖土地才

能生存，吃与穿都是随着庄稼从土里长出来，所以刘家人珍视土地，

也珍视能让土地更好发挥效用的吃苦耐劳的品性。 

种好自己的土地才能活下来!刘太公常用这再简单不过的严酷现

实来教育他的儿子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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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伯、二儿子仲能谨遵父命，每日勤勤恳恳随父劳作于田地

上，并练就了一手种庄稼的好功夫，成了刘太公的得力帮手。 

三子刘邦却一改刘家的门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

事。 

刘邦听多了父亲的教导，耳底里已结了茧，早不放在心上。早上

两个哥哥从田里耕种回来之后，刘邦还躺在被窝中不愿起身。每每要

等母亲刘媪从身上将被子揭开，才懒洋洋地爬起来。吃了早饭，就呼

唤着一帮年龄相仿的子弟，不到吃饭的时间，不回家。 

这一天，天将晌午，村东的本家三姑气冲冲地来到执嘉家中。 

“太公你可是品行在村里最高的。可你们家邦儿却怎么一点都不

像你呀?” 

太公听着，心内一惊，“难道十几年前的事情被人知道?” 

“三姑，有话你只管讲来，是不是邦儿又出什么乱子了?”刘媪

在一旁问道。 

“我们家养了十几只鸡，几天之间，被人偷的只剩三两只。昨天

晚间我将灯吹灭，单等偷鸡贼来。快要三更时，有几个人偷偷来到我

家鸡棚里，我拿着棍子出来打贼，那几个人就逃，逃跑中有人将鞋子

丢了，拾来一看，便知是你家邦儿的，你说说，太公你一世美名，可

就让你的邦儿给玷污了。”三姑能说会道。 

太公只有低着头听的份，接过三姑手里拈的鞋子，一看就知是刘

邦的，太公心里怒火上升。安慰了三姑，让三姑抓了自家的几只鸡走

后，气得在堂屋内直叹气。刘媪只躲在一边，不敢吱声，只有暗自落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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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哼着小曲，手中玩弄着一把扇子从外面回到家中。太公一见

儿子一副浪荡公子相，心中的三分怒火一下子长了七分，从柴堆里拣

出一根棍子劈头盖脸地打刘邦。 

刘邦刚由门外回来，心中本来十分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已被父亲

狠狠地抽了几棍，刘邦躲藏着问：“父亲为何杖打孩儿?” 

“为何?为何?你还敢问为何。” 

子不教，父之过。最初，刘太公把刘邦的不端品性看作是自己的

过错。的确，刘邦幼时，刘太公因老年得子，把太多的父爱给予了刘

邦，自己与那两个大儿子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刘邦在娇生惯养的环境

中放纵地成长着。乃至刘邦长大成人，当刘太公意识到该严加管教的

时候，为时已晚。 

刘太公为了使刘邦步入自己既定的人生轨道，拿出了所有的本

事，喋喋不休地劝导，有时讽刺、挖苦，甚至动起棍棒。有意思的是

刘邦的表现：表面上总是乖巧地点头称是，而实际上坚决不改。 

自从挨了父亲杖责之后，刘邦向太公保证自己再不做为害乡邻的

事，每次回家总是点头哈腰，对父亲说东道西，讨好太公。父亲说什

么自己应什么。转过身去，想要做什么，总是指派自己周围一帮小弟

兄去做，自己不露面，事情干得利利索索，偷鸡摸狗，揭瓦过房，乡

里人被一群游手好闲的浪子折腾得家无宁日，却抓不到刘邦的把柄。

有苦说不出。 

刘邦一日招呼了一群弟兄到了赵氏开的酒店，猜拳行令，饮酒取

乐。酒过三巡，借着酒劲刘邦对弟兄们说：“你们看我刘邦如何?” 

众弟兄都说：“刘兄仗义豪爽，有谋有略，我弟兄皆服大哥!” 

听此言，刘邦更加来了兴致：“我刘邦自小就看那些躬耕的人不

起，胸无大志，只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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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能为王侯?我辈此时混迹乡间，他日成事，必相互提携，共成大

事。我辈必不要一世满足于躬耕之人。兄弟们可知道吗?” 

众弟兄听得此言，交口称是，更加与刘邦形影不离。 

此时刘邦已厌倦了父辈的生活方式，丢掉了农家的传统美德，当

然，这里也蕴涵了不甘心听天由命的反叛性格。 

循规蹈矩，就不会有日后的刘邦。 

不愿挥汗受苦，那么该如何活着，刘邦是茫然的，心理上的无所

适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所事事。日复一日，青年刘邦百无聊赖地

打发着时光。 

一家人一年四季，日出而劳，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若

苦些、累些倒没有什么，左邻右舍也不过是如此生活。让刘太公苦恼

的是，家里养着一位整天东游西逛吃白饭的三儿，家庭关系逐渐紧张

起来。 

先时，两位兄长没有什么怨言，只是两位嫂子说长论短。这一

日，刘邦还没起床，就听见院中吵吵闹闹。刘邦伸了个懒腰，从窗子

向外看个究竟，大嫂正满面通红。大叫着： 

“我们妇道人家每天累死累活，可一个壮小伙子倒在风吹不到、

日晒不着的屋里养得细皮嫩肉，有这样的道理吗?”气愤显然已经使

大嫂忘记了自己正在和公爹说话。 

二嫂也颇以为然的在一旁赞同： 

“谁家二十几岁的大人还在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们又不是那

王公大臣的世代官家，有千亩良田、万间房，可以让这样的人养着。

大家都在那里累死累活，他却睡大觉，吃白饭，老人家应该是一碗水

端平的，不要让我们晚辈的人心寒，我们也不是心眼小，平日不忙的

时节倒也算了，现在田里忙得这样，他还照样睡，照样玩，也说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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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照说呢，这话不该我们晚辈人开口，您二老就该开口的，可是

这几年过去了仍是这样，能偷闲的照样偷闲，没人管。任劳任怨的人

忙死也没一点好，您总该开口说个话吧?” 

太公、刘媪青着脸，听着两个儿媳一个比一个声高的叫嚷，紧皱

眉头，却也说不出一句话。 

三儿子也的确不争气，眼见着两个儿媳一天比一天气大，一天比

一天不满，自己身为公婆心中不满却也不敢表露，只有暗自叹气，却

没有一点办法。被逼不过，太公只有一句话： 

“你们先回去，这事我会管的，不用你们说。” 

既要摆出家长的威严，又无可奈何。 

“龙种?”太公心中起了疑问：“龙种就是这种模样?好吃懒做，

招事寻非?老天怎么会赐给我这样一个逆子。与其说是龙种，不如说

是……” 

太公不敢往下想。二十几年前的那幅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刘邦目睹了爹爹受嫂嫂的气而不敢言语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

味。 

“想我刘邦，不满躬耕田垄之间，想要成就一番作为，建立一番

功绩。然而却无有机遇，只能窝窝囊囊地躲在屋中，听老父受辱而不

敢发一言。何时才是我刘邦出身之日啊?” 

傍晚，从外面游玩归家的刘邦像往常一样先奔厨房而来。从大嫂

处经过时，听得里面小声地嘀咕：“邦儿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分家

罢，”是大嫂的声音，“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从土地里苦苦挣到的

那点血汗粮，被你弟弟白花掉。只是吃也倒罢了，他又花钱大方，挥

霍无度，我们挣一辈子命，也挣不满那个无底洞。我看咱们还是早一

些分家，少受邦儿的那份累，我们好歹苦一点，也有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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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哥，我怎么能说分家呢?”刘伯像太公一样善良厚道：

“况且父母都已年过半百，自己已不是劳动务田的年纪，我们先提分

家，分明是不尽孝道。再说，要提怎么也得老二提，我们不能做这样

的事。” 

刘邦在一天之内，两次受到这样的刺激，脸色十分难看。晚饭没

吃，回到屋中睡觉去了。“他日王侯，定要叫尔等另眼相看。”刘邦

狠狠发了句自己都不知能否实现的誓言。 

两位兄长毕竟经不起嫂子的缠磨，再加上兄长对刘邦本身的不

满，分家成为解决家庭纠纷的惟一出路。太公本欲维持一个大家庭，

无奈拗不过两个儿子、儿媳的长期纠缠，终于将菲薄的家产、田地分

成三份，分与三个儿子。大儿、二儿各自单立门户，分门另过。儿子

毕竟是儿子，责骂取代不了疼爱，刘太公将尚未娶妻的刘邦留在了身

边。 

太公的内心总在期望有一天能够天降祥云，让刘邦忽然之间来个

转变。不然怎么会像是个“龙种”呢? 

“再也不会有大儿、二儿那样的好帮手了。”看着四体不勤的刘

邦，刘太公自知以后的生活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然而苦惯的太公却

仍旧一如既往的一日日的劳作在田中，期望着日子会过好。太阳东升

西落，却始终没有好转。 

终于有一天，刘邦使自己的老子也讨厌自己了。 

自分家之后，刘邦更肆无忌惮。原来有嫂子在，刘邦还有所收

敛。嫂子不在，刘邦更像出笼的鸟一样，家产既已分了一份在自己的

名下，花起来就更加顺手。原来三餐都还在家中吃，后来就是偶尔一

顿在家中吃，再后来便是天天混于酒肆之中，不归家，太公一生辛劳

苦作的微薄积蓄被刘邦的狐朋狗友们，扔在了酒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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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望着满嘴酒气的刘邦，彻底绝望了。 

这一天，大清早起来，刘邦就召集起一群弟兄，在村外野地中打

了一会野兔，将几只野兔拈着进了赵氏的酒肆。 

这赵氏招呼着几个小弟兄上了酒菜，又叫伙计将兔子收拾干净，

选一只大的烹起来，就在几个小兄弟中插科打诨，调笑起来。 

说起赵氏，本是外方人，来到里村落户不久，丈夫就被过往的秦

兵打死。赵氏二十几岁守寡几年，姿色倒不见衰老，反而更见打扮的

标志，过往的行人每每从她门前过，总要往里看上几眼，仿佛能得到

什么灵性。更有那爱沾花惹草的汉子，不知深浅的往里闯，每每将家

中的积蓄花在了酒肆中，也落得眼足。 

赵氏起初守寡之时，总想着守个贞节，落得个美名。 

几年时间过去，自己空守春闺，百般无聊，却无人相对，空叹自

己一身的风流，却不知向谁诉来。空房的寂寞，相思的难奈，再加上

近日来三姑经常劝解赵氏再嫁，这赵氏便动了凡心，一心要寻一个可

心的丈夫，日日厮守。无奈，那村中的汉子，没有一个赵氏合意的，

没有婚配的也不会要她一个寡妇，赵氏便一天天耽搁下来。偶有自己

看的合意的，便不管人家有妇无妇，便着意勾引了来，与自己欢乐，

小宿几夜的有之，长住几月的有之，更有住上一宿便再不许进门的。

赵氏自得了许多男人的宠爱，便每日妆扮起自己，竟也自觉像十八九

岁的姑娘似的，还有许多人爱惜。 

几月来，总见刘邦引着一群弟兄在酒肆中，划拳、行令，就觉得

刘邦生得体态健壮，为人又很和气，周身风流之态，于是就想入非非

地谋划着哪一日能和刘邦来个龙凤之和。不觉中赵氏脸上又增了红

晕，又增了几分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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