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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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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泗上亭长

一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２４７年），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丰

邑（今江苏丰县，当时属沛）中阳里村，生活着一户姓刘的农

民，主人刘太公，主妇刘氏。刘家世代务农，加上刘公夫妇吃

苦耐劳，所以世虽艰难，依靠祖上留下来的田亩，却也过着一

种自给有余的日子。

普通的人家，普通的人，然而一件神秘的事情降临到了他

们身上。

一天，刘氏因事外出，因走路时久，自感脚下乏力，恰到泽

旁堤上一柳树下，于是坐下小息。谁知困意袭来，正当似睡非

睡之时，忽见一披甲神人从天而降，立在身旁，略停片刻，便向

自己走来……以后之事，就昏然不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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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在家，见妻久出不归，心中惦念，正要离家相迎，见天

色突变，一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四处一片昏暗。刘公更加

着急，忙拿了雨具，奔出家门，向大泽方向赶去。临近大堤，远

远看见妻子坐在一棵树下，对天气的变化没有任何反映，更奇

的是妻子周围的云雾越积越浓，云雾中金光浮动，好像有蛟龙

腾跃。见此，刘公惊恐万端，不敢前往，停步观望。不久，云气

渐散，天气转晴。刘公忙跑到妻子身旁，见她睡意方解，问起

刚才情况，她只说：“我走路乏了，在此休息，朦胧中见有一金

甲神人来到身边，以后的事情就记不清楚了。”刘公听后，心中

暗暗称奇，忙扶起妻子走回家中。

不料刘氏从此有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产下一个男婴

来。因为排行第三，就起名刘季。这个刘季，便是后来当了汉

朝开国皇帝的刘邦。而以上那场如梦如幻的情景，后来也变

成了刘邦本是“龙种”的“铁证”，被大史学家司马迁正经八百

地写进了《史记》。

刘太公的家境在当地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平常得他甚

至没能留下一个真实的名字，他的妻子，别说名字，连姓氏也

无从考究。后来，司马迁撰写《史记》，尽管那时离刘邦在世之

日还不足百年，司马迁翻遍了皇家馆藏的所有图书，走访了刘

家的亲朋近邻，也未能找到刘邦父亲的真名和刘邦母亲的实

姓，只好在其不朽巨著《史记》里如实记叙说：“刘邦父曰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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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曰刘媪。”

刘邦兄弟四人，大哥叫刘伯，结婚后没过几年就死了，大

嫂带着孩子寡居乡间。二哥叫刘喜，又称刘仲，从小老实巴

交，跟着太公在家务农。老大、老二和老三刘邦都是刘媪生

的，老四刘交则和刘邦同父异母。刘交喜欢读书，小时候曾跟

着名儒浮丘伯学过《诗》，为人多才多艺，在刘邦的兄弟行中，

他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刘邦平时与刘交的关系也最亲。刘邦

聚众起兵后，刘交经常跟在刘邦身边，帮助刘邦出主意。

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有着中国普通农民质朴憨厚的典型

性格。为人勤俭，持家有方。农忙时节下田种地，农闲时间还

做点小生意。这可以从他的社交圈中得到验证。刘邦当了皇

帝，把太公封为“太上皇”。这位“太上皇”住在皇宫里，只管享

清福，从不问政事，闲暇时间打发不完，就把过去的老伙伴邀

到宫廷里玩。这些被邀请的人，多是屠夫、小贩、酒店老板、大

饼店掌柜一类，由此可知，刘太公与他们过去有着相同的

经历。

刘太公的最大心愿，就是多多置办些产业，能在沛县城为

一个受人敬重的富翁。大儿子青年夭丧，太公非常悲伤，幸好

二儿子刘喜老实本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自己一样，在庄

稼行里，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老三刘邦，体格健壮，相貌魁伟，

家里多了一个好劳动力，太公心里十分高兴，对这个三儿子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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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喜欢。但是随着刘邦年龄一天天长大，太公却一天天地

生起了刘邦的气。

这是因为，刘邦虽然出生在农家，却极不喜欢农桑。他不

想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泥巴一身汗地干庄稼活儿。太公就

把他送进学堂。想让他读些书识些字，学会记记账，以后能做

个小本生意维持生计。谁知刘邦对读书也不感兴趣，识了几

个字，就不想再学了。刘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先是规劝，

继则斥骂，说他“不能治产业”、“不成器”、“不如老二有出息”。

刘邦挨了骂，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老大地不服气，行动上也

仍然我行我素。刘太公拿他没有办法，只好采取断然措施，赶

出家门，逼着他另谋生路，自食其力。

刘邦离开家门，无人管束，倒也十分自在，只是每天的吃

饭却成了问题，于是，他想起了住在乡间的大嫂。

刘伯死后，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刘信，搬出家门另居。孤儿

寡母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久而久之，养成了吝啬的

习惯。刘邦有家难归，只好到嫂子家就食。嫂子心里很不乐

意，可面子上抹不开，也就勉强供给。后来，刘邦不但自己白

吃白喝，还隔三差五地邀集一帮三朋四友，在嫂子家大吃特

吃，这就使得嫂子非常生气。

一天中午，嫂子刚刚做好了饭，准备跟儿子安安宁宁享用

一顿。一抬头，远远望见刘邦又领了一帮子人朝家走来。她
—４—

汉高祖刘邦（上）



灵机一动，赶紧用笼盖把饭菜盖上，顺手拿起锅铲，又是刮锅，

又是敲盆，弄得叮叮当当乱响，意在告诉刘邦，饭已经吃完了。

你们不要再有什么指望。跟着刘邦来的几个人见了这般情

景，无可奈何地怏怏离去。刘邦多个心眼，走到厨房里，打开

笼盖一看，里边的饭菜热气腾腾，发出诱人的香味。他明白是

受了嫂子的捉弄，心里又羞又愧，可自己白吃白喝，明明理亏，

不好与嫂子争论，只是长叹几声，悻悻离去。

这件事对刘邦的刺激太深了。以至在当了皇帝之后，别

的子侄不是封王，便是封侯，唯独不封他大哥的儿子刘信。刘

太公还以为儿子“贵人健忘”，提醒刘邦。不料刘邦气呼呼地

说：“我不是忘了封大哥的儿子，只是恨他母亲当年太吝啬。”

刘太公爱孙心切，一再央求。刘邦迫不得已，才把刘信封为最

小的侯，而且叫“戛羹侯”（戛，即刮羹侯），可见他对这件事记

恨之深。

公元前２２４年，秦王政派大将军王翦攻灭楚国，在沛地设

立泗水郡，刘邦被推荐当上泗上亭（今江苏沛县东，又作泗水

亭）的亭长。亭是秦时在与“乡”同级的交通要道上设立的一

种行政机构，负责接待过往行旅的食宿、公文传递和维护社会

治安等事。“亭长”是“主亭之吏”，直属县令管辖。刘邦当亭

长时期的政绩，史书上记叙得不多，但有两件事情，描写得十

分详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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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是“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薛”是古县名，

在今山东滕县东南，“求盗”是官名，为亭长手下的副职，负责

追捕盗贼。刘邦对自己的衣冠服饰十分讲究。为了显示自己

的与众不同，他精心设计了一种帽子，高七寸，宽三寸，上顶略

平，下部稍宽，要求用当年长出的嫩竹皮编织而成。刘邦打听

到薛县的手工编织工艺非常高超，有许多能工巧匠，便特地派

求盗带上他绘制的图样，风尘仆仆地赶到薛县，寻找名师制

作。帽子做好了，刘邦十分喜爱，起名为“刘氏冠”，经常戴着

它漫步于通衢，招摇于街市，神气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杰作。沛

县起兵时，竹皮冠成为他的重要装束。以后当了皇帝，还专门

颁发诏令，规定只有达到一定爵位的人，才有戴这种帽子的资

格，并把它列为汉朝的定制。

第二件事是常从王媪、武妇处“贳”（赊欠的意思）酒，但只

“贳”而永不清账，赖钱赖得心安理得。

王媪、武妇是泗水亭上的两位妇女，各开了一丬小酒店。

刘邦嗜酒如命，成了这两个店主的常客。他熟门熟路，或是一

人独饮，或是邀友共酌，不管是喝多喝少，从不现付酒钱。只

是吩咐两个妇女记到他的账上。一年到底，却始终不提还欠

清账之事。刘邦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由于他的频频光顾，使得

这两个小酒店顿然增辉，生意格外兴隆。两个小店因此多赚

的钱，除抵消刘邦的赊欠外，还绰绰有余。王媪和武妇惹不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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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官长，不敢向他讨账，干脆顺水推舟，当着刘邦的面，

“折券弃债”，表示将过去的旧账，一笔勾销。为了顾全刘邦的

面子，再落个人情，她们对别人解释说，刘邦酒醉睡熟后，头上

常常有神龙出现，她们觉得怪异，才主动这样做的。刘邦听

了，心里更是十分得意。

这些话越传越远。刘邦竟因此而在人们心目中变成

了神。

二

刘邦年轻时行为放荡，却在放荡中透发出一种豪侠仗义

的英雄之气，令人钦佩。所以，许多人都主动亲近他，把他视

为最可信赖的知己。

在沛县，与刘邦关系最深的，当首推萧何。

萧何，在沛县衙门里当“主吏掾”。“掾”是对一般附属官

员的通称。按秦朝的制度，县令下面的属吏，分“主吏”和“少

吏”几个级别。“丞”和“尉”职位最高，称为“长吏”或“主吏”；

而“斗食”和“佐吏”等，则称为“少吏”。萧何担任的职务，当属

县丞，是县令的直接助手。

根据秦始皇“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和“若有欲学法令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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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吏为师”的规定，除了立有军功，可以按军功授爵的将士

外，其他人被选为郡县的属吏，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

有一定数量的家产，二是要有足够的“德行”，三是具备必要的

文化知识。在这几个条件上，萧何均优越于刘邦。

萧何在沛县极有人望。史书上说他以“文无害”著称乡

里。所谓“文无害”，是称赞萧何通晓律令，主持公道，不枉害

人。萧何从人品到才干，均无可挑剔，沛令也对他十分倚重。

但是在萧何的心目中，刘邦却是一个超凡脱俗、出类拔萃

的人物。他暗暗把刘邦当作自己的首领。刘邦平时不拘小

节，常常惹出些违法犯禁的麻烦，萧何总能施展出刀笔吏的神

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刘邦不至于吃官司。以后，萧何

又极力推荐，让刘邦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史记·萧相国世

家》上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叙是：“高祖（刘邦）为布衣时，（萧）何

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

刘邦在沛县官场中的朋友，除了萧何外，还有当狱掾（管

理监狱的官吏）的曹参，当狱吏的任敖，管理车马运输的夏侯

婴以及泗水亭的亭卒周苛等等。这些人尽管身份各异，地位

不同，但他们都乐意惟刘邦之命是听。刘邦一旦遇到什么危

难，他们会不顾自己的一切，鼎力相助，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

不惜。夏侯婴的案子，便是一个例证。

夏侯婴的职衔是“厩司御”。这是一种较低的官职。他除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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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理县里的车马外，还要经常赶车出城给县令办事。每次

办完公事，夏侯婴都要绕到泗水亭去找刘邦，或是喝喝酒，或

是说说知心话，而且一坐就是大半天。这种亲昵关系，引起了

别人的嫉妒。

过了一段时间，夏侯婴听到消息，他将被提升为“试补县

吏”。“试补县吏”属于县里的高级职员。夏侯婴乐得一蹦三

尺高，连家也顾不上回，一口气赶到了泗水亭，把这个喜讯告

诉给刘邦。

刘邦也为自己老朋友的荣升而万分高兴，亲手做了几个

小菜，打开一坛存放多年的陈酒。两人相对而坐，你一盅，我

一盅，欢欢喜喜地畅饮起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坛老酒

很快见了底，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但是，话却越说越投机，

精神越来越亢奋，以至于乐得忘掉了一切，两人好像一下子又

回到了孩童时期。你推我一把，我捅你一拳，拉拉扯扯，滚打

在一起。刘邦猛一用力，只听夏侯婴“哎哟”一声，胳膊脱

了臼。

这件事被刘邦的一个政敌知道了，到沛令那里告了刘邦

一状，说刘邦是“吏伤人”。按照秦朝的法律，做官吏的人犯了

法，要从严惩处。刘邦身为泗水亭长，负责维护地方上的治

安，结果自己却打伤了人，这事一旦落实，刘邦轻则免官，重则

要作为刑徒，发配到边疆去修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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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令本来看刘邦就很不顺眼，如今得了这个机会，打定主

意，要重重地惩治刘邦。他迅速传齐各方，公堂会审。

大堂上，刘邦矢口否认。夏侯婴更是极力辩白，说是他自

己不小心摔伤了手臂，与刘邦没有关系。萧何、曹参也尽量帮

着刘邦说话。刘邦的那位政敌只为耳闻，并未眼见，结果以

“诬告”的罪名，挨了一顿板子。

原告变成了被告。那位政敌觉得窝火，又多方探听，了解

到责任确实在刘邦身上，进行翻案。沛令也不死心，以升官发

财为诱饵，让夏侯婴如实招认。夏侯婴决不出卖朋友。第二

次升堂，又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只好给夏侯婴加个“责任心不

强”的罪名，打了几百板子，又蹲了一年多大狱。“试补县吏”

的职位也给泡了汤。但“终以是脱高祖”。他用自己的身体和

前程，保护了刘邦。

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中，刘邦也结交了一批热血朋友。

比如周勃、樊哙、周 等。他们尽管出身贫寒，可一个个侠肝

义胆，身手不凡。在刘邦当亭长期间，这些人虽然没有做出值

得史书记叙的特殊贡献。但是，在刘邦以后的事业中，他们却

建立了不世的功勋。

为人“木僵敦厚”的周勃，在沛县以编织苇箔为业。为了

养家糊口，别人办丧事，他还去充当吹鼓手。在那个时候这种

职业是最为下贱的。但是，刘邦却不以职业取人。沛县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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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被任命为“中涓”（本来指主管帝王宫廷清扫工作的官，以

后也指最亲近的侍臣）。此后，无论是推翻暴秦的作战，还是

抗击匈奴的入侵，乃至平息诸侯王的叛乱，周勃总是冲锋在

前。刘邦临死时还一再嘱咐，要给周勃委以重任。刘邦死后，

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勇夺北军，粉碎了诸吕的叛乱，保证了刘

邦的事业不致中断。

樊哙是个杀狗卖肉的屠户，目不识丁，可为人豪爽，极讲

义气。刘邦不但和樊哙交好，而且还与他结成连襟。鸿门宴

上，樊哙头发上指，“目眦（眼眶）尽裂”，慑服了不可一世的诸

侯上将军项羽，使刘邦死里逃生；两军阵前，他总是身先士卒，

舍生忘死，斩将夺旗。特别是樊哙总能在关键时刻，对刘邦直

言相谏，成为一位难得的骨鲠之臣。

周 对刘邦的关心和爱护更是体贴入微，始终如一。《汉

书·周 传》上讲，周 当初以舍人（战国、秦汉时对王公、贵

官左右亲近的随行官员的称呼）身份跟刘邦在沛县起义。刘

邦西入蜀汉、还定三秦，周 一直充当“参乘”（与刘邦同乘一

辆车，当贴身警卫）。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周 主动要求去

最危险的地方，领兵切断项羽的粮道。无论局势多么艰难，周

对刘邦的事业从未动摇。《周 传》称颂他：“战有利不利，

终亡（无）离上（刘邦）心。”刘邦当了皇帝，为了褒奖周 的忠

信，特赠以“信武侯”美称。公元前１９７年（高祖十年），深受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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