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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 老子也是真命天子

他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末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

幸运儿!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

他建立的帝国，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有人说他是不务正业的无赖，有人

说他是真命天子，还有人说他是狡猾的狐狸。是是非非谁来评判? 他有怎样的

过人之处? 他是怎样扬长避短击败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登上帝王

宝座之后，他又怎样由一个夺权者成功转化为统治者和管理者?

那么，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主角之一: 刘邦。

刘邦的个人简历:

姓名: 刘邦

别名: 刘季、刘三

出生: 公元前 256 年

属相: 蛇 ( 想起被他斩杀的那条白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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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年: 公元前 195 年 4 月 25 日

享年: 62 岁

谥号: 高皇帝

初婚: 30 岁

配偶: 5 人

子女: 8 子，1 女

继位人: 刘盈 ( 惠帝)

最得意: 垓下之战获胜

最失意: 被困平城白登山

最不幸: 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地

最痛心: 未能更易太子

最擅长: 用人

刘邦出身布衣，虽然当过几年亭长，也无非是不入流的小官。然而，就是

这样的一个市井人物，却在群雄逐鹿中独占鳌头，使一代枭雄西楚霸王自刎江

边。他与民休养，轻徭薄赋，开创西汉王朝两百年基业。

刘邦的本名并不叫刘邦，而是刘季。翻遍 《史记》和 《汉书》，都没有看

到刘邦名“邦”的记载。“邦”即“国”，后人推断，这个名字可能是刘邦成年

之后给自己取的。史书上只记载他字 “季”，其实这也不是真正意义的 “字”。

因为在当时，一般平民都有姓无名。刘邦既然只是平凡农户，出身低微，自然

也不可能有名字。

中国古代用“伯、仲、叔、季”给兄弟排行，刘邦大哥的确叫刘伯，二哥

叫刘仲，但不见刘叔。所以，刘邦可能是“刘小三”或“刘小四”。

那么，刘邦的家庭出身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高祖本纪》中说: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就是 “刘大爷”，

刘媪则是“刘大娘”，这显然不是什么体面或有意义的称呼。

后来刘邦成了汉高祖，他的父亲才有个名字叫刘执嘉，母亲名叫王含始。

和历史上所有的真命天子一样，刘邦的出生也被蒙上了许多神话色彩。史

书记载，刘大娘“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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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真龙天子便由此而生。

这段话的意思，用现代话来说就是: 有一天刘妈妈在大泽边睡觉，做梦和

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刘大爷跑去看，见到一条蛟龙伏在他妻子

身上 ( 不知道刘大爷当时如何感想) ，妻子因而怀孕，刘邦就出世了!

虽然秦汉时期，古人还没有后来那么保守，可是说实在的，一个良家妇女

跑到大泽边睡午觉，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刘邦出生的这段记载，显然

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神话。除了出身，刘邦被人认为是真命天子的最充分理由还

是他的长相。

刘邦长得很帅，白面长须，是古代标准的美男子。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

七十二黑子。”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鼻子高挺，两颊端正，脖颈细长，胡须长得

长又好看，被人称为“美髯公”。

看来，“美髯公”的称呼，并不是关云长的专利。

刘邦不但人长得好看，身材也好，还是个型男。

《河图书》上说: “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

古尺的七尺八寸，约为现在 176 厘米到 180 厘米间，算是高挑身材了。南方人

身材一般不高，所以会特别显得鹤立鸡群。斗胸是胸部挺直，龟背则指背脊硬

朗，龙股则表示手脚长而有力，几个因素加起来，确是相当精神而意气焕发的

样子。

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刘邦也可算得上一个“帅哥”。

除此之外，他左脚上还有 72 个黑痣。( 好厉害的一只脚)

按说脚上长黑痣也没什么了不起，谁身上没几颗痣。但刘邦左脚的黑痣却

与众不同，不但大小差不多，排列整齐，而且恰好是 72 颗，那可真是世界奇迹

了。

在中国的古相学中，36、72 可都是个大吉祥数。

当然，这个黑痣的说法，也许来源于乡人的炒作也未可知。或许是他小的

时候，有人偶然发现了刘邦身上的黑痣。闲来无事的三姑六婆，便牵强附会地

将这些黑痣凑成 72 个数。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本来是乡间的一个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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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人们口中的谈资，没想到刘家这位 “异相”娃娃的知名度，也跟着传开

了。

刘邦在家里最小，自然娇惯些，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当然这跟他家的

经济状况也可能有些关系。生得晚，家里经济状况也比以前好了一些，做不做

工，都不再差他一个人。再加上刘邦家在沛县，沛就是水源充沛之意。水流多，

生物自然较繁盛。因而沛县的环境得天独厚，农民不用太辛劳便可有不错的收

成，生活也不会困难到哪里去，人力资源应算丰沛，游手好闲也成为不是特别

的罪恶了。

虽然如此，他老爸对他的行为还是时不时有些埋怨，有时候骂他 “无赖”，

有时候骂他是好吃懒做的 “浪荡儿”。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因为没出过力干

过活儿，不知道挣钱的艰难，所以刘邦平时花钱也慷慨，生性豪爽，对人乐善

好施。因此身边就集结了一群狐朋狗友，整日在酒肆勾栏之中，飞鹰走狗，活

得也算潇洒!

乱世造英雄，刘邦的年代是地地道道的乱世，义军四起，民不聊

生，于是英雄应运而生。小亭长出身的刘邦，成就了大汉 200 多年的

基业。谁说小人物就不能成就大事业，刘邦用他的实际行动给后世人

立了一块丰碑。草根阶层的他，战胜了无数贵族出身的对手，最终站

在成功的巅峰，骄傲地向世人宣称: “老子也是真命天子! ”

混在家乡的那段日子

刘邦 30 岁时，做了泗水的亭长，因重感情讲义气，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但刘邦绝不是一般的“混混”，史书上说他自比 “信陵君”，尊重人才，讲

义气，重感情，不会自私自利，有福大家享，有难自己扛，相信别人，事事宽

容，这种人在变化多端的乱世，的确是最容易脱颖而出的领袖人才。

虽然只是一个亭长，比村长也大不了多少，但大小也是个干部。亭里面，

除了亭长刘邦外，还有数十名下属，但他们都是役夫，属平民身分，没有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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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只有刘邦属“吏”职，算是个 “干部”吧! 一向喜欢夸张的他，自然要

设法好好表现一番。

上任之后，他就给自己制作了一顶“冠”。

“冠”是一种身分的象征，在当时 “士人”以上才能戴冠，平民只能以

“巾”束发，所以有 “冠”的人，便代表他有身分、有地位。这顶 “亭长冠”，

使刘邦俨如高官般的威仪，不认识的人很难看出他的身分只是一名亭长而已。

刘邦最大的爱好就是交朋友。但他交友的方式，不是淡如水的 “君子之

交”，而是勾肩搭背、嬉笑怒骂式的 “小人之交”。所以，对方的身分也大多不

高，大都是贩夫走卒之辈，大家意气相投，常在一起吃吃喝喝。

当上亭长之后的刘邦，朋友自然也就多了，更需要交际应酬。因此，素来

喜欢交友的他，常呼朋唤友地到沛城的酒楼去喝酒。他工资不高，偏偏个性慷

慨，因此常常需要赊账。不过，酒铺主人却非常欢迎他，即使酒钱永远欠着也

无所谓。

关于刘邦在酒店白吃白喝的原因，流传了很多说法。据 《史记》记载，刘

邦本人酒量并不大，很容易喝醉。他醉了之后也不胡闹，就在酒铺里呼呼大睡。

每当这时，酒店老板就会看到他身上附有龙的影子，深奇之，知道他是贵人，

于是就不收他酒钱。当然，这种说法不过是后人制造的神话，虽然堂而皇之地

写在《史记》里，其实不足为信。

真实的原因是，由于刘邦号召力强，他每次请客都到一个酒店。于是喜欢

到这酒铺的人愈来愈多，给酒店带来这么多的生意，销售额提高不少，酒楼老

板自然要呵呵大笑了。难怪主人特别欢迎他。在这里，刘邦充当了一个酒水促

销员的角色。

事实上，刘邦并不是个铁公鸡，他花起钱来还是很慷慨的。当他有钱的时

候，在酒店喝酒往往给好几倍小费，酒店老板从他身上得到不少好处，而且还

经常给酒店拉来不少酒客。于是，为了拉拢刘邦这位大客户，老板到了年底便

自动毁掉账单，希望刘邦继续捧场。还有一点就是，刘邦大小也是个亭长，有

他在，一般的痞流氓也不敢到酒店闹事。

据说刘邦年轻时便有大志。史书上记载，刘邦当上亭长后，经常因公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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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总趁机多留两天到处转悠，感受一下大政治环境下的气氛，也增广自己

的见识。有一次，正好碰到秦始皇从咸阳出发的巡幸队伍，真是雄伟壮观，数

万人为一人造势。刘邦激动万分，不禁脱口而出: “大丈夫当如此也!”或许是

这次的机缘，加上这几年当“官”的经验，让刘邦开始有了窥伺天下的野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轻时代的刘邦是相当可爱的。他热情、仗

义，喜欢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过着自得其乐的生

活。混在家乡的这段日子，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没有勾心斗角的政

治斗争，也许这是刘邦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不是后来的天下大

乱，也许他会逍遥一生。然而历史却没有假如，刘邦注定要走上历史

大舞台，去挥洒他精彩纷呈的一生。

天上掉下个吕妹妹

这一年，沛县来了一个姓吕的有钱人，人称吕公，据说还是个名门望族。

吕公为人仗义疏财，在原地方影响力颇大，因此得罪了当地的豪族恶势力，不

得不举家迁居于沛县。

吕公之所以搬到沛县来，还因为和这里的县令是故交。

有朋自远方来，县令自然特别高兴，于是大摆宴席，为吕公接风。同时，

县令还邀请了沛县父老及大小官吏，让吕公和他们都认识认识，联络联络感情。

听说县令请客，宴请的又是位大富翁，有这样的好事儿，刘邦当然也要去

凑个热闹。于是他和很多人一样，都争着抢着报名参加。

人太多了，但宴席的座位却不够。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让县令非常头痛。

一向能干的办公室主任萧何当然不会让县令头疼，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

办法。萧何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座位分成数等份，有少数贵客的雅间，也有一

般客人就餐的大餐厅。布置好一切之后，萧何便大声宣布: “各位都听仔细了，

凡贺金千钱以上的客人就是贵宾，可进入雅间直接会见吕公，其余的就在大餐

厅及前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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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官不大收入也不多，当然没钱交贺礼，按说应该坐在外面。但刘邦偏

不，他虽然身上没带一文钱，却大大咧咧地直入雅间，大声喊道: “贺金万

钱!”

雅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被镇住了。吕公正在和县令喝得高兴，

突然听到有人如此大方，大为惊讶，也将视线移向刘邦。这一看不要紧，他不

禁为眼前这位放荡不羁的美男子的长相惊呆了。于是，吕公放下酒杯，站起身

来亲自到门口迎接刘邦。

原来这吕公会相面，他见到仪表非凡的刘邦，知道他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萧何和刘邦认识，当然知道他的底细，别说一万钱，一千钱他也拿不出来。

他眼见这个玩笑开大了，忙拦住刘邦，同时不好意思地向吕公说: “吕公莫怪，

刘季这个人好吹牛，做事情不知分寸，其实他拿不出万钱。”

刘邦当场被揭穿，脸一红，当时就想退出去。

不料吕公却笑着说: “不妨，不妨，他有这份诚心就够了。”于是，他仍然

迎了过去，亲自将刘邦引入雅间，并让他坐最尊贵的位置。刘邦这时候也不再

客气，在众多达官贵人面前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很快就和吕公谈笑风生，宛

如老友。众贵宾还以为刘邦是吕公久未谋面的老朋友，所以也没在意。

宴席很快就结束了，吕公暗示刘邦不要早走，有事相告。

刘邦不知何意，在宴席结束以后仍然坐在位置上。

等吕公送走所有宾客之后，便拉着刘邦来到后堂，让他见见夫人及女儿吕

雉。刘邦一一见过，不知道吕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吕公说话: “我把你留下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把女儿嫁给你!”他的

话真是一鸣惊人，刘邦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我要把女儿嫁给你!”吕公再次强调。

天上掉下这么一件好事，刘邦简直要陶醉了。

吕夫人和吕雉母女俩面面相觑，都以为吕公喝醉了。吕公没有喝醉，他执

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邦，即使夫人百般反对也无济于事。

刘邦成家后并没有依靠老丈人的财势，仍然过着穷日子。吕雉虽是千金小

姐出身，但嫁夫从夫，只好随刘邦回家去过着朴实的百姓生活。不久之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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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替刘邦生下了一儿一女，这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及鲁元公主了。

吕雉和一般女子不同，她虽然外表娇弱，个性倒相当坚强，为了丈夫，她

甘心由千金小姐变成田里农妇。因为她和父亲一样，也相信刘邦一定会成大事。

同时，她也很欣赏刘邦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刘邦也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过去

放浪的习性也收敛不少。除了偶尔出去鬼混，大多时间还是一心一意地在家陪

着老婆。

生活就这么有一天没一天的过着，平静而又幸福。一天，吕雉带着两个幼

儿来到田里锄杂草。这时，有位白发苍苍的老翁走过来: “这位大嫂，能否给我

点茶水?”

吕雉好歹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家教不错，知道尊老爱幼的道理。她见老人

家显得疲惫不堪，不但给了茶水，还将自己的午餐分出一部分给老翁。吃饭中，

老翁面露惊讶地端详着吕雉，欣然叹道: “夫人之相，可是天下奇贵之相啊!”

这话和父亲常说的相同，吕雉很感兴趣，便请老翁也相相两个孩子未来的

命运。

老翁看到长子，更惊讶道: “依此儿面相看来，夫人之奇贵，正是来自这位

公子之福荫啊!”吕雉再请看看女儿。老翁点头道: “也是贵人之命啊!”

说完，老人不再多言，便拿起自己的拐杖慢慢走开了。

正好这天午后，刘邦回家探望妻儿，相差老翁离去仅约两个钟头。

吕雉便将老翁之言转告刘邦。刘邦大为惊喜，便立刻循老人走的方向追赶

过去。不久便看到一个老迈的背影。忙叫道: “老人家，请留步!”

老翁缓缓回过头，一眼看到刘邦奇异的面相，不由大吃一惊: “哎呀，刚刚

我看到夫人和公子如此贵相，正感觉大惑不解。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们都和

您有关啊! 阁下的面相极为尊贵，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刘邦听了非常高兴，连连作揖: “得您吉言，有朝一日我真发达了，绝不忘

您的恩德!”等到刘邦得到天下之后，想起这件往事，便派人四处寻找这位老

翁。可惜，派出很多人，就是找不到。也许因为相信了 “贵相”的说法，刘邦

才能够坚忍不拔，愈挫愈勇，终至成其大业。

刘邦自从有了一个贤内助，再加上岳父的关系网，很快拓展了人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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