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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皇帝刘邦



“汉族”、“汉字”、 “汉语”，都源自中国

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汉朝。而创建了这个伟大王

朝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

他是一位伟大的帝王。毛泽东称他是“封建

皇帝里面最厉害的一个”，西方学者赞他是“人类

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之

一”；他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最长的四百年统一盛世；他是煌煌“汉”文化的奠

基者，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保护人。

他还是一位传奇的“创业者”。出身一介布衣，

却能带领身边的贫贱弟兄，干出了一番扭转乾坤的

“大事业”！他击破了“血统贵贱论”的宿命，成为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登上帝位的开国皇帝。

他更是一位被后世乐道的“话题人物”：他为

人豪爽、豁达，有天子之风，深得人心；但他行为不

端、贪酒好色，喜欢轻侮下属，“脏话”不断。有人

夸他是“千古一帝”，有人骂他是“市井流氓”。他

身后是两千年的争论，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他就是刘邦，一个草根皇帝，一代传奇帝王。

前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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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皇帝刘邦

第 一 章

英雄不问出处

在泗水郡沛县中阳里，有这

么一位混迹乡里、游手好闲的

“刘三”——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刘邦。不事产业、好逸恶劳的他，

虽然遭到家人亲戚的责备和轻蔑，

却胸怀一颗志在天下的心。这听

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刘邦就

能将这一切实现在你眼前。让我

们看一看“咸鱼大翻身”之前的

故事——他是怎样当上了“派出

所所长”？又是怎样讨到了老

婆？他有着怎样的爱好？身边又

有一群怎样的朋友和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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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出了个“刘亭长”

云从龙，风从虎，了不得的人物登场总

要有个不平凡的时代背景。我们截取一个人

们耳熟能详的时间节点——公元前 221 年：这

一年，秦国的统治者秦始皇嬴政终于挥军扫

平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封建王朝——秦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

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车辙宽度、统一文

字），收缴天下兵器销铸为十二座铜人，并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崇尚的法家治国思想推

广到全国，施行严厉的刑法管束天下的臣民。

为了严防那些对他的统治心中不服的“六

国遗民”威胁自己，秦始皇用残酷的连坐制度

将监控的触角深深扎进了每一座村落。所谓连

坐制度，说白了就是一人犯法全家遭殃甚至全

村也要受到牵连。按照秦律，百姓五户人家或

十户人家被编成一个联保组织，彼此要相互监

视，联保组织内若有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须及

时告发，告发者有赏，不告者一律受重罚，这

就叫做“什伍连坐”制度。

秦始皇用这种令人恐怖的极端政策和

挑起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震慑天下。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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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立竿见影”，被揭发和连坐的“犯人”数

目激增，不绝于路，百姓人人自危，人们路

上碰面都不敢彼此打招呼，生怕遭来横祸。

天下为之噤声，黎民有苦不能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远在秦朝泗水郡（今

江苏省徐州、淮安、邳州及安徽省凤阳、宿

州、泗州一带）沛县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

中阳里（今属江苏沛县），村中的长者们正在

为向县里推荐一位新的亭长人选而发愁。

所谓亭长，其实相当于一个派出所所

长，秦朝的时候规定十里为一“亭”，每个

“亭”设一名“亭长”，主要负责缉捕盗贼、维

护治安、传递朝廷文书这一类的工作，顺带

也管一些小的行政事务，可以说是国家机构

中最基层的职务。

亭长一职虽是芝麻绿豆一般大的小官

儿，手下也没几个当差听使唤的，但它却手

握着“什伍连坐”等苛政的裁判尺度，官不

大还挺要命的。这也正是村里长者们为此发

愁的原因——选个太怯懦的吧，上面派下来

的任务完成不了；选个太强势的吧，以后村

里人难免犯了错就是自讨苦吃。所以，这个

亭长必须找一个人缘好能服众的，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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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能力上说得过去就行。长老们找来找

去，村里老刘家的三儿子刘邦不错，三十来

岁的结实男人，人豪爽好说话，能力也可

以。嗯，我看行！

我们的主人公刘邦，公元前 256 年生，成

长在战国末年，当时的沛县属于楚国境内，

刘邦也就算是楚国人士。秦灭楚在公元前 223

年，楚国算是秦国统一战争中最强劲最难缠

的对手，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几十万大军

反复拉锯厮杀，最终楚国还是败亡了。也不

知小小的沛县中阳里有没有遭受当时的兵祸

荼毒，成长于那个年代的刘邦倒是活得悠游

快活。

刘家四个儿子，他排行老三，由于是父

母老来得子，所以在家中也比较受疼爱，他

不喜欢读书，更不喜欢下地干活，父亲常常

因此恼火，训斥他是“无赖”（这个“无赖”

不是今天的含义，而是说刘邦对家中没有贡

献的意思）。但性格豪爽的刘邦对此倒也不

太挂怀，他喜欢的是美酒与美人，更喜欢结

交四方朋友，十里八乡的壮士豪杰都跟他有

不浅的交情，这之中既有读过书的乡绅，也

有浑身腥污的市井贩子。当然，这时的刘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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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哥们儿谁也不知道未来彼此的荣华富

贵和命运沉浮。由于刘邦对人宽厚，豪爽大

方，又往往年长几岁，所以兄弟们都尊他为

“大哥”。

对于被推荐去当一个亭长，刘邦心里自

然是十分乐意的。表面看起来整日游手好闲

的他，心中其实抱负很大，三十好几的人连

房老婆都没讨到，整日守着屋子“啃老”也不

叫个出息，更何况亭长大小也算是“国家公

务员”，还时不时有机会到外面见见世面（亭

长有负责押送犯人去外地的任务）。于是，主

观上积极，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刘邦被

顺利地推荐为泗水亭长的“预备干部”，经过

“县里领导”一段时间的考核，刘邦正式成为

了“泗上”亭长，泗上在今江苏沛县东。从

此，他的人生机遇之门也就此推开了。

中阳里出了个“刘亭长”，村里的父老

乡亲们接二连三到老刘家道喜，但谁也不会

想到，二十年后，这个老刘家出来的“弼马

温”一跃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开

国帝王——“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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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那些事儿

刘邦，字季，家中排行老三，在村里

又被称做“刘三”。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本

名就叫刘季，因为他的名字是按照民间传统

的“伯、仲、叔、季”的次序排的，大哥叫

刘伯，二哥叫刘仲，按说他应该叫刘叔，估

计是觉得这么叫有点奇怪，于是直接用了第

四个字季，而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刘交。刘邦

有一双年长的父母，父亲叫做刘太公，母亲

称做刘媪（媪是古代老年妇女的通称），当然

这也都是后世史书上的尊称。刘邦的父母应

该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庄稼人，这从他们给儿

子起名的方式上就能看出。刘邦出生在标准

的“布衣寒门”，好在家中还算温饱，在没有

灾荒的年代，家中一年到头总还能挤出些余

钱，要不怎么能供得起刘邦“游手好闲”的花

销呢？

刘邦把钱主要花在哪里了呢？喝酒，然

后就是和死党们聚会。刘邦喜欢喝酒，常去

村里酒馆里赊酒喝，而且常喝常醉，自然也

就欠下一屁股酒债。不过说来也奇怪，每次

刘邦去喝过酒之后，酒店的酒都会没来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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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销好几天，这种神奇的现象让刘邦简直成

了店家生意的“福星”和“吉祥物”了！所以

每到年尾，酒馆老板总是把刘邦欠下的一把

“白条”撕掉销毁，也不再去讨他的酒钱。

刘邦身上的“小神奇”还不止这些，村

里人都相传刘邦的左大腿上长有七十二颗黑

痣，这可是大富大贵的征相；还有人说看见

过刘邦喝醉酒后，身上常有龙出现。还有更

离谱的——传说刘邦不是其父刘太公所生，

而是其母一次在堤塘边休息，梦见

自己与神交合，当时雷鸣电闪，天

昏地暗，刘太公出来寻人，正看

见有一条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其

母就怀孕

了， 生

下了刘

邦。也就

是说刘邦是

真龙之子！

这 些

流 传 在 村

里 人 之 中

的 小 传 说

◆彩绘兽首凤形漆勺

高13.3厘米，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
出土。此器将实用的木胎漆勺与神奇的
凤鸟造型合为一体，以勺体为凤体，以
勺柄为凤鸟的长颈，柄首做成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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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反正刘邦的家人似

乎“不大当真”。刘邦的老父亲仍然不满三儿

子的“不务正业”，常教训刘邦要向他二哥刘

仲学习多置办些产业。而刘邦的大嫂更是不

留一点情面，刘邦经常带“死党们”去兄嫂家

聚会“蹭饭”，刘邦的大嫂看不惯小叔子这样

的白吃白占游手好闲，于是在厨房故意把饭

锅敲得叮当作响，表示锅盆已尽，不欢迎他

的到来。这让好面子的刘邦在朋友面前丢尽

了脸，自此心中也就和大嫂家结下了梁子。

不过，过往的不堪随着刘邦当上了泗上

亭长而慢慢有了改观，家中的埋怨声少了，

外界的交际面变得更宽了。虽然还是那样我

行我素，并未因做了官而有所收敛，但爽利

的性情和大气的风范也让他慢慢有了一批在

官场上欣赏自己的朋友乃至上司。这之中，

有沛县的“主吏掾”（人事局局长）萧何、“狱

掾”（司法干部）曹参、“司御”（县府的司机）

夏侯婴，等等。所谓“肉眼只识凡胎，良马

有待伯乐”，这世上还真有几个读得懂刘邦这

本“闲书”的伯乐。这不，就在他当上小小

的一个亭长后不久，又一桩桃花美事降临在

他头上。



14

草
根
皇
帝
刘
邦

书
立
方
系
列

“搅局”抱得美人归

说起刘邦的相貌，虽然不是英姿俊美，

也还算仪表堂堂：宽额头，高鼻梁，还有一

副漂亮的胡须，在十里八乡颇有名声。按说

这种条件不该沦为“剩男”，也许就是因为

他平素懒散的做派，让村里的姑娘们难以

接受，三十好几的“刘亭长”还是光棍儿一

条。虽然是单身，刘邦却有个姓曹的相好，

两人互相爱慕却是露水姻缘，不知什么原因

最终没能修成正果。不过曹姓女子还是为刘

邦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取名

刘肥。一个未婚的大男人，身边带着一个襁

褓中的孩子——怎么说起来，这处境都有些

尴尬。

然而，自打刘邦当上了亭长以后，整个

人就似乎转运了，好事接二连三地落在他头

上。正如民间一句土话说的“运气像条狗，

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现在中阳里的村

民是越发相信这句话了——就在刘邦当上了亭

长没多久，长期以来困扰他的婚姻大事也峰

回路转、柳暗花明了。

当时，沛县县令的一位好友带着家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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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投靠县令。这位好友姓吕，人称吕公，是

单父（今属山东菏泽）人士，为躲避仇人报

复举家迁徙而来。沛县县令不仅热情地接待

了这位好友，还为吕公安排了体面的接风酒

宴。县令的好友自然就是贵客，县里大大小

小的官员自然懂得这里面的“为官之道”，都

忙不迭地登门祝贺。既是祝贺，自然就不能

空着手，谁敢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

思”，驳县令大人的面子呢？可偏就有个泗上

亭长刘邦，他敢！

酒宴当天，大小官僚怀揣礼金，齐聚县

府道贺。来的人太多，堂上坐不下，于是就

规定：礼金不满千金的，只能坐在堂下。刘

邦当天也随着众人前来应景，他本来心里就

厌恶这种场合，更是看不起这帮仰人鼻息的

官吏，所以来的时候身上分文没带，压根就

没打算玩“真格的”。听说座次还要按送礼多

少来定，他登时气不打一处来，游侠的性情

涌上心头，一股子“混”劲儿就显现出来了。

一个大子儿没有的他在进见的名帖上赫然写

上了“贺钱一万”四个大字，然后大摇大摆地

走上厅堂——这分明是想来搅局啊！

“泗上亭长刘邦，贺钱一万！”县府童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