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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景帝的“无为而治”最终导致后宫的腥风血雨，先是后宫“一姐”争夺战，最后演变成了太子之争
。
最终，刘彻登上了太子宝座。
上任后，他雄心勃勃，先是发起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把儒家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根基；随
后他又发动“武力革命”，使大汉帝国走向了“虽远必诛”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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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飘雪楼主，原名陈立勇，湖南郴州人，历史学硕士。
从小喜欢历史，对浩瀚如烟的历史到了痴迷的程度。
笔名飘雪楼主源于自创诗：“飘雪寒风行侠孤，楸枰棋烂恨情无。
莫笑江湖几多险，楼去人空谁做主？
”
　　作者十年磨一剑，《汉朝那些事儿》倾尽了他全部心血和精力，全新的构思全新的笔法全新的视
角，带你走进大汉帝国四百余年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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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水深火热（2）然而，栗妃不会料到，没吃到梨的刘荣却一天都不能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
这西域梨既然这么好吃，我一刻也等不及了，于是程妃（汉景帝后宫第三宠妃）的儿子刘馀成了倒霉
鬼。
话说程妃虽然也急需“美容”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她却没有栗妃做得那么绝，独吞了十个西域梨，
而是分给她的几个儿子吃。
刘馀拿着西域梨，如获至宝，在手中捏了又捏，闻了又闻，就是舍不得吃，于是拿着梨边蹦边跳，小
小的身影跨着欢快的步伐在皇宫后花园里穿梭着，突然，他停下脚步来，眼睛盯着花圃上一只绝美的
蝴蝶上，呆了半晌，他下定决心做一件事，那就是去捉住这只蝴蝶。
他放下手中的西域梨，蹑手蹑脚地朝花圃走去，渐渐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那只金黄色的美丽
蝴蝶就在他小小的头顶上了，他屏住呼吸，身子猛然一跳，小手直奔那只蝴蝶，然而，他毕竟人小，
高度有限，他一跳，那蝴蝶受了惊吓，早已张开天使的翅膀朝蔚蓝色的天空飞去了。
刘馀垂头丧气地跌坐在地上，只能目送那只蝴蝶消失在自己的视野里。
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阵沙沙的声响，妈呀，这花丛里莫不有毒蛇吧！
刘馀一下跳将起来，却听见花丛外面同样传来“妈呀”之声。
“谁？
”刘馀钻出花丛，寻声望去，但见一小孩同样怔怔地看着自己，手里兀自拿着半个梨，这梨又小又弱
又黄，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太子殿下，原来是你啊，你怎么⋯⋯我的梨⋯⋯”刘馀发现自己放在地上的梨不见了，马上意识到
了什么。
“啊！
”来人正是太子刘荣，他先前看见刘馀拿着一个西域梨满世界地奔跑，好奇心让他一路尾随着他，后
来见他去捉蝴蝶，他见了那金灿灿的“稀梨”，便忍不住上前捡起来。
捡起来倒也罢了，如果他能充分发挥“百米冲刺”的长跑精神，及时离开，那么这偷梨行动便会做得
神不知鬼不觉，后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
但小刘荣的控制力毕竟有限，他被梨的清香所迷倒，忍不住咬了一口，四个字：入口生津。
于是又忍不住咬了一口，接着也就不客气了，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一吃不打紧，“沙沙沙
”声响惊觉了刘馀。
此时刘馀见皇兄偷吃了自己的“稀梨”，自然不愿意了，他怒目圆睁，质问道：“你怎么偷吃我的梨
？
”“那个，我是在路上捡到的梨，怎么说偷呢？
”刘荣此时脸上红得赛苹果。
“明明是我放在那里的，你明明是偷的⋯⋯”“那个⋯⋯那个⋯⋯窃梨不算偷⋯⋯”“明明是偷嘛，
不要脸⋯⋯”⋯⋯结果可想而知，随着双方火气的升级，当“怒骂”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只能依靠“
武力”了。
开打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刘荣和刘馀没有分出胜负，做大人的自然不会不管，于是这次“争梨”事件最后演变成栗妃和程妃这
两朵金花之间的PK了。
栗妃一来仗着汉景帝的宠爱，二来有太子他娘这个颇具实力的称号，眼看儿子受了伤，便来了个大闹
程妃的增成宫。
而程妃这朵“牵牛花”虽然风头比不上王娡和栗妃，但好歹名列汉景帝后宫“名花谱”第三的位置，
明明她的儿子偷吃了自己儿子的梨，现在反而来“兴师问罪”，未免也太小看程某人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的“牛”劲一上来，接着就上演一出女人对女人的好戏了。
两人先是互相对骂，对骂平分秋色后，接着对打，女人打架一般不用拳头，而是用“鹰爪手”，结果
你抓烂了我吹弹可破的脸皮，我扯掉了你乌黑亮丽的秀发，而且两人身上穿着的价值不菲的衣服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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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扫落叶般片片凋落。
看来果然是一场棋逢对手的大比拼啊，两个女人半斤对八两，PK的结果和她们的儿子一样：两败俱伤
。
两人没有分出胜负，“袖手旁观”的王娡不干了，她及时向汉景帝做了汇报。
汉景帝一听怒发冲冠。
都是有头有脸的后宫名花，这般闹下去成何体统？
于是他当即表示要治两位贵妃的罪。
按理说，这正是王娡想要的结果。
但王娡并没有趁势火上浇油，她反而当起了“和事佬”，对汉景帝进行了耐心的劝导。
她的话归纳起来为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冲动是魔鬼。
儿子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
看着儿子伤成那样了，栗妃一时难免冲动，大闹增成宫，从而造成了这起打架斗殴事件，这也情有可
原。
第二个要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她说谁人不犯错，关键是知错能改就行了。
王娡就是王娡，这招果然厉害，她首先把责任都归于栗妃一人身上，然后再“假惺惺”地来“求情”
。
汉景帝听了她的话，最终决定不再追究这起后宫极为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
但通过这件事，后果却是显然易见的，汉景帝对“闹事者”栗妃“恶之”，对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
王娡更加“宠之”。
这次“争梨事件”到此结束，栗妃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汉景帝对王娡和栗妃在
人品上的认识发生了质的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栗妃为此留下了一道致命伤。
月亮惹的祸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幽默的谜语。
谜面：猩猩怀孕了。
谜底：月亮惹的祸。
相信很多人看过后都会捧腹大笑，这里我不妨讲一个月亮惹祸的故事给大家听听。
书接前文，王娡取得了汉景帝的信任后，手中的屠龙刀再次瞄向栗妃，对栗妃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
。
当然，她并没有直接与栗妃发生冲突，而是不远千里迢迢去找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乞丐。
王娡找这个乞丐并非因为这个乞丐是丐帮的帮主或是长老，武功深不可测，找到他用重金收买，然后
叫他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栗妃⋯⋯这样的做法应该是穷途末路的流寇做法，以王娡的聪明才智自然不
会出这样的下三烂招数。
这个乞丐只是普普通通的乞丐中的一员，因为生活落魄，只能乞讨为生。
但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乞丐，却是王娡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牌，换句话说，能不能彻底打倒栗妃
，就看怎么出这张牌。
因为这张牌隐藏着栗妃的身世之谜。
据说栗妃的父母当年很清贫，刚结婚不久，栗父为了生计“下海”去淘金了，结果这一去便如同失踪
了一般，毫无音讯，直到第三年才回来。
当然，他去时是两手空空，而来时却是坐着“宝马”（马拉的车）。
一看这阵势，大家想必都知道，栗父肯定是发达了。
发了财，栗父却并没有在外面“包情妇”之类的，而是直奔老家去找自己的寒妻。
屋子还是那间破茅草屋，妻子也还是那个妻子，但家里却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婴儿。
看着栗父一脸的惊疑，栗母说话了，她说这个婴儿就是你女儿啊!栗父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三年未归
，怎么会有女儿呢？
随即似乎明白了什么，突然一巴掌掴在阔别三年的娇妻的脸上，并且质问这个野种是从哪里来的。
栗母哭着说她并没有做出不忠的事来，这个婴儿是因为一天晚上，她想他时，坐在外面看月亮，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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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月亮落在她的口中，继而就怀孕了（看到这里，想必大家想起刘邦同志的“蛟龙交媾”而生吧
）。
“月落其口”而生，这有点像痴人说梦，打死栗父也不相信啊。
最终栗父把风流的栗母赶出了家门。
说得含蓄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两人因情感不合离婚了。
再按现在的夫妻财产平分的原则，栗母可以得到栗家一半的财产，鉴于栗父已经是一个“暴发户”，
她离婚后日子应该不会难过，因为她至少是一个“富婆”了啊！
然而，栗母走时，她却什么都不要，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个“月落其口”而生的孩子带走。
反正是一个野种，栗父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能猜出来，栗母孤儿寡母的，以后的日子可有得受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她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拉扯成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后，便撒手而去。
无依无靠的栗妃并没有成为一个漂泊者，因为她有幸成了宫女，再后来得到了汉景帝的宠爱⋯⋯这是
史书的一段记载，个中真伪自然令人怀疑了。
且不说栗母的“月落其口”而生科学根据在哪里，但我们早已从刘邦的“蛟龙交媾”而生明白了这样
一个道理：古代的人有时候为了“身份”的需要，往往杜撰、编写、虚构一些神话般的事物强加在某
些人身上，使其身份更显神秘，使其形象更为光辉。
栗妃的“月落其口”而生，和王娡的儿子刘彻“日落其怀”而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王娡的“日落其怀”是不是“山寨”于栗妃的“月落其口”，这个我们同样不得而知。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总之栗妃到了宫中后，因为家事有“难言之隐”，且母亲已经去世，于是她干
脆声称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无亲无友，典型的“三无”人员。
而汉景帝只在乎她的美貌，并不在乎她的家世。
于是栗妃的家事在宫中几乎无人知道。
无人知道并不代表就真的无人知道，至少王娡是知道的，至于她是如何得知的，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去
调查。
我们只需按理论来推算就行了，这个王娡既然有心要和栗妃进行PK，自然就会尽全力去寻找对方的致
命弱点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王娡和刘嫖派出的大量调查人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脏不拉叽的乞丐。
写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猜出了几分来了，这个乞丐莫非就是⋯⋯没错，他正是栗妃的父亲。
至于“暴发户”栗富豪为何会沦落为街头的乞丐，我们同样没有必要去调查了，我们只要知道，人生
命运潮起潮落，富贵贫穷变幻无常就足够了。
在乞丐眼里什么都不喜欢，就是喜欢钱。
找准了乞丐的命脉，搞定栗父自然也不在话下。
于是“长公主”刘嫖（王娡授意）用一大把银子把栗父骗来了京城，并且对他说，说他的女儿现在正
在宫中“荣华富贵”着呢，并且说她愿意帮他来个认祖归宗，你只需写一封信给我证明你们的身份就
行了。
如果这个在后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女儿能认自己这个“父亲”，那他的后半生就不用再去做“乞
丐”了。
想到这里，栗父不再迟疑，一封中心思想为“月亮惹的祸”的书信很快就写成了。
这封信站在修辞的角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1.运用夸张的手法来主动承认错误。
什么“月亮没有惹祸，是爹惹的祸啊”，什么“当年爹不该意气用事，把你们母女赶出家门，为此爹
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之类的云云，很是煽情。
2.运用对比来讲大道理进行说服工作。
什么“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什么“女儿如今大富大贵了，可爹却流浪街头吃了上顿没下顿”
之类的，很是令人同情。
很怀疑这位农民出身、乞丐结尾的栗爹能写出这样深厚文化功底的信来，不排除长公主进行了“旁敲
侧击”、“循循善诱”的技术指导。
但不管怎样，信交出后，栗父甚至憧憬起来锦衣玉食那种神仙过的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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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没有等来女儿接自己入宫的好消息，而是接到一张皇帝“杀无赦”的皇令。
栗爹直到死时也不明白，汉景帝为什么要砍了他这个“?岳父”的头颅。
他不会知道他写的这封书信没有落到女儿手上，而是直接到了汉景帝那里。
汉景帝那可是堂堂一国之君啊，如果天下人知道他的岳父竟是一介乞丐时，那他还怎么在大汉帝国里
混？
对不起，岳父大人，要怪就怪你那宝贝女儿太绝情了，她说她是孤儿啊，要不朕早就派人把你接到皇
宫里来了，你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现在这般模样却主动找上门来，朕的脸面往哪里搁啊，对不起，岳父大人，你安心去吧，我会悄悄
把你厚葬的。
汉景帝杀死了栗父，才把书信拿给栗妃看，栗妃一看，面无血色，急火攻心，一下瘫痪在地。
她不为父亲的死伤悲，而是为自己在后宫争斗中又败一阵而着急，可恶的王娡，你敢揭我的老底，你
的老底也好不到哪里去，你等着瞧，有你好看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古典武侠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来而不往非礼也。
连折了三阵的栗妃，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奋起反击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既然王娡和刘嫖能把栗妃“月亮惹的祸”的往事都能查得一清二楚，那么反过来，栗妃要想查王娡的
陈年旧事，也是易如反掌了。
看着情报员收集过来很有“价值”的资料，栗妃原本就美轮美奂的脸上顿时笑靥如花。
栗妃拿着王娡的铁证在手，思来想去，她放弃了直接走皇帝这条路（直接向皇帝揭发王娡的风流韵事
），而是绕道走皇太后这条路。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栗妃也不傻啊，在后宫做什么事，按后宫里的勾股定理走总没有错。
然而，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次栗妃的选择却是错误的，世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连牛顿的苹果定律
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勾股定理自然也有失效的时候。
栗妃找到窦太后，把王娡结过婚并育有过一个女儿的事全盘托出，听得窦太后先是“云里雾里”，然
后是“羞愧难当”，最后是“无地自容”。
王娡好歹是她的儿媳妇啊，栗妃的话让她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呢？
于是她马上掩饰好自己的失态，发话了：光是你手中的资料还不够，拿出证据来。
栗妃手中握有证据，心中自然不慌，她说王娡的前任丈夫金王孙就住在京城的客栈里，这就叫他来对
证。
她几乎是一路小跑走向客栈，她甚至认为，只要证人带到了太后那里，也就是王娡彻底“消失”的时
候了。
眼看自己的情敌就要这样玩儿完了，你说她能不高兴吗？
可以说栗妃在整个“揭发事件”中都做得很好，然而，她百密一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不
该把金王孙留宿在客栈里，而没有直接把他接到自己的府上去。
她一到客栈，脸上的笑容马上就僵硬了，因为她看到他的证人再也不能说话了，死人还能说话吗？
死无对证，凶手又是谁？
肯定是王娡那个小贱人了，然而，她很快发现她错了，因为在金王孙尸体上，她发现了一块小腰牌，
腰牌上刻有四个精巧细致的小字：堂邑侯府。
堂邑侯是陈午，陈午是长公主刘嫖的老公。
栗妃的脸上薄得像一张纸。
如果是王娡干的话，她可以到太后那里告王娡“杀人灭口”之罪，如果是那样，王娡等于是不打自招
了。
但凶手却是陈午，皇帝的妹夫啊，谁能动她？
事实证明，王娡这借刀杀人的手段果然高明，窦太后不可能会治陈午的罪。
结果在没有确凿证据前，窦太后反倒是治了栗妃一个“污蔑诽谤罪”。
栗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回去气得直吐血。
反击的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开始，而这样“偃旗息鼓”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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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嫖在王娡的指使下，成功地阻击了栗妃反击的同时，也得到了窦太后的“口头警告”。
其实窦太后比谁都清楚，栗妃这次的反击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这样的大事，就算栗妃有天大的胆量，
也不敢乱来，只是女儿参与了这件事，她只能违心地将这件“家丑”以这种无声的方式镇压下去。
但经过这件事，在窦太后心里，王娡的形象已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以至于成了王娡日后由妃变后
的拦路虎。
窦太后的动摇，勾股定理已处于失效状态，刘嫖既然已上了王娡这条贼船，在这个关键时刻，自然要
帮王娡帮到底了。
面对栗妃的反击，她和王娡进行了一次紧急磋商，两人最后一致认为，当后宫勾股定理失效时，直接
走皇帝这条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刘嫖隔三差五就往皇宫里钻，不外乎是和汉景帝套套近乎拉拉家长，
当然每次客套过后，对栗妃的诋毁却是不可少的。
无非是说栗妃什么崇信邪魔怎样心胸狭窄的，总之，到最后刘嫖用一句话对栗妃进行了总评价：如果
皇上立了栗妃为皇后，只怕是“人彘”事件又要重演了。
自从当年吕后一手打造“人彘”事件后，以后汉朝的继位者无不对“人彘”两个字谈虎色变，前面说
过，当年汉文帝宠爱慎夫人，起居出行，慎夫人都可以和窦后同起同坐，敢言敢谏的袁盎便以“人彘
”相劝告，吓得汉文帝面无血色，而慎夫人也花容失色，后来主动承认错误，并对袁盎赏百金以示感
谢。
由此可见吕后的“人彘”事件对汉朝接班人的影响有多大。
同样，汉景帝听到刘嫖提起“人彘”两个字，亦是不寒而栗，因此，原本在立栗妃和王娡两人谁为皇
后一事上摇摆不定的汉景帝心里，平衡的天平发生了质的倾斜，王娡成直线上升趋势，而栗妃却悄然
往谷底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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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界的这股历史热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至今方兴未艾。
飘雪楼主这本《汉朝那些事儿》虽然是顺应形势而推出的大作，但是却与其他图书有着本质的不同。
作者在评史，但是又比王立群读《史记》更有故事性；在写史，却又比一般的史书多了点娱乐元素。
　　——北京电视台《悦读会》栏目编导  张源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东西两京四百
年，金戈铁马，东临大海，西征绝域，南服百越，北击匈奴。
飘雪楼主这本书，通俗易懂，很好地解读了大汉王朝的兴衰治乱，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新京报》读书版编辑、学者  张晓波《汉朝那些事儿》是个人风格很强烈的一本图书，作
者在尊重史实的同时，尝试用全新的叙事手法和独特的幽默搞笑方式来写历史，全文充满了灵性的动
感，一些枯燥的历史事件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地展开，一些新词汇的运用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历史写作狂人  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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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朝那些事儿(第3卷)》：讲述平民眼中的大汉帝国四百年兴衰史。
文景之治后大汉再现盛世王朝。
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推背图中的历史》作者雾满拦江鼎力推荐。
草根历史学家白话正说大汉帝国兴衰史，全景再现中国最争议王朝的兴衰与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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