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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汉王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为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立下的千秋功业，古今贤达之论述已很详尽了，然而
却集中在号为沛公至称帝兴汉这段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沛公以往之四十余年的平民历程和人品
，至今人们对其评价并不高。
在一些评说和剧本中，布衣刘邦还被描画成惹人发笑的“流氓”模样。
甚至涉及刘邦的很多历史事件也被误解。
这确实是非常不公正的历史错觉。
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欣慰的是，王尧先生在对《史记》、《汉书》进行认真研学的基础上，客观地对其中记有所谓刘
邦“贪财好色”、“无赖”等词的篇章综合分析，并比对历代学者《注》说，进而深入探求司马迁记
述布衣刘邦的良苦用心。
令人信服地指出，刘邦是一位少怀大志、艰苦游学、仁义豁达、求贤若渴、能谋善听、为人敬畏的反
秦志士和平民领袖。
记得当初担任《刘邦研究》主编、顾问时，我曾多次向王尧同志约稿，陆续地登载过他的几篇文章，
颇受读者欢迎。
对于王先生关于平民刘邦的探索和论述，我一直也十分关注。
的确，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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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对汉高祖刘邦的认知主要源自司马迁的《史记》。
然而，太史公对刘邦生平活动的记述则集中在刘邦号为“沛公”之后。
学界论及刘邦之建功立业，指的也主要是这段不过十多年的历史。
而对于刘邦四十多年之平民经历，《史记》则极少提及并冠以神秘疑云，于是便留下了许多颇具争议
的千古之谜。
    胡适先生曾指出：“汉高祖是百姓出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姓，知道民间疾苦，是中国帝王中了
不得的人，是不易有的人物，但却没有一本好传记。
”梁启超先生在赞扬“汉高祖刘邦为伟大人物”之同时，亦感叹：“可惜他的《本纪》作的模糊，影
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
”    本书尊循求实、客观对待历史的原则，尽量以可以查索到的较丰富的史料，力求公正地评述平民
刘邦。
本书还专门对汉初第一重大疑案——“雍齿叛刘降魏”事件，作了与传统说法判然有别的剖析；对困
扰历史、迷惑读者的刘邦起义之细节、成因、目的等，及其在秦末大起义乃至我国数千年战争史中的
真实地位和重大意义也着重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本书目的在于吁请社会切实关注“平民刘邦”被戏辱、曲解的现状及其对宏扬两汉文化事业的负面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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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尧，徐州市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市政协委员。
素持“中医学以朴素的古代哲学思想为基础，中医师应通文史，不文不医、医文相通”之论，并以“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自勉。
故在行医之余饱读经文，尤其是对两汉文化及《史记》研究情有独钟，其相关论文先后发表在《徐州
师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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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孔子诞辰2559年祭祀大典之际后记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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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教授还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当年随“高祖起丰”反秦，后来获汉王朝封侯者（除
樊哙等外）如清阳侯王吸、广平侯薛欧、斥丘侯唐厉，猗氏侯陈邀、博阳侯周聚、纪侯陈仓、煮枣侯
赤、张侯毛译，鄢陵侯朱濞、合阳侯刘仲、什方侯壅齿等，作为证明。
⑦笔者认为，鉴于“丰”地是以刘邦为首的“汉初丰沛将相集团”中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之一，
而且还是故魏国人民长期避秦的逃难之所，具有较好的反秦思想基础。
故尔，刘邦进攻丰邑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没有经过剧烈的战斗也是可能的，但若断言“秦在丰
邑统治力量薄弱，没有秦正规官府机构，刘邦的百多人势单力薄”⑧则缺少依据。
此外，若以刘邦“进占丰邑时，没有引人人胜的传奇情节，兵不血刃便拿下自己的故乡丰邑”⑦作为
后世史家略之不计的理由，则亦属牵强。
实际上，“丰”地人民中间也不可能全部支持刘邦，从《史记》各纪传中，不时流露出的刘邦与家乡
丰、沛人民之间的欲言又止的恩恩怨怨看，刘邦义军进攻“丰”的战事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在刘邦“丰西亡匿”公开走上反秦道路后，秦王朝确确实实疯狂地在“厌王气”，并组织了追捕
。
“丰地”肯定是刘邦与秦官军斗争和周旋的主战场。
“丰邑”自然便成为秦军镇压追剿刘邦的最重要据点。
为防刘邦义军的突袭，“丰”还对城墙进行了加固，并在城中心修筑了烽火台（秦台）。
⑨因此，秦军在其重要据点“丰”的力量，绝不会“较为薄弱”。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时“丰”、“丰邑”真是像一些学者所谓仅仅“是一小小乡里，没有秦朝正规
官府机构”。
⑧或许在刘邦兵出芒砀，先据“丰”之时，因唇亡齿寒，按理讲，沛县令应当率部先行前来镇抚，然
而太史公却并无任何交代。
倒是刘邦及时挥兵东进，迅速攻陷沛县，并“收沛子弟二三千人”进而“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这样，刘邦再次胜利回守“丰”之后，便进一步确立了“丰地”之义军根据地地位。
之后，司马氏则较详细记述了当时辖37县的秦泗水郡监“平”亲率大军赶来“将兵围丰”的战事，结
果“平”在丰城之下损兵折将。
被依据“丰邑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⑦的刘邦义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
于是沛公便命令大将“壅齿”守“丰”。
接下来沛公又自“丰”“引兵至薛城”，击溃泗水郡守“壮”。
“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即泗水）守壮，杀之。
”（见《高祖本纪》）从这些历史史实看，义军力量绝非等闲单薄。
而且在后来，刘邦以如此威武之师，（士卒应不低于5千至1万人）乘胜回兵，围攻突发“雍齿叛刘降
魏”事件的“丰”城，尚且不能下，不得已沛公又去请求楚王景驹协助攻“丰”，仍不能攻下。
后来沛公又“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
还军丰。
”再回军攻“丰”，仍攻克不下。
沛公无奈之际，正巧这时项梁差信使送信来，“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是说请刘邦去薛城见面并商议
大事。
沛公知项梁在薛城，便立即率百余骑从前往薛城。
项梁又拨给沛公五六千人，同时拨五大夫将十人。
沛公率如此之众，再攻丰，才攻下“丰”。
丰城之固，守兵之重，应当可见一斑（参见《高祖本纪》、《高帝纪》及本书“刘邦与壅齿”一文）
。
时至今日，规模宏大的古丰城及城河已被命名为省级文物，亦可为证。
这里，笔者想提醒诸公注意，沛公多次攻“丰”不下之后，去薛城，会见楚大将项梁这一历史事件。
据《高祖本纪》载：仔细研读不难看出，沛公此时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谓，是简单的穷困兵败之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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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奈何不得已，才自丰城前线率骑从去项梁处投靠。
从《项羽本纪》文字表面上看，明明是项梁先行向各路反秦英雄发出了召请，会盟薛城。
看来刘邦运气不错。
主要原因恐怕还应是当时反秦义军阵营突然出现了重大变故——陈胜王死了。
军势正盛的项梁，在率军消灭了背叛陈王的秦嘉、景驹军之后，引兵入驻薛城，勇敢地主动担当重任
，高举起反秦大旗。
但此时的项梁将军亦亟须获得各路反秦英雄的支持和拥护。
于是他便召集各路义军魁首前来，共议反秦大事。
这对内困于“丰地”前线的刘邦义军，的确也是天赐良机，他当然会喜出望外，并立即不动声色地前
往参加薛城会议（盟）。
实在讲，我们无法得知在薛城会议上，刘邦是如何编排发言和展现自己的，但从史料记载看，刘邦无
疑是个大赢家。
薛城会（盟）后，大家共同拥立了以楚怀王和武信君项梁为首的新的反秦联盟核心。
在此核心中，沛公到底担当什么职务尚不得知，但可以相信其地位可能十分显赫，已位居于项羽之前
，而且，不久便被楚怀王封为武安侯、砀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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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公元前209年9月前后，48岁的来自基层的平民刘邦高举反秦义旗，出“芒砀”，据“丰地”，统帅义
军兵临沛县。
不费一兵一卒，击杀了欲“应陈涉”的沛县令，并迅速占领沛县县城。
马到成功，充分彰显了刘邦所具有的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才能。
“沛县大捷”的确是刘邦自“丰西泽纵徒起义”以来取得的最重要、最辉煌、最具历史意义的胜利。
自此，本书的主人公“布衣刘邦”便号为“沛公”，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平民经历，走上了轰轰烈烈
、精彩纷呈的“打天下，坐江山”的征途。
作者关于布衣刘邦的拙论也告一段落。
后世史家司马迁、班固等对刘邦号“沛公”之后，统帅义军灭秦、败楚、兴汉的事功的论述和评注可
谓详尽备至了。
尤其是近一些年来，史学界对于汉高祖刘邦大帝及汉王朝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的认
识逐步深入，学术论文较多，恰似百花齐放。
作者认为，其中以安作璋教授之赞论最为贴切。
故尔，下面略引司马迁、班固、郦食其、陆贾及安作璋教授所述附后，以期读者在浏览本书之同时对
布衣刘邦有一个较连贯和完整的了解。
最后，对多年来给予作者以热情支持帮助和鼓励的老师、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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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布衣刘邦》的主人公“布衣刘邦”便号为“沛公”，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平民经历，走上了轰轰烈
烈、精彩纷呈的“打天下，坐江山”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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