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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丛书即以达一传统史学
的最高标准为指归，选取历朝朋党之争、政变叛乱、宦官祸国、重大冤狱等侧面为切入点，选择与此
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演绎成以封建政治舞台为背景的惊心动魄、波序云诡的生动真
实的历史画卷。
本书借鉴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裁，以事件起讫为纲，各自独立成篇，依年代顺序编次；以叙事为主
，辅以画龙点晴的评论，以期透过表象揭示本质。
分开读犹如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勾画出鲜活的封建政坛众生相；合起来则概括地反映出中国
封建政治史的大致风貌，凸现出历史的纵深感。
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套独具特色的
历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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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海陵政变同室操戈，争权夺位——海都乃颜之叛封藩遗祸
，成祖夺位——靖难之变兄弟阅墙，刀光剑影——夺门之变扑朔迷离的宫廷内乱——晚明三案康熙甚
戈乱，维护统一——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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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异姓王之乱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
，屡屡败北。
为了团结各方力量、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齐心协力共同对付项羽，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
，他们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
这些诸侯王占据了西汉王朝的大片土地，俨然独立王国，而且他们之中大都是能征惯战的骁将，所以
对中央政权、对刘邦的皇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刘邦当初分封他们就是权宜之计、迫不得已，现在江山已定、大业已成，自然应是“狡兔死，走狗
烹；高鸟尽，良弓藏”，一有机会就要剥夺他们的兵权，消灭他们。
这些异姓诸侯王也大都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
所以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皇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最终导致了异姓诸侯王叛乱不断，烽烟四起
。
诸侯王中，最早公开叛乱的是燕王臧荼。
他本是故燕国大将，先被项羽封为燕王，后叛楚降汉，仍被刘邦封为燕王。
但臧荼对布衣出身的刘邦却心有未服。
汉五年（前202年）七月，刘邦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臧荼就发动了叛乱，刘邦亲率大军前往平叛，叛
军很快土崩瓦解，到九月叛乱即告平定，臧茶被俘。
但刘邦还未喘过一口气来，第二年韩王信又公开叛变，投降了匈奴，刘邦又亲率大军‘征伐。
而接下来，则是七个异姓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楚王韩信了。
　　一 一代枭雄化肉酱　　韩信（？
——前196年），江苏淮阴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他出生于贫穷之家，并且父母早亡，所以少年时只好流浪乞食。
他曾在一个亭长家里混饭吃，亭长的妻子很讨厌他，于是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后吃不到饭。
韩信很生气，就再也不去了。
后来，他又蒙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妇女把自己食物分给他吃了几十天。
韩信虽然如此落魄，但却有大志向。
母亲死时，他穷得连埋葬的钱都没有，却选了一块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作为母亲的墓地，以便自己发迹
后可以在旁边“置万家”守墓。
有一个年轻力壮的无赖当众侮辱他，让他从胯下钻过，他竞能强忍耻辱，从其胯下钻过。
这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
　　秦末大乱，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首倡起义，楚国故将项燕和侄儿项羽也起兵响应。
韩信听到消息，带剑投入项羽军中，希望能建功立业，但始终未受到重用。
于是他又改投刘邦，但开始也未受到重用。
韩信曾与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但刘邦仍未重用他，于是韩信又偷偷地逃走了。
萧何听到消息，连夜追赶，将韩信追回。
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刘邦一开始误以为萧何也逃走了，后来知道是为了追赶一个小小的韩信，很生气。
但萧何极力向刘邦推荐韩信，声言如果刘邦要想得天下，就非得重用韩信不可。
刘邦听从了萧何的建议，选择了一个好日子，筑坛场，拜韩信为大将。
从此韩信得以施展才干，成为帮助刘邦打天下的最得力的将领。
　　在韩信的建议下，刘邦于汉元年（前206年）八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进定三秦，夺取了关中
，走出了与项羽争天下的关键的第一步。
第二年，刘邦兵败彭城，死伤二十余万人，自己仅率几十骑逃脱。
在这关键的时候，韩信收拢散归之兵支援刘邦，阻止了项羽的西进。
彭城之败后，诸侯们纷纷叛汉投楚，其中以魏王豹对刘邦的威胁最大，所以刘邦便派韩信击魏。
韩信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在正面集中船只，摆出渡河的架势，却暗暗集中兵力用木罂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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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口小肚大的容器）从侧面抢渡，大举破魏，俘魏王豹，又乘胜破代，不仅解除了刘邦的危机，
而且将收编的魏、代降兵和自己的精兵送到前线，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汉三年（前204年），韩信又率3万兵马“背水一战”，大破赵军20万，随之又不战而平定燕地。
而此时刘邦又为项羽所败，损失惨重，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刘邦，使之势力复振。
随后韩信东进攻齐，攻下齐都临淄，项羽派兵20万救齐，而齐兵也尚有20万。
韩信与敌隔江对峙，他派人用沙袋连夜堵江断流，然后佯攻敌人，诱敌渡河，放水冲之，将敌人分隔
成两半，大破敌军，平定了齐地。
这时的韩信，兵多将广，战功显赫，势力强大，在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格局中举足轻重，他倒向哪
一方，天平就将向哪边倾斜。
项羽看到这一点，于是派使者去劝说韩信反叛刘邦，自立为王，与刘邦、项羽形成三分天下之势。
但韩信此时正受刘邦的重用、信任，被授予上将军之职，统率数万之众，而且刘邦对他言听计从，所
以他拒绝了项羽的建议。
这时有一个叫蒯通的齐国人也看出了韩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前往游说韩信。
他以寿秋时越王勾践与谋臣范蠡、文种等事为例，认为韩信功高震主，有“走兽尽而猎狗烹”的危险
，劝韩信叛汉自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韩信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蒯通的建议。
韩信的行为顺应了历史大势，避免了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对以后西汉的早日统一有积极而重大的作
用。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河南荥阳，所以看了韩信的来书后大怒，破口骂道：“我被围困在这里，从
早到晚盼他来帮我解围，他却要自立为王！
”边的张良、陈平连忙踩刘邦的脚，附在刘邦耳边小声说：“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禁止韩信为王，不
如就封他为王，让他守住齐地，不然一旦韩信有变，局势将十分危险。
”刘邦立刻醒悟过来，于是马上改口说：“大丈夫要封就封真王，封什么假王！
”于是封韩信为齐王，但刘邦心里也由此对韩信存了一份不满和疑忌。
　　汉五年（前202年），楚汉战争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垓下之战，刘邦召韩信率兵参战。
项羽兵败，最后自刎乌江，刘邦终于夺得天下。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立即剥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改封他为楚王。
韩信衣锦归乡，找到当年分食给他的漂母，馈赠千金作为报答；而对那个亭长则仅给百钱，对他说：
“公，小人也，为德不卒。
”又找到那个当年逼他忍受“胯下之辱”的无赖，不但没有报复他，反而封他为中尉，说：“此壮士
也。
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
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韩信的这些行为很有意思，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自得心态。
　　刘邦虽然夺了韩信的兵权，但对他仍不放心。
而韩信到楚地后所做的两件事更引起了刘邦对他的猜疑和不满：一是韩信收留了项羽的部将钟离昧。
钟离昧是韩信的故交，所以在项羽失败后来投靠韩信，但钟离昧与刘邦有旧怨。
二是韩信在封国内出入都用重兵护从。
汉六年（前201年），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刘邦马上要出兵攻楚，但为陈平所劝阻。
陈平指出，出兵攻楚的胜算不大，建议刘邦假装出游楚地的云梦，然后在那里召集各路诸侯相会，伺
机擒拿韩信。
刘邦听从了这个建议，出游云梦，使人召韩信。
韩信心怀疑惧，本想起兵造反，但又觉得自己没犯什么大错，不值得冒这种抄家灭族的风险。
可如此贸然前往，又怕被刘邦抓起来，束手被擒。
正踌蹰犹豫间，手下的人给他出主意说：“皇上主要是恨钟离昧，只要你杀了他，带上他的人头去拜
见皇上，皇上自然高兴，这样你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叛乱实录>>

”韩信一听有道理，于是去见钟离昧。
钟离昧已知韩信的来意，所以在大骂了韩信一通后自杀而死。
韩信割下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哪知刘邦一见韩信即令武士把他抓起来。
韩信心里不平，对刘邦说：人们常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果然不错、现在天下已定，我自然该死了。
”刘邦因为也没什么确凿的证据，所以只对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
”然后将韩信抓回洛阳。
考虑到韩信并未有什么明显的叛迹，而且为刘家打天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杀了他怕天下人不服，所
以刘邦此次未杀韩信，而只是废了他的王位，改封其为淮阴侯。
但他也不愿再纵虎归山，故把韩信留在了长安。
　　韩信知道刘邦终是对他不放心，所以常常称病在家，然终究是心高气傲，对刘邦心怀怨望，郁郁
不乐，羞与周勃、灌婴等人为伍。
一次，刘邦与韩信讨论诸将的带兵能力，韩信竟说刘邦至多只能将兵十万，而他自己则是多多益善。
由此可知韩信是不甘雌伏的，所以最后终于发展为与陈豨图谋叛乱。
　　陈豨原来也是刘邦麾下的一员战将，汉初因功被封为侯，并被任命为赵国的丞相，监领赵国、代
国的边兵，成为手握重兵的将领。
当他离开首都赴任之时，来向韩信辞行，韩信屏去左右，拉着他的手，来到庭院中密谋说：“你现在
手握重兵，又受到皇上的宠幸。
如果有人说你要叛乱，皇上肯定不相信，第二次有人说，皇上就会起疑了，第三次再有人说，皇上就
会相信了，而且必定会自己率兵亲自前去捉拿你。
到那时，我从朝中响应你，则天下可图也。
”陈豨素来信服韩信的才能，所以一口答应。
回到赵、代后果然大量养士，招纳宾客，积蓄力量。
赵相周昌觉察到陈豨的不轨行为后，向刘邦报告，认为陈豨在外统兵多年，又养宾客众多，恐怕有变
。
刘邦派人一查，果然查出了陈豨不少的违法事情。
汉十年（前197年）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死了，刘邦召陈豨入朝。
陈豨心中有鬼，托病不去，并且九月即起兵叛乱，自称代王，出兵攻略赵、代各地。
刘邦闻讯后，亲自率兵前往平叛。
韩信称病不从，却暗地里派人与陈豨联络，告诉陈豨他将按原计划响应，并与家臣商议，准备假传圣
旨，将官府里的刑徒、奴隶等赦免释放出来，然后率领他们袭击吕后、太子，与陈豨呼应。
但这个阴谋却为韩信的一个家人泄露。
这个家人因事得罪韩信，被韩信抓起来准备杀掉，家人之弟知道后即将韩信的阴谋上告吕后。
吕后大惊，连忙召萧何来商议。
因为韩信是个足智多谋的战将，且有威望，所以只能智取。
两人商定了一个圈套：即诈称刘邦已派使者来报捷，陈豨被杀，叛乱已经平定，让群臣入朝祝贺，然
后乘机擒拿韩信。
为了稳妥起见，萧何亲自去诱骗韩信。
韩信听到陈豨已死的消息，信以为真，心中大乱，在萧何的劝说下勉强人宫，哪知一入长乐宫，即被
武士拿下。
吕后怕夜长梦多，马上将韩信斩于长乐宫钟室，还下令夷灭韩信三族。
可怜一代枭雄，竟死于吕后之手。
因当初刘邦重用韩信也是萧何之力，故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
　　刘邦亲至赵都邯郸指挥平叛，征召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但他们都托病不来，而陈豨的部将
侯敞、王黄、张春等则四处出击，攻略各地，一时形势十分严重。
刘邦于是用重金收买了陈豨的大批部将，太尉周勃又从太原出兵攻入代地，终于在汉十一年（前196年
）平定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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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豨出逃，于次年被周勃斩杀于灵丘（今山西灵丘）。
　　刘邦平定叛乱后回到咸阳，听说韩信已经被杀，心里“且喜且怜之”，喜的是韩信这样一个心腹
之患终于被除掉了，怜的是韩信毕竟为自己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居功甚伟，落得这样的下场终觉
可怜，于心不忍。
二黥面骁将死乡野　英布（？
——前195年），六（今安徽六安县）人。
布衣出身，据说少年时有人给他看相说：“当刑而王。
”即要先受刑罚，然后可以封王。
所以以后英布犯了法被处以黥面（在脸上刺字）之刑反而很高兴，说：“相面的人说我要先受刑而后
封王，这不正好吗！
”故而人们又称他为黥布。
秦始皇修骊山墓，征发了刑徒几十万，英布也在其中。
他与其中的首领、豪杰等交往，聚集力量，后来寻机率领一批刑徒逃亡，在江中为盗，等待时机。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英布即率领几千人响应。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秦将章邯大破陈胜义军，气焰嚣张，英布于此时引兵北上，破秦军于清波，
鼓舞了义军的士气，打击了秦军的气焰。
后来项梁兵渡淮南，英布率部投奔了义军，并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率兵冲锋陷阵，勇冠三军，项梁因
此而拜他为当阳君。
项梁死后，英布又归属项羽。
当时，秦军攻赵，项羽派英布率两万人北上渡过黄河，进击秦军。
英布作为先锋，所向披靡，几次击败秦军。
项羽随后率大军渡河，遂大败秦军，秦大将章邯率众二十几万人投降。
项羽乘胜西进，欲取关中，至新安（今河南渑池）时，因所率诸侯属下士卒大多曾吃过秦军的苦头，
所以对秦降卒多加折辱，致使秦降卒人心不稳。
项羽顾虑到秦降卒人数众多，心怀不服，怕到关中后引起变乱，于是命英布将秦降卒二十余万人连夜
坑杀于新安城南。
至函谷关，刘邦已先人关，据关守险，项羽又派英布从小路破关，遂得以人关，以功封英布为九江王
，以六为都。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因秦已灭，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分封诸将为诸侯王，各诸侯王皆罢兵
戏下（今陕西临潼），各就封国。
又使人催促义帝徙都湖南长沙，私下里却令英布去杀义帝。
英布又一次充当了项羽的刽子手，派人将义帝杀于郴县境内的长江中。
　　汉二年（前205年），齐王田荣背叛项羽，项羽率兵征讨，派人令英布率兵前往助战。
英布托病不去，仅派部将率4000人随行，由此而与项羽结怨。
而此时刘邦乘项羽攻齐，率诸侯兵力56万攻项羽老窝彭城。
彭城告急，英布当此危急时刻又一次托病坐视不救，致彭城陷落。
不用说，项羽对英布的积怨更深，多次派使者谴责英布。
英布内心恐惧，不敢前去见项羽。
但当时项羽也未征伐英布，因自己正北忧齐、赵，西患汉，而英布又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还要依
靠他，所以一时也不敢动英布。
　　刘邦攻下彭城后，项羽回兵救援，大败汉军。
刘邦兵败后，对左右感慨说如能使英布背叛项羽，则局势可大为改观。
属下随何主动请命，率20人前往淮南游说英布。
随何向英布指出：他两次托病违背项羽之命，已与项羽结怨，而楚汉之争，楚失道寡助，汉得道多助
，局势对汉有利，如英布能降汉，则不但可裂地封王，且淮南更为其所有。
英布正为与项羽结怨而忐忑畏惧，随何的一番话说中其心事，故为之所动，但还不想一下子公开与项
羽决裂，所以只是私下里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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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这时项羽派使者来，催英布发兵，随何怕英布反悔，便对项羽的使者说英布已归汉，所以不会发
兵助楚了。
使者惊起。
随何又对英布说事已至此，必须杀掉楚使者，不能让他回去。
英布在此情形下别无选择，只好杀楚使者归汉。
　　项羽闻讯大怒，遣将征讨英布，英布兵败，与随何抄小路投奔了刘邦。
刘邦见英布，却无任何欢迎的表示，一边洗脚一边召见英布。
英布大怒，后悔不已，想自杀。
但到住处一看，住的、吃的、用的和随从人员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和刘邦自己的规格一样，又大喜过
望。
于是派人去收集旧部，但旧部大都为项羽派项伯所收，妻子也被杀，仅收集了几千人，刘邦又分拨了
一部分兵马给他。
汉四年（前203年），刘邦又封英布为淮南王，英布感恩戴德，帮刘邦定九江，又参与垓下之战，为刘
邦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汉十一年（前196年）春，先是韩信被杀，诛三族，随后不久，彭越又被杀，而且被剁成肉酱分赐
诸侯。
韩信、彭越与英布俱为刘邦麾下的著名战将，其命运息息相关。
英布见两人相继被杀，且又见彭越被剁成肉酱，不禁大为惊恐，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于是暗中部署
军事力量，窥伺局势的发展。
恰好这时英布的属下、中大夫贲赫想通过英布的宠姬巴结英布，英布却怀疑其宠姬与贲赫私通，要抓
贲赫。
贲赫慌忙逃走，到长安告发英布，说英布要叛乱。
刘邦忙与萧何商量，萧何认为英布不致于造反，恐怕是贲赫与英布有仇怨，诬陷英布，可先将贲赫抓
起来，然后派人到英布那里去查验一下，刘邦从之。
而英布见贲赫逃走，就怀疑他会去告发自己，内心惊惧，现在看到刘邦派使者来，就更证实了此事，
于是诛杀了贲赫的全家，起兵叛乱。
英布韵叛乱，却反而证实了贲赫所言非虚，于是刘邦赦免了贲赫，并任命他为将军。
　　英布素以骁勇著称，所以他叛乱后，刘邦特地召集诸将询问对策，可诸将除了提议发兵平叛外，
并无什么妙计。
倒是原来的楚令尹薛公指出，英布与韩信、彭越本“同功一体”之人，韩信和彭越先后被杀，英布“
自疑祸及身”，自然造反，所以英布叛乱不足为怪。
薛公又指出，以英布的处境，他叛乱后可能采取的战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东取吴，西取楚，
北取齐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这样便可以割据一方；中策是东取吴，西取楚，西北取韩魏，这样
，双方胜负难料；下策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今安徽凤口），守长沙，这样的话英布必败无疑。
薛公断定英布必取下策。
　　时逢刘邦正抱病在身，所以他原准备派太子率兵前去镇压，但经吕后劝阻后遂亲自抱病出征，而
令张良辅助太子留守京师。
　　英布发动叛乱时，曾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刘邦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可能亲自出马，这样
能与他抗衡的将领只有韩信和彭越，而这两人都已死去，余者不足畏。
哪知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刘邦竞抱病亲征，这样英布在心理上、气势上已输一筹。
而且，他又如薛公所料，果取下策，东击荆，杀荆王刘贾，尽收其兵。
然后渡过淮河攻打楚地，在击溃了楚地守军后，率军西进，与刘邦相遇于蕲西（今安徽宿县）。
两军对垒，刘邦问英布为什么要造反，英布回答说想做皇帝。
刘邦气得大骂，催军交战。
英布不敌败走，渡过淮河后又与刘邦对阵几次，但仍屡屡败北，最后仅剩百余人败走江南。
　　当初，英布是与秦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令吴芮一起起兵反秦的，吴芮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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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立国后，吴芮被封为长沙王，死后儿子臣继位。
英布败逃到江南后，臣派人诱骗英布，声称要与他一起逃亡。
英布信以为真，前往投靠，结果被臣派人杀于番阳兹乡的农民家里。
　　刘邦虽平定了英布的叛乱，但也在平叛中为流矢所中，病情更加严重，不久即去世了。
　　（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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