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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种书，读起来盎然生趣。
　　有一段历史，追溯起来充满了迷人的悬思。
　　用一种充满了智趣的叙述，追溯那令人神往的古远悬奇，现在这一切就在你的手中，以一种快乐
的方式，让你更富于历史的哲思。
　　汉朝那些事儿！
　　智慧的大幕在此徐徐拉开，你会看到那条倒霉透顶的白花蛇，它横穿草径，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斗
——那是一只上面生着七十二颗痣——猜猜是黑痣还是红痣——的怪脚，这双脚就安装在大汉帝国的
开国皇帝刘邦的腿上。
　　这一段历史是如此的怪诞而有趣，作者飘雪楼主所运用的笔法又是如此的令人暇思神往。
　　汉高祖斩白蛇起义。
　　殴打一条倒霉透顶的蛇，这无论如何也和起义搭不上干系——然而历史确实是这样开始的，让我
们实在是没脾气。
　　把打一条路过的无毒蛇和起义搭配在一起，这无论如何也太过分了，老祖宗们到底是怎么琢磨这
事儿的？
我们只好硬起头皮，看看飘雪楼主如何解开这个谜。
　　先说起义⋯⋯啥叫起义呢？
　　起义⋯⋯就是⋯⋯就是⋯⋯起，就是起来的意思，站起来，爬起来，跳起来，总之不能再趴在地
上不动了。
起来干什么呢？
义，孟子说，义者宜也，就是适宜，就是最适合的意思⋯⋯起义就是快点起来做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汉朝的历史将这样开始，刘邦追打了一条蛇之后，却忽然心血来潮，觉得做人不能这
样了，挺大个老爷们儿欺负一条连脚都没有的可怜的白蛇，这样未免太无聊，还是做自己最应该做的
事情吧。
　　他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天下苦暴秦久矣⋯⋯　　原来如此！
　　那就推翻暴秦吧！
　　历史学家戴着高度近视的小眼镜，从发黄的废纸堆后探出头来，以无限阴森的声音对你隆重宣布
：白帝子死，赤帝子生⋯⋯　　你可不要被他们吓住，什么白帝子、赤帝子，那黑帝子、绿帝子、花
帝子们怎么就不说来起起哄？
　　正如诗人说：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历史就是这样，在历史上你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帝子的，不管是白帝子还是花帝
子，你都不会找到。
我们能够找到的，正如飘雪楼主告诉我们的，老刘家三小子的来历，有点儿不是那么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当年老刘都没计较的事，我们这些后人还计较什么？
　　我们只是想知道，在当时，不唯是刘邦想干他最应该干的事情，项羽也在这样干，而第一个撸起
袖子抢先干起来的却是陈胜，为何这么多的人都在忙活，搞到最后却是老刘家的三小子赢得了这场比
赛？
难道就因为他的脚丫子上比别人多长了几颗痣吗？
　　这几颗痣肯定不是关键问题，它最多只能证明刘邦这家伙少年有痣，皮肤上的黑色素沉积得太多
而已。
而他究竟是如何赢得了整个世界，只能从他那过人的智慧与性格上寻找答案。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个项羽，就是
刘邦最大的敌手，反倒是暴秦没给刘邦添什么麻烦，暴秦非常乖的，听说天下人要干最应该干的事儿
——推翻它，暴秦自己立即趴下了，这说明暴秦也在干它最应该干的事儿，也是在起义⋯⋯　　刘项
相争，楚河汉界，这是大中国历史上最光彩动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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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一章，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掀开《汉朝那些事儿》瞧瞧⋯⋯　　关于项羽，关于刘邦，关于这历史上精彩纷呈的英雄并起逐
鹿相争，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多是由太史公司马迁老先生所著，可是我们知道，司马迁老人家因为和汉
武帝抬杠，结果被汉武帝那厮给阉割了⋯⋯这个汉武帝，真不知道让人该说他什么好，司马迁老人家
每天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历史上正要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汉武帝可好，上前就咔嚓一刀⋯⋯欲练
神功，先把你宫，然后再告诉你，若是不宫，也能成功⋯⋯这真是太欺负人了。
　　司马迁被欺负了，他有心再将汉武帝宫回来，可是这难度忒高，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伟大
的职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拿起笔来做刀枪，把你汉武帝的祖宗刘邦也给宫了，谅你汉武帝也没
咒念。
　　于是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中把倒霉的刘邦也给宫了，而且宫得汉武帝还真没得咒念⋯⋯　
　对照我们手上的这本《汉朝那些事儿》，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最基本的将别人宫了的技巧⋯⋯　　
这些技巧主要包括如下手段：　　其一：将你的竞争对手无限地拔高。
比如说，在司马迁他老人家的笔下，项羽神威凛凛，力敌千军：拔山怒，举鼎威，呜呶叱咤千人废⋯
⋯项羽吼上一嗓子，数千汉军立即吓得植物神经紊乱，嗅觉神经和听觉神经搭错线，左腿和右脚自己
打磕绊，半个月内吓得吃不下去饭⋯⋯总之，如此英雄的项羽，一下子就以他的光辉形象把刘邦压成
了扁平状。
　　其二：将你要宫掉的目标的缺点无限夸大，上纲上线。
就这样，可怜的刘邦落到了项羽的手中，实在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他被司马迁刻画成了一个血统可
疑来历不明的小流氓，这个小流氓每天被英雄项羽追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基本上来说，只要你皱起眉头硬着头皮，翻开厚厚的《史记》，找到“高祖本纪”那一章，你睁
眼就看到刘邦正疯了一样的狂奔在逃跑的路上，如果他当时没有在逃跑，那一定是正在收拾行李准备
逃跑⋯⋯就这样刘邦跑啊跑，跑啊跑，突听一声历史的锣响，就见刘邦一口气冲进他自己的皇宫里，
登基当了皇帝。
　　而项羽呢？
　　这不世出的大英雄却已经被刘邦给搞死了。
　　这可真是太离奇了，明明被打得不停逃跑的是刘邦，可搞到最后他却赢了，这气糊涂了的司马迁
老人家，怎么给我们摆了这么一道乌龙呢？
　　乌龙的历史，需要智慧的解读。
　　我们还是求助于飘雪楼主的《汉朝那些事儿》好了。
　　看看《汉朝那些事儿》，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司马迁老人家一点儿也没有撒谎，他只是⋯⋯只是⋯⋯那汉武帝给人家上了宫刑，你总得让
他司马迁出口恶气吧！
　　总之，项羽的神威凛凛，刘邦的末路狂奔，这应该不是历史的全部。
　　历史就是，项羽也可能的确是神威凛凛，如果他既不神威，也不凛凛，又有什么资格和刘邦并争
天下？
说到秦汉时代，如果说刘邦智商在全球排第一，那么项羽至少也是个第二，全球智商第二高的人，神
威一把，凛凛一下，又有何不妥当之处？
　　但是项羽越是神威，越是凛凛，就越是衬托出刘邦的智慧高远，连这么神威凛凛的大块头都能放
倒，这刘邦的智慧，岂是普通人所能望其项背？
　　解读不世英雄的崛起与衰落，带给我们不唯是历史的沧桑，还有更多的是处世智慧。
　　至少在秦汉年间，历史就已经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进入了一个以冷兵器为表征的集团抗
争时期，这一时期所竞争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谁的胳膊粗，或是谁的脾气大，而是一种协调团队知人用
人的管理技术。
　　刘邦这家伙天赋异秉——在他那可疑的成长过程中学习到了与人合作的最好方法，而项羽在这方
面就差上许多。
　　项羽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太吝啬上，而且这家伙的吝啬完全是没名堂的吝啬，完全为了吝啬而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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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他带了好多人去跟刘邦打群架，却舍不得赏赐部众，部众立了功，他装看不见，再立功，还装
看不见，又立功⋯⋯这一次他是真的看不见了，气坏了的部下跳槽跑到刘邦那边打工去了。
　　谁见过吝啬到了这种程度的老板？
　　眼见得不给部下发点奖金是真的不行了，项羽那个伤心啊，就好像要了他的老命一样⋯⋯安排部
下去做官，可是他揣着官印舍不得给人家，自己拿手摸啊摸，摸啊摸，摸到最后，官印被他给摸得溜
光水滑，可以拿来当镜子照了。
　　而最终的赢家刘邦，他却是最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高手，像什么杀猪的樊哙，专门爱给老头捡鞋的
张良，算账的萧何，和嫂子不清不白的陈平⋯⋯反正只要是个人，到了他手中就能够发挥出作用。
就连负责站在项羽屁股后面，替项羽打扇子的韩信跳槽到了刘邦的团伙中，刘邦竟让他登坛拜将⋯⋯
后来正是这个在项羽的帐下不受重用的韩信，却十面埋伏，将项羽活活逼死了。
　　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区别了。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人与人有差距，是正常的，拼了老命也要把自己与成功者的差距缩短，这却是每个人都在琢磨的
事情。
　　与其迷瞪着两眼对着墙壁瞎琢磨，还不如⋯⋯　　打开这本书！
　　好玩的智慧，有趣的哲思，人性的思索，看似眼熟却全然不同的全新解读，都在这里。
　　就这样快乐地开始吧。
　　是为序。
　　雾满拦江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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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出生很奇特，据说乃其母王氏与蛟龙交媾而生。
一生下来脚上就有七十二颗黑痣。
这就注定了刘邦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小时候顽劣之极，令家人伤透了脑筋。
而读书后，教书先生最终被他拖垮了。
于是十八岁的刘邦离开学堂，开始了其流氓生活。
     正在这时，刘邦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伯乐——萧何。
在萧何的帮助下，刘邦当上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官——亭长。
而这个小小的事长却改变了刘邦的一生。
他利用公务之便去了趟咸阳见到了秦始皇，因为羡慕秦始皇的风光，刘邦产生了“大丈夫当如是也”
的想法。
　　时值秦末天下大乱之际，刘邦斩白蛇起义，义无反顾地与项羽联袂踏上了推翻暴秦的漫漫征程⋯
⋯　　一山容不下二虎，暴秦倒下了，项羽却站起来了。
面对生平最大的对手，刘邦韬光养晦，去了荒无人烟的汉中。
在韩信的帮助下，等时机成熟时，他终于出关，从而开始了与项羽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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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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而又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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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成长　　身世之谜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大风歌》　　故事从公元前247年二月初八的那个早上开始。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在沛县一个叫中阳里的小山村，农民刘执嘉的妻子王含始生下了一个男
婴。
这个男婴就是后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刘邦。
　　这原本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一个很普通的早上，因为刘邦的出生却变得非同寻常了。
　　刘邦一生下来不但体重超出寻常婴儿数倍，而且左脚上有许多颗小黑痣，密密麻麻的一溜儿地排
着。
　　“怎么生了一个怪胎呢?”刘执嘉先是吓了一跳，随即嘀咕着。
对于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来说，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对于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他已没了初为人父
的喜悦和兴奋。
　　生一个女儿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虽然略感失望，眼睛却始终盯在婴儿脚上那一排黑痣上。
　　第一章成长好奇的他细细一数，黑痣不多不少，正好是七十二颗。
　　别看这七十二颗痣黑不溜秋的毫不起眼，甚至还有点令人生厌，然而就是这七十二颗黑痣，却给
刘邦日后的发迹带来了“飞”一般的感觉。
　　七十二在古代一直是个神秘的数字。
从那个时代再稍往前一点的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阴阳论中将万物归结于“金、木、水、火、土”这
五种物质的五行说。
按这种学说，七十二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土。
当时的色彩分为：青、黄、赤、白、紫，这五色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对照，“土”对
应的是“赤”。
个中演变极为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这方面的书看看。
　　刘邦脚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七十二在阴阳五行论中是属“土”，而“土”又等于“赤”。
这就是刘邦后来自称是赤帝化身的全部依据。
古人可以把一些人同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事物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令人佩服。
不管这其中牵强杜撰成分有多少，总之，刘邦的出生是非同寻常、是惊世骇俗的。
　　可惜当时刘执嘉还不知道他这个儿子就是赤龙化身，他看着这个眉毛浓浓、眼睛大大、鼻子高高
、耳垂厚厚的婴儿，心里还在嘀咕：“这儿子一点也不像我嘛。
”　　良久，他把目光回到了王含始身上，夫妻俩相视无语。
对于他们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早已心照不宣了。
　　的确，这个孩子从怀孕起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史书记载，刘邦的出生跟其母亲王含始去了一趟娘家有关。
　　对于女人来说，嫁人后回娘家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刘执嘉家境并不好，尚处于温饱挣扎期，已生两个男孩的王含始没有多少时间回娘家了。
问题是，女儿是老母心头的一块肉，你不回娘家，并不代表老母就不想你。
　　于是老母就装病，急召女儿回来。
古往今来，大凡孝子孝女，一听父母病了，肯定会急着往家里赶。
　　“什么，我娘病了?”王含始没辙了，只得回娘家了。
　　一进门就抱着好久不见的老娘狠狠地下了一场“及时雨”。
可伤感了好一阵才发现情况似乎有点不对。
抬起头，王含始发现老娘正微笑着看着自己，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
王含始不傻，马上明白自己被老娘忽悠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她老娘，女儿就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要想久不思娘的儿女回家，托病是最常
见、也是屡试不爽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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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事是，茶也喝了饭也吃了天也聊了，这么一折腾已是下午了。
王含始终究放心不下自己的两个儿子，于是向老娘强挤了一把眼泪，便匆匆往回赶。
　　也就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什么摩托车、汽车、火车统统都没有，除了当官或者有钱的人骑马坐轿外，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双脚了。
王含始乃一介女流，很少走这么远的路，走着走着，就累得走不动了，于是坐在大泽边上的一棵大柳
树下休息。
也许实在是累了，微风吹来，她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事情坏就坏在这棵大柳树上。
　　据事后来寻妻的刘执嘉的说法，他走到大泽边时远远便看见了惊人的一幕：天空先是乌云密布，
然后是密布乌云；先是电闪雷鸣，然后是雷鸣电闪。
总之在天昏地暗又地暗天昏之际，一条巨大的赤色蛟龙罩在了妻子的身上。
　　请注意这条龙的颜色，是赤色。
也就是和后来刘邦脚上的七十二颗黑痣推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
总之一句话概括：王含始从这以后又怀孕了。
　　公元前247年二月初八我们的刘邦同志诞生了。
　　蛟龙缠身而孕和七十二颗黑痣，刘邦一出生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七十二颗黑痣可能是有的，但蛟龙缠身却是太过离谱。
可惜当时并没有DNA鉴定。
因此，刘邦的身世便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第3节：上学　　　　上学　　现代词语里有一句常用语：赶鸭子上架。
大概意思就是逼着别人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刘邦七八岁的时候，就对这个词深有感触。
　　小小年纪的刘邦此时已是“声名大振”，究其原因，也没有别的，“魅力”使然。
试想，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今天偷邓家的枇杷，明天摘李家的葡萄，后天打孙家的狗，大后天撵王家
的鸡⋯⋯不名声大振才怪呢!　　正因为如此，刘家的破茅屋前每天都门庭若市，为此刘老爹没少伤脑
筋。
骂，左耳进右耳出；打，好了伤口忘了疼。
打骂都无效。
刘老爹这两招看家本领失灵后，实在没辙了，只好使用“刘氏三板斧”中的最后一招：教。
他咬咬牙痛苦地来了一句话：你小子，读书去。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从这一点来看，刘老爹还是比较深明大义的。
　　当然，刘老爹说完这句话就痛苦了好一阵，毕竟他们村里没有老师，要从外地请一个老师来得花
不少银子。
不过，他的疑虑很快得以解决，原因很简单，村里唯一的一个地主——“卢老地主”的儿子卢绾也到
了上学的年龄了。
　　提到卢绾，有必要来简单看一下他的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地点：中阳里村。
　　出生日期：公元前247年二月初八。
　　怎么卢绾的出生日期这么眼熟呢?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察觉到什么来吧?不错，卢绾出生的
这一天正是刘邦“真龙下凡”的这一天。
如果卢绾不是幸运地和刘邦生在一个村子里，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或许他将是历史上一个毫不
知名的匆匆过客。
然而，幸运女神惠顾了他，从而注定了他的一生亦将不平凡。
去寺庙上香拜佛的香客，常说沾沾仙气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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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刘邦的出生是 “真龙下凡”，同一天出身的卢绾自然也不会差了。
　　因为 “阶级地位和身份”不同，卢老地主以前很看不起处于“贫苦大众”的刘老爹。
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天听说两家都生了一个儿子后，他竟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提着鸡蛋和
礼品主动去了刘家。
两家从此结为“百年之好”。
刘邦和卢绾自然从小也就成了铁哥们儿。
　　提到读书的事，如果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卢老地主就不是卢老地主了。
他拍拍胸脯对刘老爹说，学费我全包了，叫你家小三子（刘邦排行第三）来上学就是。
　　天底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穷了一辈子的刘老爹感动得差点儿没跪地磕头了。
既然学费有人包，一个去上学也是上，两个去上学也是上，那让刘交也去吧。
　　刘交是刘老爹的第四个儿子，比刘邦只小两岁。
一听可以上学，抱着老爹又亲又啃，如不是一旁略有吃醋的母亲强行抱开，只怕就没完没了了。
　　但刘邦与刘交的反应却有天壤之别。
　　他哭丧着脸，当然不乐意了，他的孩子王正当得好好的，凭什么就让他光荣下岗呢?可胳膊扭不过
大腿。
刘邦几次抗议无效后，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上学就上学吧，有卢绾在也不寂寞了。
刘邦反过来这样安慰自己。
　　教书的先生姓王，具体姓名我们已经没必要去调查了，我们姑且叫他王老先生好了。
当时的学生只有刘邦、卢绾、刘交三个。
　　一个先生只教三个人那不是古代才有的事，现代很偏僻的山村也有。
我前不久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某偏僻山庄一位年仅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放弃在城市任职的好机会，
守在那个穷山沟里当老师。
她的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
很难想象，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最美好的豆蔻年华，却甘愿在一个穷山沟里伴随着一群衣服褴褛
的孩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是从那个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她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那个
穷山沟。
多么感人的话啊，多么平凡而伟大的姑娘啊。
　　当然，王老先生肯定没有这么伟大，卢老地主提供的年薪放在今天，足以让研究生、博士生都为
之心动，王老先生不心动才怪。
　　现在我们已无法考证卢老地主每年究竟付给王老先生多少年薪。
只是如果王老先生临终前知道自己为此至少折十年的寿命，他一定会后悔莫及的，是LIFE（生命）重
要还是MONEY（钱财）更重要呢?　　刘邦和卢绾从上学第一天起就没少让王老先生伤脑筋。
　　最初，王老先生的惩罚当然不外乎罚站罚抄书，或拿着大戒尺打手心。
可他究竟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雷声大雨点小，那挥得高高的戒尺落到孩子的手上时，已变得像在“挠痒”一般轻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每次罚过打过之后，刘邦和卢绾依我行我素，大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
。
　　有时候王老先生忍无可忍想去“兴师问罪”，可看到双方父母那热情的招待劲，话到嘴边又打住
了。
是啊，万一他们听了儿子的斑斑劣迹后，不让儿子上学了，那他岂不是自己砸掉自己的铁饭碗了吗?　
　有一次，两人在上课时间又脚底抹油开了溜，王老先生这次手下毫不留情了，拿起戒尺就照着两人
的屁股使劲地打。
据事后刘邦和卢绾说，这次打屁股是王老先生下手最重的一次，以至于坚强勇敢的刘邦第一次流下了
眼中多余的分泌物。
　　“绾绾，你看看我的屁股有没有被打出血来?如果有，我一定要叫这个死老头儿血债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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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擦了擦眼角，脱下裤子来。
　　“嗯，血倒是没有⋯⋯不过，有⋯⋯”卢绾此时原本清秀的脸上亦变得铁青，刘邦那句“血债血
还”让他有点震惊，因此，他不敢真说刘邦屁股上在流血。
　　“有什么，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像个老太婆了!”刘邦一发威便如山中的老虎。
　　“左边屁股打出几条血痕来，对，是三横条一竖条，正好是⋯⋯是个‘王’字。
”卢绾为自己的突然发现又惊又喜。
　　“真的这么巧吗?”刘邦一听，满脸愁云顿消，“那我来看看你的屁股吧。
”　　“啊⋯⋯”刘邦惊呼起来了。
吓得卢绾七魂丢了三魂：“怎么了?难道我屁股上也有个‘王’字?”　　“‘王’字倒是没有，你右
边屁股上有个长方形的红块块，你知道像什么吗?像一块地啊。
”　　“⋯⋯”　　“这是老天的预兆啊，意思是说将来我要做王，而你要做将做侯有很多的地封。
”刘邦煞有介事地说着。
两人小眼瞪小眼瞪了半晌，随后相视大笑起来。
　　王老先生这一打，居然打出这样的奇事来，看来他打屁股的水平确实一流啊。
刘邦和卢绾被打得皮开肉绽，却还得感谢他，两个字：NB。
　　就这样，革命与反革命，压迫与反压迫，刘邦、卢绾和王老先生进行了近十年艰苦卓绝的不懈斗
争。
十年后，也就是在刘邦十八岁时，他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王老先生尸骨未寒，刘邦和卢绾就把书本典籍全都烧掉了，从此，开始了他们无束无缚的全新时代—
—流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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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汉朝那些事儿》读完让人意犹未尽，故事百转千回，人物入木三分，情节荡气回肠。
说英雄，谁是英雄？
刘邦是流氓，还是英雄？
项羽是英雄，还是枭雄？
作者另辟蹊径，不但在说历史：更在讲人性。
飘雪楼主之书，以人性论史，开创趣味解读历史之先河。
　　香港《凤凰周刊》记者、历史学者 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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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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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度书大卖场最畅销图书，飘雪楼主VS百家讲坛王立群，畅销书《推背图中的历史》作者雾
满江作序，讲述平民眼中的大汉帝国百年兴衰史。
　　《汉朝那些事儿》读完让人意犹未尽，故事百转千回，人物入木三分，情节荡气回肠。
说英雄，谁是英雄？
刘邦是流氓，还是英雄？
项羽是英雄，还是枭雄？
作者另辟蹊径，不但在说历史：更在讲人性。
飘雪楼主之书，以人性论史，开创趣味解读历史之先河。
　　香港《凤凰周刊》记者、历史学者 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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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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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