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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我们人类走过的历程，从政治家、史学家到芸芸众生都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
六十年代中期，苦寒乍暖，山雨欲来，百忙小憩的毛泽东在书房中静静地谛听着历史的脚步，写下了
一代政治家独有的读史感受——《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五十亿年前，太阳系还只是一片混沌星云，没有太阳，也没有地球，更没有地球上的生命与人类。
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已是万木扶疏、鸟语花香，海洋、陆地、高山、平原，到处都是生命的喧闹。
但是，还没有我们人类。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大自然中出现了人猿相揖别的壮丽时刻。
小儿时节的几个石头磨过，磨去了三百万年的时光。
八千年前，甚或更晚，伴着铜铁炉中的火焰，人类踏向了文明的门槛。
四千一百年前，东方大地上矗立起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中国的文明时代开始了，中国的政治
史也拉开了帷幕。
从夏商周秦到汉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大大小小的政治家们奔波于历史的舞台，“人世
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道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真谛。
这些政治家中，有天然血统政治家的皇族；也有文韬武略的功臣；有势焰中天的权臣；也有邪佞不端
的奸臣；当然，还有刚直廉律的清官们。
他们或壮怀激烈，慷慨悲歌；或荣华富贵，不可一世；或兔死狗烹，血洒刑场⋯⋯为这部古代政治的
变奏曲标上了各式各样的休止符。
他们或许都曾想轰轰烈烈，也或许都曾想与天地日月同在，都不想沦为“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
。
我们不想苛求他们知道五十亿年前，也不必要求他们了解五十亿年后，甚至对他们自己，百年身后，
也无法要他们当局者清。
但是，当今天的我们面对过去，面对历史时，却应当知道这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
结局。
尽管不是上穷五十亿年，也不是下落三十亿载，我们只是选取了四千一百年前到一百年前整整四千年
的篇章，但还是想目之曰《大结局》。
是为絮语。
齐涛1999.6.14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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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道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真諦。
　　数千年来，王公贵族、将帅统领、治世良吏、乱臣贼子⋯⋯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匆匆奔波于历史舞
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他们或许都曾想轰轰烈烈，也或许都曾想与天地日月同在，都不想沦为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但血肉
之躯毕竟难与江河山川共存。
如果说他们的生命如同夜幕中划破开际的颗颗流星，那么留下的轨迹却是截然不同；有的壮怀激烈，
马革裹尸；有的荣华富贵，寿终正寝；有的兔死狗烹，血溅刑场⋯⋯为古代政治的变奏曲标上各式各
样的休止符。
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
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结局。
阅读“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见闻的同时或许能
够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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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兔死狗烹为哪般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说的是古时帝王打下江山后杀戮功臣。
翻检历史文献，这两个词最早出自范蠡之口。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吴越春秋》，说范蠡是楚国宛邑（今江苏南阳）三户人。
范蠡事越王勾践，帮助勾践雪耻平吴，功成身退，北去齐国经商，他致函尚留在勾践身边的文种，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越王一副长颈鸟喙的样子，可与他同患难，难与他共欢乐。
你怎么还不离开？
”文种还没来得及走，就被勾践赐死。
为帝为王者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导演了一幕幕千古共嗟叹的悲剧。
然而，若以维护正统统治来看，他们又是“杀人有理”。
他们把屠刀砍向开国功臣，并不是他们天性凶残，喜欢杀人，一句话，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家天
下时代难以避免的政治悲剧。
1.韩信：不知鸟尽良弓藏韩信携着-颗大大的金印，衣锦还乡。
当年的穷小子，如今成了一方诸侯，好个威风。
刘邦的“汉”纪年第五年（前202）正月。
北国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茫茫雪原上的一座小城，旌旗猎猎，人声鼎沸。
一身戎装的韩信，满面春风，心潮澎湃。
他不能不高兴。
一个月前，他指挥千军万马，逐死项羽，帮汉王刘邦打下了江山，自己也成为战功最最显赫的功臣，
周勃、曹参、彭越、英布⋯⋯个个英武，但论战功，都难以望韩大将军之项背。
眼下，刘邦正在定陶筹备登基大典，作为开国大典序曲之一，刘邦论功行赏，封韩信为楚王。
在同日受封的几个诸侯王中，韩信名列第一。
一个月后，韩信领衔劝进，刘邦在汜水之阳的一座临时堆成的土台上，登基称帝。
这个土台如今还矗立在山东省定陶县城北面的田野上，杂草丛生，一岁一枯荣，只是当年清流潺潺的
汜水早已被数度决口的黄河水淤成了一马平川。
典礼结束之后，刘邦起驾西去洛阳，韩信南下就封。
此时已是春暖花开，草芋芊，花簇簇，黄莺鸣翠柳，白鹭翔青天。
春色醉人，更何况韩信是衣锦还乡，陶醉之余，又多了几分激动。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人，父亲死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他长得高大魁梧，本可凭力气挣碗饭吃，他却什么活都不会干，也不想干，整日游逛街头，布衣褴褛
，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他又不讲什么礼仪道德，好似一个市井无赖，街坊邻里都看不起他。
不过，人们一般不敢惹他，因为他身上总是挂着一把利剑。
老母去世，没有安葬的地方，他找了一片足可以安置万户的荒岗，在荒岗中间挖了个坟坑，埋葬了母
亲。
此举令乡邻惊讶不已，直到六七十年后，司马迁写《史记》中的《淮阴侯列传》，去淮阴调查韩信的
逸闻旧事，淮阴人还向他渲染此事。
母亲去世后，那个只能熬点稀粥之类的釜灶，再也不曾冒过炊烟——韩信不会做饭，也没什么可做的
。
肚子饿了，就去街坊家蹭一顿。
他常去乡下一个亭长家，亭长是个小吏，管十里路段的治安和驿传。
时间一长，亭长的妻子就烦了，一天，天刚亮，妻子就赶紧做饭，端给还在床上懒被窝的丈夫，要他
快吃，想让韩信扑个空。
谁知，偏偏韩信这天早来了一步，正好碰上！
亭长的妻子顿时脸拉得老长，也不给韩信盛饭；亭长埋头吃饭，一声也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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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一看，愤然摔门而去。
饥肠辘辘的韩信做了个鱼钩，跑到护城河边，垂钓起来。
一群妇女正在洗衣服，见他衣衫褴褛，竞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一问，才知是被饥饿逼到这般境地。
一位老大娘可怜他，把他领回家，管了他一顿饱饭。
晋人张华说，大娘的家在泗口南岸。
泗口是泗水注入淮水之处。
是否可信，今难以断言。
这位好心终得好报的大娘，史称“漂母”，即漂洗衣服的大娘。
从此以后，到了吃饭的时候，韩信就找上门来，大娘也不嫌弃，韩信很高兴。
一日，填饱了肚子后，韩信对天发誓，说日后定当重重地报答大娘的恩德，大娘一听，指着他的鼻子
就骂：“呸！
大丈夫连口饭都挣不到！
我是可怜你，才给你口饭吃，还指望你来报答？
”韩信羞得满面通红而去。
一天，街头上一帮市井无赖拦住了他，一人指着韩信说：“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的，腰上还挂把破剑
，实际上是个胆小鬼。
”说完，叉开两腿，道：“你若是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韩信两眼死死盯着他，脸胀得通红。
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平静，低头弯腰，从那人胯下爬了过去。
围观者大笑，说他真是个孬种。
不久，项梁、项羽叔侄率领的反秦大军渡江北上，路过淮阴，韩信遂仗剑从军。
这一去就是春秋七载，当年的穷小子，如今已是威风八面的诸侯王了。
淮阴距下邳不远，是楚国下辖的一个县。
在古时人看来，人生中最荣耀的事，莫过于衣锦还乡。
每念及此，韩信就激动不已。
一到下邳，他就迫不急待地让人把那位施舍饭给他吃的大娘找来，奉上千斤黄金答谢她。
下乡那个亭长和他的妻子也被找了来，韩信拿出一百枚铜钱扔给他，说：“你，小人一个，帮人帮不
到底。
”当年的“胯下之辱”，韩信当然也不曾忘，他也把那人请到了王府。
那人自以为这一去小命就完了，不曾想，韩信竟封他做了中尉。
这个中尉可是个大官，当时的诸侯王国，国王之下，有太傅、丞相、御史大夫、中尉等，官品都是二
千石，中尉负责王国治安，权势显赫。
韩信对大惑不解的众人说：“这是位壮士。
当年，他侮辱我，我真就不敢杀他吗？
杀他无益，所以我忍了。
”韩信这段恩怨故事，令后人嗟叹不已，李白《赠新平少年》：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
另一位唐代大诗人韩僵在《息兵》一诗中叹日：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
然而，更令后人长叹的，是韩信在下邳仅呆了十个月，就被刘邦废黜。
从韩信要“假齐王”起，刘邦就心生嫌隙。
一年后，他伪游云梦，把韩信抓回长安。
刘邦与韩信的嫌隙，是从韩信平齐开始的。
那是在刘邦纪年第四年（前203）十一月，韩信麾兵打垮了二十万齐楚联军，攻占了齐国全境。
自春秋战国以来，齐地便是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又扼南北交通之咽喉，军事位置极为重要。
攻取齐地，完成了对项羽的钳形包围，只要韩信按既定方针，挥师南下，便可直捣项羽的老巢彭城（
今江苏徐州）。
被项羽大军围困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的刘邦，闻捷惊喜。
然而，韩信派来的特使报捷之后，又转达了韩信的一个请求：假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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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代理。
韩信要求代理齐王。
此前，韩信已官拜相国，随着战功的增大，他个人的权力欲也逐渐膨胀起来，要裂土为王了。
刘邦一听，就咆哮起来：“我被困在这里，等他来救，望眼欲穿。
他如今却提条件，要当什么假齐王！
”一旁急坏了谋士张良、陈平，陈平悄悄从背后踩了刘邦一脚，刘邦一愣，张良附在他耳边说：“我
们正在危难之际，谁能阻止韩信称王？
不如就封他为王，好好待他，让他好自为之。
不然，恐怕要出乱子。
”刘邦是个明白人，马上醒悟过来，又假装生气地骂道：“大丈夫建功立业，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个
假王干什么！
”立即派张良携他的诏令前往齐地，封韩信为齐王。
这个齐王的爵位，刘邦给得极不情愿。
不仅如此，他已看出韩信决非知足常乐之人，有野心。
明代诗人常伦吟道：汉代推灵武，将军第一人。
祸奇缘蹑足，功大不容身。
可以说，刘邦从此便动了杀机。
当时，项羽、刘邦头上也都是顶王冠，韩信和他们比肩而王，他手下将士如云，有几十万人马，成为
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项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年，韩信投靠在项梁麾下，项梁战死，他又拜在项羽帐下，做了一名郎中，多次出谋献策，项羽都
没有理睬，韩信见状，就投靠刘邦去了。
不曾想，短短四五年间，韩信竟成了气候。
项羽真有点追悔莫及。
不过，现在还有机可乘，如果能把韩信拉过来，或者能说服他在楚、汉之间保持中立，那么，局势将
大大有利于己。
机不可失，项羽马上选派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名士武涉秘密赴齐，游说韩信。
武涉鼓动韩信脱离刘邦，自立山头，与楚、汉鼎足而立。
否则，项羽覆灭，刘邦下一个翦除的就是韩信。
韩信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汉王如此亲信我，我怎能背叛他？
死也不能干这种事！
”斩钉截铁。
武涉走了，又冒出一个蒯通！
不过，此人不像武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是韩信的门客，一心为主人考虑。
他自诩精于相人之术，万不失一。
韩信让他给自己相一下，蒯通扫视了一下韩信左右的侍从，悄悄地说：“请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待韩信让左右退出去，蒯通就显示他的相术了：“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已，且难保禄位；相君之
背，则贵不可言。
”韩信一时没能参悟蒯通的玄机，问他此话怎讲，蒯通亮出了底牌，回答与武涉的一样；韩信拒绝的
理由，也与拒绝武涉时相同。
眼见韩信将倒毙在“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之下，蒯通忧心如焚，再三劝谏，韩信还是不听。
蒯通见状，只好装疯卖傻，借以避祸。
丈夫生即为真王，蒯通岂必谋非臧。
食人之食死人事，不知鸟尽良弓藏。
这是明人王世贞的《韩侯钓台歌》。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也曾说过，韩信是个难得的将帅，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低能儿。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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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即使韩信接受了武涉、蒯通的建议，自谋出路，但由于他不谙政治，恐怕也不是刘邦的对
手。
当然，他的旗帜可能会打一段时间，他的性命也可能会多延续几年，但到头来，仍将是一幕悲剧。
如此，徒增几年战乱，多涂炭一些生灵而已。
不管怎样，韩信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
武涉、蒯通的游说虽是秘密进行的，但事后恐难保密，特别是项羽方面，如把武涉的齐国之行曝光，
必将增大刘邦对韩信的猜疑，这种离间他们君臣的时机，项羽一方不会放过。
不仅如此，话从他们嘴里说来，恐怕也不会是原版，势必走样。
韩信虽然没有听从武涉、蒯通的挑拨，却也没有按刘邦的指示速速出兵南下，在齐地整整逗留了八个
月。
他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刘邦的猜疑。
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又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南）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固守待援，却总也望不见韩
信的踪影。
张良告诉刘邦，韩信按兵不动，似乎是别有所图，不如把他故乡一带加封给他，如此，他就不会观望
了。
刘邦依计而行。
果然，韩信挥师南下，一举攻占了彭城，马不停蹄，继续南进，与刘邦、彭越、英布几支大军铁壁合
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
项羽溃围而逃，最后终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举剑自刎。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的这首《绝句》，抒发了后人对项羽的无限感慨之情。
项羽死了，刘邦并没有轻松多少，他环顾左右，韩信、彭越、英布⋯⋯个个智勇双全，手握重兵，足
可以与他再争雌雄。
最可怕的还是韩信，他身为大将，彭越、英布等人唯他马首是瞻。
自从求封“假齐王”以来，刘邦对他的忠心已大大怀疑。
眼下还不是杀他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剥夺他的军权。
经过一番策划，刘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了韩信大将职务，收回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
接着，又以韩信是楚地人，熟悉楚地风情为由，改封他为楚王。
因为以下邳为中心的楚国远不如齐地富庶，且是一片四战之地，无险可守。
如果韩信起兵造反，也容易对付。
然而，韩信没有看穿刘邦的叵测之心，沉浸在衣锦还乡的喜悦之中。
久经沙场的战将，缺少的是政治上的冷静。
韩信去下邳了，会故旧，酬恩德，好不风光。
这时，刘邦已经移都长安。
未央宫中的这位五十六岁的皇帝，在尽情享用皇帝的富贵与尊严的同时，心系东南，对数千里之外的
那位楚王韩信，始终放心不下。
他给韩信的第一道诏令：逮捕钟离昧，韩信就没有执行。
钟离昧是项羽的部将，项羽死后，刘邦通缉他，他逃到好友韩信处躲避。
刘邦要韩信把他抓起来，韩信不肯。
为了义气，韩信又触犯了刘邦。
从这件事上，刘邦更加认定韩信不是他能驾驭了的。
不久，刘邦安插的楚国的耳目送来情报：韩信出入警跸，似要谋反。
侍卫扈从，为警；止人清道，曰跸。
从刘邦的子孙文帝、景帝时的情形来看，诸侯王不得用此大礼。
起初可能没有这一限定，因为《汉书?诸侯王表》说诸侯王国从宫殿规制到百官设置，都与皇帝相同。
班固在这里说的诸侯王国是刘邦翦除异姓王后分封的同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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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韩信时代亦当如此。
仅从韩信使用警跸之礼上，怎么也得不出他要谋反的结论。
按说，这么件大事，刘邦应派人调查取证才是。
刘邦没有这么做，他接到密报后，马上召集公卿大臣，商讨如何擒拿韩信。
“速速出兵，活埋了那小子！
”几员大将鼓噪。
刘邦默然。
谋士陈平晚来一步，刘邦问他有何高见。
“诸位将军意下如何？
”陈平问，刘邦如实相告。
陈平略加思忖，问：“有人上书告发韩信，除了皇上和在场的大臣，还有别人知道吗？
”“没有。
”刘邦道。
陈平又问：“韩信知道有人告发他吗？
”“不知道。
”刘邦道。
陈平心中有数了，话锋一转，问：“陛下的士兵比韩信的楚兵精锐吗？
”“恐怕比不上韩信的军队。
”刘邦实话实说。
“那么，陛下的战将有比韩信高明的吗？
”“唉——”刘邦长叹一声，道：“没人能赶上韩信。
”这时，陈平亮出了底牌：“兵不如楚精，将不及韩信，出兵征讨，与韩信交锋，臣很是替陛下担心
。
”“那应该怎么办？
”刘邦急切地问。
陈平献出了他的妙计：“古时，天子巡行，接见诸侯。
南方有个云梦，陛下打着出游云梦的幌子，传令在陈县接见诸侯。
陈县在楚国西部边界上，韩信听说天子出游，也必定来谒见，陛下趁机擒拿他。
如此，一介力士就可以解决问题。
”刘邦称妙，马上颁下一诏：“朕将南游云梦。
”云梦是个湖泊，也称“云梦泽”。
这一片水域早已消失，当初的位置后人也就难以说清，大致在今湖北、湖南接壤的江陵、安陆以南，
益阳、湘阴以北一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功臣的结局>>

编辑推荐

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
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结局。
阅读《中国功臣的结局(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
见闻的同时或许能够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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