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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司马迁以写人物传记揭开了中国璀璨历史的篇章，他把我们远祖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
、功过是非、盛衰成败、货殖经济、社会结构、典章制度、文哲思想、发明创造、迁徙流动、民族交
往、兵戎纷争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
以《史记》为先河的二十四史都沿着纪传体的格局续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英国的汤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荟萃。
”美国的爱默生则宣称：“准确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　　18世纪的卡莱尔和19世纪的爱默生未必读过《史记》，他们的话当然也并非针对包括《史记》
在内的中国二十四史而言。
但重视和强调传记，不论是中国的古圣先贤，还是外国的近代史家，所持意见是一致的。
爱默生的话也许显得偏颇或被斥为偏激。
但其核心的观点在于传记。
这一点没错。
　　有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传记，那才可能见到鲜活的，唯一的，可以触摸的，甚至可以是与之“
对话”或“交流”的历史。
离开了人物传记的历史，充斥着一些抽象的线条，一种“先验”的理念，一套固定的模式，一堆明着
反对宿命实则回归宿命的公式，使人们对历史的进程，既找不到源，也不知其流，更看不见具体的有
血有肉的活人的真实的行状，究竟要使人看到什么呢？
经典史家之所以给人们留下经典作品就在于他们把创造历史的人活灵活现地树立在历史的画廊上了。
　　研究民族历史，不言而喻，也应从研究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传记开始，这个民族的历史才会是
鲜活的。
　　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作为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
、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广阔的土地上，并有着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史迁开创的先河——纪传体的《史记》及其以后的“二十四史”把中华大地所有各民族的活动都留下
了记录。
这份遗产为整个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因史料的来源有别，古代信息不畅，古文叙事简约，史观因人因时而异，致使一些历史事件情况不
明，甚至真伪难辨，使古史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但史迁给后世学人留下治史的榜样：行万里路，到历史事件发生点实地考察以体验和验证文献所述的
实感或不足。
　　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先验的规定。
史迁考察和体验历史事件发生点之后所写的传记，其人物虎虎有生气，写景色熠熠闪光辉，绘声如金
石掷地，绘色见流云生彩。
叙战事如置身金戈铁马冲锋陷阵的战场，讲货殖可闻驼铃叮咚贩夫叫卖的喧声，历史是具象的，可读
的。
它记载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表现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它再现政治家的智慧，也揭露独裁者的罪恶；它描写军事家的丰功伟绩，也悲悼士卒们的沙场白骨。
　　匈奴曾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史迁也为之立了列传。
此后，在其存世期间，历代史书亦皆为之立传。
它已经淡出了中国历史，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着。
在20世纪，考古发掘多处发现匈奴人留下的大墓，出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国内外各有关方面都
为之密切关注。
特别是当年从中国境内出走的那一支北匈奴人的后裔纷纷前来寻根，以了解其远祖的历史。
匈奴史成为国际学者多方进行研究和探讨的一门显学。
我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和考古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研究和挖掘工作，为匈奴史的研究做出了非
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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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迁徙的那一支北匈奴人的足迹流落在沿途所经之处，它也为中外史家所钩沉，大体可以理出一
个脉络，并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的古史做出了大致的衔接。
　　但尽管如此，想要做出一篇较为翔实的有充分史料作为依据的冒顿单于传却难乎其难。
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冒顿的生年、生地，不可知。
因此他究竟活了多少岁就是一笔糊涂账。
冒顿的名字怎么读？
什么意思？
匈奴人的语言可以肯定属突厥语系，但属什么语族就摸不清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研究冒顿生平时，俯拾皆是。
　　再如史迁在《史记》中所写的“白登之围”或称“平城之战”谓冒顿在白登山集中了四十万“控
弦之士”，把刘邦的十二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亦做白登台）上七天七夜，水泄不通。
后来刘邦用陈平的美人计，又加上刘邦的后续二十万步兵亦将抵近，终使冒顿开出一条缝，放刘邦一
条生路。
　　这段记载属实吗？
当时的冒顿有四十万“控弦之士”吗？
楚汉战争后的刘邦已宣布“罢兵归家”，一时之间他怎样征调三十二万人马？
白登台不足一万平方米，能容几多兵马？
冰天雪地中作战双方五十多万人马（不计刘邦后续步兵）和百万匹战马（匈奴“控弦之士”皆有备用
战马，汉家兵丁缺少战马，但战将也得有备用坐骑）集中在一块屁股大的白登台上能作战吗？
七天七夜中人无口粮、马无草料、夜无薪柴、宿无帐幕，还说什么美人计！
而且陈平作为刘邦的第二谋主，为刘邦“六出奇计”，计计皆用美人一法，也叫人瞠目。
这种“小说家言”怎么混入了正史？
其双方态势究竟怎样呢？
　　为冒顿作传几乎步步都会碰到这类叫人不敢细究却又不能不予以细究的问题。
如果不细究，那么根据传言写成的匈奴列传中的冒顿是一个从稚童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要弑父自立而为
单于的人。
在其弑父之后便四出攻略：东征东胡（当时这是个不明确的概念），北伐丁零，远征萨彦岭，扫荡燕
然山，驱逐月氏，威降西域，终其一生，辖制大汉，子孙承嗣，连年南侵。
他所建立的三分制政权和所谓的“奴隶制社会”（这是现代史学家的称谓，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
的匈奴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叫我们怎么认识冒顿这个人？
他的三分制何以对后匈奴时代的草原帝国产生那么长远的影响呢？
　　我深深地爱着草原，从大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我尽可能地踏访着匈奴人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
试图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甘苦和他们的快乐，从而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
在我想去却又走不到的地方，我也想方设法寻找第二手资料，让我感受他们为求生存而经历过的艰辛
和由于贪婪与愚蠢而制造的罪恶。
在我捧读《史记》时，那些流光溢彩华丽生辉的篇章不禁使我感到这肯定是史迁曾经亲历或者是直接
采访过而写出来的，所以文字才能像音符那样记录了优美的旋律，发出高亢的越过时空穿透心扉的歌
声，而立即使读者心灵与之产生共鸣。
但是当读到那些从别人的叙说、传闻或从旧档案中收罗的材料辑入其文中的时候，就感受到有些段落
的文字显得那么苍白、虚弱和口气上的游疑。
我在写《“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一文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我还试图把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山地文化、水网文化、绿洲文化和因绿洲而形成的城邦文化、
渔猎文化、海岛文化以及受各种宗教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各种特殊性进行比较，如果将这些因不同条件
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和创造性的适应过程一律忽略不计，硬要将其放在某一特定的公式、固定的套路中
加以诠释，那么历史就将见不到一个有个性的人和有独特传统的部落、部族或民族了。
　　我深深地爱着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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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所创造的游牧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因其游动而接触、吸收并传播其他各种文化和生活
方式。
人类的进步是因为各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加速发展的。
但文化的传播并不都像流行的情歌那样浪漫。
它往往要伴随着冲突甚至战争。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胜和负，还既有毁灭的一面，也有创造的一面。
它是人类固有的一种互动模式。
胜王败寇，并非天定，亦非人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势也。
谁善于观察势，谁能够驾驭势，也不完全是主观能决定的。
偶然性和必然性都在起作用，谁能有绝对的把握？
　　匈奴无文字，冒顿未读书，当然亦无兵法可学。
但有兵家称他每用兵多与兵法暗合。
这表明他是天才喽！
但观其一生行状，却全无天才表现。
他一生歧路坎坷，险象环生。
而他竟然创出一爿天地，既非天定，亦非人谋，关键也在于势。
即：他善观察势，了解势，谋于势，驾驭势，因而成就他那一代伟业。
　　秦由极盛突转骤衰是一种势。
项羽百战百胜而一败涂地，刘邦百战百败却一胜定鼎是另一种势。
戎狄各部百有余种，西据天山南北，东占大漠四周，或依绿洲建立邦国，或逐水草走圈游牧，或藏山
林亦田亦猎，或近中原改习农作，各自为政，不相与谋，这当然又是一种势。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形格势禁，变化万千，事与愿违，天意难遣。
冒顿能在战国末年强秦骤衰、楚汉角力强弱逆转的一个大时代里脱颖而出，竟然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
原帝国，不仅影响了东方的历史进程——西汉帝国的灭亡，东汉帝国的动乱，后来还影响了西方的历
史进程——东罗马帝国的崩溃，西罗马帝国的衰落。
　　这样一个草原帝国的缔造者，我想是应该为他立传的。
但在为他立传之前，我是犹豫得太久太久，在无法按常规作业的情况下，就只好先绕一个弯子，从“
白登之围”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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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杀妻弑父，冒顿单于真的冷血如斯吗？
    白登之围，匈奴真的集结了四十万“控弦之士”？
    本书作者，以其多年的倾心研究和实地考察，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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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风：原名曾宪法，生于1933年，汉族。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
1959年下放至青海，1986年回到北京。
在北京某高校任教多年，现为学院教学督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匈牙利古代史出版协会客座教授。
蕾在20世纪末主持了匈牙利民族史诗片《东方之根》文学创作及拍摄工作。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未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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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登之围　　一、刘邦定鼎关中　　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胜利的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应诸侯王和
众臣工上疏吁请，在曹州济阴的汜水之阳登坛即皇帝位。
刘邦称尊后不久即去洛阳。
洛阳故城中尚有前朝留下的南宫和北宫。
北宫似已残破，而南宫保存尚好。
因而南宫就成了刘邦的皇宫。
在前202年的夏五月，刘邦在这里做了一项重要的决定：罢兵归家，并诏令因避秦乱而逃亡山泽的百姓
人等各归故里，“复故爵、田宅”。
他颇有一种“归马于华山之阴，放牛于桃林之野”的愿望。
与此同时，刘邦对于随他征战的弟兄们、鞍前马后的随从们、亲朋好友及策谋之士，依例都要论功行
赏，加官晋爵，增邑封侯，另外对于那些与他结成反楚统一战线的各路诸侯则仍然裂土封王。
当然还有两类人群需要特殊对待，这是不能完全按功勋和绩效来决定的，只不过在做法上或名义上却
需要做得巧妙些、隐蔽些或者在时间上拖一拖。
其中的一类是宗亲、姻戚，另一类是伤害过他或是不忠于他的一些人。
总之是亲疏、远近、内外、恩仇要严格区分，不过这些原则不能完全讲在嘴上，甚至是完全不能讲在
嘴上。
　　刘邦从在定陶称尊，到在洛阳南宫坐朝，他的周围始终有些乱哄哄的样子。
　　当然这种状况不应苛责。
在战争时期，刘邦面对的始终是非常强大的敌手。
最初是直面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政权的强秦，其次是堪称百战百胜的“力拔山兮”的霸楚，哪个也不
好惹。
但他都惹上了，而且还都赢了。
那时他处于弱势，而且始终处在吃败仗的阴霾下，所以他的队伍也总是乱哄哄的。
不过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却非常单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只要还有一口气，转过身来再打。
输了就跑，转身再打；再跑，再打。
上天眷顾，他终于打赢。
到了洛阳之后，情势不同了，他们没有对手了，也就没有危机了，但形势却不再单纯了。
或者应直白地说，形势越发复杂了。
以裂土分封而论，那可是个最棘手的事情。
当初迫于强敌之压，刘邦怎敢不放下身段，哪怕只求人家做个态，表示一下中立，他都得以裂土相应
，更不用说真的率军助战，他更得裂土相酬。
但彼一时，此一时。
现在天下归刘，裂土就是建立国中之国，而且还不止三五个。
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两君，何况有许多个王。
但他又不能不裂土分封。
对于诸异姓王来说，哪一个会觉得满足呢？
哪一个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呢？
横向与同列为王的人相比、与自己过去的领地相比、与自己认为自己所出的力、所立的功及所期望的
值相比，以及对自己的前途的担忧，哪一个人的心理会平衡呢？
　　立大功者得以封侯，立次功者虽难得封侯之赏，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拼却性命的，也
得算一番作为。
他们在南宫殿外，竟是“日夜争功不决”，这叫刘邦颇感为难。
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毕竟是冲锋陷阵之士，天下是靠他们的血汗拼下来的，而且今后还得使用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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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处理不好，那麻烦就大了。
因此必须先采取稳定办法，假以时日，容后逐步解决。
这事自有谋臣为之献策。
　　但在何处建都这个问题上，刘邦似乎又碰到难题。
就他本人而言，从一介亭长而为南宫之主，已经很有满足之感了。
裂土封王者自负封地，爵为彻侯者各有食邑。
建都何地对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而那些争功不决者对此却突然关心起来。
因为刘邦的核心力量多出自洛阳以东之地。
现在战争结束了，士卒们已高高兴兴回家种田去了，而那些有功而未得行封之辈自度得一爵位是迟早
的事，他们可以荣耀乡里，甚至成为一方官吏，自然离家越近越好，离朝廷也是越近越好。
因此，他们主张就在洛阳建都，认为这里比什么地方都好。
而那些为刘邦赢得胜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著名的谋士、文臣、武将们竟然也无一人站出来对建都问题
陈述一言。
　　建都洛阳似乎已成定案。
　　但在这时，一个叫娄敬的人却跑出来说话了。
　　这个娄敬是齐人，原是奉命远去陇西守边的赶车的戍卒。
他路过洛阳，因与虞将军有同乡之谊，请其转达求见皇上之意。
虞见其穿着寒碜，想叫他换上一件鲜亮的衣服。
他却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他就这样被召见，而且陈述了他对选择建都地点的高见。
他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
”刘邦答曰：“然！
”他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异。
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
天子。
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
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
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荣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
以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人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不槛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槛其亢，拊其背也。
”　　一个身披老羊皮的戍卒，纵论商周兴替，横谈东西形势，俯视天下，陈说利害，令刘邦刮目相
看。
而廊下群臣则以寸光之私见，不愿远离故土，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
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觳、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
”只有张良力排众议，支持戍卒娄敬之言。
他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关中左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鞔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利而下，足以
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娄敬说是也。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漠雄鹰>>

”　　其实，关于关中地区是天府之国之论既不是娄敬的创意，也不是张良的发明。
纵横家苏秦以连横说游说秦惠王时就有此论了。
他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觳、
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畜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
下之雄国也。
”苏秦之论见于《战国策》。
《战国策》成书很晚，约在西汉末年才开始流传。
近年来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
。
当然这也晚于刘邦在世时期。
不过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或以单篇、或以合集，很有可能就已经广为流传
了，后以《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汇编成册。
但刘邦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的政策自然影响到刘邦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
秦始皇怕有知识的人造他的反，而造他反的人恰是“原来不读书”的刘项。
项羽完成了推翻焚书坑儒政策的秦王朝的历史使命之后，却以恢复春秋或战国的诸侯分治天下的旧秩
序为己任，也终于被历史淘汰出局。
所以娄敬的一席话使刘邦有振聋发聩之感，而在得到张良的首肯之后，这位一向蔑视儒生却又善纳儒
生之言的刘邦大约已经意识到娄敬一言有兴邦之益，立即摒弃自定陶称尊以来在处理政事方面经常出
现的优柔寡断之风而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定都关中，即日启驾西行。
这使他又像一条汉子，既洗去小人得志之态，又革去高阳酒徒和市井无赖之习。
他还给那个披着老羊皮衣的戍卒娄敬赐姓刘，号日奉春君，春为岁始，而娄敬发建都关中之始，故称
奉春，并拜为郎中。
郎中为皇帝近臣。
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后世郎官的职责及权限多有变化，但其近上之
意不变）。
本书后文涉及娄敬时，则一律称之为刘敬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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