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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时汉朝2》从刘邦登基当皇帝写起，到刘启平息七国之乱为止。
此时期，汉朝初建，有两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威协着刘邦：匈奴和异姓王。
于是，刘邦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匈奴，竟然被困白登城。
最后，陈平施计突围，刘邦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接着，为了铲除异姓王，刘邦和吕雉共同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诛杀功臣史剧：利用萧何，
袭杀韩信；智擒彭越，先贬后煮；逼反英布，秘密追杀⋯⋯刘邦崩，吕雉临朝称制，她为改刘氏江山
为吕氏，又疯狂地展开了新一轮的杀戮：将戚姬变人彘，鸩杀刘如意等刘邦诸子⋯⋯陈平、周勃等大
汉功臣及刘氏诸侯，人人自危，暗蓄力量。
汉朝，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接受火与铁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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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月望东山，本名王月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海南省海口市东山镇人。
早年学诗，后写小说，现攻历史文学，曾在全国多个著名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万字，其小说
选入多种选集，与人合著过其他论著，《那时汉朝》是个人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时汉朝（贰）>>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终于，当上皇帝了　　一、夺帅和登基　　二、秋后算帐　　三、迁都　　四、没落的韩
信　　五、功人和功狗　　六、雍齿，赚大了　　　　第二章 匈奴，匈奴　　一、匈奴的前世今生　
　二、可爱当如叔孙通　　三、刘邦PK冒顿　　四、白登城：通往恐怖之路　　五、和亲　　六、不
朽　　　　第三章 刺杀刘邦　　一、刺客贯高　　二、谢幕　　三、戚姬和吕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四、可畏的周昌　　五、请神仙：商山四皓　　　　第四章 狡兔死，走狗烹　　一、韩信：当我
想造反的时候　　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蒯通：走狗无罪　　四、彭越：下一个就是你　
　五、栾布哭葬　　　　第五章 英布：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一、英布：我有一个梦想　　二、太子
亲征无用论　　三、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四、大风歌　　五、太子，太子　　六、卢绾，最后
的悲歌　　　　第六章 可怕的吕雉　　一、弥留之际　　二、陈平：生存是第一需要　　三、女人，
你的名字就叫疯狂　　四、虐待狂是怎么炼成的　　五、垮掉的一个　　　　第七章 静静的长安　　
一、又见鸩酒　　二、萧何：过去，现在，及未来　　三、萧规曹随　　四、黄老之治　　五、冒顿
的情书　　　　第八章 夜幕下的长安城　　一、斯人远去　　二、王陵谢幕　　三、刘恭之死　　四
、刘友之死　　五、刘恢之死　　六、关于吕雉杀人心理学案例分析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代王刘恒　　二、朱虚侯刘章　　三、陆贾启示录　　四、吕雉之痒　　　　第十章 长安乱
　　一、预备反击战　　二、算盘战　　三、周勃和陈平：绝地反击战　　四、真正的赢家　　　　
第十一章 不安的年代　　一、刘恒进城记　　二、周勃之痒　　三、审食其之死　　四、淮南王刘长
　　　　第十二章 苦闷的贾谊　　一、天才贾谊　　二、在路上　　三、郁闷之花　　四、天才不朽
　　五、关于贾谊早逝的案例分析　　　　第十三章 可怕的匈奴狼　　一、汉奸是怎么诞生的　　二
、御敌之道　　三、保卫长安　　四、刘恒、周亚夫及细柳营　　　　第十四章 冷暖自知　　一、刘
恒：我这辈子　　二、恒前，启后　　三、窦太后：带着眼泪微笑的往事　　四、窦婴和晁错　　　
　第十五章 反了，全反了　　一、吴王刘濞　　二、晁错，真的削了　　三、七国，真的反了　　四
、晁错之死　　五、刘濞的倒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时汉朝（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终于，当上皇帝了　　一、夺帅和登基　　项羽葬后，好戏继续上演。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彻底消灭项羽余部，项伯因为屡救刘邦有功，被封为列侯，赐姓刘氏
。
更绝的是，刘邦打此之后，闭口不提当初与项伯约好的婚亲之事。
项伯自以为一桩好婚姻从此就被刘邦赖了去，只能从心里把这事当成坏账撤掉，再也不敢提起。
　　此时，刘邦一刻也不能在鲁国停留，速速还军扑回定陶。
定陶，正是韩信驻军所在地，跟上次在小修武一样，韩信还没有醒悟过来，刘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冲进军帐之中，夺去了韩信的将军印。
　　韩小弟，实在不好意思了。
我可以解衣衣你，推食食你，对你言听计从，但你该还我将军印时，还得乖乖还我。
　　韩信对刘邦再次夺帅，毫无反驳之言。
然而，夺帅还仅仅是小事一桩，韩信这只狼正被他这只老虎一步步地逼向死圈。
刘邦下一步给韩信出的一道难题是——搬家。
　　正月，乍暖还寒。
刘邦迁韩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
同时，他履行会战之前的承诺，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刘邦迁韩信为楚王的理由是：义帝无后，况且你熟悉楚地风俗，天下再也没人比你当楚王更合适
的了。
　　刘邦这个理由，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义帝无后关我韩信屁事呀，他又不是我什么亲戚，更不是什么恩人。
再说了，天下熟悉楚地风俗的人可多着呢，为什么偏偏是我韩信呢？
　　如果韩信真要这么说的话，刘邦就更有话了。
当时，楚国比齐国大，楚国又是韩信的故乡，正所谓战不成名誓不归，如今功成名就，正是荣归故里
光宗耀祖之时。
难道派你回楚地为王，这也是错吗？
　　似乎这么一说，刘邦是真正为韩信好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刘邦迁韩信理由有二：一是，论经济实力，齐国在楚国之上，况且韩信已经在齐国培植了一股势力，
如果不早点拔草除根，势必危及天下；二是，借机试探韩信的底气，看他有没有翻脸的胆魄。
　　结果是，韩信一声不吭地收拾行李，带上自己的人马就回楚国赴位去了。
　　刘邦顺利打发韩信离开齐国之后，终于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他下一下的计划是，登基。
　　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也是刘邦的必然选择。
回头想想，刘邦当初为什么要造反？
他最初的想法不过是离开砀山那个鬼地方，回到沛县和老婆孩子好好过上人样的生活。
可在命运这趟单程列车上，一切都由不得他自作主张，而只能被载着一路朝前而去：不知不觉地当了
沛公，又倍加委屈当了一回汉王，再一路被逼着走向最后的位置，那就是皇帝。
　　这个天下，皇帝归刘邦所有，普天之下，众望所归。
诸侯们一致上书，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们共尊汉王为皇帝，请汉王不要推辞！
　　这话听来舒服，但是刘邦推辞了。
他回绝诸侯的话是：我听说皇帝的尊号，是贤能的人才能据有的，我可承担不起这个尊贵的称号啊！
　　刘邦这当然又是作秀。
没办法，这就是中国思维，明明是行，你嘴上还得说不行；你明明心里想当皇帝，嘴上还得说我不想
当。
但是，如果谁真不让他当了，刘邦肯定第一个杀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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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这套作秀的游戏规则，诸侯们是深谙其中妙处的。
于是，诸侯们再次上书，他们不但陈列刘邦一大堆贤能之事，而且以万分焦灼的语气说道：大王平民
起家，诛灭暴秦，平定四海，分封诸侯，如果大王不受皇帝之尊号，我们将以死来相谏。
　　诸侯们以死相谏当然是假的，刘邦拒绝诸侯当然也是假的。
但是按作秀规则，双方这个上书和推辞的次数还不够三次，所以刘邦必须拒绝。
最后，你来我往，算起来，也不止三次了，诸侯们还在继续上书。
于是，刘邦真不得不装作无奈地说道：既然诸君觉得我适合当皇帝，那我就只有勉为其难，多为国、
家做点贡献了。
　　曾记否，秦皇威武，凡夫刘三昂天长叹：大丈夫应当如是也。
如今，这百年大梦，总算是圆成了。
　　二月三日，刘邦在汜水北岸筑坛登基。
汜水，发源于嵩山，北流于荥阳县两，注入黄河，今已堙没。
然而，两千年前的汜水岸边，只见刘邦缓缓地步上高坛：一人独上，犹如山高人为峰，万山皆小，芸
芸众生，不过如众蚁聚于脚下。
　　在萧何的号令下，诸侯皆伏地而拜：皇帝万岁，万万岁！
　　这是真正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这个震天撼地的呼喊声中，吕雉阿姨由王后改名为皇后，太子刘盈改称为皇太子。
刘邦那个早上九天云彩之上的逝母，也被追称为昭灵夫人。
　　汉朝之首都，暂时定为洛阳。
　　二、秋后算账　　回头看刘邦这辈子，最让他不堪回首的，就是彭城兵败那件事，特别是他从彭
城逃亡之后，前后被丁公和季布追杀，那可是一个窘样。
此两人，刘邦最咬牙切齿的不是丁公，而是季布。
季布害他多次把两个无辜的孩子踢下车，从此被历史非议，没完没了。
　　此时，刘邦闻听季布潜逃，立即悬赏捉拿：凡是捉到者，奖赏千金，如果敢有隐匿者，诛其三族
！
　　季布，楚人也，为人任侠，早年闻名于楚。
所谓任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季布此种性格，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投奔了项羽，估计他就是一个游离民间被百姓供为救星的大侠客。
　　在中国古代，百姓有三大崇拜对象：一为皇帝，二为忠良，三为侠士。
山高皇帝远的，只好靠忠良；忠良早死或隐没的，只得靠侠士。
其实在很多时候，古代中国的百姓还是较钟情于侠客。
如果你有冤情，忠良之官就算帮你伸冤，最多也是鼓励你勇敢面对生活和现实，相信明天的阳光还是
灿烂之类的。
侠客就不一样了，他没有那么多废话，但他有很多实惠动作，比如，他会不声不响地帮你把仇家摆平
，杀他个鸡犬不留，甚至还会劫财济贫，从屋顶上给你扔下一袋子的银子。
　　可惜造化弄人，季布没当成伟大侠客，如今却成了世人皆知的通缉犯。
此时，季布正藏匿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大家族里。
　　大家族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多好藏身；但也有其毛病，就是人多耳杂。
周氏那个当家的，其实心里挺苦的。
季布一辈子躲在周家也不是办法呀，纸是包不住火的，有朝一天不知得罪了哪个仆人，被人告密了，
到时周家血染濮阳河·就是哭神拜鬼都不顶用了。
　　周家为了自保，决定打发季布。
可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惹季布不高兴，他一样可以立即让周家断子绝孙。
周当家左想右想，终于想出一个冒险的计策，那就是建议季布委屈自己，充当奴隶另卖他家。
　　亏周当家想得出来，要季布当奴隶，那不是找死吗？
　　事实是，周当家也做好了找死的准备，他对季布说道：你常年躲在我家也不是办法，如果你能听
我的计策，我就给你献一计；如果不行的话，我愿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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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布一笑：有计策就说嘛，怎么说你也是为我好，何必说那么丧气的话？
　　周当家终于鼓起勇气说道：我要你削发为奴，套上铁圈，连我家几十个奴隶一起卖往朱家。
　　季布疑惑了：削发为奴，卖往朱家？
你以为叫我换个马甲，朱家就认不出我了吗？
　　周当家很无奈地说：是啊，他有可能会认出来，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他认不出你的可能性呀。
　　季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周当家：一点辙都没有了。
　　季布：那好吧：我不强人所难，你就把我当奴卖了吧。
　　所谓朱家，不在濮阳，而在鲁地。
周当家果然帮季布剃光了头发，带上奴具，用一辆大货车把季布及周家几十名奴仆，一同运往鲁国的
朱家会所。
　　我想，周当家和朱家肯定是有生意来往的，不然不会如此熟门熟路。
周当家之所以动用这么多奴仆陪卖，那是防止路上有人认出季布，更是防止朱家看出破绽。
　　然而，周当家精明，朱家可不傻，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你周当家这个卖奴的动作搞得太大了吧，兵荒马乱的日子基本上结束了，如果不是逃难，你凭什么无
缘无故地把这么多家奴都卖掉？
　　朱当家心知肚明，但什么都不说。
他仍旧把这批奴役全买下来，放在田里劳作。
有一天，朱当家远远地指着季布，对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记住，种田的事就听那个光头的，千万不
要对他指手划脚，还要注意的是，他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你也不要问为什么，尽管听我的吩咐去做就是了。
　　朱当家的叮嘱完，就上路去京城了。
　　千万不要紧张，朱家这不是去告密，而是找人游说解救季布。
阿弥陀佛，季布真是遇上好人家了。
其实，这一切都不出周当家所料，因为他早就打听好了，朱家势力大，洛阳城有他的铁关系，人心又
贼好，朱家不救季布，天诛地灭。
　　朱家那个所谓铁关系，其实就是老好人夏侯婴。
贵人遇贵人，当然好办事。
朱家来到洛阳城，拜见了夏侯婴，夏侯婴留下朱当家畅饮几天。
几天之后，朱当家才开口问夏侯婴：季布到底犯了什么罪，搞得陛下追捕他这么急迫？
　　夏侯婴笑了，往日季布狂追猛打他马车的事还历历在目，此事不提也罢。
于是，夏侯婴只得打着哼哈回答朱当家：这个季布，曾经为难过皇上，皇上很怨恨他，所以才下令捉
他的。
　　朱当家一听，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又故意问道：您觉得季布这个人怎么样？
　　夏侯婴：是一个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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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月式的笔法，全景展现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帝国的勃兴与衰落，《那时汉朝2》是《明朝那些事
儿》之后，又一部心灵过滤的历史深度解说之作，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钱钟书先生曾认为：历史是人写的。
但人在写历史时是经过心灵选择韵，那么这种经过心灵过滤的历史，将不再真实的历史，我们只能称
之为历史文学。
　　如此看来，历史不是僵硬的教科书，反而像生动活泼的古典文学。
《那时汉朝2》就是这样一部可以被称为“历史文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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