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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身边的郏县人
萧根胜 乔建功

初春时节，我与文化界的朋友一起去卫东区诸葛庙旧址，

探访千古贤相诸葛亮遗迹，诸葛亮遗迹位于卫东区优越路与繁

荣街交叉口向南 100 米左右的地方。南京太常寺卿（掌管皇上

礼乐大典的官员）叶县人牛通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中记载

了千古贤相诸葛亮少年时代曾在卫东区生活的一段人生轨

迹。历史的硝烟虽然散尽，旧貌换了新颜，但这有力地证明了

千古贤相诸葛亮曾经在卫东区一带生活的历史印记，也是我们

弘扬一代忠臣诸葛亮尽忠、报国思想，繁荣发展我市文化产业

的一张历史名片。

诸葛亮（公元 181年至公元 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今

山东沂南），三国时期蜀国丞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

事家，千古贤相。其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几千年

来传统文化中忠君与爱国的代表人物，其独有的人格魅力闪耀

着尽忠与报国的伟大光辉，激励和影响着后人。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更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环境。诸

葛亮出生在东汉末年，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其

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诸葛亮的祖父诸葛丰自幼聪慧，读经阅史、博览群书，曾任

东汉司隶校尉（京城的警备守卫）。据史书记载，诸葛丰执法严

明，刚直不阿，对违法行为严加处罚，从不姑息，“刺举无所

避”。由于处理外戚权臣许章，得罪权势被免官，后又被汉元帝

贬为庶人。诸葛亮之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郡守的副职），

在任上也是兢兢业业，勤于政务。诸葛亮父亲去世之后，他兄

妹三人被叔父诸葛玄（曾被割据扬州的袁术任命为豫章郡太

守）接济照顾。诸葛玄在任上没有多

长时间，迫于军阀之争就投奔荆州刘

表（一说是死于豫章郡任上）。诸葛

亮祖、父、叔皆为汉臣，都是忠于职

守、爱国忠义、清正廉明的忠臣。祖

辈家国情怀的价值取向，家风传承、

尽忠与报国精神的感染，在诸葛亮的

心中应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诸葛亮出生的年代，社会动荡，

特别是黄巾起义爆发，严重冲击当时

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黄巾起义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就是青徐一带（今

山东中部和江苏徐州一带）。诸葛亮

及其家人不得不四处躲避战乱，最后

隐居隆中，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

山。这段战乱灾祸使诸葛亮目睹了

战争带来的恶果，更使少年时代的他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加上其年幼丧

父，对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士族兼

并痛恨于心，忧国忧民。史书载，诸

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

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

志·诸葛亮传》）。可以说诸葛亮作为

读史书的儒生，胸怀大志，心中渴望

太平盛世，盼望国家统一，日思夜想

为国家尽忠，报效国家。

诸葛亮骨子里忠君思想根深蒂

固，隐居隆中开始潜心求学。在诚恳

的邀请下，开始出山辅佐刘备。刘备

是河北涿州人，是汉孝景帝的玄孙、

中山靖王之后，也是当时汉献帝刘协

的叔叔，号称皇叔，正是诸葛亮心中

刘姓王朝正统血脉，这与他一心想要

匡扶汉室，光复正统，结束战乱的理

想抱负是一致的。在当时曹操“挟天

子以令诸侯”、孙权依靠长江天险割

据江东的背景条件下，刘备是他报

国、实现抱负的理想人物。为此，饱

读史书的诸葛亮开始随刘备弃新野、

攻樊城、奔荆州、联孙抗曹，在赤壁之

战中使曹操大伤元气，后又协助刘备

占据了荆州四郡，接着西进益州，占

领成都，并在成都协助刘备建立蜀汉

政权，实现他三分天下的伟大构想。

诸葛亮提出，在四川站稳脚跟后，蓄

积力量，再兵分两路取中原，使蜀汉王朝还于旧都，赶走篡位

的曹魏政权，延嗣汉朝正统，恢复一统，实现报国之志。不料

想，公元 223 年，刘备一意孤行，在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孙权下

令斩杀后誓死东进伐吴，结果遭遇火烧连营，导致兵败夷陵。

刘备自感时日不多，紧急召集诸葛亮等重臣，托孤于白帝城永

安宫，诸葛亮临危受命，接受托孤重担，开始辅佐刘禅内治川

蜀、外抚南夷、北伐中原。托孤的重担、报国的情怀一直驱使

着他为蜀汉王朝呕心沥血。为此他六出祁山，五次北伐，多年

的风餐露宿、鞍马劳顿，蜀汉社稷安危系于一身终致诸葛亮于

公元 234年秋天病死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秋风萧萧，渭水

潺潺，一代贤相将星陨落，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

满襟”。

可以看出，诸 葛 亮 报 国 的 思 想 ，既 受 到 了 祖 辈 忠 诚 为

国 的 熏 陶 ，也 有 儒 家 骨 子 里 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的 价 值

取 向 ，更 有 受 刘 备 临 危 托 孤 千 金 重 担 殷 殷 嘱 托 的 报 国 誓

言驱使。

史书记载，诸葛亮治理蜀国一心为民，在蜀汉兴建水利，分

兵屯田，种植桑麻，发展蜀锦生产，实行南中一带民族自治，国

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蜀汉社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

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袁子》）的欣欣向荣景象，他报

效国家的理想在治理蜀汉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诸葛亮死后，其儿子诸葛瞻担任代理都护卫将军，和辅国

大将军董厥一起主持蜀中大事。后来，邓艾大军偷渡阴平后，

在抵御曹魏大军中血战绵竹，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诸葛亮

之孙，死时年仅 19 岁）战死疆场，满门忠烈，一家三代为蜀汉

王朝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在四川绵竹人们修建有《双忠

祠》，供人祭奠，追忆缅怀诸葛瞻父子的忠贞报国气节，后人

有诗云：“一门报国皆殉节，三代捐躯各尽忠。正气直随天不

老，莫将成败论英雄。”正是对诸葛亮一门忠烈、忠心报国的

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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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汉代影响深远。绝大多数中国人为汉族或汉人，其使用的文字称汉字、汉文，通

行的语言谓汉语，世界各国称中文为汉学……

知中华者，必知汉；知汉者，必知汉高祖刘邦。

刘邦用 7 年时间开创了大汉帝国长达 400 余年的宏伟基业，是中国历史上由平民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

第一人，对汉族的发展及中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评价刘邦为“封建皇帝里边

最厉害的一个”。

刘邦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取得

如此辉煌的业 绩 ，除 了 顺 应 天 时 地 利

外，更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紧密团结

周围的一大批文臣武将，披荆斩棘，浴血

奋战的结果。其中以张良为代表的一批

郏县籍仁人志士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

作用。

谋圣张良其人

张良，字子房，故里在韩国城父东马

鞍山北麓小安寺保（今河南省郏县李口

镇张店村）。

张良本为战国时代韩国贵胄后裔。

他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过韩国五位国

君的丞相，世代显贵，绵远流长。

公元前 250 年张良的父亲张平去世

时，张良年仅两岁。20 年后，即公元前

230年韩国被秦灭掉，年轻的张良及其家

族不仅丧失了显赫荣耀的贵族地位，而且

面临被查抄的厄运，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弟

弟也夭折了，真可谓国破家亡。无奈，他

遣散家中的300多个家奴，草草安葬弟弟，

倾其所有家产，浪迹天涯，走上了一条反

秦雪耻的道路，矢志图报国仇家恨。

张良在淮阳访得一位大力士，为他

铸造了一个 120斤重的大铁椎，准备刺杀

秦王。公元前 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

全国，行至原阳的博浪沙，大力士甩出大

铁椎，结果误中秦始皇后面的副车。秦

始皇惊恐之余下令“大索天下”。张良成

为继太子丹之后雇人刺秦的第二位侠义

勇士。

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搜捕，张良隐姓

埋名逃至下邳（江苏睢宁北）。在下邳的

沂水桥头巧遇黄石老人得《太公兵法》。

之后数年，他发奋研读兵法，俯仰天下大

事，终成一个文韬武略、纵横捭阖、足智

多谋的政治家、军事家。

公元前 209年爆发陈胜、吴广农民起

义，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43 岁的张

良聚集 100多人揭竿响应，在留县路遇 47

岁的刘邦率领 3000多人的义军。二人相

谈甚为投机，所谈“太公兵法”，唯有刘邦

能够听懂。刘邦出身草莽，鄙夷儒生，骂

人成癖，然而唯独对张良崇礼有加，终生

言必称“子房”。随后，他们都投奔到当

地最大的以项梁、项羽叔侄为首的反秦

队伍中。这时项梁立楚君后裔熊心为楚

怀王。张良为实现恢复韩国的梦想，说

服项梁帮助拥立韩君后裔成为韩王成，

以张良为司徒（相当于丞相）。项梁并为

其分兵 1000 余名，让其回到韩国的颍川

一带开展反秦武装斗争，但因势单力薄，

奋战数月效果不佳。

公元前 208 年，楚怀王命项羽、刘邦

分兵伐秦，约定谁先打进关中灭秦者为

关中王。刘邦率兵西进攻战洛阳失利，

转而从登封告城南下与韩王成及张良会

合，帮助其夺取颍川附近十多个县城。

刘邦请韩王成留守阳翟（韩国故都，今河

南禹州），而让张良随军西进攻秦。刘邦

率军取道郏邑龙山之下，过汝水筑沛公

垒。自此郏县的龙山改名为“刘山”，亦

曰“大刘山”。据说，郏县已小有名气的

纪信随军入伍正在此时。在汝水河边刘

邦听董公三老及侯公献策，后留用侯公

为谋士。

刘邦的队伍南下，在鲁山打败南阳

守军。守军退至南阳固守，一时难以攻

取。刘邦灭秦心切，绕过宛城西进，张良

权衡利弊，劝道：今拿不下宛城就一路西

进，途中秦兵甚多，且扼据险要地势。一

旦宛城守军依后追杀，强秦在前，追兵在

后 ，形 势 将 非 常 危 险 。 一 言 惊 醒 梦 中

人。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更换旗帜，率

兵乘夜抄小路悄返南阳，拂晓围城，采取

攻心战术，招抚南阳太守为殷侯，兵不血

刃智取南阳。之后，西进途中所到之处

沿用此计，无不望风皆降。进至商州峣

关，刘邦又依张良一方面暗施贿赂，一方

面巧布疑兵之计，一鼓作气攻下进入关

中的最后一道关隘。张良的两次献计，

保证了刘邦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

得了宝贵时间，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

中。来年一月迫使秦王子婴开城受降。

入城后刘邦看到金碧辉煌的皇宫和如云

的嫔妃，有心居此为乐，夜宿咸阳秦宫。

张良、樊哙苦口相劝，以防追逐奢丽，自

败垂成。刘邦听其谏言，号令三军封宫

锁库，约法三章，统军十万驻守霸上，深

受关中父老拥戴。

北上救赵的项羽遭遇秦国重兵，在

巨鹿破釜沉舟取得大捷，确立了诸侯盟

主地位，但抵达函谷关时，却发现这里早

已被刘邦派兵驻守。性格暴烈的项羽闻

知大怒，攻破函谷关后直抵长安城东的

鸿门堡。这时又接到刘邦军中“内鬼”曹

无伤密报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

更加气愤，决定翌日发兵一举歼灭刘邦。

项羽持巨鹿大战之神威，拥兵 40 余

万，声势浩大，要歼灭刘邦区区十万之众

易如反掌。在千钧一发之际，项羽的叔

叔，时任楚军左尹（左丞相）的项伯，为报

答张良曾经的救命之恩，当夜策马私见

张良通报实情。危急时刻，张良急进刘

邦军帐据实相告。刘邦大惊，张良权衡

再三，提出：只有充分利用项伯的关系，

才能化解当前危机。刘邦依计而行，对

项伯又是称兄道弟，又是敬酒谢罪，并且

相结为儿女亲家，极言自己入关后秋毫

未私取，封府库，录吏民，因盗贼未靖，始

才遣吏守关，绝没有称王关中的意图，更

没有背叛项王的想法。望项伯好言相

告，消除误会，疏通两者关系。并约定

“明日趁早前去给将军谢罪”。

项伯回营后，据实相告项羽，并劝道：

“沛公首先破关，立有大功，反欲加击，岂

非不义！不如好好相待，亦可借结人心！”

纪信替主殒命

率真的项羽在项伯的劝说下居然气

消心平，同意了叔叔的意见。就这样，在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良激流勇进，沉

着应对，巧妙地利用他和项伯的私人关

系，将一场事关数十万人生死拼杀、汉王

大业成败存亡的大决战，化解成次日名

垂青史的“鸿门宴”，使历史的航向重新

调整。

第二天，张良陪同刘邦带领 100多名

将士共赴鸿门堡。在范增巧设的宴会

上，张良又以其大智大勇，机敏地应对宴

席上的刀光剑影，不失时机地让刘邦成

功脱离虎口，自己留下断后。刘邦逃离

时情况危急，只他一人有马可骑，随从的

四员大将只得跑步随行护卫。其中一位

就是后来在荥阳替主丧命的郏县籍人纪

信（郏县城东纪村人）。

与刘邦不同的是，项羽进入咸阳后

纵兵烧杀抢劫，火烧王宫，大火三月不

止，造成民怨沸腾。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正月，项羽定都彭城（徐州），自号西

楚霸王，分封十八路诸侯王，其中将刘邦

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为汉王，辖巴、蜀

和汉中三郡，而将偌大的关中分封给雍

王章邯等 3 个秦朝的降将，意在围堵刘

邦。项羽对韩王成贬爵易王，幽禁于彭

城，不久又将其残忍杀害，使张良为韩复

国的梦想彻底破灭，转而正式归汉，被刘

邦封为成信侯。

公元前 206年 7月，张良送刘邦入蜀

至褒中（今陕西褒城），观察地势后，建议

刘邦待汉军过后烧毁入蜀栈道，以示无

东顾之意，既防备他人的袭击，又消除项

羽的猜忌，趁机养民礼贤，养精蓄锐，等待

时机。8月，刘邦依萧何建议起用韩信，带

领精兵绕西数百里悄悄从陈仓故道杀

出，趁其不备打败雍王章邯、灭掉三秦。

就这样，张良与韩信携手，一举占领关中

大地。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

决定率兵出击。张良遂寄书蒙蔽项羽，

称：“汉王名不副实，欲得关中；如约既

止，不敢再东进。”且又把齐王、梁王谋反

的书信转给项羽，使其全力向北而无意

西顾，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再一次为刘

邦赢得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汉二年（公元前 205年）春，刘邦不到

两个月就占领西楚国都彭城。不料项羽出

奇兵三万，大败刘邦，并俘获刘邦的父亲、

哥哥、侄子及妻子吕氏，扣作人质。

刘邦兵败彭城，逃至下邑，心灰意

冷。在兵败危亡之际，张良为刘邦献计：

用好能征善战的韩信，联络没被封侯的彭

越，同时策反屡受项羽猜忌的楚国猛将

英布，只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人骁勇善战

的作用，破楚指日可待。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下邑之谋”。刘邦依计而行，先

后收服彭越，降顺英布，又数次征调韩

信的部队，使汉军力量逐步发展壮大至

绝对优势，形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

最 终 取 得 垓 下 之 战 的 胜 利 ，遂 成 霸

业。其中“下邑之谋”功不可没。

位于侯公故里——郏县侯店村的古

槐 树 ，树 龄 逾 2200 年 ，被 誉 为“ 郏 县 树

王”，据传为侯公亲手种植。

汉三年（公元前 204年）夏，项羽围攻

荥阳数月，城内兵少粮空，朝不保夕。将

士筋疲力尽，情势危机万分，刘邦异常焦

灼。张良提出假降之策，实施时又有大将

纪信情愿粉身碎骨，仰报知遇之恩，请求：

形势危急，请让我假扮成您，诓骗楚军，您

趁机逃走，另图大业。

刘邦听后摇头不允：“就算我能逃出

去，将军岂不要遭到毒手吗？”纪信跪言：

“父亲有难，做儿子的应当替父亲死；大

王有难，做臣下的应当替大王死！”誓言既

出，刘邦仍皱着眉头下不了决心。纪信拔

出宝剑说：“大王不忍臣死，臣终不能独生，

那我就先死了吧！”汉王见纪信拔剑在手，

欲自刎，急忙下座阻拦，垂泪应允：“将军忠

诚贯日，古今无二，但愿天心默佑，共得保

全，更为万幸！”并吩咐张良依计而行。

半夜时分，刘邦从东门放出两千多

名蝉鬓朱颜、身披敝甲的女兵，鱼贯而

出，络绎不绝，引得众多楚兵围来馋眼观

看。多时后，妇女走完，装扮成汉王的纪

信端坐在龙车上，黄屋左纛，前遮后拥从

东门出来，车辕上插着“城中粮尽，汉王

投降”的旗子。楚军以为是汉王出降，欣

喜若狂，高呼万岁。项羽出营审视，勒马

上前火炬环绕车中，发现不是刘邦，问

曰：“你是何人？竟敢冒充汉王？”纪信从

容答道：“我乃大汉将军纪信。汉王早已

离开荥阳。”项羽气极，麾令齐集火炬环

车纵火。纪信皮焦骨烂，全车成灰。而

刘邦早已在张良、樊哙等将领的保护下

从西门逃出，回关中搬救兵。

刘邦登基后，在纪信的故乡郏县筑

纪信台、置纪信冢、建纪信庙，并将附近

的西岗命名为纪信岗以示旌表。

纪信舍身救主、忠义报国的壮举，被

后人誉为“功盖三杰”，“兴汉一人”，历代

朝廷追封不绝。汉代以来，全国各地纷

纷建立纪信墓、纪公祠，甚至把纪信作为

城隍神灵予以祭祀。上世纪 30年代于右

任还前来拜谒并赋诗一首：“广武山前野

草春，将军殉国此焚身；刘兴项仆成陈

迹，独有忠臣庙貌新。”

侯公巧说霸王

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长达 28个月

之久，大小战斗上百次，双方都打得筋疲

力尽。汉四年（公元前 203年），刘邦派心

腹辩士陆贾前往楚营谈判，希望项羽归

还人质，双方罢兵息战。几经恳谈，项羽

不允。谈判陷入僵局，太公、吕后命悬一

线。无奈之时，谋士侯公（郏县城东侯店

人）自荐负命前往。一番巧辩，竟使优柔

寡断的项羽不但答应归还人质，而且还

同意以荥阳东南 20 里外的鸿沟为界，中

分天下，东为楚，西为汉，立约解甲归国，

各不相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河

汉界”。被扣押两年多刘邦的父亲、妻子

等人质回到汉营，众人高呼万岁。刘邦

大喜，封侯公为“平国君”，说“这是全国

最好的辩士，拥有倾覆邦国的才能，真是

平国君呀！”

陆贾是当时有名的外交家，有“秦后

第一儒”之称，身后留《楚汉春秋》和《新

语》两部著作。刘邦登基后，他曾说服南

越国归降汉朝，建立大功，竟然没有说动

项羽。而侯公是如何说动西楚霸王的，

《史记》《汉书》等史书均无记载。不免引

来诸多文史大家的好奇和猜测。北宋大

文豪苏东坡每每路过楚汉相争的荥阳古

战场都不禁感慨，十分佩服侯公的智慧和

才能，因此悉心笃意写下了《代侯公说项

羽辞（并叙）》，成为又一段历史佳话。据

悉，截至目前国内外研究侯公说辞的版本

有数种。

人质已还，项羽如约罢兵东撤，刘邦

也准备移兵西去。而张良以一个政治谋

略家的目光，看到项羽已处于腹背受敌、

穷途末路的危险境地，正是全歼西楚的

最佳时机，建议刘邦统军追击韩信。交

战之中刘邦依张良之计，用恩惠之策调

动韩信、彭越两支重兵，“十面埋伏”合围

项羽于垓下，又用“四面楚歌”瓦解楚军

士气，终于上演了一曲项羽自刎、霸王别

姬的惊世悲歌。长达 4年的楚汉战争，以

刘邦的彻底胜利而终结。

公元前202年 2月，刘邦正式即位，史

称汉高祖。同年5月，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

大典，刘邦龙颜大悦。席间，问及朕何故得有

天下时，力排众臣高论，道：“夫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封侯

时，高祖让张良挑选最富饶的齐地三万户

侯。他婉拒不受，仅接受与刘邦初次相遇

的留县为侯，故史称“留侯”。后张良称病

极少参与政治。公元前 189年病逝，享年

63岁。谥号文成侯。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规律又是任

何人无法改变、无法抗拒的。历史不能

假设。假设汉高祖刘邦 7 年的征战中没

有了张良、纪信、侯公的鼎力辅佐、倾心

相助，汉代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该是

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本版图片均由萧根胜提供）

张良画像

平煤股份救护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员工

奖惩暂行规定》，对长期旷工人员（吴咏超，

身份证号：411403198605027519）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救护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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