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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

立与巩固 

第 11 课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高祖回家乡 

刘邦(前 256—前 195)，字季，沛县丰邑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是杰

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30 多岁才当了泗水亭长。秦二世二年(前 209

年)九月，继陈胜、吴广起义(参见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后两个月，刘邦与萧何、曹参

等人杀死沛县县令，举行起义。先投靠项梁、项羽起义军，推翻秦王朝后，又与项羽“争权

天下”，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楚汉战争，于公元前 202年打败项羽军。刘邦灭了项羽，马上夺

了韩信的军权，封他为楚王，让他回他的家乡去。 

天下平定后，汉高祖举行了一个庆功会。文武大臣喝酒说笑，谈笑风生，十分热闹。喝

到高兴之时，汉高祖就问：“为什么我能得以天下？项羽为什么失了天下？” 

大伙儿都说了一大箩筐奉承话。其中大臣王陵说：“皇上派将士去打仗，打下了城邑，

既有封又有赏；但是项羽不肯把地方封给有功劳的人，文臣武将不肯为之尽力，那不就失了

天下吗?” 

汉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成功与否，全在用人上。坐在帐帷里定计划，

却可以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利，这一点，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运送军粮，我

比不上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打胜仗，这一点，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我能

重用他们，所以我得了天下。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利用，因此就被我灭了。”大伙儿都说汉

高祖说得对，说得深刻、谦虚，十分佩服、敬重他。 

虽然说是天下太平，但是汉高祖仍然很担心：齐王田广（田荣的儿子）死后，田横做了

齐王。他带着自己的心腹五百多人逃到东海一个海岛上。于是汉高祖派人去叫他来战，田横

却去了离洛阳三十里的地方自杀了，不肯投降。后来，汉高祖派人去招降他手下的五百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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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人祭过田横墓后也自杀了。汉高祖就想：项羽的大将钟离昧，可能不替项羽报仇

吗？！这时，有人向汉高祖报告说：“钟离昧就躲在韩信那里。”从此，汉高祖又多了一桩

心事。 

在公元前 201 年，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谋，去巡游云梦泽，通知受封的功臣到陈地相见。

韩信有顾忌，不敢去，他只好向钟离昧说不能再庇护他了。钟离昧恨恨地说：“我投错人了！”

说完，就自杀了。 

韩信来拜见汉高祖，只听汉高祖吆喝一声，武士们就绑了韩信。他愤愤地说：“狡兔死，

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就该被烹了。” 

有人劝汉高祖从宽处分，好安人心。汉高祖便取消了韩信的王号，改封为淮阴侯。可是

诸侯王心存割据地盘的事，使得汉高祖整夜睡不着觉。 

汉高祖叫萧何定规章制度，以便管理国家。可是，有的诸侯王偏偏不服从朝廷的命令。 

将军陈豨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吩咐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一同去征伐。他俩却都推说有

病，汉高祖只好自己带兵去了。汉高祖出征时，韩信手下的人告发，陈造反是韩信的主意，

他们秘密约定共取天下。吕后与丞相萧何商议了一个计策，故意散布消息，说陈已经全军覆

没，皇上快回来了。大臣们都到宫里去贺喜。 

结果韩信一进宫门，就被早已埋伏好的武士绑住杀了。 

接着，梁王彭越的手下人告发彭越谋反。汉高祖派人把彭越带到洛阳，罚做平民，叫他

到蜀中去，半路上碰到吕后，他求皇后开恩。于是吕后把他带回洛阳。 

吕后对汉高祖说：“把彭越送到蜀中去，这是放虎归山。”于是汉高祖就把彭越给杀了。 

淮南王英布一听韩信、彭越被杀，干脆起兵反汉。汉高祖发兵讨伐。他在阵前责备英布，

说：“你何苦造反?” 

    英布说：“项羽封你为王，你造反，做了皇帝；我造反，当然也想做皇帝喽！” 

    英布的弓箭手给汉高祖当胸就是一箭。他拔出箭，忍住疼，派别的将军带领军队去追击，

杀得英布大败而逃。 

汉高祖历来把天下看作是刘家的产业。这回他发兵平定了叛乱，路过自己的老家，怎能

不风好好光一下？他在沛县大摆酒席，和他的父老子弟快活了十几天。 

汉高祖喝足了老酒，唱起歌来，头一句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也许他想到了东征西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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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再一句得意扬扬，唱得都抖起来了，“老子当上了皇帝，今天是‘威加四海兮归故

乡’。”末了儿一句，他想到原来忠于他的人，有的非杀不可，不杀就各自割据叛乱，国家

四分五裂，有的离开他了，而今忠心耿耿跟着他的人太少，这叫他犯了愁，于是他便唱道‘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怎样才能得到心腹猛将以保住他刘家的基业呢？唱着唱着，汉高祖跳起舞

来，流出了几行眼泪，激动起来了。 

（故事编写整理:福田区深大附中  李佳颖 指导老师：张馨文） 

 

白马盟誓 

公元前 195年，汉高祖回老家沛县，十多天后，汉高祖要离开沛县起驾回长安，沛县的

老叔、老哥们死死地留住他不让走。汉高祖便把他哥哥刘仲的儿子，跟从汉高祖讨伐英布的

刘濞（ｂì）封为吴王。 

    汉高祖派别的将军带领兵马追击英布，在洮（ｙáｏ）水（在今江苏）打了大胜仗，杀

了英布。也有人说英布想逃到长沙去，半路上被人暗杀了。 

    十一月份，汉高祖回到了长安。因为有人密告燕王卢绾（ｗǎｎ）曾经派人跟陈有过反

叛的密谋，汉高祖就派樊哙和周勃率领兵马去讨伐燕王，封皇子刘建为燕王。 

    汉高祖在讨伐英布时，胸部中过箭，伤势越来越严重了。在从沛县回长安的路上，伤口

就发作了。回到长安，病情十分沉重。他的妻子吕后估计他活不了几天，派人请最好的大夫

给他看病。医生们进了汉高祖的寝宫，给他检查诊视，十分仔细，折腾了大半天。汉高祖很

不耐烦。他问大夫们，说：“你们这么忙乎，我的病怎么样?” 

    大夫们磕破了头，告诉他：“陛下的病，病情不重，能够治好。” 

    汉高祖嘴角往下一撇，说：“我从一个平民，提一把三尺长的宝剑，打下了天下。这不

是天意，命该当皇帝吗?我寿命的长短，握在老天爷手里，由老天作主。你们这些人，就算

你们是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再世，顶什么用!” 

    他不让大夫们治病，把这些良医轰出宫去。 

    汉高祖有病不医，吕后也吓得不行。她看着汉高祖的时日不多，就是早晚的事。她大着

胆子，战战兢兢地问：“陛下百岁（死了）以后，如果相国萧何过世了，叫谁代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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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祖说：“曹参（ｓｈēｎ）可以代他。” 

    吕后流着老泪，又问：“陛下，如果曹参没了，还有谁?” 

汉高祖想了一会儿，说：“王陵还行，能够代替。王陵呢，就是稍欠聪明，但性子刚直，

不安坏心眼儿；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这个人有才智，当相国绰绰有余，但是难以单独担任。

周勃为人厚道，缺少文才，但安定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啊，可以任命他当太尉。” 

刘邦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善于发现和恰当使用各种人才的。汉高祖断断续续，讲

了这些话。讲不动也得讲，这是关系刘家天下的大事，不讲，他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吕皇

后又问：“这些人以后，还有谁行呀?” 

    汉高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唉，再往后的事儿，也不是你所晓得的了!”吕皇

后听了，捂住嘴，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这是公元前 195年，就是汉高祖六十三岁那一年的事。 

    接着，汉高祖叫人宰了一匹白马，跟主要的几个大臣订立盟约，说：“不是刘家的人不

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 

    大臣们都起了誓，决定遵守。汉高祖这才闭上眼睛晏驾了。 

刘邦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社会是有杰出贡献的一生。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政治才

能，且足智多谋。 

（故事编辑整理：王双燕  周鹏杰） 

 

缇萦救父 

汉文帝的母亲薄氏进宫前吃过苦，当了汉高祖的妃子后，她怕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

就跟儿子住在封地上，娘儿俩多少知道些老百姓的苦楚。汉文帝一即位，首先大赦天下，接

着召集大臣商议，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把他的父母、妻子也都一同逮来

办罪这种法令是不公正的，请你们商议改变个办法。”大臣们商议下来，废除了全家牵连着

一同办罪的法令。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救济各地死了妻子的老人、寡妇、孤儿和没有儿

女的老人；规定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长官按时按节去慰问他们。 

汉文帝还下诏要老百姓多提意见。这么一来，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人就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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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道儿上有人上书，汉文帝也会停下车来把奏章接过去。他说：“可以采用的就采用，

不能采用的搁在一边，这有什么不好呢?” 

公元前 167年，临淄有个名叫淳于意（姓淳于）的人，替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

仓县的县令，因为不肯拍上司的马屁，所以他辞了官仍旧去做医生。 

有个大商人请淳于意为他的妻子治病。那女人吃了药不见好转，后来死了。大商人就告

他是庸医杀人。当地的官吏把他判成“肉刑”，包括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脚或右脚

三种。因为淳于意做过官，就把他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没有生儿子。临走

时，最小的女儿叫缇萦（ｔí ｙíｎｇ），决定上长安去救父亲。 

缇萦到了长安，上宫殿去要见汉文帝。管宫门的人不让她进，她就写了一封信，托守宫

门的人传上去。汉文帝一看，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是个孩子写的，内容是：“我叫缇萦，是

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会儿犯了罪，

应当受到肉刑的处分。我不但替父亲伤心，也替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

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要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给公家

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恳求皇上开开恩!” 

汉文帝同意小姑娘的一番孝心，也觉得肉刑不合理。他对大臣们说：“犯了罪的人，应

当罚他，让他得到教训，重新做人。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了他的肢体，

怎么能劝人为善呢?” 

大臣们商议，拟定了三条办法：废除脸上刺字的肉刑，改为做苦工；废除割去鼻子的肉

刑，改为打三百板子；废除砍脚的肉刑，改为打五百板子。 

缇萦救了父亲，也替天下人做了一件好事。 

就这样，汉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使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

发展；又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故事编写整理:福田区深圳实验学校中学部  刘恋  江南 指导老师：张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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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壁借光 

西汉时，有个少年叫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

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时候。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

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县里有个大户人家不识字，但家中富有，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

雇工，但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想读遍主人家的书”，

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借给匡衡书（用书资助匡衡），并不要报酬。不过，他又买不起蜡

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

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

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

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

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匡衡回到家，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烛光透过来了。

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匡衡这样刻苦地学习，终于感动了邻居，在大家

的帮助下，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为郎

中，迁博士。 

（故事编写整理:福田区深大附中  张一帆 指导老师：张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