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拟通过对《史记》中的

1 、 《史记·

移兵商攻齐，

关系的主题

周先民

的主题的探索，从一个销商解剖

得八邑又

曰： u为之奈何？押陈鞍

曰： 国王勿忧，培令罢之．自即往见昭阳军中， 曰： “愿阔楚国之法，破

军杀将者｛可以贵之？ n 昭陪曰：

钦之，

杀将？

不加于此；

兵i前去以德齐，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

齐，其势汹汹，

昭陌吁i兵而去”．

反而有且身死爵夺罚之寇＠

封上爵战．忡陈斡目：

为令尹矣，

含人梧谓曰： ‘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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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苦身焦思，卧薪尝距， u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如肉，衣不重采，

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罔其劳

吴雪耻．在这一过程中，上将军范蠢和大夫文种可谓功高者矣．范蠢这里不

说，只说文种．吴能敖越允和，主要得力于文科的求和外交，使越得以残存；

当句践蒙耻沮丧之时，文种讲周文王、曹公子重耳发愤器强事，激励其不屈不

挠，兴国报仇；句践此时又才文科言听计丛， 锅莘菌政属大夫种

智，出谋划策，终于成就

然而，句践灭吴称霸后，

自齐遗大夫种书曰： u飞鸟恕，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越玉为人长颈鸟睬，可与共患难拿不可与共乐．子｛可不去？”种见

称病不朝．人或搀种旦作乱，越王乃揭种知j 曰： “子教寡人伐吴七

寡人用其三商敢夹，其困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弓藏，兔死淘烹．如果说起蠢用他绝顶的稳明指出了功高者身危这一命运

的话，那么，越王句践则用那把道杀文种的血淋淋的剑，揭开了专制君主在功

成之后道杀功臣的狰狞商旦摄括一下，其特缸有：

( 1 ) “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掉一一极端的自私自利，是句践的为人

我兔死，走狗烹”一…恩将仇报，句践在伦理

( 3 ) M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雨般夹，其困在子”一一句践对

才大功高者，在心理上是极其猜忌的＠

( 4 ) u人或搀种且作乱n 一一用莫须有的 H丑｛宇乱

借口．

既宙私自利，又寡康鲜耻，再加上猜忌心理，问时又有功臣“且作乱”的

现成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功高者的身佳，也就是很难避免的了．范蠢凭着绝

琪的聪明，及时远走高飞，得以全身避祸；文种稍微迟钝一些，结果遭到了普

身分离的下场．

在《史记》中，句践遥杀文种事绝非个别现象，它只是司马迁表现“功高

者身危目主题时的一个典塑事锢，比句践稍早，吴王夫差杀掉了功高者伍子膏

3；其后二百余年，战国时又有秦昭王道杀自起事．

3 、秦昭王道杀自起事克《自起王剪列传》．白起因 u普踊兵，事秦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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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即被其“怒”两革职“为士伍，

“未能行

如果白起不是名将，不是

所以当秦昭

时，即拔出罪恶之剑，遥自i幸

之了．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描写秦昭玉的心理，但这件事既反映出的秦昭玉之自

私、无耻、专横、菊忌，与句践是如出一辗的＠可怜自起为秦昭王效劳一生，

冤死之时，仍不敢指斥君王，只是ITT 自费收场雪由此更可以看出

威之酷烈了．

离秦昭王道杀白起仅半个进纪，

4 、先看~J邦杀彭越事e

~J邦能击毁项弱2 当上汉朝的 概摇其功

项弱所ITT不能遂西，徒

彭王一颐，与楚则

彭王剖

说：

~＿：｛梁玉（

汉破2

亨
J



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 4 

彭越立下大功，被封为梁王．他以为睡在功劳簿上，可以高枕无忧、永享清福

了，所谓“亦欲传之万世”也．殊不知，功高者身鱼，猜忌功臣的统治者已经

在蘑刀霍霍、寻机杀人了．且看下面这段记载：

十年秋，陈辈革员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部科，征兵梁王．梁王称病，

使将将兵诣部郭．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崽辄

臼： “王始不往，见让雨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

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奸、亡走汉，告梁王与j菌辑［谋反．于是上

使使掩梁玉，梁玉不觉，擂梁玉，因之洛阳＠有可治反形已具，请论如

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

道克彭王．彭王为自后泣涕，白宫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

至洛阳．吕后自上日： 抖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谅之．

妾i革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艳开奏请族

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5 

白起被逼杀的起因有很多相间之处，他因为未能亲自将兵诣部郭

就引得 u高帝怒，使人让梁王

又不敢；其将j离辄劝他i某反，被拒绝．由此可以想见，彭越对高

帝的悲棋以及希望继续效忠于高帝的心情＠然而猜忌心极重的高帝，却抓住了

下毒手了： "{1吏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洛F日

目了然的，否则不可能在自己国内，对刘邦使者毫无戒备，

但如邦并不因此放过他，而是将他削玉为民，并流放锦远的蜀地．

彭越自度无罪，所以在流放途中遇吕后时， “为吕后泣涕，白宫无罪，愿处故

昌邑”．彭越的这个请求是极串微的，明明是蒙冤，却不敢辨明，而只是要求

惩罚稍轻一些，在封建皇帝的淫威之下，功臣的心境就是这样可拎．如果他是

一般功臣，则完全可能被接受．铺铺他是“壮士罚，是功高者，强烈的猜忌心

使统治者恐“自遗患

至洛阳，然后 u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课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
夷越宗族，图除

比起白起，彭越的下场假更悲惨：一是豆接被统治者陷害，强加上＂i某反”冤

罪．二是被满门抄斩，受害面更大．由此可见，刘邦、吕后对待功高者，比起

能辈，是更加阴毒残酷的＠

“夷越宗族自并非刘邦、吕后对待功高者的的第一个罪恶勾当，在彭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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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

：拌上曰： 创人告公反. " 

银虽然， 国人告公反拌，

可？令韩信，为刘邦所逼？

的军事统帅，

则如传中

德赵，胁

“接下之

可以

我

以为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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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首，渴离组于跺罚，以为借此行动，就能表示自己的忠，台，消除刘邦的

误会．其实，韩信的功高才大，即是最大的罪名，是刘邦心中无法消除的隐

痛．虽然，刘邦这次并没有立刻杀掉韩信，以自lj王为侯收场，但是，这种无端

的凌辱、迫害，已使韩信认清了刘邦的真实面白，看到了自己的必然命运：

“‘我兔死，良街亨；高鸟尽，在弓藏；敌国破， i某臣亡．’天下已定，我国

当亨！如于是，

f言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鞍鞍，羞

于缉、灌等列．

他“怨望n 汉王的恩将1fL报，没有度心，他 u鞍鞍”于自己的忠雨被疑，无端

受辱．如果说，韩信以往的歌歌忠心，被此时的 u日夜怨盟”与“居常鞍鞍”

所取代，而逐渐萌生谋反之冷的话；那么，这也是刘邦侮辱、遥追的结果，应

的控股．传中又详细记录了韩信与钮鹿守陈硝勾结，谋反陌被诛

的经过：

汉十年，跺科果反．上自将部往，信病不从．朋使人至辈革所，曰“弟

否从此助公. fl f言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宫徒奴，欲发以袭吕

待辑报．其合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含人弟

吕后＠吕后欲召，嚣其党不就，乃与萧柏固i菜，诈令

相图给｛言曰： “虽疾，强人

普度时势如韩信者，当不会

旦韩信业已派人“至 Jifr”约束已定，

为何仍要“待 报野葡坐失良祝？其三，韩信在 H 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

署已定归的情况下，不大可能轻易奉可疑之i召，上门就擒．关于韩信是否谋

反，

信之死冤矣！前资皆极辨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诬词及吕后与相

国文致之耳．史公1ta又廷f法案叙人传中，而其冤白觅．一饭千金，弗忘漂

母，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

不思结连布、越大国之王3 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上渴人贺， i某逆

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佳妓，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离祖畏恶其能，

非一朝夕2 黠祸于摄足酣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擒缚不己，族诛始快，
….. 6 

6 一



6 、为刘邦打下天下的三位功高盖霞的名将，

英布．

市先反了．其事载《鲸布列传开．

原为项羽的大将2 后｝）..路｛可之设备？倒戈踹汉，

于霄，因功封淮南王．功成名就，

七年，朝拣．八年，朝洛阳．九年，

然雨，在高祖十一年，英布却安然谋反作乱了：

高后i索淮荫侯，布国心恐＠

肉酱）掉，

阴令人部衰兵警｛要饲旁都紧急措警

于捏成了淮南玉的 u发兵反自

尹问之．

商部立万菜之吏， 此

… 7 … 



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褐及身，故反耳. ,, 7 

很清楚，刘邦统治集团残暴无鞋、诛杀功臣的作法，不但未能收到防患于未然

的效果，而且使得功臣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导致了新的动乱．英布本无反

心，因提心被诛而挺而走险，反叛朝廷，企自先发制人，结果造成了新的灾

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英布的谋反 实际上是在更深刻的层面

上，揭露了刘邦统治集团谋杀功高者的罪恶．

以上我们分析了《史记》所叙述的刘邦统治集团谅灭韩信、彭越、英布这

三个功高者的大致过程．袁黄说： “文科住句践灭夹，吴灭雨种诛；韩信佐汉

高亡楚，楚亡而信族．龙准亦鸟嗦之雄哉！ 8 ＇’在杀功臣方菌，袁黄把刘邦与

句践相提并论，是一针见血的．刘邦紧步句践之后尘，极端自私自利，厚颜无

耻，猜忌功臣，屠杀功臣，用心更毅毒，手段更狡滑，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了．问题还在于，作为开国皇帝，刘邦的滥杀功臣，给其继承人带来了恶劣影

响，从此，猜忌和迫害功高者，成了刘民政权的统治家法，而被一代代传下去

了．让我们来看文帝和景帝吧．

7 , xtJ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悟 但他对待功高如周勃者，却没有

《络侯j萄勃世家》＠周勃早年佐助刘邦击秦、灭楚，因功封络

候．刘邦死后，吕后积极扶植吕氏势力，刘氏政权风雨飘摇．周勃身为掌兵校

的太尉，在i幸吕安刘之役中立有殊功＠可以说，刘邦之中子代王刘恒能被立为

皇帝，周君j功居第一e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翠扭，期金五千斤， 食邑万户．

从表面上看，文帝踢功高者周勃以尊位、以重权，似在真心感激周勃的拥立之

功．周勃也准备居功享福了．

居丹余，人或说勃曰： M君既谅诸吕，立代玉，威震天下，丽君受厚

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木强敦厚目的周勃，大概记起了刘邦朝功高者接连被

杀的教训，感到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因此，

勃惧，亦由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

妙在周勃张口一提辞宫，文帝就一口答应，可见对周勃是早有戒心了，由此可

以推知一个月前文帝“以勃为右翠柏盯亦非出于真心．想来用勃在辞官获准之

后，不会不心有余悸，从商想远离官场了吧＠然陌，这只是周勃的一届情愿．

-8 一



上复以勃为翠梧．十余月，上曰： “前自吾诏列侯

甘乃免相就国．

口答应周勃辞相；岁余后，又要其复相；

了周勃的宫．老实厚重的周勃，先

后来不敢为相，因奉旨又不得不为相；

竟莫明其妙地被罢了梧：

割的境地．文帝时周勃的升迁无常，

从这点说，文帝的目的是达到

惶惶不可终日：

间，处于不串自主、祸福难

己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用

怀着对文帝的悲惧，周勃免官家居时亦

岁余， 蜂侯周勃自要恐垛，常被申，令家人持

兵以见之．

周勃这位出将入相的元老童臣，何以如此神经过敏，庸人自扰如乡下儿女子？

此无它，不过是由于有一段功高震主的历史，饱尝了文帝的猪，忌、荷壤，导致

了丧魂失魄罢了．其实，他的功高之罪，又岂是躲能躲得掉的，大祸从天商降

了：

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

恐，不知置辞．吏稿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梦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日

"l:l公主为证捍＠公主者，孝文帝女毡，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

证．勃之益封受踢，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

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 “络使绪皇帝絮，将兵于北

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缝侯就辞，乃谢

曰： u吏方验南出之. ，，于是便使持节赦锋侯，复爵邑．络侯既出，日：

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有人诬告周勃欲反，对文帝来说是正中下怀，于是立即交给廷尉追究， 制逮捕

勃治之押．周勃没有反＇l｝，更没有反事是确实的，｛亘在淫威之下竟 u不知置

辞”．若不是有个JL握是文帝之女，｛苦其作证；若不是平时“益封受赐，尽以

予薄昭（薄太后之弟、文帝之舅）押，此时得其力幅为言薄太后自；若不是薄

太后凭借太后之尊为勃辨冤：周勃的黯袋搬家大模是难免的了．也就是说，功

高者周勃所以能够死里逃生，不是文帝动了模j隐之忌，播然改过，商是碍于母

太后情面不得不如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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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络侯周勃世家》后半写了周勃之子周亚夫．上节说过，文帝对周勃

极为猜忌，几乎量其于死地．但对其子条侯周亚夫却是信任有加．亚夫以河内

守身份为将军，驻军细梆以备胡．文帝前往劳萃，亚夫军纪严明，先是 M天子

先驱至，不得人”；接着文帝车骑歪，叉规定 u军中不得驱驰n ；当文帝“至

蕾”时， 制将军亚夫持兵撞臼： ‘分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n 对此，文

帝不但不以为样，反而 u称蕃者久之

为中尉．文帝j摇死时又嘱硝太子臼： 斜罢p有援金、，屑亚夫可真任将兵．罚对蓝

夫的倍任可谓始终如一．

文帝对周勃父子的态度为何有天壤之另IJ ？关键就在于南勃是先朝重臣，对

文帝亦有据立大功，其功盖一朝，德高望霆．故文帝生’国其起来造反，因而百

般刁难、迫害，猜忌不休，欲置于死地方心安．所以功高者周勃在文帝一朝始

终爵临着被杀头的意险．用炜亚犬，则是文帝从周勃诸子中亲自挑选出来，续

封为条侯的．其对文帝无功 倒是文帝对其有恿＠所以文帝不但不

反而一直指望亚夫感恩图报．同时3 文帝朝始终面临着匈
十分需要周亚夫这样的“真将军”保卫国家．狡兔未死，走将

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他遵从其父遗嘱，重用周亚夫．周亚夫竭忠尽

楚七国之乱，保卫并巩固了景帝的江山，立了大功．过了

与此同时，周亚夫在景帝的夺目中也就成了必须防

范的对象．这是因为，周亚夫是先朝重臣，资格老；又为景帝平定反叛，功劳

大；问时又身为翠相，地位高．皇帝的逻辑就是这么奇怪， i往为自己立下的功

劳大，就t巴谁当作自己的敌人．而周亚夫对景帝的这种心理变化毫无察觉，凭

忠勇率直之性，对朝廷举措仍然是直谍敢言；暗中猜忌、防范周里夫的景帝，

自然把这种谍海当成对自己的不尊重，是摆老资格．同时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时，因战略露要，曾制以梁委之，绝其接道掉，染国因此损失惨重，从丽得罪

了梁孝王；梁孝玉每次进朝，都要对宠爱他的太后讲亚犬的坏话，太后因此也

忌恨亚夫．这样，功高的周亚夫等于坐到了火出口上．一次，景帝欲封匈奴降

将唯馀庐等五人为侯，周亚夫i聚之，被景帝严厉挂绝．周亚夫此时似乎察觉到

某种急险，赶快急捷勇退， 制图器病”＠景帝主R住机会， “国弱”免了周亚夫

的翠相．至此，景帝对周亚夫的迫害拉开了序幕，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英勇食．独置大 ，无切肉，又不景

条侯，非不平，颜谓尚席取 ．景帝视而笑曰： “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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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尸

磕．锚铺盖夫不小心流露出一点

挠：

邪？ ＂吏曰：

攘条候，

呕血雨死．国除．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u欲反地下掉，自然荒谬绝伦；

更如荒唐吗？

9 、当然， 《史记》

的的成功经验将是握有意义的．

我盯先看与文种同时的范盏，

§送之，日：

不

书既！哥上，上下

n 召诣廷尉．延

何谓反

初，

日，

即置之死地．

时浩功劳大就杀谁”的皇帝之逻辑，不

一些成功的全身避搞的功高者，考察一下他

报会

商起

的绝对自在

从商“浮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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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终不反”，坚决走上了功成身退的道路，终于得以避祸全身．

范擎的功成身退，是退避山野，汉初的张良效法前贤，亦走上功成身退之

道，不过不是退避山野，前是养生学道．

张良事见《留侯世家》．刘邦曾盛赞其功臣： “运筹策韩帐中，决胜千里

外，子房功也” 9；并且自认为在这方面“不如子房” I O. 确实如此，张良作

为刘邦的军师，以百战百胜之计，多次挽狂澜于既倒，使刘邦化险为夷，走向

胜利．其功名与韩信、萧何并列，被誉为“汉如三杰＂ .不过，他似乎比另外

雨杰更清楚刘邦统治集团的本性，更清楚功高者的危险，因而有预见性地采取

了种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首先是辞功让封．当刘邦平天下，封功臣，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受封

时，张良说： “始臣起下邦，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蹬下＠睡下用臣计，幸而

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不是恃功求封，而是辞功让封，故意

抹杀自己的作用，将一切功劳归于刘邦，归于天意，谦让恭敬如此，刘邦又从

何猜忌起呢？

其次是隐身学道，避开’世事．当张良随刘邦入关后， “即道寻i不食谷，杜

门不出岁余．”张良的理由是 H多病白，这也许是事实，但此时多病却正合张

他正好借病发挥， 副社门不出岁余’＼避免在政坛出头露西．后来他

妈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摇

欲从赤松子游耳. ＂这段话 一是表示自己心满意足，没有野心；

嚣弃世远游，对政事毫无兴趣．从雨从根本上打消了统治者可能产生

的疑虑、．｛吁况｛也叉确实付之于行动： “学辟谷，道引轻身

了．

俗话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然雨象范盘、张良这类与君王共患难、为

君王打江山的大功臣，则不敢在功成后与统治者分享胜利果实，并且避之唯恐

不及．此无它，统治者自私、无耻、猜忌的本性猛如虎也．功成若不身退，身

家性命难保．也就是说，范蠢之麓的功成身退并非单纯出于只管耕耘、不问收

获的清风亮节，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是清理认识到功高者的组险而不得

不然也．

1 0 、与范蠢、张良不同，王剪、萧何是全身避祸的另一类功高者．王剪

事载《臼起王剪列传》．王剪蚂少雨好兵，事秦始蛊

皇十一年，蔚将攻赵阙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剪将攻赵．岁余，遂拔

q4 3,
e 



了．

无独有偶，

是x'J邦闰乡，

鄂君琦离捏言萧向之功云：

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

阻数年，

全关中以待睡下， J1:七万世之功也＠ 1 l 

x'J邦也认为萧何居功至｛害，

．始皇笑什么

要求却假。自

当然，这笑声又

然

为了防止

H多请子孙~以自坚目

《萧梧爵世家》。萧何

＠关内侯

然萧何常从关中遣

夫汉与楚相守豪

萧何常

l 2 

鲍生谓翠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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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王暴衣露盏，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

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倍君．”于是从其计，汉王大说．

这是第一个回合e 尚在楚、汉恶斗之际，汉玉的猎忘活动就开始了e 萧何若不

是用鲍生计， 创造君子孙昆弟能姓兵者悉i旨军所目以示J忠心的话，其前景如

何，难以预测．汉王国萧何的效忠顶“大说罚，化疑为薯，萧何度过了第一个

难关．

汉十一年，陈巍反，高握自将，至部郭．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

后用萧前计，珠淮阴侯，……上已闻撞阴侯诛，使｛史拜翠柏何为相国，益

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部尉为相国卫．……召平谓柏固曰： “祸自此始

矣．；二暴露于外丽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2 以今者淮阴

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

员lj上心说．四相自从其计，高帝乃大喜e

有百战百胜之功，但萧伺为自保，竟

窃这是萧何人格上的污点，但亦有不得已之处，因为他本

X才这种有关谋反的敏感事件，处理稍不果建斤，即很

实际上尽管萧何以出卖韩信来效忠，刘邦仍然有疑忌之心．

u让封勿受，悉以家怠财佐军

剖大怒n 所取代了．

鲸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便问相国何为．相因为上在

乃拮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牢，如陈辈革时．客有说相国曰： “君灭

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

皆附君，常复擎孽得民和．上所为数！可君者，畏君倾动关

中．今君胡不多买困地，我赏贷以自污？上心乃安．盯于是相国从其计，

上乃大说．

这是第三个四合＠萧何在高帝自将击鲸布时，一如既往，出于爱民忠君本性，

且乃；有错勉力百姓，悉以另汗有住军

喝： “君灭族不久矣罚！因为其蕃举，在普疑的高帝跟中，有“倾动关中拘之

嫌＠于是萧向只好用客计，违摒爱民之本性，大｛故损良之勾当： “多买因地，

践贺贷以窍污胃＠这才又一次化险为夷，博得高帝的“大说

然陌此事并没有完．

-14一

民道遮行上书，吉柏固践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

曰： 时夫相国乃和j民！”民所上书皆以与柏固，曰： H君自谢



毋为势家所夺．悍

这一方面是说明萧何生拉住约谣镇事

避祸，是怎样践踏了自己

萧何虽贵为翠裙，

到意想不到的迫害，

在如饵避褐全身这个黯自

十分高昂的．自古以来，

身经百战的老英雄，

货罚，自污人楠，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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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造就了绝对的蛮横，绝对的占有造就了绝对的自私．于是他们用绝对蛮

横、绝对自私的心理去揣度为自己打下江山的功高者，生怕功高者们反戈一

击，推翻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对功高者虎视眈眈，猪忌不断，迫害不止，杀

之雨后快．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们出尔反尔，恩将仇报，瑕本没有信

义可言，没有｛合理可讲，没有人性可谈！ “兔死狗烹

地义的统治法则； “功臣欲反m ，恰恰是他们诛杀功臣的最好借口．

君的周围是有功的群臣．在为君打天下时，他们曾是大英雄、大豪杰，功

勋累累，各领风骚．然而当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获得成功、他们为之效力的领

裆夺得江山后，他们的人生却急转直下了，劳苦功高的历史一方面带给他们得

宫封侯的荣耀，一方00又为他们黠上了易招猜忌的醒目标签，使他们伴君如伴

虎，战战兢兢，如i悔深渊，如履薄冰，动辄得咎，生命和心理上都面临着严重

的威胁：或无辜被谅，如文种、白起、韩信、彭越、周亚夫等；或幽因被辱，

如商勃；或自污人格，隐忍苟活．如王剪、萧何．既没有了生命的保障，又失

去了散人的尊严，这就是极端专制制度下的功高者们的悲惨处境，这就是司马

“功高者盘目的主题，揭示出的在某些君臣之间存在着的黑暗关系．

在这种毫无平等可富的黑醋的君臣关系的压迫之下，那些个性强悍、不甘

屈服的功高者如英布之挠，国谋揭竿南起，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中国漫长的

统治阶级内部之所l2J政变不断，君i重臣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

国．

另一方面，我的也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士人们之厨以企羡范菇、张良的清

高，往往将 u功成身退”当作最高的人生理想，并非单纯出于所谓清风亮节，

而是由于黑暗君臣关系的官场现实所逼迫，是明哲们保护生命、保卫人格的明

智选择．

1 2 、我们上面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越王句践、秦昭玉、汉高祖、文帝、景

帝因猪忌功臣，而折磨、诛杀功臣的罪恶事实及其影响，摄括了司马迁通过

u功高者危”的主题，对存在于君臣之间的某种黑暗关系的深刻揭露．在结束

本章之前，还想匆匆补充一点：

司马迁对 u功高者危自主题的表现是多侧面的，不仅充分揭露了统治者直

接追害功高者的罪衍，而且还展示了功高者所面临的另外商大怠险：一是来自

奸臣、小人，奸臣、小人们出自妒忌、功臣的阴暗心理，或向统治者进诲言，无

趾中伤功高者；或者直接进行伤害功高者的活动．比如《司马穰直列传》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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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 u文能陪众，武能威敌目的司 因功高被 u尊为大哥马”，结果，

且大夫鲍氏、 茧发疾那死

《孙子吴起到｛专》望所写的副善用兵n 、 的吴起，将魏，被翠相

公叙设计害之；梧楚，又被宗宽大留作乱射杀．

功高者的另一个茂险是来自敌对势力．国家外部的敌纣势力对于功高才大

的对手，自然视为眼中钉、肉中剿，他们利用统治者对功臣的猜忌心理，千方

百计，大行反问计，于是功高者又纷给落马．在这方面，典型者有战国时的乐

魏公子无忌、李较等人＠乐毅事晃《乐毅列传》．乐毅曾率燕军攻齐市大

胜之， “下齐七十余域押．这时，齐之回单， “乃纵反间于燕＂ • u燕惠王自

己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玉之不善代之，

畏谁？遂西降赵．押 f昆明显，齐之反问之所时得逞，是西为“燕惠王国已疑乐

毅”．乐毅因功高接疑、被逼走，固然很不幸；但迫害功高者的统治者受到了

严厉的惩罚： u齐白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谊燕军，遂破骑劫子即墨下，市转

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域冉，也算是咎由自取了．魏公子无恙事载《魏

公子列传》．魏公子是魏安建王异母弟，被封为信棱君．魏公子保卫祖国，窃

符救赵，率五宙之兵大蔽泰等2 建立了“威振天下”之功．

之，乃行金万汗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

不f言’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

饮，饮喜事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魏公子与乐毅一

样，回战功使敌国理寒罗 u秦王患之

疑、撤职．区别但在于：乐毅并非燕人，故去燕往赵得t｛寿终；魏公子热爱祖

国丽无去国之心，故只能以捷连商色排遣郁闷． u病酒商卒

寻~J: 饵秦闻公子死，使蒙鸯攻魏，拨二十域罚．魏白毁庭将，又是自食苦果．

《廉颇菌栩如列传》中．赵将李牧，曾嗣大破秦军

秦欲攻赵，李桂是最大障碍e 于是国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哥＂ . 

赵玉立即中计，除去李较军枝，继雨又斩之，作为必然结果， M王剪因急击

赵，大模杀赵葱，虏赵王迁及颜聚，遂灭赵. ＂赵王杀功臣，落得个身虏国灭

的可悲下场．

以上自 都是战国名将，战胜攻取，军功卓著，使敌囡震

恐．敌国于是大仔反问之计，企图借刀杀人．计虽毒，但合乎逻辑．燕惠王、

赵玉迁虽摆到不同，但对于敌国的反闰都是言听计从，以自灭良

将、自毁长城为快？而且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后果．饵以如此愚蠢？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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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据何在？关键就在于这些统治者对功高的最将，总存猜忌之心，而且这种猜

忌睡着功高者的继续立功而益甚；因丽一旦听到流言萤语，即笃信不疑，除去

功高者方能心安．反问计正是巧妙利用了统治者的上述心理市大收其效的，在

战国之间长期的兼并战争中，反问计能成为长盛不衰、否战百胜之计，道理就

在这里．

由此看来，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功高者参同时商将着统治者的直接杀

害、奸佳小人的搀言伤害、敌对势力的反问陪客这三重危险，欲求善始善终，

岂不难哉？

由于本章的重点是通过分析统治者直接迫害功高者的罪恶，讨论《史记》

所表现的旧时代的重要社会关系即君臣关系的问题，所以对功高者所面临的后

二种鱼险，就不做具体剖析了．

上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1 7 2 1 一 1 7 

2 2 茧，下面凡出自《史记》者皆只注篇名，请谅解，

2 、以下凡引自所举传中之引文，均不注明具体页数，请谅解－

3 、吴王杀伍子营事详见《伍子臂列传》，请参看，这里从略－

4 、 《季布奕布列传》寻i，见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2 7 3 4 

页，

5 、 《魏豹彭越列传》，克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2 5 9 4 页－

6 、见《史记志疑》卷二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8 1 年版第 1 3 3 3 

页．

7 、 《鲸布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腹第 2 6 0 4 页．

8 、凌稚隆辑校、李先绪增补、日本有井范平补标的《补标史记评林》卷

之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八页引，台湾兰台书局影印本 1 9 6 8 年版．

9 、 《留侯世家》引，克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2 0 4 2 页．

1 0 、 《高祖本纪》引，见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3 8 1 页－

1 1 、 《萧相国世家》引，见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2 0 1 6 

页．

1 2 、 《离祖本纪》引，见中华书局标点本 1 9 6 4 年版第 3 8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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