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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向咸
阳进发，到达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
秦王子婴不战而降。刘邦入秦宫，见财
宝、美女，欲住秦宫。部将樊哙劝说刘邦
驻军咸阳城外，刘邦不听。张良劝说：

“因为秦王暴虐无道，沛公您刚入关到
此，为天下铲除暴虐。当以朴素简约简
为本，今刚入咸阳就贪图享乐，实际上是
助纣为虐。人常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
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樊哙的
谏言。”沛公于是尽封财宝于国库，驻军
坝上。

楚王项羽见沛公刘邦先入关灭秦，
怕刘邦称帝，率兵入潼关，设鸿门宴，欲
害刘邦。张良的好友项伯暗地找张良，
劝他离开刘邦，以免遇害。张良却劝项
伯帮助刘邦。项伯在鸿门宴上舞剑保
护刘邦，使刘邦脱险。

公元前 206 年，项羽封刘邦为汉
王，据秦巴郡、蜀郡。刘邦重赏张良黄
金、珍珠。张良把赏物全部送给项伯，
让项伯劝项羽把汉中地区封给刘邦。
刘邦得汉中，从巴蜀去汉中时，张良劝
刘邦烧栈道，以示天下，不再回巴蜀，使
项羽放心攻打齐王田荣。

公元前 203 年，汉将韩信攻下齐国
后，派人向刘邦说：“齐、楚临界，常受威
胁。如果不立个齐王，恐怕不能安定齐
地。”刘邦得信，大怒，欲发兵攻打韩信。
张良劝说：“不如趁此封韩信为齐王，让
他守齐地，以牵制项羽。”于是，刘邦派张
良带着齐王印信去齐地封韩信为齐
王。韩信攻打项羽，项羽害怕，跟刘邦讲
和，平分天下，把刘邦的家属送到汉营。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和各路诸侯攻
打楚王项羽，在垓下败项羽，统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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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历史文化名人之张良

“谋圣”张良：唯一善终的“汉初三杰”

张良，字子房，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
南新郑人），是韩国贵族后裔，与萧
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著名的政
治家、谋略家，被誉为“谋圣”。张良
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
人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指的就是张良。他的名字因此
也成了智慧的代名词，与文圣孔丘、
武圣关羽、诗圣杜甫等人一起并列为
中国古代的14位圣人。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播报 巴明星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
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的韩昭侯、
宣惠王、襄王三朝的宰相。父亲张
平，也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
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公元前
230 年，韩国被秦国所灭，这使张良
心存亡国亡家之恨，他把这种仇恨
集中于一点——反秦。

于是，张良到东方拜见仓海
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他
弟死不葬、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
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 60 公斤
的大铁锤，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
东巡行踪。

公元前 218 年（秦始皇29年），
张良得知秦始皇东巡，于是指挥大力
士埋伏在去阳武县的必经之地——
古博浪沙。当秦始皇的车队到来
时，张良指挥大力士向其中一辆车
扔出大锤。然而，被大力士击中的
只是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
防备，所有车辇全部四驾，时常换
乘座驾，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
中坐的是秦始皇。秦始皇幸免于
难，但秦始皇对此十分恼怒，下令
全国缉捕刺客。终因无从查起，使
张良得以“逍遥法外”，后来不了了
之。张良不得已隐名埋姓，逃到下
邳（今江苏邳州南）。

投奔刘邦后，张良辅佐刘邦，出谋
划策、屡建奇功：烧栈道瞒项羽、修栈道
渡陈仓、屡次麻痹项羽，为刘邦的军事
行动遮掩；楚汉战争转折关头，明确提
出拉拢英布、联络彭越、倚重韩信、共同
抗楚的计谋；通过项伯缓解刘邦和项羽
的矛盾，从容斡旋于“鸿门宴”……

张良的谋略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呢？传说张良是得到了仙助，《史记》等
史籍对这个传说有详细记载，智慧来自
神助的传说使张良的身上更增添了几
分神秘色彩。

据记载：一日，张良闲来无事，来到
下邳的一座桥上游玩。经过一位身着
粗布衣衫的白发老人时，老人故意把鞋
子丢到桥下，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
我的鞋捡上来!”闻听此言，张良很气
愤，但见老人年纪较大，就勉强走到桥
下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又得寸进尺
地说：“给我穿上！”张良强压怒火，跪在
地上为老人穿上了鞋。穿好鞋后老人
笑着离去，但走了一里多地后，老人又
返回来对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培养前
途！5天后，你还来这里见我。”

5 天后的一大早，张良依约来到桥
上，谁知老人早在那里等他，很不高兴
地对张良说：“年轻人和老年人相约，怎

么能迟到呢？回去！5天后再来！”
又过了 5 天，张良鸡鸣之时就前去

赴约，但还是迟到了，老人又让他 5 天
后再来！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出发，终
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张良的真诚经
受住了白发老人一次次的考验，老人高
兴地说：“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然
后拿出一本书递给张良说：“你把这本
书读透了，就可以为帝王之师!”说完飘
然而去。

天亮后，张良发现老人送的书竟然
是他梦寐以求的《太公兵法》，传说此书
是西周姜子牙所著。得到《太公兵法》
后，张良手不释卷，果然成为智谋奇才。

谈到“拾履得书”一事的真伪，新郑
市原党史办主任郑中智笑着说，此事应
当也是张良的一个计谋。当初，张良是
个“愣头青”，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史籍
记载，直到“居下邳”时，张良依旧“为任
侠”。不过，在“居下邳”的几年中，张良
实际上处于反思学习阶段，可能学习了
姜太公的很多军事思想，渐渐走向成
熟。在封建社会，某些人为了树立自己
的权威，就利用群众的迷信思想，杜撰
出一些神话为自己服务，这在当时相当
管用。张良可能杜撰出这个神话，借以
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

拾履得书 跻身三杰

鸿门斗智 力挽狂澜

汉朝建立后，刘邦封包括韩信、张
良、萧何在内的 7 个异姓功臣为侯，委
以重任。但过了没几年，刘邦就不再
信任这些昔日的功臣，找机会将这些
人罢官夺爵，开国功臣们几乎都没有
什么好结局。不过，与众不同的是，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以谋反罪名被
杀，还诛灭其三族；萧何也被治罪下
狱，唯有留侯张良一生平平安安。

据郑中智介绍，在功成名就之后，
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张良这位功
勋卓著的开国元老却激流勇退。刘邦
封赏功臣时，对张良的封赏是“自择齐
三万户”，张良谢绝，只要了“留”这个
地方。功成名就的张良此时已形同隐
居，除了在封赏功臣、建都问题上出了
点主意外，就是后来在保护太子上发
挥了作用。在刘邦的三杰中，张良精

通黄老之学，深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不
留恋权位，避免了韩信、彭越等“兔死
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

张良能安然无恙，刘邦的夫人吕
后也起了很大作用。郑中智说，有段
时间，刘邦欲废掉吕后的儿子，改立戚
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吕后想保住
儿子的王位，却束手无策，情急之下她
找到张良求教。张良给吕后出主意
说：“当今天下有4位大贤人，皇上想见
却见不到。太子若能请他们为上宾，
皇上看见了肯定会对太子刮目相看，
就不会废掉太子了。”吕后按照张良的
计谋而行，果然使儿子的王位得以保
全，吕后当然对张良十分感激。这件
事情，让颇有计谋的张良自然也多了
一把“安全锁”。从这一点上说，还是
张良的智谋救了他自己！

功成身退 明哲保身

亡国之恨 行刺秦王

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