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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
陈楠淑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先秦至秦汉时期堪称思想与文化的黄金时代。从诸子百家争鸣奠定哲学根基，

到秦汉大一统构建文化秩序，这一时期诞生的典籍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成为后世学术与思想的源头活水。《史

记》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贯通三千年历史，熔

铸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元内容，既是史家之绝唱，亦是无韵之《离骚》。它以细腻的人物刻画、跌宕的叙

事笔法、深邃的历史洞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秦汉社会与精神世界的窗口。

笔者试从《史记》中切入分析，其中刘邦的多维复杂形象，展现《史记》刻画的刘邦形象的立体性及其人格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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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邦形象的神秘色彩与争议性

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刘邦的性格不是平面化的，

作为大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不是单纯的。历史上的刘

邦本是一个复杂之人，再加上太史公的如椽之笔，“不

虚美，不隐恶”同时又抒发自己悲愤之情，所以其展现

出来的刘邦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
[1]

《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人物塑造，从外貌刻

画便充满神秘色彩。文中以“隆准龙颜，美须髯，左股

七十二黑子”
[2]
的描述，赋予其异于常人的体貌特征，

尤其是“龙颜”之说，暗合传统观念中帝王之相的象征。

这一特质在吕公眼中更成为预言的依据，其断言“臣相

人多矣，无如季相”，并主动提出联姻。但彼时刘邦仅

是沛县泗水亭长，其市井习性——诸如与吏卒调笑取乐、

沉溺酒色等行为，与吕公口中的“贵相”形成强烈反差，

这也使得吕媪因女儿下嫁“无赖”而极力反对。可见，

刘邦早期的特殊面相虽引发少数人的关注，却未被主流

社会认可。

与外在形象的神秘色彩不同，刘邦早年的行事风格

更显世俗化。他在亭长任上不拘小节，常以戏谑态度对

待下属，且生活作风颇为随性。这种“市井无赖”的形

象，不仅与贵族阶层的礼仪规范相悖，也与传统对贤君

的期待大相径庭。吕公的预言与刘邦现实表现间的矛盾，

恰折射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命运的戏剧性。

历史的转折往往孕育于时代危机之中，就像我们常

说的“时势造英雄”。秦末暴政致使民生凋敝，大规模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土壤。而刘邦早

年在咸阳服徭役时，目睹秦始皇车驾的威严，一句“大

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意为“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指

像秦始皇这样的气派）。”显露刘邦潜藏的政治抱负—

—身为九尺男儿，必定要闯出一番天地。故当秦末乱世

的风云骤起时沛县父老的拥戴、地缘优势最终将这位出

身平凡、饱受争议的亭长，推向了改写历史的舞台。神

秘面相带来的命运伏笔，与早期争议积累的生存智慧，

共同熔铸为他成就帝业的独特资本，使刘邦的崛起之路

成为传奇与现实交织的历史奇观。

2 刘邦的性格蜕变与政治进阶

自投身反秦起义的洪流，刘邦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早年浪迹乡里的散漫习性，在残酷的战争与

权力博弈中逐渐褪去。他深刻意识到，唯有重塑性格、

收敛言行，方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例如，当刘邦率先

攻入咸阳，面对秦宫的珍宝美人，他本能地想据为己有。

但经樊哙、张良力劝后，他克制住贪欲，封存府库，还

军霸上，并推行安民举措。这一转变不仅展现出他自我

约束的能力，更彰显出政治智慧的萌芽。

秦朝覆灭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将刘邦分封至偏

远的汉中为汉王。面对明显不公的安排，刘邦并未意气

用事，而是选择隐忍不发。他对项羽假意顺从，助长其

骄狂之心，暗中却积蓄力量，上演了一出堪比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的蛰伏戏码。此时的刘邦，已从起义初期

的成熟稳健，进阶为深谙韬晦之道的政治谋略家，这种

能屈能伸的特质，成为他区别于项羽的关键所在。

楚汉之争的四年间，刘邦与项羽展开了激烈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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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较量。这场博弈的序幕，早在“鸿门宴”时便已

拉开。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将这一事件置于《项羽

本纪》而非《高祖本纪》中，从侧面反映出司马迁的叙

事匠心。当时，刘邦违背与项羽的约定，绕道先入咸阳

并封锁函谷关，引发项羽震怒。面对大军压境的危机，

刘邦在项伯密报后，果断采纳张良计策，亲自赴宴谢罪。

宴会上，他强压内心的恐惧，以谦卑姿态麻痹项羽，巧

妙化解杀机。樊哙那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既是情急之下的脱身之计，也暗合刘邦审时度势、不拘

小节的行事风格。最终，刘邦在众人协助下虎口脱险，

回营后立即诛杀叛徒曹无伤，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决断力。

正如范增在事后的哀叹“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刘

邦的隐忍、善谋与果决，早已预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最

终走向。

3 刘邦的用人智慧与性格悖论

在谈到秦末至汉初这一段历史时，人们经常将刘、

项对举，同是作为反秦义军的代表、逐鹿天下的弄潮儿，

贵族和布衣、残暴和仁义、勇者和智者、成功和失败这

一系列对比鲜明的词语都曾被冠在二人身上，而围绕着

他们争夺天下展开的楚汉战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

富有戏剧性的对决：人们对比项羽、刘邦的性格、品行，

评骘楚汉集团的强弱、胜负，胪列双方的功过、得失；

人们既为仁义战胜残暴、勇力不敌智慧的历史规律而感

慨，又为布衣终为天子、英雄走向末路的历史现象而唏

嘘。

相比于项羽的显赫家世及武勇，刘邦是不可能以一

己之力与之相抗衡的，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江山，要得

益于他的选贤用能、虚心纳谏。看起来好像刘邦并没有

什么过人之处，但他身边却聚集了众多的文臣武将、贤

才名士，如韩信、萧何、陈平等，后来也正是由于这些

人的拼搏效力，刘邦才能在激烈的角逐中占据胜场。
[3]

在楚汉争霸的血火淬炼中，刘邦的用人策略与性格

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楚汉战争始于公元前 206 年，止

于前 202 年，在历史上长达五年时间。楚汉战争是西楚

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

大规模战争，包括了暗度陈仓、彭城之战、成皋之战、

井陉之战、垓下之战等著名战役。涉及到的人物众多，

影响大，引起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广泛关注。司马迁善

于写战争，陈辽在《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

杰出贡献》一文中认为《史记》在我国古典军事文学发

展史上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6]
当他以汉王身份在汉中韬

光养晦时，求贤若渴的姿态成为凝聚力量的关键。韩信

初入麾下时不过是默默无闻的执戟郎，因夏侯婴慧眼识

珠、萧何月下追贤，刘邦竟打破“非贵族不拜将”的传

统，以筑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将军事指挥大权托付于无

名小卒。这种敢赌未来的魄力，不仅让韩信感怀知遇之

恩，更向天下释放出“唯才是举”的强烈信号。陈平盗

嫂受金的负面传闻、黥布曾为囚徒的卑微出身，都未能

阻挡刘邦破格任用，这种超越时代的用人胆识，使张良、

萧何、韩信等人才如百川归海般汇聚麾下。

夺取天下后的洛阳南宫之宴，堪称刘邦用人智慧的

高光时刻。面对将领们将胜利归功于“与天下同利”的

粗浅见解，刘邦直言不讳地剖析：“张良能在营帐之中

谋划决胜千里，萧何可使后方稳固粮饷不绝，韩信擅于

统领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此三人皆是人中龙凤，而我最

大的本事，便是懂得让他们各展所长。反观项羽，空有

范增却不能用，岂有不败之理？”这番坦诚自白，既彰

显了他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也道出了“团队协作胜

于个人英雄”的领导哲学。在论功行赏环节，面对群臣

对萧何位列首功的质疑，刘邦以“功人功狗“的精妙比

喻，将萧何比作发现猎物、指挥全局的猎人，而诸将只

是追逐猎物的猎犬，生动阐明了后勤保障与战略统筹的

重要性，最终说服众人。

然而，权力的游戏往往会撕开人性的伪装。《史记》

在《项羽本纪》的旁逸斜出中，暗藏着对刘邦性格阴暗

面的犀利刻画。彭城之战溃败时，生死关头的刘邦为加

快逃亡速度，竟三次将年仅十岁的刘盈与鲁元公主推下

马车。这种违背人伦的举动，与他平日里礼贤下士的形

象形成强烈反差。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项羽以烹杀其父

刘太公相要挟时，刘邦竟以“我父即你父，煮好后分我

一杯羹”的戏谑回应。这种近乎无赖的话术，虽被后人

解读为瓦解项羽心理战的策略，但也暴露出他在极端情

境下，能够将亲情伦理弃若敝履的凉薄心性。

4 刘邦的帝王猜忌与功臣悲剧

刘邦称帝后的猜忌嗜杀，历来饱受争议。建立汉朝

后，他迅速展开对异姓诸侯的清洗：登基首年十月，燕

王臧荼因谋反罪名被诛；十二月，韩信遭人告发图谋不

轨，旋即从楚王贬为淮阴侯。正如古谚所言“狡兔死，

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句宿命般的谶语，恰是

刘邦集权之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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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信的悲剧为例，其命运轨迹的转折充满戏剧性。

早在楚汉对峙时，刘邦与韩信曾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对

话。当刘邦询问“我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直言“不

过十万”，又自夸“臣则多多益善”。这番恃才傲物的

回答，或许早已在刘邦心中埋下猜忌的种子。即便韩信

急忙补救，强调刘邦"善将将"的领导天赋，仍未能消解

帝王的戒备。随着韩信被贬后称病避祸却难掩锋芒，最

终被逼谋反，连同彭越、黥布等异姓王相继被翦除。就

连萧何、樊哙等心腹功臣，甚至女婿赵王张敖，也因各

种事由遭到猜疑打压。这种对功臣集团的系统性清算，

本质上是封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独特的“互见法”，上文

也提到过，即通过分散于不同篇章的叙事，立体呈现刘

邦的复杂形象。《高祖本纪》以编年体记录他平定诸侯

叛乱的过程，简洁勾勒出汉初政治格局的动荡；而在《淮

阴侯列传》《黥布列传》等篇章中，则通过具体事件的

细节描写，揭露其多疑嗜杀的性格侧面。这种笔法既保

持了帝王传记的威严，又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还原历史

真相，印证了扬雄“太史迁，曰实录”的评价。

5 结语——刘邦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刘邦人物评论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刘邦形象的

产生、演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

随着朝代更迭、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不同历史时期

对刘邦形象的接受呈现出不同特点。另一方面，考虑到

刘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进行考察，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其人物形象，有助

于我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评价刘邦

其人。
[5]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位被全面解构的平民帝王，刘

邦的形象突破了先秦史传“圣人化”或“妖魔化”的二

元叙事模式。相较于《尚书》中尧、舜的完美形象，或

《左传》中郑庄公的权谋刻画，《史记》中的刘邦以“市

井气”与“帝王心”的杂糅，开创了历史人物文学书写

的新范式：他既能在“约法三章”中展现政治智慧，又

会在“分我杯羹”中暴露人性弱点；既需要“君权神授”

的神话包装，又无法掩盖“起于细微”的平民底色。这

种复杂性叙事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班固《汉书》

虽强化了刘邦的正统性，却仍保留了《史记》中“好酒

及色”的细节；唐代传奇《高力士外传》对帝王私密生

活的书写，宋代话本《前汉书平话》对刘邦市井形象的

演绎，皆可视为《史记》叙事传统的延续。

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在于，司马迁通过刘邦形象构建

了一套独特的历史阐释框架：当平民以“非贵族”身份

登上权力巅峰，“君权神授”的传统伦理与“实力至上”

的现实逻辑必然产生剧烈碰撞。这种碰撞在文本中表现

为多重悖论——神化面相与市井习性的冲突、求贤若渴

与兔死狗烹的转变、“大丈夫当如此”的政治抱负与推

子女下车的人性幽暗，而这些悖论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的隐秘密码。

从文学史角度观之，《史记》对刘邦的书写开创了

“历史人物诗学”的先河——当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

功绩罗列，而成为人性在权力场域中的试炼场，文学便

获得了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在刘邦形象中具

体化为：他既是“封建帝王”的原型，又是“平民英雄”

的异数；既是历史规律的服从者，又是时代规则的改写

者。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胆识，让这位

布衣帝王在神坛与泥沼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这种

平衡恰是中国文学对“真实”的终极诠释——正如咸阳

街头那声“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慨叹，既包含着对权力

秩序的憧憬与挑战，也暗藏着人性在历史洪流中永恒的

挣扎与超越。《史记》因此不仅是汉代的历史镜像，更

成为中华文明理解“人”与“时代”关系的永恒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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