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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媛媛，女，汉族，河南开封人。201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
商丘师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任教。先后讲授
古文字学、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学
史、消费心理学及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等
课程。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目前已在《中国农史》《西南大学学报》《郑
州大学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
实践》《贵州文史丛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了数
篇论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等3项，参与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河南省哲
学社科规划项目等省级项目3项。

■文/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一代枭雄梁孝王（中）

梁孝王刘武文韬武略，是一位厥功至伟
的诸侯王。与文士的交往中，他表现了出色
的社交才华；以其为中心文士团体的形成，表
明其具有高水平的文学鉴赏能力以及高雅的
审美情趣；平叛七国之乱的过程，表现了他出
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梁孝王有如此全面的突
出表现，换作另一个朝代就可能给后人留下
更多更精彩的故事。但命运让了不起的梁孝
王刘武遇到了更为了不起的汉文帝、汉景
帝。父亲与哥哥的光芒遮掩住了他的才华，
即使他是地位最高的诸侯王，拥有着最为富
庶的封地，但也只能作为大汉王朝的臣子终
其一生。他离帝国的最高统治地位似乎就差
了那么一小步，而这一小步却成就了他的悲
情人生。

梁孝王刘武塑像

梁孝王虽为王公贵胄，依仗窦太后及哥哥汉景帝的
宠爱不免骄纵，但其本人却也有着过人的才华与能力，
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
揽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
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
是他们的重要助手。和参与七国之乱的吴楚等国的君
王一样，梁孝王刘武也非常喜欢“揽四方豪杰”，善于“知
士”“礼士”与“友士”。当时的游说之士，像齐人羊胜、公
孙诡、邹阳等人，尽归梁国。

梁孝王爱才，喜好风雅，不惜重金高位招揽天下人
才。公孙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孙诡多有奇特怪
诞之计，初次拜见梁王，梁王就赐他千金。公孙诡官职
做到中尉，在梁国被称为“公孙将军”。梁孝王的爱才还
体现在不拘一格方面，他不仅对早有才名者欣赏爱慕，
而且对无名小卒也是青睐有加，一旦听说谁有才志，必
定慷慨相助。

一时间，梁国“豪俊之士靡集”。许多人甚至辞去
朝廷及其他诸侯国的官职到梁园“从梁王游”。又如
枚乘、邹阳、庄忌等人，原为吴王刘濞门下，曾经力劝
吴王不要谋反，吴王不听，他们怕报复又久慕梁孝王
及梁园之名，于是奔投梁国。吴王发动七国之乱，枚
乘作《谏吴王书》力阻谋反，虽没起什么作用，却因此
名震天下。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把枚乘招至朝
中，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愿在朝为官，怀念梁园中
的优游生活，便托病辞官，仍回梁国做梁孝王的文学
侍从。

梁孝王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贤纳士，礼遇宾客，
其做法颇有战国四公子的养士之风。这些天下名士不
仅是一股政治力量，更是在梁孝王的影响下形成了一
个凝聚性很强的文化团体。梁孝王以诚待士，与文人
君臣遇合，使宾客们在梁苑中乐而忘归，从而开创出梁
国文化繁荣的新局面，是“梁苑文学”形成的组织者及
关键人物。

战争的胜利让原本就备受重视的梁孝王
得到了更多宠爱。但一个人获得太多荣誉、功
劳的时候，是很容易自我膨胀、自我迷失的。
刘武不幸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战功卓著的他
开始居功自傲，变得骄纵、张狂起来，甚至萌生
了万万不该有的政治野心。

早在七国之乱前，汉景帝在一次宴饮中曾
说过死后要将江山留给刘武。刘武谦虚地推
辞了，也明知这不会是汉景帝的真心话，但在
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暗喜。或许，野心的
种子在此时便已种在了他的心中。

平叛之后，梁孝王刘武得到了更多的膏腴
之地。此时的梁国，已经“地北界泰山，西至高
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梁孝王此时与汉景
帝的关系也最为亲密，梁孝王入宫则陪侍汉景
帝同乘步辇，出宫则同车游猎，到上林苑去射
鸟兽。真是“宠极而骄”，梁孝王的野心迅速膨
胀，竟然视栗太子被废为自己继承王位的契
机。更要命的是，母亲的偏心开始推波助澜。
窦太后此时不仅不劝导刘武恪守臣子的本分，
反而出手支援，直接向汉景帝提出让梁孝王继
承王位的要求。

当时梁孝王西入京师朝见，谒见窦太后，
和汉景帝一起陪坐在太后面前。家人相见其
乐融融，他们母子、兄弟之间高兴地说贴心
话。太后对汉景帝说：“我听说殷商的制度亲
其兄弟，周朝的制度尊其祖先，其道理是一样
的。百年之后，我把梁王托付给你。”汉景帝不
敢忤逆老母亲的要求，只能跪在坐席上抬起身
子说：“是。”

在无比推崇孝道的汉代，窦太后的意见对
于汉景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史书记载“窦太
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
子》尊其术”，可见，即使是汉景帝不乐意干的
事情，在窦太后的要求下他也会顺从地接受。
因此窦太后让梁孝王继承王位，给汉景帝造成
了很大的压力，汉景帝不能公然违抗窦太后的
命令，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为汉景帝提供了拒
绝的机会。

虽然商代的继承法为“兄终弟及”，王位传
其兄弟，但到了西周时期“嫡长子继承制”已经
普遍确立。春秋时代社会舆论对于“兄终弟
及”的个别事例持赞赏态度，认为“兄终弟及”
体现了兄弟之间的友爱，但这种做法往往会导
致国内政局混乱、政权频繁更迭的严重后果，
因此战国之后“兄终弟及”的情况极为少见，

“嫡长子继承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继承规
则。

梁孝王要在汉景帝之后继承皇位无疑是
逆历史潮流，自然受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大臣们用宋宣公的例子来劝谏窦太后：“现在
汉朝的制度是效法周朝，周朝的制度不能立兄
弟，应当立儿子。正因为这样，所以《春秋》以
此指责宋宣公。宋宣公死后，不立儿子而传位
给弟弟。其弟继位为国君死后，又把君位归给
他的哥哥的儿子。其弟的儿子争夺君位，认为
自己应当接替父亲身后之位，于是杀了宣公的
儿子。因此国家大乱。祸患不断。所以《春
秋》说：‘君子尊崇遵循正道，宋国的祸乱是宣
公造成的。’”窦太后最终听从了大臣们的意
见，不再坚持立梁孝王继承王位。

对于梁孝王刘武这个人，我们可以评价他文韬武
略。除了在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外，梁孝王刘武还有着
杰出的军事能力，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
的吴楚七国之乱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汉文帝当初封刘武于梁国，便是考虑到日益严峻的
政治形势，未雨绸缪。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愿举
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
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
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
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
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贾谊除
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外，更是主张扩大梁国封地，
增强梁国实力，以达到捍卫朝廷、抵御东方诸侯反叛的
目的。

汉文帝多年前布下的棋子，终于在爆发于七国之乱
中派上了用场。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反叛，以“诛晁

错，清君侧”之名率军西进。吴楚叛军首先攻打睢阳，因
为这是通向京都长安的必经之路，梁国成为这场叛乱的
最前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史记·韩长孺列传》中记载
了当时在梁国中大夫韩安国的话，说：“夫前日吴、楚、齐
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

战争之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军事力量对比并无绝
对优势。梁孝王所率领的梁国军队与吴楚联军对峙，为
中央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梁孝王无法后退，因为身后
便是母亲与兄长，唯有拼死守住。赢得战争的希望并不
大，因而梁孝王的战争动员尤其显得悲壮，他对着臣下
韩安国等人不禁泪流满面，“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
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
吴楚叛军最初锐不可当，梁王损失惨重，“初，吴王之度
准，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
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孝王刘武向
领兵平叛的太尉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不理会。刘武即

令誉始著

战功卓著

居功自傲

使是让皇帝给周亚夫下命令，依然搬不来救
兵。刘武派韩安国和为国事而被杀的楚国丞
相弟弟张羽做将军，才在与吴国军队的对战中
取得一些胜利。吴国的军队想要西进，梁国据
城坚守，最后在苦苦坚守中迎来了战争胜利。

梁孝王在平叛七国之乱中立下了汗马功
劳，正如韩安国所称“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
破亡，梁王之力也”。梁孝王刘武的以死相博
保住了汉景帝的江山社稷，对汉朝之后的历史
走向产生了深远而有意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