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击战术第一人 楚汉争霸立奇功

游击战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为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战略战
术。其实，在历史上，西汉初年跟随刘邦征
战天下的彭越被公认为游击战法的鼻祖，
他用独创的这种争衡天下的战术让项羽吃
尽了苦头。彭越是“汉初三大名将”之一，
他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家居昌邑。以渔民
出身的他，在巨野泽长大，身手敏捷，反应
迅速，同时养成了一身豪气匪气，带领一帮
弟兄在泽畔以掠劫为生。秦末农民起义爆
发，众人劝他起事，他以“两龙相斗，且待
之”为由隐忍不发。后来见六国势力都纷
纷复辟，彭越才带领大伙揭竿而起，队伍有
千余人。

游击战虽在春秋战国就有战例，但真
正将其作为战术，长期在战场实践并系统
化的第一人，无疑是彭越，是他在“助汉挠
楚”的过程中确立的。彭越起事后，刘邦西
征曾经路过昌邑，他以友军的身份帮助刘
邦攻打昌邑，这是两人第一次相遇，并结下
感情。后来项羽戏下分封，彭越没获得任
何封号，颇为不满。汉楚争霸，彭越和刘邦
第二次相遇。此前毫无归属感的彭越，在
刘邦的建议下，拥护魏王豹，成为魏国的国
相，封建成侯，站在了刘邦阵营一边。刘邦
彭城战败后，只好向西溃退。而彭越则率
兵退守于黄河沿岸，经常神出鬼没地游动
出兵，攻击楚军后方，断绝楚军的粮草供
应，史称“彭越挠楚”。项羽不在，他就率兵
攻打西楚的后方城池，劫夺粮草、辎重；项
羽一来，马上放弃这些城池，战略转移，把
东西洗劫一空。项羽疲于两头奔命，被活
活累垮。

楚汉战争正是在刘邦的正面防御，韩
信的千里包抄，和彭越后方游击战的基础
上，才在最后的垓下之战中有机会歼灭项
羽麾下疲惫的部队，并取得了最终的胜
利。《史记》记载，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
羽相持于荥阳时，彭越趁机攻下睢阳、外黄
等17座城池。项羽听到消息后，亲自带领
军队向东进攻彭越，而彭越率军早已北上
了。公元前202年秋，项羽的军队向南进
攻阳夏（今太康）的刘邦，彭越又趁机攻克
了昌邑等20多座城，缴获谷物十多万斛，
都送给刘邦作了军粮。彭越“敌进我退，敌
退我进”的游击战，大大消耗了项羽的战斗
力。从军事史上来说，彭越是世界战争史
上第一个正规使用游击战战术的军事家。

“五泽十二水”系列之一百二十五：“汉风飞扬芒砀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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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簏轩
“一簏轩 ”中的“簏（lù）”为竹箱。“轩

（ní）”（？—1464年），人名，姓轩名 字惟
行，号静斋，明朝时柘城人。“一簏轩 ”是说
为官清廉的轩 在做官时行李只有一只竹
箱，别无他物。后来用以比喻廉吏。

轩 祖籍鹿邑县城西轩庄，幼年随其父
轩贵移居归德府柘城县；自幼刻苦读书，永乐
二十二年（1424年）中进士，位列第五十六名，
被授予行人司副，掌管漕淮道的传旨册封，后
累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历经永乐、洪熙、
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一生为官清廉正
直，多有政绩，以“一簏廉使”享誉当时和后
世，备受人尊崇。

轩 由行人司副任上转任御史，到淮上
催粮。这年冬天，他在乘舟途中不慎落水，衣
服湿透，而他的行李中竟没有一件可以替换
的衣服。到地方上以后，他只好裹着被子接
见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要为他赶制一件用来
替换的衣服，被他严辞拒绝。从此他就以清
廉出名了。由于政绩突出，当时“轩 廉使”
的清名就被世人广为传颂了。

宣德六年（1431 年），轩 因被李贤举

荐，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按察福建，剔蠹锄
奸，风采甚峻。正统元年（1436年），他奉命到
浙江清军，清正廉洁，执法无私，弹劾不称职
的官员四十余人。正统五年（1440年），轩
上书称：“祖宗设立御史官，职责极重。现在
内外各部门有什么事，都专遣御史去处理，这
不合制度，请禁止。”正统皇帝批准；四月，轩

越级升任浙江按察使。因为前任按察使林
实奢侈腐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轩 为纠正
为官风气，以身作则，只领取俸禄，不贪不占，
不受贿赂，家庭生活不好。不论寒暑，他都只
穿一件布满补丁的青布袍，居家老少基本只
吃素食，中午则只吃一个烧饼，妻儿亲自打水
碾米。他还与下属相约：每隔三日出俸钱买
肉，每次不得超过一斤。他自己的生活是这
样，招待客人也是这样，即便是故友来访，他
也只是拿豆食招待，顶多杀一只鸡，做点黍米

饭。同僚都不堪忍受，人们也对此感到惊
讶。由于他在廉洁上率先垂范，上行下效，当
时浙江的镇守宦官阮随、布政使孙原贞、杭州
知府陈复、仁和知县许璞等为官都很廉洁。
他力正官风，使得浙江大治，受到广泛颂扬。

轩 一生为官廉洁自律，不断反省自己
的行为，保持清廉的节操，使得所到之处社会
风气皆为之一清。他经常向皇帝上奏时弊，
任官秉公执法，不偏不袒，为明王朝统治的稳
固和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

《明史·轩 传》记载：“天顺（明英宗朱祁
镇年号）元年二月召拜刑部尚书。数月，引疾
乞归。”明英宗接到他的请求，召见他时，问
道：“当初有一位浙江廉使考满（明代针对每
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
核）归来，行李只有一只竹箱，是不是你呀？”
轩 叩头称是。因此“一簏轩 ”成了比喻廉

吏的典故。
轩 致仕回乡后，天顺八年（1464年），在

柘城家中去世。他死后，有史官到他家中求
问他的生前事迹。因为他死前曾嘱咐家人不
要宣扬他的事迹，家人只把他的生卒年月告
诉了史官。皇帝感他为官清正廉洁，政绩卓
越，且为人低调，敕授太子太保、光禄大夫，谥
介肃。

明朝刑部左、右侍郎吕坤有《轩辕公祠堂
记》，载：“今大学士归德沈公鲤，时为礼部尚
书，念轩 公吾同乡名卿也，慨然以谏章是
请，上允命。鹿邑令袁卓如购地为祠，正堂三
楹，后楼三楹。”沈鲤《咏都御史轩 祠堂》诗
曰：“玉器竹笼事有年，至今祠宇始巍然。蘸
楼西倒池边影，泮水常连阁上烟。任旧枣阳
袁大尹，春新关里映飞仙。伴香鼎礼先都悦，
尽是尔等俭俸钱。”

清朝得御赐“山林云鹤”四字的范 鼎
《跋于清端公传后》说：“余读《明史》，而叹廉
吏之难。其人也，三百年来首轩 。”

例句：“三爵（三只宝物：贵重的酒杯）刘
表，一簏轩 。”（清代李晖吉《龙文鞭影二集》
卷上）以此形容轩 精神的宝贵。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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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彭越封梁王

“七国之乱”是汉初
历史上著名的刘姓同姓
诸侯王叛乱，吴王刘濞在
汉景帝三年联合其他几
位分封的刘姓诸侯王联
合对抗汉廷。其实，分封
同姓诸侯王是汉廷在打
压异姓诸侯王之后采取
的措施，汉家江山终归是
众人窥望，无论同姓王还
是异姓王都是汉廷要严
厉防范的力量。早在刘
邦创业之初，就有诸多异
姓将军跟随其打拼江山，
在他创业称帝登基前后，
将这些在反秦战争与楚
汉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大
将按功封侯封王。汉初，
刘邦共封了8位异姓王，
分别是齐王（楚王）韩信、
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
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后
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
韩王信。异姓王，乃汉兴
的主要力量之一。

刘邦认为异姓王卧
于床榻之侧终难放心，于
是在击败项羽后为巩固
权势，决定铲除这些手握
兵权的异姓王。楚王韩
信先是被贬为淮阴侯，接
着被设计杀害；彭越、英
布、臧荼因谋反被杀掉；
赵王赵耳早逝，其子张敖
承袭赵王爵位后却受牵
连入狱，被降为列侯；卢
绾叛乱，身死匈奴；韩王
信遭到猜忌，投降匈奴，
后来被汉将柴武斩杀；八
位异姓王中只有势力最
小的长沙王吴芮一人得
以幸免。在这 8 位异姓
王中，被封于梁王的彭越
是西汉梁国的第一位诸
侯王，他也是“游击战”的
鼻祖。

彭越于公元前196年被刘邦以谋反
的罪名枭首示众于洛阳城门下。刘邦还
特意下令，任何人不准同情彭越，不准为
彭越收尸，否则就以同谋罪处死。此时，
却有一位名叫栾布的专程从梁国赶过
来，公然跪在彭越的头颅下哭拜与祭
祀。栾布与彭越从小就是好朋友，他被
强盗劫持卖到燕地为奴仆，后来当了臧
荼的部下。刘邦镇压燕王臧荼叛乱时，
俘虏了栾布。彭越向刘邦求情将他赎
回，做了梁国的大夫。彭越被杀时，栾布
正受派出使齐国，等他回来，彭越已被
杀。他到彭越的尸体旁，向他哭着报告
使齐的经过。栾布公然违抗皇令祭彭，
被官吏逮捕，报告了刘邦。

刘邦见了栾布，问道：“我禁令任何人

不得收尸，你偏要哭泣祭拜他，是想与彭
越一起造反吗？”于是下令用油锅烹杀栾
布。栾布在临死前对刘邦晓之以情据理力
争，他在历数彭越战功后说：“今陛下一征
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
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
烹。”栾布说，刘邦杀彭越会让功臣“人人
自危”，这就指出了刘邦杀彭越的严重危
害性，正好戳中刘邦的要害。于是，栾布
被刘邦看重，不但赦免了他还给他升官做
都尉。这就是“义哭彭越”的故事。《新唐
书》评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汉文
帝时，栾布担任西汉诸侯国燕国丞相，又
做了将军。他去世后，燕、齐的乡民祭拜
栾布为土地神，都为他立社，号“栾公社”。

时势造英雄。如果说秦末的农民战
争造就了项羽和刘邦，那么也可以说4年
的楚汉相争成就了彭越，让他的军事才能
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因此，他以赫赫战功
与韩信、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然
而他却因慎于战事疏于立身而下场颇
惨。公元前202年，彭越率领全部人马在
垓下和刘邦的军队会师，于是大败楚军，
项羽自刎而死。这年春天，彭越被封为梁
王建梁国，建都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
区）。公元前197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
反，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
到达邯郸时，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没有
前往，仅仅派手下大将领兵配合刘邦作
战。这件事让刘邦很生气，他派使者严厉
指责彭越。彭越害怕了，想亲自前往刘邦
大营认错。他手下部将扈辄劝他说：“你
先前不去，受到责备才去，必然没有好结
果，弄不好会被捕，所以莫不如造反！”

彭越犯了个错，他既没有起兵，也打
消了去认错的念头，依然借口生病，躲在
封地。此时，和彭越发生矛盾的太仆又逃

到刘邦那儿，控告彭越和扈辄阴谋反叛。
于是，刘邦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将
他抓捕归案，囚禁在洛阳。很显然这是一
个诬告。结果，廷尉宣布彭越谋反案成立，
刘邦将彭越贬为庶人，流放蜀地。倒霉的
彭越在流放途中，碰巧遇上前往洛阳的吕
雉。彭越还以为遇上了救星，哭着向吕雉
诉冤。吕雉当场许诺，你跟我回洛阳，我替
你求情。彭越感动得流泪，信了吕雉，一起
回到了洛阳，一脚踩进了死路。吕雉动员
刘邦说：“彭越这种人，你把他流放岂不是
留下后患？干脆杀了他吧！”吕雉一句话，
彭越落得被灭族，自己被剁成了肉酱，分食
诸王。接着，刘邦改封其次子刘恢为梁王。

彭越之死，显然是刘邦临终前必须完
成的剿灭异姓诸侯王的政治任务。垓下
之战前，彭越曾与韩信一起违抗军令，拒
不出兵。平陈豨时，他又消极怠工。这都
给自己留下了后患。以至于后来唐太宗
李世民在警告尉迟恭时，就说刘邦杀彭
越、韩信做得对，即是告诫他作为功臣也
不要居功自傲。

封王肇始启梁国 居功自傲遭灭族

义哭彭越是栾布 燕地称颂栾公社

■文/图 马学庆

春到芒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