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汉书 ·周勃传》
中文系七五级二班理论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及其一伙,为 了篡党夺 权 的需 要,借 “评法批儒
”之

名,歪曲历史,篡改历史9伪造历史。他们不仅恬不知耻地吹捧两千多年前的所谓 “女

皇帝
”吕雉。还厚着脸皮居然要人写文章,专门讲 “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当皇帝的”。

恩格斯说: “资产阶级把-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能,它生

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切商品,因 而也要伪造历史9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

历史著作9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恩格斯的论述,阐 明了 “四人帮
”伪造历史的阶级

根源。历史的材料说明:周勃不但根本没有支持过吕雉当皇帝,而且是她篡国夺权不可

逾越的障碍,是平息吕党叛乱的元勋。
“高帝以为可属大事

”9是刘邦对周勃的最准确的评价。刘邦心目中的大 事 就 是

“
安刘

”。刘邦生前就看出吕雉有野心,时刻为西汉政权的安危担心。为了防止吕后和

诸吕篡权,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派陈平、周勃去接管 “党于吕氏
”的樊哙的军权, “而

即军中斩哙。” (《 史记·樊丽阝膝灌列传》)临终前还对未来的将相作了安排,明确地指出:

“安刘氏者,必勃也。”

刘邦认为周勃可以 “属大事
”,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秦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的矛盾激化,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 “以织薄曲为生”的周勃参加了农民起

义军,跟随刘邦 “至咸阳,灭 秦
”。 “却敌”, “先登

”,在消灭秦王朝主力部队的战

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很快发展成为相互间的战

争。周勃 “击项籍
”, 夕追籍

”, “凡得二十二县
”,立下许多战功。还追歼了项羽所

封的燕王臧荼。在楚汉战争中,又立下了很多功勋。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出现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汉王朝面临分裂的危险。周勃又积

极投入了捍卫新政权的斗争。他跟随刘邦,击韩王信,击陈稀,击卢绾。韩王信投降匈

奴, “因击胡骑平城下
”,在维护西汉政权统一的斗争中,又立了新功。

正是由于月勃在反秦、反楚、反分裂的斗争中,南征北战,追随刘邦, “所将卒当

驰道为多
”,逐渐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加上 “勃为人木强敦厚

”,刘邦才把 “
安刘

”
的

重任嘱托给他。

周勃没有辜负刘邦的期望,把西汉政权从危亡中拯救出来, “
诛诸吕,立孝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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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伊周。”这主要是周勃的品质决定的。

周勃的品质之一是勇敢。在作战中,总是 “
先登”, “先至城下为多”,在大军后

面压阵,军功常居第一。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在惠帝 刘 盈 死 后,吕后 “称
制”,当起了不挂名的女皇帝,公开背叛刘邦与大臣订的 “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的盟约,准各封吕家的昆弟子侄为王9征求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反对。征求左丞相
陈平、太尉周勃的意见,陈平、周勃却说: “

高祖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

弟诸吕,无所不可。”
罢朝以后,王陵责各陈平、周勃不敢面折廷争。他们认为,目前

和吕后硬顶,时机很不利,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陈平、周勃对王陵说:当 面和吕

后硬顶,我们比不上你;至于最后完成 “安刘
”的任务,还得看我们。结果, “太后欲

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
(《 史记·吕后本纪》)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陈平、

周勃的机智9才窳得了 “
安刘

”
斗争的初步胜利。

周勃的品质之二,是对西汉政权的无限忠诚。吕雉一直到死,也没有改变她搞阴谋诡

计的本性。她临死前,还对吕禄、吕产面授机宜: “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

据兵卫宫,慎勿送丧,毋为人所制。”
 (《史记·吕后本纪》)再三叮咛他们要牢牢掌握军

政大权,不要离开军队,连送丧也不要去9来拥兵顽抗。斗争形势对周勃等 是 很 不 利

的: “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权9欲危刘氏。”这是对方 ;

而这一方 9“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能任事。
”

L(《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吕禄掌握了保卫京师的北军军权,吕产掌握了保卫宫庭的南军军权。周勃虽是管军队的

太尉,却身边无兵;陈平虽是丞相,却不能管事。在这种很不利的情况下,周勃与陈平

合谋,利用郦寄与吕禄的私人关系,在纪通的帮助下,用计解除了吕禄的北军军权。周

勃进入北军,向战士们宣布: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9战 士 们 纷 纷 “左袒为刘

氏
”。一支由吕氏集团控制的北军一下子变成了讨吕的主力部队。这时,吕产听到贾寿

的报告,知道讨诸吕的齐楚义军已经与汉王朝派去的讨伐部队联合起来,慌忙赶到未央

宫,企图凭借南军,负 隅顽抗。周勃命令朱虚侯刘章率领北军一千人,入未央宫,杀 了

吕产。然后分别派人逮捕诸吕,平息了这场 “欲危刘氏
”的叛乱 (《 史记·吕后本纪》),无

限忠诚地完成了刘邦嘱托的 “大事”。

周勃的品质之三是质朴。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 晋书·刘元海载记》), “

勃不好

文学”,虽有其不足的一面,但也有不重视崇尚浮华的诸生说士的反儒一面。

周勃的品质之四是谨慎。当别人说他受厚赏,处尊位,当 之不让,必 将 得 祸 时 ,

“勃惧,亦 自危,乃谢,请归相印。”
当下廷尉时, “

勃恐,不能置辞。”
出狱之后 ,

感慨地说: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尊也。”
他的一生是非常谨慎的一生。

正是由于周勃有这些优良的品质,才完成了 “安刘”的事业,保卫 了刘 邦 的 “法

治
”

路线。

诛诸吕以后, “安刘
”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立谁当皇帝。经过秘密商量,周勃等一

致认为: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应当退位。齐王刘襄是刘邦的孙子,曾起兵讨诸吕,他
的弟弟朱虚侯刘章又有平叛的功劳。但刘襄的外家很强,恐怕重演吕氏之祸。 “不如视

(下 转第7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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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盖:县名,在今山东沂 (音移)水县西北八十里。王信封盖侯在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五月。②

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继绝世:把断了代的封国恢复起来,让它继续下去。③千户:食邑一干家。

赞曰①8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 国家难,洙诸吕,立孝文。为汉

伊周②,何其盛也!始 吕后问丞相,高祖曰: “陈平智有佘,王陵少戆③,可以佐之。

安刘氏者,必勃也。”叉问其次,云 : “过此以往,非 乃所及④。”终 皆如 言,圣 矣

夫⑤!

匚注释〕

①赞: 《汉书》每篇末尾都有作者班固写的赞,赞是助的意思。作者写赞,意在帮助读者对于所记载的人物或

事件的了解,所以有的赞是评论,也有的赞补充篇中没有载入的材料。这篇传合写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四人,所

以赞中也四人并论,这里摘录有关周勃部分。②伊周:商代的伊尹作汤和太甲的宰相,周 代的周公旦也作武王和成王

的辅佐,都是开国功臣,又参与了安定商周,建立第二代政权的事业。周勃在汉,很象伊尹和周公,所以说他为汉伊

周。③少:稍。戆:刚直。④以往:以后。乃:你。⑤夫:这里读扶。矣夫:表示赞美的语尾助词。刘邦与吕雉这段谈

话,详见《高帝纪》。司马迁的《史记 ·绛侯周勃世家》末尾有一段评论(《 史记》篇末评论通称
“
太史公曰

”
),讲

周勃的地方即为班固所承用;另外,他还谈到周亚夫,今采录于此,以供参考: “
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 ,

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渚 吕欲作乱,勃 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 哉⒈亚 夫

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忍,稂苴 (司马稂苴,春秋末齐国名将 )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 以穷 困,悲

夫!”

(上接第79页 )

诸侯之贤者立之”,于是迎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作皇帝,确保了 “法治”路线在西汉

王朝的统治地位。

总之,周勃一生始终站在刘邦 “法治
”

路线一边,用 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四人帮
”

一伙舞文弄墨,美化吕后。很有意思的是,史学界的南霸天 罗 思 鼎 也

好,北霸天梁效也好,他们的笔下从来不敢提吕后和吕氏集团的结局。原因就在于这伙

篡国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最后是在周勃的打击下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的。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

过刘邦看出吕后篡权的故事,还说: ‘
江青有野心’, ‘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

就非常尖锐、明确地告诫我们,要警惕
‘
四人帮

’
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读了

《汉书 ·周勃传》,使我们深深感到:历史是一面镜子,毛主席讲这段历史的意义何等

深刻!毛主席生前所作出的人事安排和预防 “四人帮
”

反革命复辟的决策,何等英明:

华主席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实现毛主席的遗愿,又是何等英明!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加深

了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对华主席的崇敬。 “四人帮
”和历史上的吕氏集团一样,终于被历

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就是历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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