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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57年从7月6日到24日的十八天里，菏泽
地区连续下了七场特大暴雨，降雨量达到百年
罕见的900毫米，导致单县、曹县、定陶等县城
均出现外坡水高于城内地面的情况，数次城池
告急。定陶县城西北十几里地外的姜楼村也浸
泡在水中，唯有村外的官堌堆尚露在水面之
上，村民们纷纷爬上去躲避洪水。村里虽然房
子塌了许多，但在四下空旷的姜楼村，因为有
官堌堆的庇护，使许多人保住了性命。

洪水退去后不久，村里来了一支带着测量
工具的队伍，围着官堌堆量来量去，他们是从
菏泽来的文物普查工作者。之后，村民们听
说，这个大堌堆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菏泽第一次
文物普查的成果——— 官堌堆被列入菏泽专区地
面文物。然而，村民们并不感到意外，姜楼村
世代村民都知道，官堌堆是汉高祖刘邦登基
处，早年曾有碑立在一旁，上书“汉高祖受命
坛”。

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官堌堆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定陶的定格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甲午，乃即皇

帝位氾水之阳。”甲午，这一天是汉五年二月
初三，即公元前202年2月28日，汉王刘邦在定
陶城北 的 氾水北 岸 正式即皇帝位 ，国号
“汉”，史称“西汉”或“前汉”。这一天是
大汉四百年的开始，也使定陶成为西汉王朝的
开端。

仅仅四五个月前，刘邦还有些心灰意冷，
打算与项羽平分天下，如今却登上皇位。这一
百多天的风云变幻，有项羽的四面楚歌，有韩
信的凯歌高奏，更是楚汉英雄们在历史舞台集
体上演的高潮段落，最终，一切都定格在了定
陶的氾水之阳。

五个月前，在定陶以西200多公里的荥阳广
武，刘邦率汉军与项羽的楚军隔鸿沟对峙已达
一年之久，“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
老弱罢转漕” 。此间韩信在潍水之战大获全
胜，灭了齐国，一直打到城阳，包抄楚军背
后。完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后，韩信派灌婴率
军直奔项羽的老巢彭城（徐州）。对项羽来
说，形势急转直下。

于是楚汉罢战，刘项正式签署“鸿沟和
约”，约定“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
东归楚，两家瓜分天下。《史记》说，约定的
消息传来，两军“皆呼万岁”，双方将士都沉
浸在和平已经到来的欢欣之中。秦灭以后，项
羽和刘邦之间的争霸战旷日持久，天下疲战久
矣。

项羽在交还了刘邦的父亲、妻子后，随即
自荥阳东归，刘邦也打算收拾一下回汉中过
年。张良和陈平此时建议：“君王已拥有天下
大半，诸侯也都听从君王的号召，而楚军兵疲
粮尽，这正是上天要使他们灭亡的时机。如果
我们不抓住这个时机追击他们，这不就是所谓
的‘养虎遗患’吗？”刘邦遂“用留侯、陈平
计”，派兵越过鸿沟追击楚军，同时遣使分赴
齐地的韩信、梁地的彭越、淮南的英布等诸侯
处，要求他们配合行动，意图歼灭楚军。

项羽东归格外小心。按道理，他应该向东
经陈留、外黄、睢阳、砀郡，回到彭城。这条
路最近，但在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以北
便是驻扎在此的彭越。西楚霸王兵疲粮尽，极
力避免与彭越发生冲突，于是他离开荥阳东行
一段之后，突然向南，奔阳夏（今河南太康
县）而去。当他走到阳夏时，得知刘邦毁约尾
随而来，大怒，立即调转马头，迎战刘邦，挥
戈痛剿。

刘邦这边，他指望参与合击的各路诸侯一
个都没来。已得封齐王的韩信置之不理，据梁
地的彭越一味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再下昌邑
（今菏泽巨野）周围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
斛”，虽全数供给刘邦大军，但明确表示不参
战，刘邦只好独自迎战。两军交战，汉军又是

大败。刘邦退入固陵（今河南太康南）坚守，
再次陷入险境。

才脱虎口，又自陷狼窝，刘邦相当狼狈。
他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淡定分析：楚军
的败局早已注定，只是君王你没有明确给诸侯
们分封土地，这是他们不肯前来会师的原因。
张良进一步建议，不如把睢阳至穀城的土地封
给彭越，把陈县以东直至海滨的土地封给韩
信，让他们各自率军前来对楚作战，楚军自可
击溃。

刘邦意识到这次再开空头支票是不行了。
为表诚意，他遣使者带上了划定疆界的地图分
赴齐梁。果然，韩信如约率二十万大军自齐
（临淄）南下淮北，彭越也拿出了老本向楚军
后路包抄而来。

后边的事，就是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垓下
之战，在这场楚汉争雄的总决战里，韩信大展
英才，项羽走向了绝路。

项羽自垓下败走，灌婴受命率领五千骑兵
追杀，一直追到了东城之地，逼迫项羽在乌江
自刎。在最后的厮杀中，灌婴部五人出手斩杀
项羽，汉郎中骑王翳抢得项羽头颅，由灌婴带
回颐乡刘邦大营，交给刘邦验看。刘邦确认，
项羽已死，楚汉相争汉王胜。

没有欢呼，没有歌饮，项羽虽死，楚地尚
未完全收复。刘邦着令灌婴等三路大军收复楚
地，同时刘邦、韩信二人亲率军三十万沿泗水

回师北上，围攻心怀霸王旧恩不肯归降的鲁城
（曲阜）。

没想到，攻打了多日也没有破城。纵是平
生吃惯了败仗，可现在是刚刚战胜了西楚霸王
啊，刘邦觉得不像样，天下诸侯望风请降，小
小的鲁城胆敢硬抗，他派使臣去告诉鲁城的
人，天下都已归顺，不要再坚持下去，不然二
十万大军将把鲁城踏平。使臣回来报告，鲁城
人根本不怕，他们弹丝竹、唱诗歌，鲁城是项
羽当初受封鲁公的城邑，情愿为西楚霸王去
死。张良劝刘邦，鲁是礼仪之邦，周公的封
地，是天下尊敬的地方，不能用暴力去强迫他
们。如果鲁倡议义兵为项羽报仇，鼓兵过江，
必为后患。

刘邦再遣使者，使者将项羽首级挑在竹竿
上昭示鲁城人——— 项羽已死。鲁城人确认项羽
已死，他们与封君项羽间的君臣义务也自然解
除，便打开城门，迎汉军进城。刘邦率人马入
城安抚百姓后，便命人把项羽的首级和躯体缝
合起来，以鲁公封号，厚葬于穀城（今济南平
阴）东十五里。在安葬的那一天，刘邦亲率众
文武去祭拜，在读祭文时，甚至潸然泪下。后
人对此幕多有唏嘘，但却忽略了接着发生的历
史性一刻——— 刘邦登基。

安排好处理完这些事就算一百个顺利，也
要几十天的时间。刘邦心急如焚，急什么？眼
下，他最担心的是手握重兵的韩信出现变故。
在刘邦处理鲁城事宜时，韩信已回到东郡定陶
（今菏泽定陶），筑营休整。刘邦在夏侯婴的
护卫下，由穀城东南而下，迅速抵达定陶，马
不停蹄，一路驰入韩信军定陶大营，当即召见
韩信，干脆利落地解除了韩信的军事指挥权。
《史记》对此记述，只有区区12字：“还至定
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解除了韩信的兵权，刘邦还是没有安下心
来——— 他还没有号令天下的正式身份，只有登
基，只有昭告天下，一切才能名正言顺。

于是，在没有定都的情况下，刘邦将就着
在定陶一条河的岸边，从简从快就把登基大事
给办了。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先后有400
多个皇帝登基，像汉高祖刘邦以这种简陋的方
式在荒郊野外称帝的，并不多见。

“氾水之阳”与“汉当水德”

那时的定陶并不寒酸，是一个大型的富饶
城市，是一个不逊于洛阳的经济都会。春秋战
国时代，黄河流到封丘就转头向北，并不经流
菏泽地区，但那里依然水系发达。范蠡佐越王
勾践灭吴之后，乃乘一叶扁舟辗转来到定陶定

居，易姓为朱的他说陶是“天下之中”，诸侯
四通，利于货物贸易，加上他素有经营才能，
遂成为天下首富，“陶朱公”也成为富而好行
其德者的代称。

使定陶能够四通诸侯的，是菏水的开凿。
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5年开凿邗沟，四年之后，
他又“阙为深沟”，开挖了一条沟通商鲁间的
水运通道——— 菏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万福
河）。当时鲁国都于曲阜，宋国都于商丘。宋
国本属商人之后，菏水正在其间，故称通沟于
商鲁之间。吴王夫差之所以开凿这条水运通
道，是为了完成与鲁哀公、晋定公在黄池的盟
会，史称“黄池之会”。菏水开凿以后，吴国
的水师可由淮入泗，由泗入菏，由菏入济，由
济入河（黄河），到达黄河中游任何一地。菏
水还使邗沟与鸿沟水系实现了沟通，菏水便成
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而位于济水
与菏水交汇处的定陶很快就成为了“天下之
中”，富可敌国的重要都会。可以想见，范蠡
也正是乘扁舟浮于这条河溯流而上，到达定
陶。

吴王夫差为开挖菏水，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在吴王夫差与中原诸侯于黄池歃血为盟
时，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沂淮
以绝吴路”，越师从海上逆入于淮，断了吴王
的归路不说，还攻入了吴都姑苏城，缴获了吴
王夫差的大舟。黄池之会达到了吴国北伐称霸
的目的，但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终结。

邗沟与菏水的开凿时间仅相隔四年，这
两条运河是从文献上所见东亚大陆上最早的
运河，东亚大陆南北地区的水上交通从此创
出了新的格局。这一套完整的水运系统，不
仅大大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水运交通条件，而
且进一步促进了沿岸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
给“天下之中” 这一广大区域带来了数以
“万亿”计的财富，这一地区在战国至唐末
的一千二三百年间是中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
区，而且加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地
区与周边区域，特别是与长江中下游之吴、
楚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原华夏文化
与荆楚文化加快了融合汇通的过程。著名历
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甚至认为，这些人工水系
的建成促使了当时人们追求国家统一思想观
念的滋生，荀子提出的“四海之内若一家”
的主张，就是其集中体现。

到西汉初年，济水、菏水流域地区依然十
分富庶。垓下总决战之前，据守定陶周围的彭
越攻下昌邑周围二十几城，得谷十几万斛。战
乱频仍的时代，这一片区域居然有城二十几
座，可见人口密度之大。

解除了韩信的军事指挥权后，刘邦在定陶
全面控制了军队。他重新部署将领，精心安排
人事，调整疆土封邑，开始作称帝的准备。

刘邦为什么选择在定陶登基？
学者们总结了若干理由，其实最关键的一

条是来不及。他当时心中理想的都城是洛阳，
但他已然等不及赶到定陶以西300多公里的洛阳
再登基，便把定陶封给了彭越。虽然登基之
前，他对那些功臣们作了相对合理的安排，但
只要没登基，名义上他就还只是西楚霸王任命
的汉王，而不是“天下共主”。何况，他对那
些战功赫赫各怀奇才的异姓诸侯王们很不放
心，所以也没有心情从容安排登基诸事，由此
一再地跟登基典礼“总导演”叔孙通说，典礼
要简便简便再简便。所以说，不是刘邦选择了
定陶，而是历史选择了定陶。

汉五年（前202年）正月，刘邦宣布天下大
定，徙齐王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封彭越为
梁王，定都定陶。紧接着，由楚王韩信领头，
联名其他王侯一道向刘邦上劝进皇帝号疏。疏
中申明，刘邦在各诸侯王中军功最高，德行最
厚，汉王的称号已经不能与此相称，一致请求
刘邦接受皇帝的称号。“汉王三让，不得已，
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刘邦假意
推辞一番之后，便正式接受了皇帝的称号，成
为汉王朝的开国之君。

司马迁在此特别指出，刘邦在定陶受命于
天是在“氾水之阳”。济水在菏泽分为南北两
路，氾水是南济水的支津，所谓支津指的是从
主河流出的河流，而支流则是流入主河的河
流。氾水在定陶自南济分出，流程不远又复流
到南济里面，故称氾（音返）。氾水既小，存
在时间也不长，到东汉王景治水以后，这条河
就被南济水完全取代。这说明，对刘邦即位大
典来说，“氾水之阳”一定有特殊蕴意。

《史记·礼记》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在郊
外立社祭天。在空旷之地筑坛是举行重大仪式
的基本礼仪，这种从春秋时期传下来的礼仪在
秦汉之际仍是主流。地点一般要选择祖庙、城
门之外等空旷之处，或者在郊外人迹罕至、荒
芜冷僻之处，如边远的丘陵、水岸泽边，因此
在定陶择址，氾水之滨的官堌堆实乃首选。筑
就之坛上“广五丈”，东方为青土，南方为赤
土，西方为白土，北方为黑土，中央为黄土，
象征着天子富有四海，君临天下。两千多年过
去，1957年那次对官堌堆的测量结果是南北长
82米、东西长80米，方圆达6560平方米，可以
想见当年之宏大气魄。

早在三年前始至霸上，刘邦就提出，因为
秦历以十月为首，就不改了，同时“推五德之
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他认定
汉的命运为水德，推崇黑色为尊贵的颜色。氾
水虽小，但处在定陶周边网状密布的河道之
中，符合“水德” ；先民们在此留下的官堌堆
（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经过历年洪水的冲刷
色黑如漆，符合“尚黑”，这实在是理想的与
天相接的好地方。

经过了叔孙通、卢绾等典礼“总策划”的
精心挑选，引经据典，用心布置，认真排练，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汉王刘邦登
基大典在定陶氾水北岸的官堌堆举行。即位大
典，简略而盛大，起台筑坛，告祭天地先祖，
以韩信为首的六位诸侯王领头居首，以太尉卢
绾为首的汉与诸侯各国大臣、将军三百余人跟
随，共同奉进皇帝尊号。

刘邦即位后，汉国王后吕雉尊称皇后，太
子刘盈尊称太子，又尊称已经过世的母亲刘媪
为昭灵夫人。各种名目头衔礼仪制度，都要一
一制定；由战乱到安定的种种安排，都要逐一
处置。从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帝国——— 汉帝国的时
代。

汉高祖刘邦不可能知道的是，自官堌堆西
行30多公里便是曹县庄寨镇，197年后他的九世
孙刘秀降生于此，又过了25年汉光武帝刘秀开
创了大汉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鸿鹄歌》歌咏的定陶爱情
定陶与刘邦的另外一重缘分，则充满了温

馨与惨痛。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及高祖为汉

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
“爱幸”二字，淋漓尽致地表明了刘邦与戚夫
人的关系。“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
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
歌》盛传两千多年而不衰，但也许有人不知道
的是，刘邦还有一首诗作——— 《鸿鹄歌》，就
是专门唱给戚夫人的。刘邦流传至今的作品一
共就这么两首。

定陶有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
刘邦有一次在徐州又被项羽打得狼狈不堪，趁
乱之际逃到定陶城北一个叫戚家村的地方。追
兵越来越近，幸得戚家村一位聪明美丽的姑娘
帮助，刘邦躲进一个枯井中得以脱险。刘邦感
激姑娘的救命之恩，便对姑娘的父亲许诺，
“如果得天下，必封此女为贵妃”。姑娘的父
亲见刘邦外表器宇轩昂，不同凡响，当天晚上
就让一对新人入了洞房。而这位聪明美丽的少
女就是刘邦一生最为宠爱的女人——— 戚姬。此
后，定陶姑娘戚姬随刘邦征战四年，成为汉王
乃至汉高祖刘邦的宠妃。

东汉刘歆撰写的《西汉杂记》记载了汉高
祖刘邦与戚姬的幸福生活。汉高祖九年，刘邦

兴致颇高，开春后带着戚夫人到洛阳 “度
假”，一住就是半年，直到秋天才返回长安。
那年的七夕，刘邦与戚夫人先是带众人到百子
池演奏“于阗乐” ，又持彩色丝线作“相连
绶”游戏；八月初四，二人在竹林里下围棋，
“胜者终年有福”，弈毕，一起持丝缕向“北
辰星”求长生不老；到九月初九，皇帝佩戴茱
萸，与戚夫人一起喝菊花酒，吃蓬蒿糕，还采
下新鲜的菊叶来酿酒，期待来年再次同饮；到
十月十五神女节，他们同返长安，刘邦带着戚
夫人去神女庙祭神，亲自吹笛击筑，与戚夫人
载歌载舞……“如此终岁焉”——— 一年到头，
两人就过着这般又欢快又有文化的浪漫生活。
没几年，汉高祖去世，戚夫人遭到吕后迫害，
其侍女贾氏流落民间，把宫里时兴的重阳活动
带到民间，从此重阳节习俗便在民间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

戚姬被刘邦宠爱，如意是戚姬所生，因此
也得到了刘邦的偏爱。戚夫人凭着刘邦的宠
爱，也在为自己的未来打着如意算盘，“戚姬
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涕泣，欲立其子代太
子”。公元前196年，黥布叛乱，刘邦率兵讨伐
被流箭射伤，返京后自感不预，召集大臣嘱托
后事：“戚姬所生如意，可立为太子，尔等赤
心保之，勿负朕望。”吕后闻讯，向丞相张良
等寻求对策。张良献策，利用民间贤人“商山
四皓”成功阻止了刘邦“废嫡立庶”的打算。

刘邦十分无奈，对戚夫人说：“太子已得
四皓辅佐，羽翼已丰，势更难动了。”戚夫人
听罢不免长泣，刘邦说：“为我楚舞，吾为若
楚歌。”戚姬起舞，刘邦遂歌曰：“鸿鹄高
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
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这便
是《鸿鹄歌》。

《西京杂记》载，戚姬素有文艺才能，
“善鼓瑟击筑”“善为袖折腰之舞”“（善）
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而且传
习给宫女，令百名宫女齐歌，声入云霄。汉高
祖“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
连”，歌舞娱乐成了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

《鸿鹄歌》寥寥32个字，不仅标志着汉初
易储之争的结束，戚姬母子落败吕雉母子胜
出，也清晰呈示出刘邦晚年在特定情境下复杂
心绪的流露。朝中一众大臣的激烈谏诤明示着
戚氏母子不得人心，将天下交予这孤弱的娘
俩，岂非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刘邦虽老
且病，但并不糊涂。事关国祚，为江山稳固
计，他毅然决然当机立断，彻底放弃易储计
划，即便对吕雉已无爱意，即便对戚夫人感情
深厚，他也不会以江山社稷为代价，博美人开
怀一笑。刘邦此番预知吕后日后会收拾戚姬，
然又无计可施，只得歌以赋情。

高祖去世后，吕后果然开始收拾戚夫人。
她把戚夫人囚于永巷，着破旧衣衫，干着舂米
这样的苦活。戚夫人且舂且歌，歌曰：“子为
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离
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她无限怀想逝去的君王，
在刘邦生前的有力庇护下，她是幸福的女人，而
今天上人间的永隔，又何止三千里。后来，梁启超
称赞戚夫人《舂歌》和《赵王友幽歌》道：“此两歌
虽无藻丽之辞，然抒情极质而丰。”

之后，吕后变本加厉，砍去戚姬双手双
脚，让其受髡钳之刑，使其成为“人彘”，死
状甚惨。据传，远在定陶的戚家也因此被抄，
戚姓人逃往定陶杜堂乡戚庄隐居，并改姓为
齐。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在此修建寺院，盖佛
殿，以纪念戚夫人，故称为“戚姬寺”，此地
距官堌堆不过只有十几里之遥。所幸的是，吕
后“女主称制”，却给天下初定的汉朝带来了
一段安宁的发展 ，“政不出房户，天下宴
然……民务嫁穑，衣食滋殖” ，历史浩浩汤
汤，继续向前了。

汉承秦制，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
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辉煌。秦汉时
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两千
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带来了
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
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
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两千年来如
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

当初项羽立刘邦为汉王，刘邦愤怒无奈，
迫于形势之际，听从了萧何等人的劝谏，赴南
郑就国。他也因此不喜欢被称为汉王，萧何谏
劝：“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使刘邦转怒为
喜，不仅接受了“汉”这一封号，而且在得天
下后，依然定天下之号为——— 汉。

“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在定陶开始的
汉朝，当年便自豪地以“大汉”“皇汉”“圣
汉”“强汉”自称，“汉”也以其对世界文明
进步的贡献，一直成为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民
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经过了叔孙通、卢绾等典礼“总策划”的精心挑选和排练，汉五年二月初三，刘邦登基大典在氾水北岸举行。起台筑坛，告祭天地先祖。

以韩信为首的六位诸侯王领头居首，汉与诸侯各国大臣、将军三百余人跟随，共同奉进皇帝尊号。

定陶官堌堆开启大汉四百年

官堌堆遗址

汉高祖画像 （明人绘）

戚姬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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