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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臣刘伯温的传奇故事
刘伯温这个人家喻户晓。他叫

刘基，一般被称做“青田刘基”，因为
他是浙江省青田县人。可是现在他
的家乡不在青田县了，在浙江省文成
县。文成县是新成立的一个县，大概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为了加强对这
个三不管地带的控制，把附近几个县
划成了一个新的县。“文成”二字就来
自于刘伯温的谥号，这是很高的评
价。

入仕与归隐

刘基出生在一个书香官宦世家，
他家祖上从宋朝到元朝都是读书
人。刘基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孩子，他在石门山那里读书。不仅懂
得儒家学说的五经，而且还懂得天
文、数学，他能掐会算，跟懂得天文就
有关系了。

当时正逢科举之年，刘基他不够
年龄。按规定25岁可以参加科举考
试，他才21，就虚报年龄报考，一举中
了举人，再举中了进士。

刘基考中进士以后，被任命为官
员。他当了一个什么官呢？他最初
仅仅做了一个比七品官还小的官，高
安县丞。他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人
命案。经过他的审理，发现这个案子
是一个冤案。你想刘基这个人饱读
诗书，追求真理，发现冤案肯定要纠
正，这要纠正的话肯定要涉及两方面
人。为什么是冤案？肯定是前任官
员错误判案。他为什么有错误？是
他主观错误还是受到世家大族的影
响，故意做成冤案？如果刘基要纠正
这个冤案，要得罪两批人，一个要得
罪前任官员，一个要得罪事主背后的
支持者。刘基坚持主张要给这个案
子翻案，但是后来遭到攻击，在官场
上碰了钉子。刚才我们讲了，“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我想要主持正义，
我想要平反冤案，你们不让我翻，我
这个官要跟你们一起做坏事吗？我
如果继续在这里的话，等于跟你们在
一起做坏事，我不能够，我辞职不
干。刘基就是这样先后四次辞职。

他辞职回到乡里以后，做了什么
呢？著书立说，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作

《郁离子》。
刘基这本寓言故事集讲的内容

是什么？第一，是儒家治天下之道。
他的学生曾经评价这本书是给社会
开的一个良方：要在国家推行仁政，
要选拔人才，要廉洁，要爱民。

刘基在《郁离子》当中表达了对
社会的批评，同时，他也表达出了自
己身怀满腹经纶想贡献给社会、为社
会做一点事情的心境。

机遇与出山

元朝末年，社会黑暗，天下已经
开始大乱。这个时候，群雄并起，既
有张士诚，又有陈友谅，还有大家都
知道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个粗人出身，但他本
人很重视读书人，他听了很多知识分
子的劝告，逐渐把自己从这个农民起
义的山大王变成一个领袖，把自己培
养成一个未来可以掌管天下的这样
一个人。

所以他到了浙东以后要找贤
才。当时浙东有什么人呢？号称有
四学士。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在
朱元璋攻破了婺州以后，他得到了一
个人，宋濂。朱元璋在婺州这个地方

建立了学校，请宋濂做了五经师，教
四书五经。朱元璋很重视教育，他每
到一个地方就要建立学校，他请的老
师是宋濂。

我们为什么要提宋濂？宋濂是
刘伯温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他们一
起读书，一起学道，宋濂辞官，刘基也
辞官，现在宋濂已经到了朱元璋的队
伍当中，刘基怎么办？主动去吗？知
识分子讲究气节，从一而终。虽然元
朝这个皇帝不好，我也不能轻易背叛
他。朱元璋了解知识分子，说你们要
是去请刘基，他不会轻易出山，我知
道知识分子很重视气节，一定要有相
当的理由，才能够动员他出山。

这时候，谁担当了这个任务？有
一个著名的将领叫作胡大海，胡大海
的部下里有一个叫作孙炎的人，也是
满腹经纶，他自告奋勇，要去请刘伯
温。结果在刘伯温那里碰了一个软
钉子，刘伯温拒绝出山。

但是，孙炎不气馁，坚持不懈，继
续聘请刘基。他聘请刘基的心非常
诚恳，最后感动了刘基。刘基说，我
确实不能跟你一起出山，但是你的一
份心，确实也感动了我，我就把我家
祖传的一把宝剑送给你，只当我们的
个人交情，但是我还是不出山。

孙炎写了一封长信，把宝剑退还
给刘基。他说了一句话：宝剑赠天
子，斩未顺命者。我不能用你的宝
剑，宝剑应该你送给未来的天子，天
子有权用这把宝剑斩那些不听命令
者，我的地位不够，把宝剑退还给
你。这句话一语双关。第一，表示他
没有权力也没有意愿接受这个宝剑；
第二，宝剑能够斩不顺命的人，现在
朱元璋也有一定的势力，有可能会斩
你。孙炎这个人会说啊，他的这封长
信把刘基打动了，刘基这时候就来拜
访孙炎。

刚才我们说过了，宋濂是刘基的
好朋友，刘基死了以后宋濂给刘基写
过一篇传记，这个传记当中写了这么
一段话，说刘基当时去见孙炎，叫“逡
巡而去”，什么意思？就是想去又不
能去，犹豫不决，还是去了。他还在
对朱元璋进行试探，我看看你到底是
怎么回事。所以逡巡而去，见了孙
炎。没有想到孙炎一番话，滔滔不
绝，上下古今讲起来头头是道。刘基
发了一通感慨，原来我以为你不如
我，现在看来我不如你，你是懂得古
今历史、懂得治天下之道的人。你这
样的能人，还有像我的朋友宋濂这样
的人，都投奔了朱元璋，那么他肯定
有过人之处，他肯定有前途，他是可
以投奔的。于是，刘基下定了决心，
出山跟随朱元璋。

定计夺天下

朱元璋迎接了从浙东一起来到
南京的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就是章
溢、叶琛、宋濂、刘基。朱元璋对这四
位先生说了一句话，“我为天下屈四
先生”。你看，朱元璋不是一个简单
的人，他动不动就代表天下。我为天
下屈四先生，我为天下百姓委屈你们
出来帮忙，你们很辛苦。

据记载，说刘基一见到朱元璋以
后，就给上了一个《时务十八策》，就
是把他在信中提到的十八项策略和
方式进献给朱元璋。按照朱元璋后
来对于刘基贡献的回忆，说刘基为他

“勘定天下之机，措安黎庶之道”。
那么，什么是刘基的勘定天下之

机，什么又是刘基的安定百姓之道

呢？
这就是所谓的“先汉后周”之

计。汉是朱元璋政权西面的陈友
谅。这个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以武汉
（当时叫武昌）为中心，他建立了汉政
权。周是朱元璋东面的张士诚。张
士诚以苏州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相对
狭小的政权，北到淮北。当然后来，
张士诚又自称为吴王。那边陈友谅
是汉王。

什么叫作“先汉后周”呢？就是
朱元璋如果要打天下的话，要先对付
西边的汉，后对付东边的周。为什么
这样说？刘基分析，汉政权在我们的
上游，陈友谅这个人野心很大，一日
未曾忘我，每一天都没有忘记要消灭
我，天天要顺流直下攻打我们现在的
南京（当时叫应天府）。

那么东边是谁呢？张士诚。张
士诚这个人，占的地方很富裕，很有
钱，比如苏州是财富之地，但是这个
人没有大志，自己顾自己，自己一个
小天地好好的就完了。如果我们要
是先打张士诚，我们可能就失算了，
那陈友谅一定会要趁机攻击我们，我
们就左右都是敌人。如果我们先打
西边的陈友谅的话，张士诚保证按兵
不动。

到此为止，刘基都是纸上谈兵，
打仗到底怎么样？到战场上试一
试。刘基到了南京三个月，就碰上了
一场战争。不出刘基所料，陈友谅依
仗地广人多于至正二十年，顺江而
下，直接攻打朱元璋的地盘，夺取了
朱元璋在应天府附近的重镇太平，现
在是安徽当涂。你想，朱元璋刚刚夺
取南京，立足未稳，这时候遇到了强
敌怎么办？他下面的将领意见不一
了，也有人甚至说不如投降。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刘基示
意朱元璋，说你随我来。刘基对朱元
璋说，先赐我尚方宝剑，斩那些号召
投降的。别看他们先发制人，我们后
举的也可以得胜，现在就是要统一军
心，诱敌深入。结果这一仗打胜了，
奠定了刘伯温在朱元璋军队当中的
军事地位。

刘伯温还在一个关键的时候起
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以前讲
朱元璋，曾经多次提到朱元璋使用学
士朱升的意见，“高筑墙，广积粮，缓
称王”。所谓“缓称王”，就是说不要
过早地出头。那么朱元璋如何执行
他的缓称王之计呢？他把一个没有
实际权力和力量的小明王捧在上
头。朱元璋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野心，
表明我是你小明王的部下，到了过年
过节之时，在军队中间摆上一把椅
子，上面放着小明王的牌子。

可是刘基来到朱元璋的队伍以
后，对朱元璋的做法不满，为什么？
他认为朱元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
你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抛开小明王的

羽翼，自己跳出来，可能会让你取得
更快的发展。

这时候出现了一件事，就是小明
王所在的安丰遭到了张士诚的攻击，
小明王受到了威胁。小明王是朱元
璋的上级，他名义上是皇帝。皇帝有
了难，怎么办？在这方面，朱元璋表
现出了他的人格。

我们评价一个古代的人，总是说
到他的政策，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他们
的人格和人性。朱元璋怎么样在世
界上做人，才能够统率千军万马？别
人在看他，你的皇帝，你的主子如今
受到威胁，你不管，别人还跟随你
吗？你将来遇到危险别人还管你吗？

这个时候他和刘基发生了分
歧。刘基说你不能动，小明王有问题
了，可是现在陈友谅在看，如果你一
旦离开你的地盘去救小明王，陈友谅
一定会趁机打过来。朱元璋不信，还
是带兵亲自去救小明王。把小明王
救了以后，还没有回到南京，陈友谅
发兵就夺取了朱元璋的地盘。朱元
璋十分后怕，如果说陈友谅打的不是
洪都，而是直接打南京，那样我腹背
受敌，将来的前途还不知道怎么样。
可现在，陈友谅没有攻打南京，我们
还来得及。他下令让他的侄子朱文
正保卫洪都。当时洪都已经被包围
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朱元璋说，你再
坚持一个月，我亲自去营救。洪都就
是现在南昌这个地方。结果，朱元璋
坐船溯江而上，跟陈友谅在鄱阳湖相
遇，这样就发生了鄱阳湖大战。

鄱阳湖大战打得非常激烈，其中
有这么个小插曲。朱元璋坐在自己
的指挥船中，旁边是刘基。忽然刘基
跳起来大喊说，主公快走，拉着朱元
璋就往别的船上跑，还没有落定，原
来的船已经被打沉。所以刘基曾经
在鄱阳湖大战中救过朱元璋的命。

这一场战争打得非常长。陈友
谅的船是上下三层的大船，上面都包
了铁皮，上下说话听不到，马可以在
上面行走，而朱元璋是小船。大船有
大船的优势，小船有小船的灵活，于
是朱元璋下令火攻。在这场火攻当
中，陈友谅的弟弟战死。陈友谅一下
子泄气了。这时候陈友谅他们就准
备撤离。

刘基又提出了一个计策，说现在
要封锁湖口，断绝他们的回路。后来
陈军粮食断绝又突围不成，士气低
落，而陈友谅又在乱军之中被一颗飞
石流弹射中头颅，穿过眼睛而出，陈
军惨败。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这个
强敌。

第二年，朱元璋的西边全部扫平
了，所以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先
汉后周”，朱元璋就按照这个计划，最
后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大治。

（摘自《历史十讲：走进王朝深
处》，东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