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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韩信信贪贪功功害害得得他他被被齐齐王王鼎鼎烹烹
西汉著名谋士、高阳酒徒郦食其之墓考略

鬼子和汉奸的枪法还真不含糊，
子弹也多，土堰上的石头，被一块块
地掀到一边，打得大家根本不敢抬
头。大爷爷一看情形不对，忙喊着同
意带着老爹和五个拿红缨枪的往北
大岭的林子里跑，一边让土枪手们快
放枪，喊鬼子上来了。但见五位土枪
手还正在手忙脚乱地拿着火药葫芦
往土枪里面倒火药，底下还有用钢条
捅火药的活儿没干！只得忍痛瞄着鬼
子把盒子炮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打了
出去。子弹打在离鬼子不远的地上，
激起一坨烟尘，吓得鬼子和汉奸又趴
在地上不敢动了。

大爷爷说：别捅火药了，鬼子的枪打
得还真邪乎！咱快撤吧！我最后一颗子弹
也打没了，快走。二壮觉得心里憋屈，抱
起身边一块大石头，朝山坡下滚去！百十
斤的大石头从陡坡上急速轰隆隆地往
下冲，迅猛的力量竟冲塌了一道小石堰，
不偏不斜把一个汉奸砸倒了。敌人吓得
趴在石头后面啪啪地打排子枪，子弹从
众人的头顶上呼啸着飞过去。大家伙的
脸都吓白了，跟着大爷爷很快消失在了
北大岭的悬崖后面。

第四节

村里出了汉奸？

在石匣村打的伏击战真是打出
了名气，由于开战那天是垛庄集，所
以有的乡亲一听到枪声就都躲到一
边去了，但经过大家口口相传，整个
战事经过还都拼凑起来了。好多人都
暗自高兴，感激高家峪的民兵为中国
人出了口恶气。大家也都知道鬼子不
可战胜都是吓唬、愚弄咱老百姓，你
看高家峪的几个土包子都打死一鬼
子、砸伤一汉奸，要是八路大部队缓
过空来，端鬼子炮楼应该不难。大家
把同意爹刀砍鬼子的故事传得更是
神乎其神，将老人家传成了武林高
手，能空手夺鬼子刺刀、鬼子的钢盔
能被他一掌拍瘪了等等。

这几天高家峪这十几位民兵，腰
杆儿可硬起来了。二十六七的二壮一
直找不上媳妇，这几天给他说媒的媒
婆快把他家的门槛儿踏烂了，喜得二
壮他娘杀鸡宰羊一拨拨地招待，总怕
冷落了媒婆子们，顺便还想给三壮也
说门亲事。

同意爷俩在家的地位也像过年放
的二踢脚一样升上了高空。同意爹本来
生来有个结巴的毛病，他一走孩子们就
在后面学他说话，现在不一样了，四里八
乡的小孩子一见到他老人家，都毕恭毕
敬地喊赵爷爷！连高家峪的高族长都亲
自登门拜访他，还给他带了二斤旱烟叶
请他尝尝。老人家乐得干完农活就背着
手四处转转，要是有人问他宰鬼子时手
抖了吗，他必定谦虚又高深地回答：莫
提！莫提！小事一桩！于是大家对他更加
敬仰，觉得老英雄本事高强又和蔼可亲，
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同意在家的地位也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往干完农活后，还要被
媳妇揪着耳朵挑水砍柴、铡草喂驴，
一刻也不得闲，现在好了，自从伏击
鬼子以后，桂花再也不让他干乱七八
糟的杂事了，除了上山耕作农活外，
回家就让他歇着，抽空再练练祖传的
刀法。其实同意啥刀法都不会，他爹
也没传给他，为了不铡草喂驴，也就
整天提着大刀，没事挥上几下，哄哄
老婆孩子，孩子们还看得聚精会神，
喝彩连连！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唐代诗人李白在《梁甫吟》中写道：“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
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后来，毛泽东又为这几句诗续了四句：“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城。
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诗中提到的“高阳酒徒”，是汉高祖刘邦手下著名的谋士郦食其。作为一介书
生，他嗜酒如命，给刘邦献计攻克陈留，后又游说齐国，说下70多座城。作为一介谋士，郦食其给世人留下的不仅是
他的谋略，还有“民以食为天”等诸多名言。

高阳酒徒、追随刘邦，智克陈留

郦食其(lì yì jī)是高
阳（今河南杞县高阳镇）人。

他抱负远大，喜欢读书。
他家境贫穷，直到六十来岁，
只能找了个看门的差事聊以
糊口。但他却酷爱饮酒，常混
迹于酒肆之中。当地的人都知
道他狂放不羁且博学雄辩，不
敢小看他，称他为“狂生”。

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
起义爆发，各路英雄纷纷起
兵，一时间风起云涌，天下大
乱。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各
路英雄东奔西走，如走马灯
般从高阳经过。郦食其却冷
眼旁观，在他看来，陈胜、项
梁等人卑微自私，都是鼠目
寸光之辈，难成气候，惟有刘
邦雄才大略，值得追随。刘邦
手下有个侍卫，与郦食其是
同乡。这个侍卫回家探亲时
曾多次谈论刘邦，郦食其就
托其推荐自己。一天，刘邦正
在洗脚，看门人跑来告之，刘
邦问：何人来见？看门人回
答：60多岁老者，身高八尺，

像个儒生。刘邦向来不喜欢
读书，听说有儒生求见，不屑
一顾地说：“我正忙着天下大
事，没有时间见儒生。”郦食
其闻听，立即怒目圆睁，手握
宝剑说：“再去告之，我乃高
阳酒徒，不是儒生。”

刘邦得知来者自称高阳
酒徒，连脚都来不及擦，赶忙起
身迎接，连连说：“过去听人说
起过您，今天才得以相见，请
问如何才能破秦？”郦食其
说：“你率乌合之众，收散乱
之兵，竟然要攻打强秦，不过
是羊入虎口罢了。陈留这地
方是天下的要冲，交通四通
八达，城中积蓄了很多粮食。
我和县令有交情，让我去劝说
他投降，他如不听，你再发兵攻
打他，我作内应，就可以成功。”
刘邦听郦食其见解不凡，立即
命人摆酒上菜。随后，郦食其到
陈留劝降，但没有成功。当天晚
上，他悄悄带人杀死县令，守军
群龙无首，只好开城投降。刘邦
大悦，赐郦食其“广野君”称号。

翟伯成

进军咸阳，纵论敖仓，“民以食为天”

陈留城不战而下，对于
刘邦意义重大。在此之前，刘
邦手下不足万人，而攻占陈
留又收士兵一万多人。城中
积蓄的大量兵器和粮草，不仅
能充分保障军需供应，也为他
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创造了有
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郦食
其的出色谋略，让刘邦认识到
了读书人的重要性，从此不再
鄙视读书人。郦食其颇受器
重，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之
一。

占据陈留之后，刘邦兵精
粮足，实力大增。他北上击开
封之敌，转战千里，攻城略地，
步步西进。在攻克峣关时，刘
邦听从张良之策，派郦食其等
人前去游说守军投降。郦食其

等人不辱使命，经过威胁诱
惑，守关的将领答应投降。最
后，终于兵临咸阳城下，秦王
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投
降，秦朝灭亡。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在彭
城等地屡败，一度心灰意冷，
曾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
与楚国讲和。郦食其却告诉
他：“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
为天。”敖仓是天下粮谷的集
散地，现在守敖仓的楚军战斗
力低下，正好乘虚而入。刘邦
听从了郦食其的计策，出兵
据守敖仓。有了充足的粮食
储备，汉军在战略上立于不
败之地，与项羽展开相持战，
渐渐由弱转强，由防御转为
进攻。

游说齐王、建立奇功，却遭鼎烹

公元前206年(汉元年)，刘邦
以韩信为大将，乘机暗度陈仓，
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当时，
鲁中地区对楚汉两方来说都是
势在必争，谁占有了山东谁就得
到了战略后方，故而刘邦对齐王
采取了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双
管齐下的方针。一面命韩信攻
齐，另一面又派郦食其为使节到
齐国游说。郦以智谋说服齐王田
广、相田横归汉。韩信这时进抵
平原，听到郦食其已说下齐国，
本想罢兵，谋士蒯通对韩信说：

“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问使
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
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
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
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
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韩信
在其煽动下，遂令三军前行，直抵
齐境。齐王田广虽在历下(济南)重
兵驻守，但已解除了戒备。因而韩
信得以乘其不备，长驱直入，袭破
齐之历下军，并攻占临淄。田广、
田横认为上了郦食其的当，一怒
之下烹了郦食其。

七尺男儿、生能舍己，“雄鬼死不还家”

郦食其惨遭火烹，应在韩信
攻齐之后不久，据道光十三年

《章丘县志》记载：“郦生墓，在章
丘县北临济镇西。”据《章丘县乡
土志》记载：“郦食其墓，在县北
临济镇南。”又据乾隆三十六年

《历城县志·卷十七》记载：“郦食
其墓，在郡城西，天悬寨之左。按

《陆通志》：郦生墓，在章丘县北
临济镇西。”明代著名诗人王象
春《齐音》有题《郦食其墓》诗，说
墓在天悬寨之左。章丘著名诗人
吴连周在《高唐齐音》中记载：

“郦食其墓，在临济镇西，今有
碑。”

郦食其为何葬在这里？笔者
认为：历下主力虽兵败，但在临
济仍是齐军主要防线，当时临济

是从历下通往临淄的北路要道。
韩信曾在土城驻军攻齐，烹郦食
其就在田广向东逃遁至临济时
所为（不可能在西面的天悬寨），
随后田广奔高密，韩信在山东自
立为齐王。到了汉十二年（前195

年），也就是11年之后，又在郦食
其老家杞县高阳镇建广野君郦
食其墓，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郦食
其的衣冠冢。郦食其墓应在临
济，后人曾为郦食其写下这样一
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故而民
间传说：临济南有终军墓，北有
闻韶台，西有韩信城（土城），西
南有郦食其冢。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
任、市文联副主席）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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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
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
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
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
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
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郦食其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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