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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历史文化灿烂辉煌。史前与三代的州来淮
夷，为其打上厚重的底色；楚国建都寿春，犹如泼
墨，气势奔放；西汉淮南国实现了地域文化由“楚
风”向“汉韵”的完美转型，一幅清丽的画卷跃然纸
上。

秦汉易代时期的淮南
淮水波澜不惊， 但历史的风云变幻动魄惊心。

公元前 223 年，已在寿春建都 19 年的楚国，无法阻
挡隆隆的统一车轮，最终为秦所灭，一位南方贤者
当时就振聋发聩地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秦朝在淮南地区设置了九江郡， 郡治寿春县。
40 多年前，寿春是楚春申君黄歇的封邑。 楚国迁都
寿春后，很快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 战
国寿春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曲英杰
《古代城市》数据，战国寿春城城区面积为 26.35 平
方公里，规模超过齐都临淄（约 15 平方公里），赵都
邯郸（约 19 平方公里）和韩都新郑（约 14 平方公
里）；魏都大梁与燕都蓟城还深埋地下，没有发掘；
秦都咸阳虽然超大，但却经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的大规模营建……数字虽然枯燥，但想象空间却有
无限。

公元前 209 年， 秦末农民战争最先在楚地爆
发。 3 年后，秦亡，贤者的预言兑现。 项羽自立为西
楚霸王，建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随即分封了
18 诸侯。 英布是项羽麾下五大战将之一，被项羽封
为九江王。

英布封王的原因不仅且是战功，关键是两件事
的处理使项羽十分满意：一是按照项羽要求，坑杀
了秦军 20 万降卒；一是按照项羽密令，暗杀了当时
的天下共主义帝芈心。 英布的家乡是在六县。 为了
光宗耀祖，英布衣锦还乡，直接将九江郡治寿春丢
在一边，而将王都设在六县，也就是现在六安市的
主城区。

淮南王英布与淮南国
项羽分封诸侯， 最先入关灭秦的刘邦仅封汉

王，建都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与英布平
起平坐。刘邦认为项羽对自己极不公正，于是“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挑起楚汉战争，这样，众诸侯必须
在项羽与刘邦之间选边站队。

英布很滑头，战争初期一直保持中立，但项羽
和刘邦都想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刘邦洞悉九江国
的战略地位，当楚汉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时，只要英
布能在项羽的后方稍加骚扰， 项羽的兵力就会分
散。刘邦于是派人游说，英布叛楚归汉，项羽愤而出
兵攻击，英布败逃刘邦。

公元前 203 年，战争前景还不明朗，而淮南地
域正被楚军实际占领， 刘邦为英布画了一张大饼，
封他为淮南王。英布非常亢奋，于是回攻淮南，奋勇
作战，最后在垓下之战的十面埋伏中，英布独当一
面，帮助刘邦灭亡了项羽。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即皇帝位，英布的淮南王
地位得到确认。 淮南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以“淮南”来命名行政区域。英布的淮南国地域广
大，实际领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 4 郡，总面积超
过 20 万平方公里， 虽然地跨长江， 但都在淮河以
南，因此英布的“淮南”是名副其实的淮南，真正意

义的淮南。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刘邦称帝后，与英布类似

的兴汉异姓诸侯王陆续遭到清洗，尤其是梁王彭越
被杀后，吕后还将尸体做成肉酱，遍赐诸侯王。吕后
非常恐怖，英布非常恐惧，于是在公元前 196 年公
开举兵反叛。 3 个月后，刘邦亲征，大破英布，英布
败走江南，被自己的内弟长沙王吴臣诱杀。

淮南王刘长与淮南国
英布甫一叛乱，刘邦立即改封 3 岁的皇子刘长

为淮南王，领地与英布的淮南国一样，仍领九江、庐
江、衡山、豫章 4 郡，属于面积广袤、跨州兼郡的大
国，但是王都则由六县迁至寿春县。 这时的寿春县
因为区位优越，人口集中，工商繁盛，文化发达，交
通便捷， 已成为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之外的全国
“九大都会”之一。

公元前 180 年，汉文帝即位，刘长时年 18 岁。
此时刘邦诸子中， 仅存汉文帝刘恒和淮南王刘长，
兄弟俩关系友善，但刘长“骄蹇且不奉法”。 刘长在
国内不用汉朝法令，出入皆用皇家礼仪，向汉文帝
上书时，语气也很傲慢。刘长入朝时，见到汉文帝不
称“陛下”而直呼“大哥”。 公元前 174 年，刘长计划
将 40 车的武器秘密运送至都城长安以北的谷口，
然后公开反叛。 同时还派人与东南闽越国、北方匈
奴联络，以争取支援。

不久，刘长的阴谋暴露，被押解至长安治罪，参
与谋反的从属皆被处死，刘长的王爵被褫夺，淮南
国除，所辖 4 郡全部收归中央直辖。 有司将刘长押
送蜀郡安置， 诸子和生有子嗣的姬妾可以随同居
住，当地县衙门要给他建屋造房，每日供应三餐饮
食，以及其它家用什物。汉文帝还特批，每天要给刘
长确保供应 5 斤肉和两斗酒。

刘长性格倔强， 从一方诸侯沦为一介囚徒，无
论如何忍不下这口气， 于是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
汉文帝以列侯的规格将刘长安葬在关中。

公元前 168 年，汉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
王，所领地域仍为英布、刘长时期的淮南国故地，王
都仍然设在寿春县。

“天下奇才”编著“绝代奇书”
刘长致罪的原因是谋反，但民间对宫廷斗争的

内幕并不了解， 对汉文帝贬黜刘长的行为产生疑
问，于是在淮南国治下的核心区域江淮地区很快就
流传一首民谣：“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

汉文帝为了平息舆论，才将城阳王刘喜改封为
淮南王。论辈分，刘喜是刘长的侄孙，不符合继嗣常
规，因此民间对汉文帝的微词依然不能平息。 公元
前 164 年，汉文帝自我纠错，恢复了刘喜的城阳王
本封，改封前淮南王刘长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

刘安所封的淮南国，王都仍在寿春，但辖域则
大面积缩水，庐江、衡山、豫章已不再归属。 淮南国
北部仍以淮河为界，南部边界大幅度退至今安徽巢
湖、舒城、霍山一线。

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
礼贤下士，“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经常与其
中的八位著名者一起， 在寿春城北的山中谈经论
道，著书立说，此山即现在的“八公山”。 刘安牵头、

八公参与，完成了许多著述，仅《汉书·艺文志》记载
的就有：易学著作 《淮南道训 》2 篇 ，乐学著作 《琴
颂》若干篇，杂学著作《淮南内》21 篇和《淮南外》33
篇，文学作品《淮南王赋》82 篇、《淮南王群臣赋》44
篇、《淮南歌诗》4 篇，兵法著作《淮南王兵法》若干
篇，天文学著作《淮南王杂子星》19 卷。 另外还有
“言神仙、黄白之术”的《淮南中》8 卷。

现在流传的只有《淮南内》，即《淮南子》“二十
训”加“要略”。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一部
“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绝代奇书”，既有史料价
值，又有文学意义，如今研究《淮南子》已经成为一
科专门学问。

《淮南子》的诞生，既为中华文化做出了淮南贡
献，同时也使“淮南”之名如金声玉振，更为响亮。

淮南王刘安与二十四节气
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 24 个等

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二
十四节气融合四季，贯穿全年，广为实践，流布全
国，影响世界。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
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于 2016 年以“二十四
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
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为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二十四节气最完整的表述最早出现于《淮南子》。

传说中国在史前社会就开始了节令观察。东夷
首领少昊以鸟为部族图腾， 并以凤凰掌管历法，燕
子负责春分秋分，伯劳负责夏至冬至，翠鸟负责立
春立夏，锦鸡负责立秋立冬。

帝尧命令羲氏、和氏观察天文。 羲仲居东方观
察“日中”，羲叔居南方观察“日永”，和仲居西方观
察“宵中”，和叔居北方观察“日短”。 这几个节令于
春秋时期正式规范为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至战
国，“两分”“两至”之间又增加了“四立”。 至秦汉，
“两分”“两至”和“四立”各节气之间又分别增加两
个节气。 最终二十四节气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得
到最完整的表述、计算和记载。

汉武帝即位后， 刘安将二十四节气献给朝廷，
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 公元前 104 年， 落下闳、邓
平、司马迁等人制订了《太初历》正式颁行，二十四
节气首次进入历法。 《太初历》 规定， 一年等于
365．2502 日，一月等于 29．53086 日；将原来以十月
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月初节气
称“节令”，月中节气称“中气”）的月分为闰月，这在
我国历法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从此，二十四节
气完全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淮南王刘安与豆腐发明
传说刘安与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在炼丹

过程中要以黄豆汁培育丹苗。 有一次，豆汁偶与石
膏相遇，阴差阳错地形成鲜嫩绵滑的块状物，食之
味道鲜美，豆腐从此诞生，刘安因之成为豆腐鼻祖，
八公山豆腐亦因此而闻名于世。

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次刘秀野蔬食十三
诗韵·豆腐》确认了这种说法，还透露出当时豆腐价
格的昂贵：“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
安坐获泉布。 ”诗末还有朱熹自注：“世传豆腐本为

淮南王术。 ”朱熹认为，自己种植黄豆，结果田里野
草茂盛,豆苗稀疏，而且因劳累过度,心情也变得消
沉。 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制作方法,
那就可以悠闲轻松地挣钱了。

明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沿袭此说：“豆腐
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同时指出豆腐的药用价
值，“主治和脾胃、消胀满、下大肠浊气、清热散血”。
刘安没有因为炼丹而长生不老，最终却因发明了豆
腐而万世流芳，这也是淮南对全人类的不朽贡献。

现在，刘安发明的“八公山豆腐”闻名遐迩，素
有“八公山豆腐甲天下”之美誉，但它的制作过程却
非常复杂。 2014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淮南市申
报的“豆腐传统制作技艺”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用豆腐作为烹饪原料， 可以做冷菜、 热炒、大
菜、汤羹、火锅等多种菜式，淮南市以八公山豆腐为
原料创制的系列豆腐菜肴品种多达 400 余种，以豆
腐菜肴为主的淮南“豆腐宴”享誉世界，成为安徽省
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即位，淮南王刘安比汉

武帝刘彻年长 23 岁，论辈分是刘彻的皇叔。 起初，
汉武帝对刘安非常尊敬，认为刘安的才华堪与汉赋
大家司马相如比肩， 经常召刘安至长安草诏著文，
刘安也经常向汉武帝献上 《颂德》《长安都国颂》之
类的歌功颂德作品，请汉武帝赏析。 汉武帝与刘安
经常“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

有一次，汉武帝请刘安为屈原《离骚》作传注，
刘安“旦受诏，日食时上”。“平旦”为卯时，清晨 5 时
至 7 时；古人一日两餐，第一餐“食时”为辰时，上午
7 时至 9 时。 刘安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皇帝布置
的“命题作文”，其《离骚传》也将屈原和《离骚》推到
当时的巅峰高度。刘安将自己的理解融入《离骚》的
“传注”之中，就这样实现了“楚风”向“汉韵”的完美
转型。

虽然如此，但汉武帝希望对外抗御匈奴，拓土
开疆，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因此对刘安主张的
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的思想不感兴趣。 公元前 134
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杂家思想为主的《淮南子》当然在罢黜之列，
刘安的思想观念与汉武帝渐行渐远，其悲剧人生却
越来越近。

渐渐的， 淮南王的存在也使汉武帝感到不安，
他颁行《推恩令》，大刀阔斧地削弱诸侯国势力。 公
元前 122 年，刘安终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
逆事”获罪，刘安自杀，“党与死者数万人”，淮南国
除为九江郡。

负责审案的是腐儒公孙弘， 奉皇帝诏令办案，
皇帝认为刘安 “谋反”， 办案官员只能进行有罪推
定，于是刘安的结局只能是被谋反。 辟阳侯审食其
当年被刘安的父亲刘长锥杀，他的孙子审卿牢记此

仇，于私下里买通公孙弘，互相勾结，落井下石，最终
将刘安置于死地。

淮南王与淮南国后话
刘安自杀后，善良的人们不希望他就这样冤死，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刘安是升天成为了神仙。 东汉王
充首先在《论衡·道虚》讲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故事。 刘安和道术之士们在品尝了炼丹炼出的豆
腐后得以升天，而鸡犬们只是舔舐了残羹剩饭，甚至
磨豆腐产生的废弃物豆腐渣，竟然也跟着升天。 东晋
干宝的《搜神记》和葛洪的《神仙传》进一步发挥，延
伸说到汉武帝知道淮南王刘安升仙后的懊恼， 说到
陷害淮南王刘安的小人遭到惩罚……

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淮水注》中，八公山中有
刘安升仙遗迹两处。 现在寿县境内的八公山南麓和
八公山区境内的八公山北麓都建有升仙台。 郦道元
笔下的八公山上还有“淮南王刘安庙”，还有刘安炼
丹取水的“隐室石井”，又名“八公石井”。如今刘安庙
的踪迹已很难寻觅， 仍存的淮王丹井可能就是郦道
元所说的“八公石井”。 淮南王刘安家族墓地位于寿
县城北 2 公里处，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后来的历史上，淮南国还时时存在，三国魏、
西晋、 南朝宋和南陈的地方行政建制中都有淮南
国。 淮南王更是一个群体，西汉之后的历代淮南王
还有东汉李宪，三国魏曹邕，西晋司马允、司马超、
司马祥，前赵刘冲，后赵石昭，前秦苻生，北魏拓跋
他、元显、元遵、元敬先，东魏元宣洪，北齐高仁光，
南朝宋刘子孟、南陈陈叔彪，唐朝李茂……其中匈
奴族 1 人，羯族 1 人，氐族 1 人，鲜卑族 5 人。 这足
以说明，“淮南王” 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延续性，具
有广袤的地域延展性，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性……

（本版图片由王炳君提供）

八公山升仙台

二十四节气广场

本版责编/鲍 宏
校对/郑传顺
版式/刘 放

刘安与八公群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