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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苏王喝茶
王晓珂

立春时节， 穿过喧闹的寿州城门，
坐上朋友开的六座大车，一路驶往西南
的乡道。 这是我常走的路，车窗外一片
片绿油油的田野，时令说，立春三日，百
草盘芽， 我们按捺不住的心已经飞奔，
去苏王集上的茶馆喝第一杯春茶。

苏王集市上，茶馆很多，有二十几
家，相比其他乡镇这里的茶文化更有味
道。 去年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苏王茶馆，
位于南街，名字很吉祥，叫兴旺茶馆。男
主人姓杨， 抖音上的女老板阿薇姓王，
很巧与我同姓。 苏王得名由来很久，古
时在陡涧河上游，苏、王两姓筑起拦水
坝，后称苏王坝，坝边形成居民区，人气
逐渐扩大，有了集市。 苏王位于在安丰
塘畔，水土丰美，旱涝保收，庄稼自然生
长，闲暇时光里人们赶集喝茶，渐渐成
为一种习俗。

二十里路， 不一会车子来到集市
上，已近中午，推开兴旺茶馆的门帘，里
面的茶座已经没有了喝茶人，桌子上零
星摆放着未收拾的杯盘。中年男人正在
洗刷， 院子台桌上满满的白色印花瓷
壶，穿着红色棉衣的女主人阿薇在堂屋
里打扫着，看到一行人进来，热情地招
呼我们。

走进里面几间房子里， 异常得大，
十几个方形木桌， 想象一下人都坐满
了，就像一个开会的场所 ，而每一个桌
子又像是分会场 ， 这里没有约束 ，自
由论坛， 话题从天南海北， 到家长里
短。

我们来到后院旁的一间小房间
里，一地瓜子壳，男主人拿着扫把忙着
打扫。 我们走进屋内刚坐下，女老板阿
薇推开门帘走进来，满面春风的阿薇端
上来茶水，大瓷壶和小圆瓷杯，六盘里
分别装有西瓜子、南瓜子、葵花子、吊瓜
子、鸡斗米和坚果。 看到这些我们的视

觉一下变得多彩， 味蕾被激发开来，朋
友端起壶在六个小杯中泻上茶，白瓷里
茶色青青，袅袅热气，室内飘着淡淡的
茶香，我忍不住地喝上一口，温润清爽，
真可谓是品茗语天地，赏花语人生。

朋友们聊着天，有说有笑，气氛热
烈。 慢品茶水，时光不知不觉已到午饭
时间，我们起身走出茶铺，兴旺夫妇热
情指点，东街有回民饭馆，走上街头，乡
村集镇上店铺众多，街口小吃铺木案上
摆放着点缀黑芝麻的大烧饼，沿路边一
个个红色塑料盆里， 水里泡有鸡斗果，
编织条竹篮装的红红的草莓，斜靠的长
长的甘蔗。 走进一家面北的回民饭馆
里，厨间菜肴琳琅满目，而我们寻找座
位时，老板告知说客已满员，不能接待
了。 于是我们折回头往西，路过农贸市
场，记忆浮现出三年前这里的三元水饺
店情景，那是老姚夫妇俩经营的，一碗
手工水饺三块钱，诚信经营，我拍了抖
音，浏览量六万多，市里一名记者也报
道了夫妻俩的低价水饺店。 岁月匆匆，
一晃三年多过去了，不知道如今平常的
日子，他们的水饺店是否还继续营业。

我们来到西街的一个牛肉汤馆坐
了下来，朋友从街口买了几个芝麻大烧
饼，一人一碗牛肉汤，很本真，没有过多
的佐料，大家都说不错不错，吃得很香。
记得周作人曾在文章里说过：“我们对
于日用必需的东西，必须还有一点无用
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我
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
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
生活中必需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
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其实喝茶只是一
种心境，工作之余，走出城放松一下心
情，到乡村集市走一走，感受一下风土
人情和乡村的烟火气息，给自己一个放
飞的瞬间，春日里，自由而快乐。

午后我们上车，摇下车窗与兴旺茶
馆阿薇夫妇挥手道别，朋友说，走，我们
到天下第一塘去。 此时的天空，虽然还
有些雾霾，不很通透，但我们一行六人，
在这融融春日，心里充满着十二分的明
媚。

百年党史中的小学故事(下)
陈 静

廖家湾小学。 至清代，廖家湾子弟
读书已经不能再依赖国家教育机构，于
是便自行在村中设立文、武学馆，向本
族子弟传授文武之道。 清道光年间，贡
生廖梅岑辞官回乡，在本族学馆从教终
身。 民国四年（1915 年），族中青年廖元
翘从南京政法学堂毕业归来，看到家乡
传统教育方法只能适应科举需要，跟不
上时代发展，便联络族间有识青年廖明
轩、廖寿民等创办廖家湾小学。 族间诸
人深为三位年轻人为公众办学的精神
感动，均竭力支持，乐于输捐，很快筹足
办学经费，当年 9 月便正式开学。 学校
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号召
学生们从小立志投身革命。 受此影响，
许多学生考入黄埔军校， 参加北伐战
争，加入共产党等，比如廖运周（开国将
军）、廖运泽等。大将许光达曾随廖运周
在廖家湾开展农运，许光达由廖氏长辈
安排，在廖家湾小学读书，以小学教师
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他们把廖
家湾党员组织起来， 成立中共江淮支
部，隶属凤台县委，并发动了廖家湾“六
六罢工”。 1950 年，人民政府把廖家湾
小学定为中心小学，1981 年，为了便于
学生上学， 又在叶巷另建一座学校，原
校分成廖湾、沿淮两个学校。

求实学校。求实学校即是今天的上
窑中心小学， 是上窑第一所公立学校，
创办于 1914 年 。 学校历经了求实学
校、怀远县第二区上窑小学校、上窑小
学、上窑中心小学等名称，校址也几经
迁徙。 据《上窑镇志》相关记载：学堂最
初为私塾，始建于明代隆庆四年（1570
年 ），校址在上窑中心大街北段 ，现古
镇集贸市场南侧。 入学者多为上窑的
富家子弟 ，其后 ，明朝万历年间 ，官方
在私塾的连接处兴建了上窑公馆。 至
晚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当地最负
名望的秀才凌良才担任了学堂的主要
负责人。 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倡新学运
动。民国四年（1915 年），上窑蒋家大门
的大户蒋庭佐先生捐出巨资，在学堂主
持者凌良才的协助下，二人携手为古镇
扩建求实学堂，并将原先的私塾改为公
立学校，正式更名为“求实学校”。 学校
最初开办时，设 1 个班，60 余人。 后来
学生逐年升级， 学校每年随之增班，到
民国十年 （1921 年 ），师生已达 200 余
人。其教材采用新旧结合的方式进行教

学。 根据当时上窑隶属怀远县管辖，故
其校名也顺势变更为“怀远县第二区上
窑小学校”。 后上窑由怀远变更为淮南
管辖。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日本侵
略军进占上窑， 校舍也多为日军所破
坏， 回到故里的小学校教师陈翔霄，不
忍心看着返乡的街坊邻里子弟错失就
学的时机 ， 便于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 恢复办起了上窑小学。 1949 年 1
月，上窑解放，上窑小学由人民政府复
兴续办，从此，上窑小学迎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时机。

朱岗小学。朱岗小学是私立八公山
中学的前身，原址在八公山区沈巷乡朱
岗村境内。 那里原是朱氏家庙，有房屋
十余间，1936 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朱
少文等拆除家庙菩萨，创办小学。 朱岗
小学创立后，朱少文曾一度外出，小学
一直由族间知识分子接办，以朱氏公产
收入为薪俸，1928 年，中共皖北中心县
委书记仇西华经廖运周的介绍，曾在校
内任教。 1939 年夏，日寇占领淮上，朱
岗小学毁于战火，朱少文逃难到凤台县
陈集。 他面对国破家亡，忧心沦陷区的
教育，于 1940 年潜回故园，把朱岗小学
转入朱小庄，由他从后方提供汉语统编
教材。 这所地下小学，是当时八公山下
唯一的一所全部教授汉语的小学。1945
年抗战胜利后，朱小庄地下小学迁回朱
岗小学原址。 1947 年，新庄孜矿付给占
用朱氏五十亩公产的代价，朱少文等决
定以公产收入为基金，兴办私立八公山
中学。 1948 年春，私立八公山中学利用
原朱岗小学旧址，开始招生。 私立八公
山中学虽然穷困潦倒， 但教师教学认
真，学生求学欲望强，学校纪律严明，有
良好的学风。 进步教师蔡时济，经常向
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向学生介绍高尔基
的早期作品。 1948 年，国民党借办学之
名，欺骗沿淮学生为其补充兵源，八公
山中学抵制长淮临中在八公山中学的
招生计划。这年冬，贫农李传鲁，蔡时济
等教师带领八公山学生参加抗暴斗争，
遭新庄孜矿警队镇压。 淮南解放后，私
立八公山中学三十多名进步学生参军
南下， 其他学生也先后参加了地方工
作，为革命输送了一批人才。 1950 年，
私立八公山中学与淮矿中学合并。私立
八公山中学停办后，当地政府又在原地
复办朱岗小学，直至 1958 年，蔡家岗机
厂扩建，朱岗小学被拆迁。

百年已是沧海桑田，如今的这些小
学的故事很多都被灭在岁月中，但这些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谨以此文，见证那
些曾经为兴办教育所做出努力的仁人
志士，让革命先烈留下的红色脚印能够
熠然生辉。

李嫣 或归葬武王墩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有一个女人，她和春申君黄歇纠缠

着惊天绯闻。
后来，她成为楚王的女人。
她出生于草根，却逆袭为传奇。
传说中，她有着倾世美貌 ，却心深

似海，心机深不可测。
如你所知，这个女人就是楚考烈王

的王后、楚幽王和楚哀王的生母、李园
的妹妹李嫣（李环）。

李嫣最后的结局怎样？她可能归葬
于何处？

这成为晚楚在寿春的谜案之一。

1
《列女传》之《孽嬖传·楚考李后》记

载：“考烈王弟公子负刍（《史记》记载他
为熊犹庶兄） 之徒闻知幽王非考烈王
子，疑哀王，乃袭杀哀王及太后，尽灭李
园之家，而立负刍为王。”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著名
女性的传记史书。也有观点认为这部书是
一部中国古代妇女史。作者为西汉刘向。

不过，学界也有认为《列女传》非刘
向所著。因此，有的《列女传》版本标注
作者佚名 。学界也有认为 ，现行 《列女
传》 版本是后人在刘向版本基础上，增
加了一些新的人物和内容。

“孽嬖”之意为宠妾。
上述 《孽嬖传·楚考李后》 中载述

“乃袭杀哀王及太后”，“太后”就是楚考
烈王的王后、 楚幽王和楚哀王的生母、
李园的妹妹李嫣。

这一记载，表明李嫣被“袭杀”而死。
这是目前已知明确记载考烈王王

后李嫣最后结局的史书典籍 ， 也是唯
一、孤本。

楚国迁都寿春历史涉及记载的《史
记》《战国策》《越绝书》《东周列国志》，
对于李嫣最后的去向、结局、归属，只字
未提。

也就是说，《列女传》是目前已知唯
一明确记载考烈王王后李嫣最后去向、
结局的史籍。

这似乎也符合了历史的本性：惜墨
如金。

也许历史上的一场跌宕起伏、波澜
壮阔、荡气回肠，也许曾经影响了历史前
进的方向、进程，也许笑傲江湖、展示了
雄图霸业， 一些历史事件、 一些历史人
物，最终在史册典籍里不过寥寥数语。

2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三回 《李

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
王》）记载：“……遂斩黄歇之头，投于城
外，将城门紧闭，然后发丧。拥立太子捍
嗣位，是为楚幽王，时年才六岁。李园自
立为相国，独专楚政。奉李嫣为王太后。”

严格讲起来，《东周列国志》是明朝
末年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一部历史小
说，重文学色彩而淡史料元素。

如果采信上述记载“拥立太子捍嗣
位，是为楚幽王，时年才六岁。”那么，据
此，可以对李嫣的生平年龄作出推算。

根据现有史料， 以李嫣 20 岁左右
为基点进行推算， 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也就是说， 在李嫣 20 岁左右 （可能 18
岁至 22 岁）的时候，春申君黄歇把她献
给了考烈王。

按此推算， 楚幽王六岁即位楚王之
时，楚幽王的生母楚王后李嫣大约 26 岁。

楚幽王于公元前 238 年即位楚王，
担任十年楚王， 于公元前 228 年去世。
楚幽王熊悍的胞弟熊犹接任楚王，是为
楚哀王。 但熊犹在楚王任上仅两个多
月，就被其同父异母兄（庶兄）熊负刍发
动政变所夺位、杀害，太后李嫣和楚相
李园同时被杀。

熊负刍发动血腥政变的理由，如上
述《列女传》之《孽嬖传·楚考李后》所记
载“考烈王弟公子负刍之徒闻知幽王非
考烈王子，疑哀王……”

十年前的公元前 238 年，李园一手
策动了一场血腥杀戮，楚国当朝相国春
申君黄歇命丧都城寿春棘门里，黄歇在
寿春的家人悉数被杀，都城寿春经历了
一场血雨腥风。

十年之后的公元前 228 年，一场血
腥杀戮在都城寿春再次上演 ， 不同的
是，策动这场杀戮的是熊负刍，楚国在
任楚王楚哀王、王太后李嫣、当朝相国
李园被杀， 李园的家人同时悉数被杀，
都城寿春再次经历一场血雨腥风。

十年之间，寿春经历两次血雨腥风。
天道轮回，楚国之大不幸。
如果据此推算， 李嫣被熊负刍杀害

时，年龄大约 36 岁（最大不超过 40 岁）。

3
尽管李嫣是被熊负刍政变所杀，但

是，李嫣毕竟是考烈王王后、楚幽王和楚
哀王的生母和当朝太后。 李嫣还是熊负
刍的庶母，更是熊负刍的正宗宗族长辈。

在一定意义上，熊负刍的这次血腥
政变，是楚国王室内部的权斗。

毫无疑问，尽管熊负刍是杀害楚哀
王、李嫣以及李园和其家族人员的幕后
主使， 但熊负刍一直是一个伪善者，既
善于伪装也有一些相当手段， 否则，熊
负刍也发动不了这次政变，即便发动了
也未必能成功。

熊负刍政变成功，已经证明他是一
个有手腕的王子。

如果大家不信，请看上述《列女传》
之《孽嬖传·楚考李后》是怎么记载熊负
刍所发动的这次血腥政变。

原文为“考烈王弟公子负刍之徒闻
知幽王非考烈王子。”

“负刍之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熊
负刍的手下，熊负刍的门客，熊负刍的
拥护者。

杀人者，都是熊负刍的手下干的。
貌似和熊负刍没有关系。
熊负刍的手腕，可见不一般 ，非等

闲之辈。
李嫣毕竟是考烈王王后 、 当朝太

后，她死了，按照楚国王室礼制，一定会
安葬于考烈王的楚王陵园，陪伴着她的
夫君考烈王。

即便熊负刍心里万千不情愿，他也
阻挡不了楚国王室宗族的巨大势力。

武王墩所在地，实际上是一座占地
面积巨大、规制齐全的楚王陵园。武王
墩一号墓， 实际上是楚王陵园的主墓，
墓主人身份已确认为楚考烈王。

多方信息源证实，除武王墩一号墓，

在这个楚王陵园内， 目前发现至少还有
另外两座陵墓。也就是说，还有武王墩二
号墓、武王墩三号墓，可能甚至更多。

那么，这两座陵墓的墓主人究竟是
谁呢？

众多猜测认为， 其中的一座陵墓，
极有可能就是李嫣墓。

而另外一座陵墓，要么是熊负刍的
生母之墓，要么是考烈王的某一个宠妃
之墓。

遗憾的是，目前现存史料中 ，没有
发现关于熊负刍的生母丝毫信息。

当然，这只是猜测。最终的确认，需
要考古和史料的科学支撑。

4
无论如何，以今人的视角来看，李嫣

不仅是考烈王的王后，还是楚人的祖先。
今人遍读涉及到李嫣的史册典籍，

无非就是《史记》《战国策》《越绝书》《列
女传》《东周列国志》这几种。

令今人难以置信在于 ： 她貌美倾
城，年纪轻轻，怎么就会有似海心机？

作为楚人的后裔或者不是楚人的
后裔，今天的我们写楚史特别是写晚楚
在寿春的那段历史， 我们都要以审慎而
客观的视野来翻阅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征
和局限。 也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尺衡量
和评判她所生活的那个久远历史时代。

我们的内心，始终对李嫣充满了尊重。
但也不能否认，我们看待她的眼光

和心情极为复杂。
怎么说呢？
赵国美女，李园的妹妹，李嫣，也叫

作李环。
这个王的女人。
这个有故事的女人。
这个春申君黄歇的“绯闻女友”。
武王墩，是李嫣最后的归属吗？

淮南王谋反 淮南相干啥
周 强

西汉淮南王英布、刘长 、刘安皆因
“谋反”殒命，结局都很悲惨。而当时的
诸侯国虽然“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
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但
诸侯国丞相却由朝廷任命 ， 对皇帝负
责，明里协助诸侯王管理封国，暗中监
视诸侯王日常行为。 淮南王们谋反时，
淮南相们无一例外地站在国家立场上，
反对叛乱，维护统一。

朱建劝英布勿反
英布时的淮南相朱建是位学者型

官员，曾被刘邦赐号“平原君”。《汉书·
艺文志》 载先秦与秦汉儒学经典 53 家
836 篇目录中，有“平原老七篇”，唐颜师
古注认为，平原老即“朱建也”。另外还
有“朱建赋二篇”。

史书说，朱建“辩有口，刻廉刚直 ，
行不苟合，义不取容”。具体来说，“辩有
口”表示他善于言辞，能够清晰、有力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刻廉刚直”表示他性
格刚正不阿， 廉洁自律；“行不苟合”表
示他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
行为准则；“义不取容”表示他不会为了
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
立场。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都
是汉语成语，后两者还被收入商务印书
馆第三版《汉语成语大全》。

英布封王后 ， 朱建曾两任淮南国
相 ，第一次为相时 ，因 “有罪去 （职 ）”。
《史记·英布传》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
汉战争相持阶段，刘邦派随何游说九江
王英布叛楚归汉， 随何来到王都六县
（今六安市），“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
（英布）”。太宰与丞相等义，《英布传》没
有说太宰的姓名，但与《朱建传》“尝为
淮南王（按：应为九江王）英布相，有罪
去”互勘，可知这位太宰应该就是朱建。

后来随何说通太宰 ，“太宰乃言之
王”，安排英布接见随何，随何出使的目
的达到 。英布叛楚后 ，项羽大怒 ，遣将
“击淮南，破布军”，英布丢失淮南，凭空
失去诸侯地位， 只得孤身投靠刘邦。因
为英布叛楚既有随何的嘴功，又有朱建
的劝功，现在英布地位失落，朱建自认
有罪，于是离开英布。

西汉建立后， 朱建受朝廷任命，重
回英布身边，担任淮南国相。公元前 196
年，淮南王英布发动叛乱，事前曾分别
向朱建和梁父侯征询意见。问平原君朱
建 ，朱建 “谏止之 ，布不听 ”；问梁父侯
（梁父侯国封地在今山东泰安市） 则得
到支持，英布“听梁父侯，遂反”。刘邦亲
征平定叛乱后，清算淮南国官员责任，听
说朱建没有参与谋划， 甚至还曾劝谏阻
止英布叛乱，于是对朱建格外开恩，不仅
没有追责，还特别赐以“平原君”之号，让
他举家迁居都城长安。 后来因吕后幸臣
审食其党同诸吕，朱建又庇护过审食其，
汉文帝追究往事，朱建被迫自杀。

张苍力主清算刘长
英布甫一叛乱，刘邦迅速册立皇子

刘长为淮南王， 而以北平侯张苍为淮南
国丞相， 并将淮南国都城由六县迁至寿
春县（今寿县）。刘长封王时，实足年龄只
有两周岁，治理责任自然由张苍承担。张
苍同样是学者型官员，在历法、算学方面
都很有成就， 曾参与增订删补 《九章算
术》， 提出并制订度量衡方面的理论，还
将算学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国计民生。

刘长的淮南国领有九江、 庐江、衡
山、豫章4 郡，辖域广大，相当于今安徽、
河南两省淮河以南， 湖北黄州市以东地
区和江西全省。 王都寿春曾是战国晚期
楚国都城，由于区位优越，人口集中，工
商繁盛，文化发达，交通便捷，是首都长
安和陪都洛阳之外的全国“九大都会”之
一。治理这样的地区，张苍的责任重大。

好在张苍阅历丰富，在秦朝就担任
过御史，掌管宫中各种文书档案。西汉
初期，历任常山郡太守、代国丞相、赵国

丞相。后又担任主计，主管国家财赋，成
为朝廷重臣。 张苍具有经济管理经验，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淮南更是得心应
手。东晋伏滔《正淮论》曾描述过秦汉以
来淮南地区的经济富饶情况，说淮南龙
泉陂（今安丰塘）周围有广阔良田，舒、
六地区的特产通过水路运输到蛮越地
区，能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金石和皮
革在这里聚集，表明淮南的矿产资源富
饶；草木和箭竹在这里生长，显示淮南
的野生植被丰厚。水旱无法侵害的山湖
薮泽弯曲处出产大量草果，荒年时节可
以成为救灾食物。这样的地区交给张苍
治理，淮南想不富都难。

张苍担任淮南相 16 年， 为淮南国
积聚了富足的财物。 汉文帝即位后，将
张苍调回朝廷，担任御史大夫，后来又
担任丞相。 张苍离开淮南时， 刘长 18
岁，正好成年。刘长少了约束，从此“不
用汉法”， 拒绝朝廷派来的官员，“自行
法令”， 违规任命一位名春的人担任淮
南国丞相。

公元 174 年 ， 淮南王刘长谋反事
发，已担任丞相的张苍负责查究。张苍
不念昔日辅佐刘长之情（可能刘长亦曾
对张苍有过忤逆行为）， 与朝廷重臣两
次联名上书，请求依法处死刘长 。汉文
帝顾念亲情，两次以“朕不忍致法于王”
的理由拒绝。最后张苍等奏请将刘长流
放蜀郡，汉文帝准奏，结果刘长在流放
途中自杀。后来张苍官运顺利，“百有余
岁而卒”，实属罕见高寿。

张释之智救刘安
公元前 164 年，刘长之子刘安被汉

文帝封为淮南王 。公元前 155 年 ，张释
之被汉景帝任为淮南相。张释之曾在朝
廷担任廷尉，以用法持平著称。汉文帝
出行时，曾有人犯跸，惊动乘马，汉文帝
受到惊吓， 于是将人交张释之处置。张
释之判决缴纳罚金，汉文帝认为处罚太
轻，张释之回答说：“法者，天子所与天
下公共也。”法律这样规定，如果判罚过
重，那么法律就不会取信于民，希望陛

下明察。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认可张
释之的处置。《汉书》 作者班固称赞说：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公元前 157 年 ，汉文帝去世 ，汉景
帝继位。汉景帝初为太子时，张释之任
公车令，负责掌管宫门 。太子与梁王兄
弟同乘一车入朝， 进入司马门没有下
车，违反了宫卫禁令。张释之阻止他们
进宫，并以“过司马门不下车为不敬”之
罪，对太子和梁王进行弹劾。后来汉文
帝赔罪，薄太后特赦，才允许两人进宫。
汉景帝上位后，张释之心怀忐忑，寻机
向汉景帝谢罪。 汉景帝当时虽没怪罪，
一年多后，还是因“犹尚以前过”，将张
释之外放至淮南国为相。

公元前 154 年 ， 吴楚七国之乱爆
发。吴王刘濞派遣使者至淮南，想拉拢淮
南王刘安参与叛乱，刘安“欲发兵应之”。
张释之说：“大王您如果一定要派兵响应
吴王，臣愿意为将，亲自领兵前往。”刘安
听信其言， 就将淮南国的军队指挥权交
给张释之。张释之控制了淮南国武装后，
并没有听从刘安命令，与叛军合作，而是
积极修缮城池，准备固守，并且向朝廷求
援，朝廷还派曲城侯虫捷领兵援助淮南。
七国叛乱平定后， 从乱诸王或自杀或被
杀， 淮南王刘安竟因张释之的巧妙之举
而得到保全。两年后，汉景帝下诏规定，
“诸侯王不得复治国”， 诸侯国丞相改为
相，王国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有效消除
了诸侯王谋反叛乱的危险。

后来张释之在淮南相任上病卒，继
任淮南相在史书上没有留名 。 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以“谋反”的罪名，诏狱追
究淮南王刘安。 朝廷官员快到寿春时，
淮南王刘安与王太子刘迁密谋，打算将
淮南相与朝廷任命的二千石官员一体
诱杀，然后发兵。召淮南相时，国相不明
就里，欣然而至；内史以出使在外为由
推托； 中尉以只接受朝廷诏令而拒绝。
刘安考虑， 未能诱捕到内史和中尉，即
使杀了国相也无济于事 ， 于是将其释
放 。由此可见 ，即使淮南王刘安有 “谋
反”意图，淮南国相也没有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