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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往往给后世学者以启迪作用。其中《汉初

布衣将相之局》一篇利用《史记》对汉初将相的身份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入了

解汉初布衣将相之局问题，不仅有助于清晰的了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革，还可以探究秦汉之际的社会流

动、人才地理分布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情况进行分类与评述，并

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相关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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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ding notes of Twenty-two Historical Books by Zhao Yi, a historian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a very high position in history and often gives enlightenment to later scholars. Among them, The 
Commoners Became Senior Bureaucrat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us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identity of the senior bureaucrat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which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but also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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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
ti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ssify and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Commoners Became Senior Bureaucrat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ex-
isting problems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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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身平民的刘邦通过军事胜利问鼎天下、建立了汉政权。从汉初的政权组成结构来看，获封的功臣

也主要出身于平民，与之前朝代主要以贵族为主体的情况大不相同。布衣群体最终能够成为将相，既有

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上讲，战国以来政治、文化、思想、社会、

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对于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出现有着直接作用。深入了解汉初布衣将相之局问题，不

仅有助于清晰的了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革，还可以探究秦汉之际的社会流动、人才地理分布等问题。总

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观察秦汉之际历史及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民国时期一些通史著作对此有所提及，周谷城认为，汉初布衣将相的本质是封建时代的贵族统治被

集权时代地主统治所代替[1]，钱穆在其《国史大纲》认为“秦朝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

秦的统一与失败是贵族封建向平民统一的一个过渡，汉兴是平民政权的初创……平民政府取代封建政权

是一种必然的趋势”[2]。1949 年以后，在台湾地区的研究中仅见两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大陆对此的相关

研究也较为冷寂，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相对较少。从八九十年代起，相关的研究在大陆才再度开始出现，

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框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还较为局限，探讨的也不够深入。新世纪以来，

涌现的成果逐渐增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文字训诂、数据统计、史源学探究等)也更为多样，同时随着史

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加深，出现了很多利用其他学科视角对此进行研究

的佳作。但从整体上讲，与此相关的科普读物较多，国内的相关研究多为秦汉之际及汉初历史研究的从

属地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产生，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强的重复性。 

2.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主要研究内容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概念阐释、布衣将相的特点和优缺点、

汉初功臣集团的分类、刘邦集团与其他集团的比较研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背景与形成原因等几

个方面展开。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时，也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另外很多文献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

重复性，故在本文中对重复或相似的结论不再列出。 

2.1.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概念阐释 

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探讨，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布衣将相进行解释，即什么是布衣将相，布衣

是其中的核心，了解这个词的字面义和引申义，有助于对相关人群及特征有初步的认识。于春媚采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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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训诂的方法从“布衣”一词的含义入手对“布衣将相”进行释义，考证了“布衣”一词从单纯的服饰

含义发展为身份含义和人格含义的过程，指出布衣一词内涵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

的文化地位及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作者还探讨了集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为一体的“布衣精神”的内涵，

认为布衣精神是平民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典型体现，以布衣为主的刘邦集团打败了以项羽为首的贵族集

团，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布衣当政局面，这不仅使布衣的政治地位提高、还推动了布衣的人格内涵[3]。 
李领弟利用归纳统计的方法，统计了《史记》中与布衣相关的词语，指出布衣的政治内涵是平民百

姓，而布衣的精神内涵是平民知识分子或平民侠义之士，并提出司马迁的布衣情节与其个人经历、时代

环境和继承了前代的思想有关[4]。 
褚寒社采用社会阶层的划分的方法，以俸禄作为社会阶层的划定标准，认为“布衣”是指没有获得

当时高爵的人(即比五百石或比八百石以下的人)，这些“布衣”通过军功或是政绩入仕(进到比千石以上

官员者)时，就可称之为布衣将相了[5]。另外，褚寒社还提出布衣将相最早可以推至殷商时代，并认为商

朝的统治者具有重民、保民的平民思想意识，且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于平民进入仕途的限制，对于布

衣将相在殷商时代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6]。 
上述研究者通过文字含义、类比统计、标准划定等方法对布衣一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分析，并由

此延伸出了布衣的精神内涵等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产生直接而全面的

了解。 

2.2. 布衣将相的特点与汉初政局 

汉初将相多是布衣出身，布衣出身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于民间社会更为了解，但是布衣出身所造成的

文化局限性也是难以回避的，这种文化素质的缺憾性在他们治理国家期间有所展现，同时也影响到了汉

代初期的国家历史走向。 
韩兆琦围绕布衣将相的下层出身展开讨论，认为布衣出身的特点使他们更能理解下层的疾苦和百姓

的意愿，有助于制订顺应民心的方针政策，同时在生活上也能够倡俭抑奢，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在

政策上也更原因接受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7]；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他们没有能力

吸收和制定带有民主成份的典章制度，只能继承秦制，使专制主义进一步发展。与韩兆琦的观点较为相

近，张胡玲认为布衣将相还有着抑制商人、轻贱士人、不服约束等局限性[8]。宋伟哲高度评价了汉初的

布衣集团能够长期施行仁政并且少有骄奢行为的政治觉悟，并从汉初的政治理念角度出发，认为汉初推

行黄老之术除了为吸取秦亡教训舒缓民急外，还和自身的权威不足以及政策的易于推行等原因有关[9]。 
袁宝龙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君臣上下普遍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但在国家文化缺失的困境

下，营造出了汉初多元开放的学术风气，为诸种学说的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10]。黎镜明从平民政治角度

出发，认为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特质促进了社会流动，使得社会具有一种进取的精神。而且这种社会状

态一直延续到武帝朝，为其边疆经略积累了丰厚的人才基础[11]。不过，傅乐成则认为从官员的成分入手，

指出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政权主要由淮泗功臣集团把持，新政权中多承袭秦朝旧制，使得汉初具有一种

暮气[12]。 

2.3. 汉初功臣集团的分类 

刘邦通过战争夺得天下后，对有功之人进行了册封，这些被册封者共同构成了汉初的功臣集团。除

汉初布衣将相外，汉初功臣集团还包括汉初的异姓诸侯王等。汉初的异姓诸侯王也多出身平民，与汉初

布衣集团又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因而在相关时段的研究过程中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汉

初功臣集团的分类，学界以分为两类为主。两类分法最早见于台湾学者傅乐成，作者根据成员加入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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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先后顺序分为由同乡和外戚组成的淮泗集团以及不断加入的杂牌集团，并认为杂牌集团的战功更

大，多获裂土封王[12]。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开始涉及此类问题，吉书时从功臣获封的级别

入手，将建汉有功的功臣贵族分为王级和侯级，并认为王级贵族对皇室具有很大的威胁，因此有铲除的

必要；而相比之下，侯级勋贵的威胁较小，因而仅削弱实力[13]。夏增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刘邦与

封侯者和封王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主要由丰沛故人集团与归依集团构成的封侯者，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

的智力基础和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而封王者只是双方以纯粹的利益目的结成的联盟[14]。 
陈玉屏则从与刘邦关系的远近分为异姓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刘氏宗王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四类，

详细阐述了四个政治集团在秦末汉初的角逐[15]。另外，纪丽兵则从刘邦集团成员的出身角度进行探讨，

将汉初军功地主阶层的社会来源进行了分类，并认为“自耕农、商人、六国贵族后裔、秦之官吏、盗贼、

刑徒均为汉初军功地主阶层的几种主要社会来源”[1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部分论著将吕氏外戚集团列为汉初功臣的单独一支，但是以上论著对于吕氏外

戚集团在秦末战争和汉初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或是将其列作淮泗功臣集团的附

庸，或是认为其是凭借外戚身份坐享其成却又不安分的阴谋集团，缺少对以诸吕为代表的外戚集团的客

观认识和详细介绍。 

2.4. 刘邦集团与其他集团的比较研究 

对比研究法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与当时的其他集团以及和历史上其他的开国集团进行对

比，有助于我们发现汉初布衣集团的特征。汉代与之前主要由封国演变而来的朝代有很大的不同，汉代

是第一个单纯依靠军事战争而建立的政权；与同时代相比的项羽集团相比，刘邦集团的出身相对低微；

在后世的建国集团中，仅明代的朱元璋集团与之相似。最早将汉初的布衣集团与其他集团进行对比的是

台湾学者王文发，王氏将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进行对比，认为作为贵族集团的项羽集团不能容纳普通出

身的士阶层，因而导致了失败，而刘邦集团以问鼎天下为目的，不在乎用人的出身标准，因而能取得成

功[17]。九十年代起，大陆学者的论著中才出现将汉初布衣集团与其他集团进行对比的论著，曹家齐将布

衣集团的刘邦集团和贵族集团的项羽集团进行对比，指出刘邦能最终夺取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以刘邦为首

形成了一个具有优良素质的布衣集团[18]。 
在采用长时段的对比研究方面，王子今通过将刘邦集团与同样起于沛谯的曹操集团进行对比，认为

两个集团的组成方式不同，布衣白徒出身的刘邦集团多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而曹操集团则以宗族势力

参与[18]。付开镜则采用了政治人格理论，将西汉、西晋两个开国政治人物出身完全不同的朝代进行对比，

并认为多出身于平民的西汉开国君臣在政治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社会认同性更高，因而具有

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西晋的开国君臣多出身于新旧贵族，其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卑劣化特征，并且立

国不正，社会认同性低，因而国家难以长治久安[19]。 

2.5.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 

秦代废除了自西周以来实行 800 多年的封邦建国制度而采用郡县制，并且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也产生

了深远影响，但秦朝由于实施高压统治仅历十余年即亡，因而春秋、战国的制度文化等依然在秦汉之际

的社会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探究布衣将相问题的形成原因与背景也是对当时社会面貌的还原。目

前关于汉初布衣将相问题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台湾学者王文发，王氏提出秦朝中政治人物虽然多是具有累世名望之人，但

是向上的通道并未完全堵塞，而且在平民中也有极强的富贵愿望，并认为汉初布衣卿相之局产生的原因

与平民势力抬头、入仕观念兴起以及个人努力有密切关系[17]。大陆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起步较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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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学者们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阶级斗争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对此进行阐释。

黎雪认为从战国的徒步为将相到汉初的布衣将相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生了变化，秦末战争使农民及其他

劳动者有了登上政治和军事舞台的机会[20]。施丁则认为汉初布衣将相的产生不仅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有关还与私有制经济及阶级斗争有关[21]。 
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领域角度更加新颖，分析层次也了大大加深。卜宪群从对国家的统治以及秩

序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是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象征与结果，是国家从各阶级中吸

收优秀人才，使这些优秀人才上升到统治阶层来参与行政管理的体现[22]。颜岸青以李斯、白起、苏秦等

人以布衣之身成为王侯将相的例子，指出战国中期以来列国的变法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参

与度，并改变了春秋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对从战国中后期起布衣卿潮流

的继承与发展[23]。郑志峰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文通过归纳比较来勾稽

出各代社会的整体面貌的特点，抓任了西汉初期的社会时代特征，展示了西汉的社会全景[24]。 
李开元和王子今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现象进行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来解释汉初布衣将相

之局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李开元提出了自秦代以来就具有通用性的“军功受益阶层”概念，跳出布

衣将相的概念范围，认为在项羽的分封中就已经否定了贵族王政而采用平民王政的军功原则，并指出汉

初布衣将相本质上就是“西汉初期的军功受益阶层”[25]。王子今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功臣崇拜

心理”这一概念，认为这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得以形成的原因[26]。 
从上述相关的研究可以看出，各位研究者的对于布衣将相形成的原因和背景角度较为丰富，得出的

结论也多有不同，可见布衣将相的形成原因及形成背景交纵复杂，需要用多重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问题。 

3. 相关研究的成就、不足与展望 

3.1. 相关研究的成就总结 

目前，学界在“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诸多问题上的也有

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从学术的发展脉络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 
首先，关于研究的系统框架基本上已经构建完成。学界对“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已经跳出了

单纯的字面意义，而是追寻其背后的引申义甚至是重新定义，给予了这一问题更大的探讨空间。 
其次，“内外同时发力”，内部的分类与外部的对比。学界注意到了刘邦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

将其内部进行分类；同时也逐渐的认识到刘邦集团的特殊性，总结其特点与优劣，进一步的进行横纵对

比。横向与当时的其他集团(如项羽集团)进行对比，纵向与历史上其他的开国集团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

比寻找差异性，进而凸显其特殊性。 
与此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原因与背景时，将其放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和

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动态的研究与分析，注意到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存在的复杂性，逐渐突破了相对固化

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 

3.2. 相关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3.2.1. 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 
虽然涉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

的形式出现，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尚未出现。相关论文也多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较为简单的概括和

旁及，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而且结论的重复性较大。在此期待未来产生对此问题专门性的研究

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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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有待扩展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本质上是汉初功臣发生身份转变和社会地位上升的问题.自西周以来，诸侯王

多是凭借血脉相承而来，但是在秦末汉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发生了改变。自陈胜起义开创布衣为王后，

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平民布衣能身至诸侯王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光景，布衣为王的观念在秦汉之际存

在着明显的在社会中逐渐演化的倾向。陈胜、楚怀王、项羽、刘邦四个政权在历史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

但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从布衣将相以及刘邦集团范围内进行研究，缺少对同处于秦末之际的陈胜政权、

楚怀王政权、项羽政权以及这三个政权中功臣集团的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打通这几个政权间的壁垒，

以发展的眼光才能了解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看到布衣将相在秦末汉初几个政权间的

共同性与特殊性。 

3.2.3. 对原始史料《史记》的挖掘还不够深入 
在现有的研究中，以《史记》其他篇目对汉初布衣之局进行佐证的论著尚显不足，仅有陈其泰采用

《樊郦滕灌列传》对此进行了旁证分析[27]。但仍有很多篇纪传可以作为佐证和例证，较为典型的当属《张

耳陈馀列传》。张耳和陈馀二人是秦末之际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也是社会观念变化的受益者，二人均为

布衣出身，最终也达到了将相和诸侯王的地位，不过也因在获封不均中而反目成仇。从《张耳陈余列传》

中不仅可以看到两人身份上的变化，也能看出张耳和陈馀以及传中其他人对于布衣成为王侯将相这一观

念的变化。另外，笔者通过《史记》与《汉初布衣将相》进行对比，赵翼的转抄并非完全遵循原文的，

如《史记》中记载王陵、夏侯婴分别为县豪和沛厩司御，但是《在汉初布衣将相》中却直接写为白徒；

在战国将相中除了范睢在《史记》明确记载为“家贫无以自资”外，其余均未提及身世，但是赵翼却将

均记载为徒步而为相或白身而为将，这些都是可以从史源学角度以及历史书写角度进行探究的重要问题。 

4. 结语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但从时间上讲又距离战国时代不远，因此战国

和秦两个时代的制度和风气等在秦末汉初的社会中均有所体现。赵翼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为我们打

开了观察汉初政治的窗口，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秦汉之际大变革的切入点。通过对汉初布衣将相问

题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得以看到自战国以来社会氛围、阶级流动、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面貌特征及变化

历程。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从很多角度对此进行探讨，不过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在此也希望有更

多的相关领域的论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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