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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汉之际，有两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人物给这一个时代打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这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再一个就是刘秀。
王莽在公元前1年（汉哀帝元寿二年）重任西汉皇朝的大司马大将军以后，牢牢地控制了汉朝的政权
。
接着，在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正式代汉立新，最后在公元23年（淮阳王更始元年）被起义军诛杀于
长安未央宫之渐台，二十多年间，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物。
他的“新政”大大激化了西汉中期以来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引发了绿林、赤眉和铜马
等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不仅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被后来的历史编纂学家钉到了封建道德的耻
辱柱上，作为巨奸大憝遭受着千百年的唾骂。
与之相反，刘秀以西汉宗室贵族疏属的身份，在公元23年投入反莽起义军，公元25年（建武元年）荣
登帝位，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讨平最后一个割据者——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重新统一中国，从
而成为被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颂扬备至的“中兴之主”。
不过，尽管刘秀是汉朝宗室贵族的一员，史书也明确记载着他的世系，但当他骑牛投入起义军参加对
莽军的战斗时，实在没有多少可恃的力量。
然而，就在两年之后，年仅三十岁的刘秀却在群臣的欢呼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又在十多年后完成
了华夏一统，成为中国历史上继乃祖刘邦之后第二个白手起家的创业帝王。
在这里，历史将王莽与刘秀作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据有全国政权，手握重兵，颇具权谋机智，炙手可
热的皇帝，惨败于一群年轻的草莽英雄之手；而另一个年仅而立，除刘氏血统外别无长物的农家子弟
却成为大浪淘沙中最后胜利的英雄，仿佛是冥冥中的那个上帝给这两个人开了一个大玩笑，给人们留
下了惊诧和困惑。
然而，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对这一段历史作出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写这本书，意欲追踪传主的足迹，展示两汉之际那个风云激荡、群雄逐鹿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状况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揭示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阶级矛盾和
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结、冲突、激化和缓解的过程；真实地再现那一幕幕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政治、
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场景；描述刘秀和他那个创业群体中文武臣僚的思想、性格、才情、风貌、事功以
及与之对立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如王莽和各地割据者从兴起到败亡的历程；寻绎王莽篡政
成功的原因和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探索刘秀胜利的时代条件与他个人及其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对时代要
求的回应，从而对时势与英雄关系这个古老的课题提供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例证。
人们经常说，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这当然并不错。
但是，更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它又不会出现绝对的雷同。
正像恩格斯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特别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我们认为一部成功的
历史人物传记必须再现被特定时代所制约的传主的真实而独特的面貌，他的思想、性格、教养、才华
、事功，即努力发掘他的特殊性，犹如文学上的“这一个”，而一般性即规律性的东西只能存在和体
现在特殊性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同为创业之主，同样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脱颖而出的刘秀，与刘邦、朱元璋等人有着那
么巨大的差异。
让一个真实的、站立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刘秀再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追求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否已经实现，敬请读者诸君多加批评指教。
本书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过修订，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所附地图，由王琳霞同志绘制。
吴祥明、李志勇同志分别提供湖北枣阳、河南孟津、河北柏乡等地有关光武帝刘秀史迹照片多幅。
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2007年5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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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汉光武帝刘秀的活动为主线，以两汉之际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为背景
，全面展示王莽篡汉立新前后的历史进程，着重论述刘秀参加反莽起事，讨平割据势力，创建东汉王
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书中对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王莽改制、群雄并起、昆阳之战、刘玄称帝、河北创业、高
邑登基、底定全国，以及东汉初年的政治经济措施、民族政策和文化教育建设等，都予以客观、具体
而深入的考辨和论述，对这一时期众多的影响历史走向的各色人物，如王莽、刘玄、刘縯、刘永、张
步、彭宠、窦融、公孙述、马援等，特别是对刘秀麾下那个以云台二十八将为核心的群体，也进行了
生动的描绘和恰切的评价。
作者力求在全景式展示波澜壮阔、声情并茂的东汉开国画卷的同时，使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活生生
的刘秀和他那个多姿多彩的创业群体再现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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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在刘秀谋划对王郎作战又苦于兵力不足时，由耿弁、寇恂、景丹、吴汉、王梁、盖延等率领的上谷
、渔阳两郡数万精兵赶来参加进击邯郸的战斗。
刘秀喜出望外，直认为是苍天相助。
这二郡兵马是怎么来的呢？
上谷、渔阳二郡兵马南下参战，主要靠的是耿弁、寇恂和吴汉等人对刘秀的忠诚和精心谋划。
耿弁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
其父耿况，先以明经为郎，后任王莽的朔调连率（即上谷太守）。
耿弁少习父业，学习《诗》和《礼》。
后多次观看郡尉岁终试骑士，讲武勒兵，又对军旅之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莽垮台，更始政权建立。
其父耿况因身为王莽官吏，疑惧不安，耿弁于是决定代父去长安见更始帝刘玄，以求自固之宜。
走至宋子，正遇上王郎称帝邯郸。
耿弁从吏孙仓、卫包共同谋划说：“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
”耿弁按剑厉声说：“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
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
如摧枯折腐耳。
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
”仓、包不从，归降王郎，耿弁则北上卢奴（今河北晋县），投靠刘秀，被任命为门下吏。
这一年耿弁仅二十一岁。
不久，弁求归发兵，以定邯郸。
刘秀笑曰：“小儿曹乃有大意哉！
”认为他虽然年少而有大志，因依为亲信。
弁从刘秀北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刘秀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
弁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
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南阳宛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
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
”刘秀部下心腹将领都不同意，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刘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适逢蓟中大乱，耿弁与刘秀走散，他返回昌平（今属北京市），力劝其父联合渔阳太守彭宠共同起
兵南下援助刘秀。
其父犹疑之际，郡功曹寇恂坚定了他的意志，并以自己出色的运筹谋划，实现了上谷与渔阳（今北京
密云西南）的联合。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为当地世家大姓。
初为上谷郡功曹，因聪明干练，受到太守耿况的重视，倚为肱股之吏。
王莽灭亡后，更始政权派出的使者招抚各郡县。
耿况诚心归附，与寇恂恭迎使者于边界。
耿况为表示归附诚意，上交太守印绶。
使者收下印绶后，理应加以慰谕，并立即交还，表示仍任其官居原职。
谁知这位使者收下印绶后，第二天仍无归还之意，显然不打算让耿况继续留任了。
寇恂目睹此一情景，非常生气，即刻带兵来见使者，要求归还印绶。
使者不还，态度傲慢地说：“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
”寇恂无所畏惧，慷慨陈辞说：“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
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
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沮向化之心，生离畔之隙，将复何以号令他郡乎？
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则只更生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光武帝大传>>

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
”这番话虽句句在理，但该使者实在是顽冥不灵，仍然不予通融。
寇恂于是声色俱厉地指使使者左右属吏以使者名义将耿况召来，寇恂即从使者那里将印绶取回，交还
耿况。
使者手足无措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无可奈何地宣布耿况仍官任原职。
寇恂对此一事件的处理，突出地表现了他不畏权势、机智勇敢的品格。
王郎据邯郸起兵后，遣将至上谷，督促耿况归附，并发兵对刘秀作战。
寇恂与门下掾闵业力劝耿况拒绝王郎的要求：“邯郸拔起，虽可信向。
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
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
”耿况担心自己的力量难以抵御王郎的进攻，对归附刘秀尚存疑惧，寇恂劝况联合彭宠以坚定其信心
：“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
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
”耿况于是遣寇恂去渔阳，与其太守彭宠联系。
寇恂至渔阳，与彭宠一拍即合，原来此时的彭宠已经被其下属安乐（今北京顺义）令吴汉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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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光武帝大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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