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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告诉读者　　雪岗　　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林汉达先生所著《中国历史故事集》的五种美绘本，
《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和《三国故事》。
其中前三种问世已有四十多年，后两种也有三十年了。
2002年，曾经出版了新的合卷本。
这次以美绘本出版，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这部传世名著。
除了内容上未作任何修改以外，林先生在语言上的一些独特用法和处理，也都保持原貌，为的是让大
家原原本本地领略其特有的风格。
不同的是，原来的刘继卣先生等画的黑白插图这回换成了彩色插图，版式上也做了新的设计，作为一
次尝试。
　　时光匆匆，逝者如水。
当年，我编辑这套书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当回首一顾的时候，竟不觉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只能靠
回忆来与今天的读者交谈了。
　　林先生写的这部历史故事书，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获得了几代人的
好评。
我在1978年担任本书责编以后，陆续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的读者都表示对这部
书的喜爱。
近年来，虽然市场上新的历史读物层出不穷，但是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仍然留在人们视线和记忆中。
有些读者认为，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历史故事书，当年自己看这部书长
大，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继续看这部书。
　　我想，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
中国历史悠久又深厚，那么多人物、事件，写起来是个难事。
林汉达先生用丝线串珠的办法，把人事历程连接起来，既重点突出又不使中断，上勾下连，大故事套
着小故事，浑然成一体。
还有那带“北京味”的语言，讲起来如道家常，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引人入胜，便是这套书的必然结果。
读者们大都以为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实际上林先生是满嘴浙江话的南方人。
他高超的组织艺术和语言技巧，完全是出于他对读者需求的深刻理解，对祖国语言的精确把握。
可以说，没有真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没有踏实心态，像现在有些作者那样浮躁和粗糙，也是
绝对不会精耕细作的。
　　这套书所以长销四十多年不衰，在于它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对于向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作用。
　　很可惜，林汉达先生在“文革”中的1972年去世，他为少年朋友“一个朝代写一本”的夙愿没有
实现。
我在1978年接手编辑后，修订再版《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新编了已写完而未
出版的《东汉故事》，又根据林先生50万字遗稿《三国故事新编》缩写改编成《三国故事》。
至此算是把林先生已写到的内容编完出版了。
在这项工作中，林夫人谢立林老人，林先生的儿子林文虎和夫人谢文漪，曾任林先生秘书的贾援先生
，都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应该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很多读者对这套书未能完成感到惋惜，在来信中希望续写续编下去，“毛遂自荐”者也有数位。
当年我本想物色合适人选与我共同完成这件事，却因工作变动而中止。
好在历史是常存的，历史读物是长青的。
在退出编辑日常事务之后，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我想今后的机会会有，希望也不至于落空。
让我们在希望中共勉。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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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汉达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语言文字家。
他编著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是历史普及读物中的经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套书之所以长销四十多年不衰，在于它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对
于向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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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汉达，1900年-1972年，浙江省慈溪市人，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曾化名林涛。
　　生平　　1900年2月17日出生。
　　1908年，入读家乡私塾。
1914年，入读上虞崇仁小学。
1915年，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
毕业后任观城约翰小学助教。
　　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
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
　　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
　　1924年，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
　　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
　　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曾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光华书店总编辑，辽北省教育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
等职。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后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体会议。
　　解放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
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58年，被错划“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
　　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1979年7月23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林汉达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著作丰富，涉及面广，颇有影响。
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等；文字改革方面有《中国拼音文字的
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等；通俗历史读物有《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
故事新编》《三国故事》等，共达六十余种，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特别是他的通俗历史读物，深受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教育类：　　《向传统教育挑战》　　《西洋教育史讲话》　　文字改革类：　　《中国拼音文
字的出路》　　《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　　通俗历史读物类：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前
后汉故事新编》　　《三国故事》　　《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　　《秉笔直书》　　找到
了一篇他的学生追忆他的文章，读下来，发现此人果然是民国文人的风骨。
　　记得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
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在中国现在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的大资产阶级的统
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
治权利!　　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
。
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
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
主的运动。
　　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
意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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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
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
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
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
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
现在我们的代表到曹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
的不可!”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
敌人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喊嘁喳喳的流言蜚语，目的是将这位
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学校。
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
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
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
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
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
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同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
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
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
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从教育谈到政治，从天文谈到月经；从话剧谈到申曲，从甲骨谈到壮丁。
“搭”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作者在诗中还愤怒地斥责：“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
说我被人‘收买’了。
当然还有‘背景，⋯⋯”然而，所有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间普通的住室里吸取
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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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绿林好汉赤眉起义刘氏举兵昆阳大战死守黄金豆粥麦饭“铜马皇帝”争先恐后攻占两京得陇望蜀种地
钓鱼宁死不屈取经求佛投笔从戎外戚专权天知地知豺狼当道跋扈将军宦官五侯禁锢党人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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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绿林好汉　　公元9年，汉朝的大臣王莽改汉朝为“新朝”，自己做了皇帝。
他一心要把汉朝的制度改革改革。
怎么改呐？
照他的想法，以前的周朝就比秦汉好，他要按照古代的办法改革一番。
这就奇了。
改革，一般总是向前看，把旧的改为新的，使社会越来越进步，那才是道理，哪儿能往后倒退呐？
王莽可不管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的需要，一心要恢复古代的制度。
这哪儿能不失败呐？
　　王莽复古改制的一件大事是把天下的田地改为“王田”，归朝廷所有，不准私人买卖。
还叫田多的富户把多余的田交给无田人去种，这就引起了豪门、地主、贵族的反对。
王莽把“王田”一下子交给农民去种，可农民一向受着沉重的剥削，他们没有农具，没有牲口，没有
本钱，怎么能把硬派给他们的“王田”种好呐？
结果，农业生产还不如以前了。
王莽只好又下一道命令：王田又可以买卖了。
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得威信扫地。
国内人心不安，生产受到损失。
　　王莽还想显显新朝的威力，招募了三十万人马去打匈奴。
名义上是招募，实际上是拉佚。
为了打仗，还得向老百姓征军粮、征牲口。
谁要是稍慢一步，就拿来办罪，动不动就处死刑或者没收为官奴。
老百姓给闹得实在没法活，只有起来反抗。
这么着，天下就大乱了。
　　西北边境五原、代郡接近匈奴这一带的老百姓，捐税和官差的负担特别重，他们首先起义了。
接着，东方和南方也都有大批农民起来反抗官府。
　　公元17年，荆州（湖北、湖南一带）闹饥荒，野菜都挖光了。
有人在城外挖到了一些野荸荠（biqi），消息一传开，人们成群结队地都赶到那边去了。
开头还各挖各的，后来互相争夺，打起架来。
有几个老年人出来劝架，反倒挨了几拳。
他们赶紧请出两个人来调解。
　　这两个都是新市人（新市，在湖北省京山县），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风。
他们在农民当中威信很高，谁都乐意听他们的。
他俩一露面，大伙儿都围了上来，那些打架的人也住了手，请他们评个理儿。
　　王风维持秩序，叫王匡给打架的人排解排解。
王匡站在土岗子上，挥着手，提高了嗓门对大伙儿说：“乡亲们，为了挖这么一点儿野荸荠，自个儿
跟自个儿打架，太不值了。
就靠这点儿东西，今儿填了肚子，明儿怎么办呐？
咱们还是核计核计，找条活路才好畦！
”　　大伙儿嚷着：“对呀！
找条活路才好哇！
”有的说：“王大哥，您说吧，咱们听您的！
”王匡接着说：“是谁害得咱们没有饭吃？
是谁把咱们的粮食全搜刮去了？
就是那些做官的狗东西！
只要咱们心齐，官府也不用怕。
打开粮仓，就有饭吃，大伙儿说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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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打开粮仓，就有饭吃！
”他们就公推王匡、王凤为首领，一下子跟他们的就有好几百人。
这支农民起义军在王匡、王风的带领下，抢了一些粮食，占领了一个山头，叫绿林山（在湖北省当阳
县）。
打这儿起，他们上打官府，下打恶霸，劫富救贫，除暴安良，没几个月工夫，就有了七八千人。
后世的人就称他们为“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在荆州出了名，南方的另外几支农民起义军，像南郡的张霸（南郡，在湖北省江陵县）
、江夏的羊牧（江夏，在湖北省黄岗县西北），各有一万来人，也都和他们互相联络，彼此接应，声
势就更大了。
　　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了长安，王莽召集大臣们，问他们怎么办。
大臣当中奉承王莽的人多。
他们说：“皇上不必操心，这些人既然活得不耐烦，发大军去把他们剿灭，不就结了吗？
”王莽理着胡子，点点头。
可有个将军站出来说：“这不行啊，千万不能发兵去打老百姓！
”王莽一看，原来是左将军公孙禄，就皱着眉头问他：“为什么不行？
”　　公孙禄说：“大臣当中有不少人报喜不报忧，所以下情不能上达。
他们有意蒙蔽皇上，有的乱划田地，叫农民没法耕种；有的不顾老百姓的痛苦，只知道加重捐税。
百姓造反，罪在官吏。
只要皇上惩办这些贪污的官吏，向天下赔不是，再派贤良的大臣去安抚全国，国内就能够安定下来。
进攻匈奴的军队应当赶快撤回来，再跟匈奴讲和。
从今天的形势看来，可忧虑的不是塞外的匈奴，而在中原！
”　　王莽只准别人顺着他说话，公孙禄那样顶撞他，他一听就有气。
他叫卫士们把公孙禄轰了出去。
接着下了命令，吩咐荆州的长官快去剿灭绿林。
荆州的长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了两万官兵，浩浩荡荡杀奔绿林而来。
　　绿林的首领们立刻带领着弟兄们迎了上去。
跟大队的官兵交战，他们还是第一次。
官兵一向欺压老百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反正他们手里有刀，老百姓没有刀。
没防到绿林好汉跟他们拼起命来，越打越精神。
官兵招架不住，开头还慢慢地后退，后来连爬带滚，四散逃跑，还死伤了好几千人。
兵器和粮草，扔得沿路都是。
　　王匡、王风趁着机会，攻进竟陵（在湖北省天门县西北）、安陆（在湖北省应山县南）两个城，
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打开粮仓，把粮食分了一些给城里的贫民，大部分都搬上了绿林山。
　　他们回到绿林，人数增加到五万多。
想不到第二年（公元22年），绿林发生了疫病，一天当中就死了几百人，两个月下来，五万人死了快
一半。
其余的人只好分成几路，离开绿林。
其中一路占领了南阳（在河南省），称为“新市兵”；一路占领了南郡，称为“下江兵”；一路占领
了平林（在湖北省随县东北），称为“平林兵”。
这三路起义军，还统称“绿林军”。
　　平林有个避难的原汉室贵族子弟，叫刘玄。
他正隐姓埋名，藏在他姥姥、家。
这会儿，听说农民们起来反抗官府了，想着自己这么躲躲藏藏，总不是个了局，就投奔了绿林的“平
林兵”，还当了一名首领。
　　这时候，除了荆州一个地方，东方、西方、北方的老百姓也纷纷起义，弄得王莽应付不了啦。
　　赤眉起义　　东方的琅邪郡海曲县（在山东省日照县）有个公差，叫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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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依着县官的命令，去打那些交不出捐税的穷哥儿们。
县长硬说他勾结刁民，反抗官府，把他办成死罪，杀了。
这就激起了公愤。
吕育的妈妈挺有魄力，约会了一百多个穷苦农民替她儿子报仇，杀了那个狗官。
穷哥儿们跟着吕妈妈来到黄海一个小岛上，瞅着机会就上岸攻打官府，打开监狱，打开粮仓。
等到大队的官兵调到那儿，他们早就下了海了。
吕妈妈的名声越来越大，没多少日子，跟着吕妈妈的就有了一万多人。
　　第二年（公元18年），莒县（在山东省，莒jU）又出现了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名叫樊崇。
莒县官兵多，防守严，樊崇他们没能打进去。
他们就以泰山为根据地，在青州和徐州之间来回打击官府。
不到一年工夫，各地投奔樊崇的就有一万多人。
后来，吕妈妈害病死了。
她手下的一万多人都上了泰山，归附樊崇。
这支起义军的声势也大了起来。
　　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景尚带兵去围剿，打了个大败仗，连景尚也叫起义军给杀了。
　　王莽得到消息，眼睛往上一翻，差点儿背过气去。
他对太师王匡（和绿林起义军的首领王匡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说：“荆州的盗贼还没消灭，琅邪
的盗贼又起来了，不给他们点儿严厉的，那还了得！
”太师王匡说：“只要集中兵马，先打一头，看他们活得了活不了。
”王莽很赞成先打一头的打法，他说：“好，先去剿灭琅邪的盗贼。
要多带兵马，两万不够，五万，五万不够，十万。
”他就派太师王匡亲自出马，再派更始将军廉丹当副手，率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又去围剿樊崇军
。
　　樊崇他们听到了风声，准备跟官兵大战一场。
他们怕打起仗来，人马混杂，自己不认识自己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叫起义的农民都在眉毛上涂上红
颜色作为记号，二来也好显出起义军的威严。
为了这个缘故，这支东方起义军就得了个外号，叫“赤眉”。
　　赤眉军只是反抗官府，不伤害老百姓。
他们立了两条公约：第一条，杀害老百姓的定死罪；第二条，打伤老百姓的受责打。
赤眉军很守纪律，真的到了哪儿，哪儿的老百姓都欢迎。
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的官兵正好相反，他们别的本领没有，欺压老百姓可到了家了。
他们沿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老百姓都说：　　宁可碰到赤眉，　　不要碰到太师；　　碰到太师已经糟糕，　　碰到更始性命难
保。
　　赤眉兵不怕死，纪律又好，老百姓向着他们。
他们的人数比官兵少，力量可比官兵大。
开头的时候，康丹还占上风，以后越打越不行。
他们跟赤眉军在须昌（在山东省东平县）大战一场。
太师王匡做梦也没想到涂着红眉毛的庄稼人还敢跟他对敌，竞把官兵团团包围住了。
官兵不愿意拼命，赤眉军可拼着命攻上来了。
樊崇是个大力士，枪头“出出出”地对着太师王匡直扎过来，猛极了。
太师王匡举起大刀朝樊崇的肩膀横劈过去，樊崇用枪只一架，就震得他双手发麻。
他心想：“哎呀，这么厉害！
”拉转马头就往回逃。
樊崇的枪头“出出出”地又直逼过来，太师王匡的大腿上给他扎了一枪。
樊崇拔出枪来，准备再扎过去，太师王匡仗着马快，一眨巴眼儿跑远了。
更始将军廉丹好容易杀出重围，又碰上了一支农民军，末了儿，死在乱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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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官兵，逃了太师，死了大将，没有个发号施令的将官，还卖的什么命啊，乱哄哄地散了一大
半，有一部分投降了赤眉军。
赤眉军越打越强，人数增加到十多万了。
　　兵荒马乱且不说，还到处都闹饥荒，关东又有不少人活活地饿死了。
逃荒的，逃难的，听说京城长安有粮食，一批一批地往关中拥过去。
守关的没法拦阻，慌忙往上报，说进关的难民有几十万。
王莽只好下令开仓发粮，派官吏去救济难民。
官吏们层层克扣（ke kou），粮食哪会到得了难民嘴里。
难民上千上万地死去，长安街上每天都有路倒的。
　　消息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他就把管理长安市政的王业叫来，问他：“听说有几十万难民进了关，
我马上下令开仓救济。
怎么到了今天，据说还有人饿死。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管理京城的朝廷命官，知道不知道？
”王业心里早有了底儿，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些人都是流氓，不是真正的难民。
”他拿了些从菜馆子里买来的米饭和肉羹（geng）给王莽看，对王莽说：“这是他们吃的东西，不太
坏吧！
”王莽不相信，吩咐左右再拿些难民的伙食让他看个清楚。
这管什么用啊，底下的人早布置好了，叫他不能不信。
他透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吃得这么好，怎么能是难民呐？
”经过了这样一番“调查”，他放了心，就派使者分头去催促各路官兵加紧围剿，一定要消灭绿林和
赤眉。
　　绿林军在荆州，赤眉军在东海，打败了王莽的两路大军。
别的地方的起义农民听到消息，更加活跃起来，单黄河两岸，就有大小起义军几十路。
声势最大的，要数铜马。
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彼此没有联络，都自个儿打自个儿的。
　　那些地主、豪强和倒了霉的汉朝贵族，趁着机会也混进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
在南阳的舂陵县（舂chong），有一家刘家宗室的子孙，也野心勃勃，发动起来了。
　　刘氏举兵　　南阳舂陵县住着汉朝的一个远房宗室叫刘钦。
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刘縯（yon），老二叫刘仲，老三叫刘秀。
他们一直痛恨王莽，老想恢复刘家汉朝的天下。
大哥刘缜性情刚强；小兄弟刘秀生性谨慎，态度沉着。
刘縯老讽刺刘秀，笑他没有多大出息。
刘秀听了也无所谓。
他觉得要成大事，非得跟那些当官的结交一下。
他就到了长安，进了太学，拜了老师，结识了一些名人。
后来从太学回来，就做起粮食买卖，成了个大商人。
　　有一天，刘秀运着一些谷子到宛县（在南阳市）去卖，在街上碰到了好朋友李通和李轶（yi）。
李通和李轶把刘秀请到家里，跟他说：“现在四方乱糟糟的，王莽眼看着不行了，咱们南阳地方就数
你们哥儿俩最能干，你们又是宗室，何不趁此机会，召集人马，夺取天下，也好恢复汉室。
”刘秀一听，正合了自己的心愿。
三个人谈得挺对劲儿，就约定在南阳发兵。
李通在宛县很有势力，他一发动，召集几百个人并不困难。
李轶就叫李通留在宛县，自己跟着刘秀到舂陵去见刘绩。
　　刘縯有了李通和李轶两人做助手，就召集了一百来个豪强，对他们说：“王莽暴虐，老百姓都起
兵了。
这是上天叫新朝灭亡的时候，也是我们平定天下，恢复高帝事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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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都很赞成，马上分头到附近的各县去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同起兵。
　　刘縯在舂陵公开号召南阳豪强们起兵反抗王莽。
有几家害怕了，有的干脆躲着他，还说：“造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着刘缜莽里莽撞地出去，豁出一条命还是小事，弄不好了还得灭门呐！
”后来他们瞧见那个一向小心谨慎的刘秀也穿上军装，拿着刀，不由得改变了主意，一下子就来了七
八千人，就等着李通那一边到这儿来会齐了。
　　等了几天，李通那边还没有人来，刘縯只好派人去打听。
派去的那个人到了宛县城里，在大街上就听见有人嘁嘁喳喳地议论。
他挤在中间探问了一下，才知道李通还没发动，就给官府发觉了。
李通逃了，李家一门来不及逃的全都给抓了去，一共死了六十四个人。
　　李通那一头吹了。
刘绩这儿只有七八千人，成不了大事。
正好新市兵和平林兵已经到了南阳。
刘縯就派人去见新市兵的首领王凤和平林兵的首领陈牧，劝他们共同去进攻长聚，他们同意了。
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往西打去，这第一仗，旗开得胜，长聚打下来了。
接着又打下了棘阳（在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就把军队驻扎下来。
　　刘绩又打算进攻宛县，半道上碰上了王莽的大将甄阜（zhen　fu）和梁邱赐的大军。
刘绩他们都是步兵，连刀枪也不齐全，简直没法对打。
这第二仗，南阳兵败了，还败得挺惨，只得退到棘阳，守在那儿。
甄阜和梁邱赐不肯放松，他们把粮食和军用物资留在兰乡在泌阳县），率领着十万大军过了沘水（即
泌阳河），把桥都毁了，放出话来说，不消灭“绿林盗贼”决不回头。
　　新市兵和平林兵的两个首领来见刘绩和刘秀。
他们说：“甄阜和梁邱赐有十万兵马，叫我们怎么抵挡得了？
还不如扔了棘阳，暂时退到别处去吧！
”刘縯嘴上叫他们不要怕，心里可也挺着急的。
正在为难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人，说：“下江兵到了宜秋（在河南省唐河县西南）。
我们联合起来，一定能够打败敌人。
”刘绩哥儿俩一看，原来是李通。
刘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
你怎么到了这儿？
”李通说：“我从家里逃出来，四处奔波。
听说你们在这儿很为难，棘阳也许守不住，刚巧下江兵到了宜秋，我才赶来报信。
下江兵的首领王常挺了不起，你们去请他帮助，他准肯出力。
”　　刘縯马上带着刘秀和李通亲自跑到宜秋去见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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