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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个生活在山顶洞时期的人物——准确地说是猿人，因为据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
人能够发笑，动物则不能。
而我为人固然以不苟言笑著称，为文亦一本正经，全不符合讲求“悦”读的时代精神，但是我试着人
格分裂双手互搏，把这篇序言写得轻松一点。
作为“读史馆”丛书系列的一本，本书写的是东汉一朝的历史。
按照我的想法，书名原是引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名言，但是最终编辑“怕得罪一半的读者
”，改成了现在这个温柔敦厚的名字。
其实，我之所以用那个书名，并无横刀跃马叫阵天下女性之意，而是在我看来，这话有双重含义，而
两种都是很符合东汉一朝的特点的。
东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病态的一个王朝，并且我斗胆在后面不加“之一”。
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数众多的小皇帝，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层出不穷的外戚和宦官专权。
所以，引用孔子的话，一方面可以是说，东汉的太后与以宦官为代表的众多小人难以伺候，导致朝政
腐败而亡国；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说，东汉众多临朝听政的太后以及为数众多的小皇帝，难以供养支撑
起东汉这个王朝，最终导致其亡国。
而政治上的“女子与小人难养”，似乎古今皆然，中外一理，不仅东汉朝臣深受其苦，就连后世女权
发达的洋人也感同身受。
当年李鸿章在欧洲见到俾斯麦时，俾斯麦借自己心声吐李鸿章苦水，说：“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
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鸿章默不作声，内心当是引为异域知己罢。
回到本书的写作上来，中国历史似乎有个特征，就是以“东”、“西”命名的朝代，就国力而言，基
本上总是“东”不如“西”，比如说，“东周”不如“西周”，“东汉”不如“西汉”，“东晋”不
如“西晋”。
为什么会这样？
史学家与星相学家会有不同的解释，我这里不想承担这样重大的使命，仅仅想说明自己写东汉一朝历
史的一个尴尬境地。
东汉处境之尴尬，在于其前有西汉，后有三国。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强盛时代，所谓“汉唐盛世”，这“汉”即专指西汉而言，东汉是没有份的
。
提起西汉，大家就眉飞色舞，有“文景之治”的是西汉，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是西汉，北伐匈奴
使之“嫁妇无颜色”的是西汉，万里奔袭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还是西汉。
而提起东汉，则总是灰头土脸，似乎想到的就是“外戚宦官”、“党锢之祸”、“桓灵之世”，再不
然就是“苍天已死”，然后东汉真的就死了。
三国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它乱得精彩纷呈，乱得荡气回肠，几乎无人不知。
而夹在西汉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与三国这样一个空前精彩的乱世中间，就是东汉的不幸。
许多人对历史的认知，往往直接从汉武帝跳到了曹丞相，中间三百年的历史，像是君子眼里的美色，
视而不见；抑或是硬汉眼角的一滴泪水，被迅速抹去。
因此，我在挑选有代表性和大名气的人物来反映东汉一朝历史时，就碰到这样一个难题：感觉西汉与
三国，群星闪耀，人才辈出，远非短短十数人可尽言，而在选东汉人物的时候，则颇有“蜀国无大将
，廖化当先锋”的踌躇。
南宋诗人赵师秀曾说：“一首五律，幸亏只有四十个字，要再多一个字，真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对我而言，我也要庆幸只写这么些人，不然，我韦编三绝也找不出一个人了——不是说东汉便再无
重要的人了，只是说，与西汉和三国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相比，东汉人物的名气实在太低。
然而，东汉是否就真的如此微不足道平庸无奇呢？
当年我呈交毕业论文时，有一个老师曾给如下评价：“不错，不足在于作者似乎认为他所论述的对象
是天底下最重要并且唯一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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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无意再沿承旧习，认为我要写的东汉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应该说，东
汉作为一个王朝，即使是在与西汉相比时，其实也有其伟大和重要之处，并非如它在公众心目中的那
样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即以国力而论，东汉虽然没有西汉在汉武帝鼎盛时代那样的雄霸和张扬，但是就实效而言，却有许多
地方要胜过西汉。
像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了今天的中亚一带，但是东汉的甘英“黑海东头望大秦”，到达了今天
的里海或者波斯湾的西亚一带，这是占了后来者居上的便宜，是历史的必然。
卫青、霍去病三次出征匈奴获得大胜，然而匈奴并未消亡，反而到了汉元帝的时候，不得不派王昭君
出塞以和亲；匈奴这个骚扰中原王朝近一千年的异族政权最终被消灭，却是在东汉和帝时期。
类似事情，不在少数，然而我们往往关注历史的浮华喧盛胜过关注其真绩实效，正如我们在现实中钟
情哗众取宠胜于朴实深刻，如此，在认知和评价历史时，难免会出现偏颇，有失公允。
此外，尤其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朝历代都非常尊重读书人，县官的
板子就不能打秀才的屁股。
然而如果以今天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就是“士”——的话，也许该说，
东汉的“士”是最相符合的。
他们的坚持气节，他们的不畏强权，他们的批评社会，以及他们对政治超乎寻常的关注，是历史上其
他朝代的读书人所不能媲美的。
其他朝代也有士大夫，但更多是一种文人诗酒风流的形象，即算以和东汉的“士”略相仿佛的明末东
林党人及其余波，他们身上带有的颓废以及风流，也是东汉的“士”所没有的。
蔡元培先生曾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
明季之东林。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就此而言，其中尤以东汉的知识分子最为突出。
本书所选的人物，有帝王、后妃、大臣、将军、外交家、学者、名士，涉及东汉的政治、军事、外交
、宫廷、学术、社会等方方面面。
选人的标准，一方面是选择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尽量使之覆盖东汉一朝历史（董
卓入京后的历史划入三国）。
应该说，所选人物基本上满足了这两个要求。
不仅如此，对一些重大的事件和问题如西域、匈奴、今古文之争等，书中不局限于东汉一朝，而是力
求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串说和对比，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和完整的了解。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我们往往对善与恶分得过于清楚，似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
与坏人。
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头。
所以小时候看电视，人物才出场，我一看那长相就知道他是忠臣还是奸贼，后来剧情证明果然如此，
便沾沾自喜，自谓乳臭未干而有过人之能。
后来进了社会这个大戏场才知道大不然，以我那点眼光能活到今天，纯属侥幸。
痛定思痛，我觉得有义务告诉读者——不论接不接受或者知不知道都要告诉他们，人是复杂的，也是
多面的，既没有一无是处的男人，也没有十分美丽的女人。
现实中如此，历史上也可以想当然。
既然我们的史书有造神和造妖的传统，则我们在读史的时候，就得万分留意，打破一贯的成见和定见
，理性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明白就像桓帝、灵帝这样著名的无道昏君，其实也有可取之处；而像唐
宗宋祖这样的明君，也是有其大过失的。
我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智从何处来？
你可以说从来处来，但是归根到底，智慧还是要从反思和疑问中得来。
现在流行“公共史学”，自可造福芸芸众生。
可惜我虽然书法如蚯蚓柔若无骨，文笔却是银钩铁画生硬得很，写时想要大众化一点，终究像是旧时
女子的小脚一样放不开，可读性有多强，我自问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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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待读者审之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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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读史馆丛书”的又一种，《东汉：女子、小人、名士》介绍的是东汉一朝的人物故事。
本书选取了东汉较有代表性的14个人物，有帝王、后妃、大臣、将军、外交家、学者、名士，涉及东
汉的政治、军事、外交、宫廷、学术、社会等方方面面。
选人的标准，一方面是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尽量使之覆盖东汉一朝历史（董卓入
京后的历史划入三国）。
通过这些人物的行历展现了东汉一朝儒生儒学繁盛却又宦官外戚混乱烦扰的特质。
不仅如此，本书还对一些重大的事件和问题如西域、匈奴、今古文之争等，进行了解读，并不局限于
东汉一朝，而是力求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串说和对比，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和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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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红裕，湖南双峰人，浙江大学古代文学硕士，文学、史学、数学爱好者和哲学不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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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震——一门忠烈都说即使微小如草履虫，也希望有人把自己放在显微镜下看，现在看来，东汉时候
的灵帝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他自己必定不乐意我们这么看他。
灵帝一次在和侍中杨奇闲谈时，突发奇想地问道：“你看我和先皇桓帝相比，如何啊？
”杨奇回答说：“皇上比先皇，好比舜比尧。
”结果灵帝听了大为恼火，不悦地说：“你脖子硬，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也有大鸟飞到你的
墓上来吧！
”尧舜是上古有名的圣贤君主，后来的大臣要赞美当朝的帝王，惯用的手法就是将之比作尧舜之君。
既然如此，灵帝为什么对杨奇的回答如此不满呢？
杨奇的回答有什么寓意？
下场如何？
大鸟飞到墓上又是怎么一回事？
要解开这些谜团，就必须对东汉中后期最著名的一个政治世家——杨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这个家族是以一个动人的传说开始的，而其核心人物，则是本篇的主角——也是历史的名角——杨震
。
一、神奇家世，黄鸟衔环自古好人有好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典故。
比如蜀汉李密在名作《陈情表》中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这当中的“结草”即为其一。
春秋时，秦军攻打晋国，作战过程中，晋军大将魏颗与秦军大将杜回相遇，两人短兵相接。
正当胜负难料之际，杜回突然被埋伏在野地里的一个老人用草绳绊倒在地，于是被魏颗活捉。
到了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老人对他说：“我是来报恩的。
”原来魏颗的父亲魏武子有一个没有生子的爱妾，魏武子有次生病的时候对魏颗说：“我死后，你一
定要把她嫁出去。
”结果后来魏武子病重了，临终时犯了糊涂，又对魏颗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她给我殉葬。
”但最终魏颗还是把父亲的爱妾嫁出去了，并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混乱不清，说的话不能作
为凭据。
我嫁她，是根据父亲神志清醒时的吩咐。
”而梦中的老人就是那个侍妾的父亲。
与“结草”形影不离的则是另外一个叫“衔环”的典故。
说的是西汉末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有一人叫杨宝，年幼时在山上见一黄雀和猫头鹰打架不
敌，受伤后落到地上被一群蚂蚁包围。
杨宝将黄雀救回家好生照料，百余日后黄雀复原飞去。
当晚，他梦见一个黄衣童子前来拜见，自称是西王母的使者，日前与猫头鹰打架落难，承蒙相救，特
以玉环四枚相赠。
并说杨宝后人必然显贵位至三公，为官清白有如此环。
此即“衔环”典故的来历。
杨宝自然不会想到，正由于他的善举，会有后世“天下杨氏出弘农”的说法。
他的后代闻人辈出，除了本文要提到的一些之外，如隋代的开国皇帝杨坚，宋代碧血青天的杨家将，
据说都是其后裔——或者说抢着做他的后裔。
其实杨家的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像杨宝的七世祖杨喜，在西汉初辅佐刘邦打天下，因追杀项羽有功
，被封为赤泉侯；杨宝的曾祖杨敞，在汉昭帝时官至丞相，封安平侯。
可以说，弘农杨氏也算是当地的一大名族。
但到杨宝时已是西汉末年，因为世道太乱，他无心做官，于是专心研究《尚书》，在汉哀帝、汉平帝
时期，基本过着设帐教书的隐居生活。
王莽篡位前的居摄二年（7），杨宝和其他几个名士被一同召入京师，但他实在不愿为王莽卖命，于
是找了一个机会逃入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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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知道此事后非常敬佩，建立东汉后，特意派公车去接他入洛阳，但杨宝因年事已高，婉言谢绝，
最后死在家中。
黄鸟对杨家的预言，则是自杨宝的儿子杨震身上开始的。
二、幼敦儒学，砥砺品行杨震（?-124），字伯起，大约出生于光武帝晚年或汉明帝初年。
杨震幼时由母亲抚养，孤儿寡母，家境非常贫困，就靠田耕维持生计。
杨震从小就极度自尊自爱，据说有人帮他来种植蓝（一种可以染蓝色的植物），结果杨震全部将其拔
掉。
这种“不食嗟来之食”的极端做法在现在看来，既不近情理，又显得矫情，但是在历史上却是其源有
自，并且代不乏人。
比如稍早于杨震的梁鸿小时候家里穷困，甚至都没有做饭的柴火。
邻居好心对他说：“我刚做完饭，灶里还有一些柴火没用完，你赶紧端上锅来我这里做饭吧。
”谁知梁鸿毫不领情，说：“小子梁鸿，不因人热。
”也就是说：“我才不要贪你这点便宜，用你的灶做饭！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不近人情的想法和举动，有些固然是因为当事者为沽名钓誉而刻意为之——就
好比宋仁宗评价王安石经常穿得破破烂烂不修边幅，但不能否认有些确实是因为受儒家“圣贤”精神
的感召，矢志修身，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最高的思想境界来要求自己的结果。
我们相信杨震是后者，尽管这并不值得效仿。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杨震从小便博览经书，且穷究到底，务求精通，因而声名远扬。
兼之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官居太常的桓郁倾心传授《尚书》，因此学问精进，郡里的儒生都称他为“
关西孔子杨伯起”。
都说名师出高徒，杨震在经学方面能有如此成就，和桓郁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而从桓郁身上，我们又可看到东汉学术传承的特点及东汉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
东汉的学术多有家族性的特点，桓郁的成长就深深受到父亲桓荣的影响。
桓荣是东汉初年的一代经师，从小就在长安师从太学博士朱普，专攻《尚书》学，因为贫困，就靠给
别人打工来维持生计。
他白天做活，晚上读书，孜孜不倦，十五年间没有回过家一次，直到王莽篡位时，桓荣才被迫返乡。
后来，朱普去世，桓荣千里奔丧、负土成坟，并在朱普的家乡九江留下来教授门徒。
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桓荣带着经书和一群弟子躲到深山之中坚持授课，后来又流落到江淮之间以
讲学为生。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太子选老师，先是找了桓荣的弟子何汤，听说何汤的老师是桓荣后，赶忙
又把桓荣召来。
听他讲了《尚书》后，刘秀非常满意，于是就转而让桓荣教授太子，并拜为议郎。
桓荣到太学后，从不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问。
一次，刘秀去太学视察，正遇到大家在一起辩论。
桓荣总是心平气和，条分缕析，使得在座的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为此刘秀特加赏赐。
那天刘秀心情大好，要听太学演奏雅乐。
演奏完了，给每个人都赏赐水果。
其他人都把果子揣到怀里，桓荣则始终毕恭毕敬地捧在手里。
刘秀笑着说：“真是儒生啊！
”因此更加尊重桓荣，经常特许桓荣留宿在宫中。
建武二十八年（52），刘秀召集群臣讨论确立太子老师太傅这一职位的人选。
群臣都想顺承刘秀的旨意，让太子的舅舅阴识担当。
博士张佚厉声说道：“皇上立太子是为了阴家还是为了天下？
如果为了阴家，那就让阴识做太傅；如果为了天下，那就要选天下杰出之士！
”刘秀听后，大为触动，就让张佚作太傅，桓荣作少傅。
桓荣一直教授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九年，后转任太常，贵为九卿之一。
之前还在王莽乱世的时候，桓荣一直勤学不倦，族人桓元卿笑话他说：“这年月，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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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整天念那些破书，有什么用嘛！
”桓荣笑而不答。
后来桓荣富贵了，桓元卿叹气道：“我真是乡下人，哪里想到读书会有这样的好处呢？
”可以说，桓荣正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也为我们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做了
最鲜明的注脚。
汉明帝即位后，非常重视儒学，常与文武百官一起研讨经学。
对这位老师更加尊重，桓荣都八十多岁了，还不放还。
每次明帝视察太常府，都让桓荣坐在上手，可以说恩荣备至。
后来桓荣病重，明帝亲自前往看望，当车队到达桓家巷口的时候，明帝下车，徒步走到桓荣的家门口
。
以后，群臣百官去探望桓荣的时候没一个敢坐车到他门口，看望之后，都是悄悄地退下。
桓荣去世后，明帝还专门改穿丧服给他送葬，并赐给他一个风水很好的墓地。
桓郁，字仲恩，是桓荣的二儿子，同样是东汉的一代大儒。
他自幼笃学，长大后从事《尚书》学的传授，门徒多达数百人。
因为父亲桓荣曾做过明帝的老师，因此明帝对桓郁非常优待，经常把他请到皇宫里一起讨论经学问题
，顺便商量政事，后来索性就任命桓郁为侍中，这样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明帝曾亲自写了经学著作《五家要说章句》，命桓郁加以校订。
做好后，明帝对他说：“你继承了令尊的学识，我非常欣慰。
我如果是孔子，你就是子夏，孔子不是说：‘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子夏啊！
’”明帝还问桓郁：“你的儿子中有能继承你学问的吗？
”桓郁毫不徇私地回答说：“没有，但是我哥哥的一个儿子学得不错，我看大有希望。
”明帝就勉励说：“那就好好教他，你们家族有出色的人才一定早早跟我讲，我一定会重用的。
”后来桓郁做了明帝太子也就是汉章帝的老师。
等汉和帝即位后，因为很年轻，把持朝政的大将军窦宪希望他能够多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就建议让擅
长《尚书》的桓郁来教导他，就这样，桓郁又再次给汉和帝讲解经书，永元四年（92）升迁为太常，
并于次年去世。
太常官职位居九卿之一，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乐文化。
我国素有文化古国和礼仪之邦之称，对礼乐文化非常看重，因此太常一职的重要和尊贵也可想而知。
桓郁父子二代以寒门学者的身份出任此职，足以见得东汉初期诸帝对儒学的重视。
其实，整个东汉一朝，不仅东汉初期较为英明的几位皇帝如此，就是后期以昏庸著称的帝王如桓帝、
灵帝，对儒学和学术同样很重视，像经学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事件就发生在灵帝时期。
而桓帝、灵帝时期发生的党锢之祸，固然是儒学和士人的大不幸，但也从反面说明了儒学在当时的强
盛——太学生和士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令宦官和统治者恐惧的程度了。
帝师桓郁一生培养了众多学生，其中许多都官至显位，而杨震便是其中之一。
杨震——一门忠烈都说即使微小如草履虫，也希望有人把自己放在显微镜下看，现在看来，东汉时候
的灵帝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他自己必定不乐意我们这么看他。
灵帝一次在和侍中杨奇闲谈时，突发奇想地问道：“你看我和先皇桓帝相比，如何啊？
”杨奇回答说：“皇上比先皇，好比舜比尧。
”结果灵帝听了大为恼火，不悦地说：“你脖子硬，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也有大鸟飞到你的
墓上来吧！
”尧舜是上古有名的圣贤君主，后来的大臣要赞美当朝的帝王，惯用的手法就是将之比作尧舜之君。
既然如此，灵帝为什么对杨奇的回答如此不满呢？
杨奇的回答有什么寓意？
下场如何？
大鸟飞到墓上又是怎么一回事？
要解开这些谜团，就必须对东汉中后期最著名的一个政治世家——杨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这个家族是以一个动人的传说开始的，而其核心人物，则是本篇的主角——也是历史的名角——杨震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汉：女子、小人、名士>>

。
一、神奇家世，黄鸟衔环自古好人有好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典故。
比如蜀汉李密在名作《陈情表》中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这当中的“结草”即为其一。
春秋时，秦军攻打晋国，作战过程中，晋军大将魏颗与秦军大将杜回相遇，两人短兵相接。
正当胜负难料之际，杜回突然被埋伏在野地里的一个老人用草绳绊倒在地，于是被魏颗活捉。
到了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老人对他说：“我是来报恩的。
”原来魏颗的父亲魏武子有一个没有生子的爱妾，魏武子有次生病的时候对魏颗说：“我死后，你一
定要把她嫁出去。
”结果后来魏武子病重了，临终时犯了糊涂，又对魏颗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她给我殉葬。
”但最终魏颗还是把父亲的爱妾嫁出去了，并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混乱不清，说的话不能作
为凭据。
我嫁她，是根据父亲神志清醒时的吩咐。
”而梦中的老人就是那个侍妾的父亲。
与“结草”形影不离的则是另外一个叫“衔环”的典故。
说的是西汉末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有一人叫杨宝，年幼时在山上见一黄雀和猫头鹰打架不
敌，受伤后落到地上被一群蚂蚁包围。
杨宝将黄雀救回家好生照料，百余日后黄雀复原飞去。
当晚，他梦见一个黄衣童子前来拜见，自称是西王母的使者，日前与猫头鹰打架落难，承蒙相救，特
以玉环四枚相赠。
并说杨宝后人必然显贵位至三公，为官清白有如此环。
此即“衔环”典故的来历。
杨宝自然不会想到，正由于他的善举，会有后世“天下杨氏出弘农”的说法。
他的后代闻人辈出，除了本文要提到的一些之外，如隋代的开国皇帝杨坚，宋代碧血青天的杨家将，
据说都是其后裔——或者说抢着做他的后裔。
其实杨家的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像杨宝的七世祖杨喜，在西汉初辅佐刘邦打天下，因追杀项羽有功
，被封为赤泉侯；杨宝的曾祖杨敞，在汉昭帝时官至丞相，封安平侯。
可以说，弘农杨氏也算是当地的一大名族。
但到杨宝时已是西汉末年，因为世道太乱，他无心做官，于是专心研究《尚书》，在汉哀帝、汉平帝
时期，基本过着设帐教书的隐居生活。
王莽篡位前的居摄二年（7），杨宝和其他几个名士被一同召入京师，但他实在不愿为王莽卖命，于
是找了一个机会逃入深山。
刘秀知道此事后非常敬佩，建立东汉后，特意派公车去接他入洛阳，但杨宝因年事已高，婉言谢绝，
最后死在家中。
黄鸟对杨家的预言，则是自杨宝的儿子杨震身上开始的。
二、幼敦儒学，砥砺品行杨震（?-124），字伯起，大约出生于光武帝晚年或汉明帝初年。
杨震幼时由母亲抚养，孤儿寡母，家境非常贫困，就靠田耕维持生计。
杨震从小就极度自尊自爱，据说有人帮他来种植蓝（一种可以染蓝色的植物），结果杨震全部将其拔
掉。
这种“不食嗟来之食”的极端做法在现在看来，既不近情理，又显得矫情，但是在历史上却是其源有
自，并且代不乏人。
比如稍早于杨震的梁鸿小时候家里穷困，甚至都没有做饭的柴火。
邻居好心对他说：“我刚做完饭，灶里还有一些柴火没用完，你赶紧端上锅来我这里做饭吧。
”谁知梁鸿毫不领情，说：“小子梁鸿，不因人热。
”也就是说：“我才不要贪你这点便宜，用你的灶做饭！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不近人情的想法和举动，有些固然是因为当事者为沽名钓誉而刻意为之——就
好比宋仁宗评价王安石经常穿得破破烂烂不修边幅，但不能否认有些确实是因为受儒家“圣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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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召，矢志修身，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最高的思想境界来要求自己的结果。
我们相信杨震是后者，尽管这并不值得效仿。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杨震从小便博览经书，且穷究到底，务求精通，因而声名远扬。
兼之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官居太常的桓郁倾心传授《尚书》，因此学问精进，郡里的儒生都称他为“
关西孔子杨伯起”。
都说名师出高徒，杨震在经学方面能有如此成就，和桓郁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而从桓郁身上，我们又可看到东汉学术传承的特点及东汉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
东汉的学术多有家族性的特点，桓郁的成长就深深受到父亲桓荣的影响。
桓荣是东汉初年的一代经师，从小就在长安师从太学博士朱普，专攻《尚书》学，因为贫困，就靠给
别人打工来维持生计。
他白天做活，晚上读书，孜孜不倦，十五年间没有回过家一次，直到王莽篡位时，桓荣才被迫返乡。
后来，朱普去世，桓荣千里奔丧、负土成坟，并在朱普的家乡九江留下来教授门徒。
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桓荣带着经书和一群弟子躲到深山之中坚持授课，后来又流落到江淮之间以
讲学为生。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太子选老师，先是找了桓荣的弟子何汤，听说何汤的老师是桓荣后，赶忙
又把桓荣召来。
听他讲了《尚书》后，刘秀非常满意，于是就转而让桓荣教授太子，并拜为议郎。
桓荣到太学后，从不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问。
一次，刘秀去太学视察，正遇到大家在一起辩论。
桓荣总是心平气和，条分缕析，使得在座的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为此刘秀特加赏赐。
那天刘秀心情大好，要听太学演奏雅乐。
演奏完了，给每个人都赏赐水果。
其他人都把果子揣到怀里，桓荣则始终毕恭毕敬地捧在手里。
刘秀笑着说：“真是儒生啊！
”因此更加尊重桓荣，经常特许桓荣留宿在宫中。
建武二十八年（52），刘秀召集群臣讨论确立太子老师太傅这一职位的人选。
群臣都想顺承刘秀的旨意，让太子的舅舅阴识担当。
博士张佚厉声说道：“皇上立太子是为了阴家还是为了天下？
如果为了阴家，那就让阴识做太傅；如果为了天下，那就要选天下杰出之士！
”刘秀听后，大为触动，就让张佚作太傅，桓荣作少傅。
桓荣一直教授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九年，后转任太常，贵为九卿之一。
之前还在王莽乱世的时候，桓荣一直勤学不倦，族人桓元卿笑话他说：“这年月，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你还整天念那些破书，有什么用嘛！
”桓荣笑而不答。
后来桓荣富贵了，桓元卿叹气道：“我真是乡下人，哪里想到读书会有这样的好处呢？
”可以说，桓荣正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也为我们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做了
最鲜明的注脚。
汉明帝即位后，非常重视儒学，常与文武百官一起研讨经学。
对这位老师更加尊重，桓荣都八十多岁了，还不放还。
每次明帝视察太常府，都让桓荣坐在上手，可以说恩荣备至。
后来桓荣病重，明帝亲自前往看望，当车队到达桓家巷口的时候，明帝下车，徒步走到桓荣的家门口
。
以后，群臣百官去探望桓荣的时候没一个敢坐车到他门口，看望之后，都是悄悄地退下。
桓荣去世后，明帝还专门改穿丧服给他送葬，并赐给他一个风水很好的墓地。
桓郁，字仲恩，是桓荣的二儿子，同样是东汉的一代大儒。
他自幼笃学，长大后从事《尚书》学的传授，门徒多达数百人。
因为父亲桓荣曾做过明帝的老师，因此明帝对桓郁非常优待，经常把他请到皇宫里一起讨论经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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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商量政事，后来索性就任命桓郁为侍中，这样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明帝曾亲自写了经学著作《五家要说章句》，命桓郁加以校订。
做好后，明帝对他说：“你继承了令尊的学识，我非常欣慰。
我如果是孔子，你就是子夏，孔子不是说：‘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子夏啊！
’”明帝还问桓郁：“你的儿子中有能继承你学问的吗？
”桓郁毫不徇私地回答说：“没有，但是我哥哥的一个儿子学得不错，我看大有希望。
”明帝就勉励说：“那就好好教他，你们家族有出色的人才一定早早跟我讲，我一定会重用的。
”后来桓郁做了明帝太子也就是汉章帝的老师。
等汉和帝即位后，因为很年轻，把持朝政的大将军窦宪希望他能够多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就建议让擅
长《尚书》的桓郁来教导他，就这样，桓郁又再次给汉和帝讲解经书，永元四年（92）升迁为太常，
并于次年去世。
太常官职位居九卿之一，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乐文化。
我国素有文化古国和礼仪之邦之称，对礼乐文化非常看重，因此太常一职的重要和尊贵也可想而知。
桓郁父子二代以寒门学者的身份出任此职，足以见得东汉初期诸帝对儒学的重视。
其实，整个东汉一朝，不仅东汉初期较为英明的几位皇帝如此，就是后期以昏庸著称的帝王如桓帝、
灵帝，对儒学和学术同样很重视，像经学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事件就发生在灵帝时期。
而桓帝、灵帝时期发生的党锢之祸，固然是儒学和士人的大不幸，但也从反面说明了儒学在当时的强
盛——太学生和士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令宦官和统治者恐惧的程度了。
帝师桓郁一生培养了众多学生，其中许多都官至显位，而杨震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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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195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
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164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
前汉了。
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
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
　　——吕思勉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
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形势不能继续
，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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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汉:女子、小人、名士》：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东汉：女子、小人、名士》依托二十五史、《资治
通鉴》等史料，介绍东汉一朝的人物故事。
《东汉:女子、小人、名士》选取了东汉较有代表性的14个人物，注重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关
注和理解人物，吸收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轻松、有趣的文笔还原历史的精彩和真髓。
汉高祖一身匪气，汉武帝一身霸气，光武帝则一身文气。
虽然起身行伍，多年征战，然而刘秀给人的感觉正如其名，有一股儒雅柔和之气，作为一个开国君王
，他的仁德是比较少见的。
成为皇后的邓绥继续保持她一贯谨慎自抑、崇俭禁奢的作风。
和帝数次想要给邓氏族人封爵，邓皇后总是苦求作罢，所以和帝在世之日，皇后的哥哥邓骘的职位不
过虎贲中郎将。
当时各郡为了讨好朝廷，争相上贡珍丽玩好，邓皇后下令全部予以废除，只让进贡纸墨。
正是因为邓皇后从小所培养的舞文弄墨的喜好，使得她身边一个叫蔡伦的宦官尽力改进造纸的方法，
终于制出了后世通用的纸张。
学者精彩解读正史原本如戏东汉 中国历史上最病态的王朝由黑暗走向纷乱洛水依旧西风残照所谓“清
议”，简单地说，就是在朝的士大夫和在野的知识分子群体，集聚在一起评议社会人物和时政的好坏
，即史书上据说的“品评公卿、数量人物”。
清议出现在东汉并且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与整个东汉重视儒学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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