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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
》、《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
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
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
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
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
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
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
”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
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
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
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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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产生基本流水线化，知识分子的道德
担当远不如汉。
    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
知识分子作为权力上的弱势群体、道德上的强势样本，面对“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悻用事，赏罚
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的国家政治败坏，不甘随波逐流，奋起抗争，以捍卫皇权即
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
    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节历史故事，以洗练的文笔娓娓道来，使得本书既有
宽阔的历史背景，又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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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綦彦臣，1964年10月生，河北省泊头市人，经济学家、历史爱好者。
发表过经济理论文章（含译文）百余篇，著有制度经济学专著《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译有《地平
线并不遥远》，还出版了通俗历史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历史上的三种人》、《烫手的江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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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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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目标的上将　　3.公孙帝梦换来酸鼻悲　第二章　软实力的震撼　　1.被提前哭丧的新政权　　2.
成家帝国给自己投毒　　3.纵其狂态有心机　第三章　打造文化超级大国　  1.优待知识分子群体  　2.
明章二代再接再厉　  3.我反抗，所以我存在中编　外戚与宦官的角斗场　第四章　刘家天下窦家党　
　1.家族英雄的战略远见　　2.家有好女，东山再起　　3.黑社会领袖立军功　第五章　成为别人的目
标　　1.学者与宦官的夹击　　2.要想飞翔，先拢住翅膀　　3.又一群权贵鸟飞上枝头　第六章　再生
产一批侯爷　　1.七岁八岁当“高干”　　2.鳇鱼怎么变成了大鸟？
　　3.十九宦官立皇帝下编　坚守底线的名士集团　第七章　短暂的政治蜜月　　1.文人与宦官暂时和
解　　2.少年皇帝谦恭待士　　3.国家成了夫妻店　第八章　桓灵酿成党锢之祸　　1.桓帝新政的破产
　　2.平叛将军的省悟　　3.子死而母欢其义　第九章　人渣是这样炼成的　　1.“穷人经济学家”的
明白账　　2.两个孤儿虚构的中兴　　3.忧心忡忡的煮豆人附录一　东汉的六十个细节附录二　东汉十
二帝简表（公元25-220年）附录三　《后汉书》作者范晔的故事后记　把“死史”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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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前两个反抗，岳两个割据　　1.鲜为人知的刘秀难题　　在刘秀趁时而起，从西汉外戚
王莽及变乱的诸雄手中基本夺回刘家江山之后，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他：为什么在王莽篡汉过程中
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为王莽歌功颂德，汉刘家的治能、治术、治德当然出了大问题，但总不至于让精
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义全丢了吧？
　　比之春秋大义，王莽是乱臣贼子无疑；比之春秋大义，多数精英不正常了。
　　这是个问题！
可称为“刘秀难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
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游侠问题时，附带说了一下：“案刺客游侠至
汉武之后，其风遂微。
王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西汉末之风俗，可想见矣。
”　　有四十多万人为王莽歌功颂德，相当于精英们的心灵谷田里遭受了巨大的雹灾，大伙的良心叶
子全被撸光，乃至于枝干也给砸趴下了。
不倒的，是极少数。
　　为什么知识精英们的心田大面积受灾？
直到刘秀开创的汉刘家第二帝国快灭亡时，仍然有人试图在解答。
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潜夫论》中将问题再度给摆了出来，
他说：“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尉令，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
也。
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
功虽不成，志节可纪。
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
”　　王符的这个说法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但是未免有些激忿。
他没计算那些“中间群体”，即不与王莽政权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
在另一端，残酷的“十万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证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的无耻嘴脸。
如果一定以统计学的专业角度论事，那么就应当注意“品质标志”，通俗地说，叫“分类标准”。
四十多万知识精英应当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讫令尉”这么一个范围的“十万之计”。
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做官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放下这笔算了个大概齐的账目不说，还得审视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
发言。
　　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有150年前刘秀生活的王莽时代同质复制趋势，外戚炽盛，汉刘将危。
　　关于他的生卒，《后汉书·王符传》没详载，只说他生于和安之际、卒于桓灵之际。
和安之际中有殇帝一年，是为公元106年；桓灵之际，是在公元167年这个时点上。
推算而言，他活了60岁多一点的样子。
　　其次，他这个人很牛气，《后汉书》称他“耿介不同于俗”，即对社会政治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或言之，他是在借古讽“今”即用西汉“成帝以降”到王莽这一段，来影射桓帝政治以及稍前顺帝
政治。
　　顺帝后期，王符30多岁，不到40岁，正值气盛才炽之年；而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7-167年）前
半期呢，他已经50来岁，愈觉天下之不可救，如同他生命将要终息之势不可逆转，故而言辞更加高调
。
　　呜呼，老先生处于做刘崇与翟义而不得的境况，因为他手头没有一兵一卒。
再说，后来人们的反抗未必一定非如刘崇、翟义一样地起兵，比方说割据一方如公孙述者以观天下而
试叛之，也未尝不可。
　　此话稍后即论，多说几句的是这王符的影响力和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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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北朝汉刘家第三帝国刘宋时代里，大史学家范晔把他列入了顶尖学者等级，即与王统、仲长统为
“一传三人”，该传全称为《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范晔一口气引述了王符的5篇文章，全出自《潜夫论》。
《潜夫论》总共36篇，被列入作者本传5篇，约为14％，非常了得！
相比之下，到现在仍很有名的王充，有《论衡》85篇，范晔一篇未引；按当今哲学史“排行榜”，名
声稍逊于王充的仲长统，有《昌言》一书，计34篇，范晔引了3篇，约为9％，比不上王符的受重视程
度。
　　从范晔之重王符回到王符的生活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牛气”划出的“影响”轨迹。
　　王符是安定郡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当时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是安定人。
在皇甫规眼中，一般的高官与学者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辞官回家后，有一位曾在雁门郡做过太守的人过来拜访，因为此公是“货得”即行贿而为太守的，
皇甫规瞧也没瞧他的名片（时称“书刺”），仍然侧躺在床上看书。
按当时的礼节，主人是要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的。
前太守进来后，皇甫规似有所指地问：“太守先生，雁门郡的大雁一定很好吃了？
”这是影射之言，婉指这家伙在雁门郡没少收贿赂。
其实呢，在那个知识精英整体堕落的时代里，行贿买官、上任后再“搂回来”，也无可厚非。
不过，如此暗讽，令场面很尴尬。
正在尴尬之际，皇甫规的仆人说：“王符先生已到大门外，求见将军您。
”　　“快请，快请！
”皇甫规像受了惊似地在卧榻上起来，连揽衣的带子都没系上，更没换鞋子，穿着时称“屐履”的拖
鞋就蹿出去了。
那个亲热劲，简直让前太守无地自容：皇甫规不但积极出迎，还拉着此前未曾见过一面的王符的手，
好像前生今世都是好友一样。
　　皇甫规招待王符的兴头儿甭提多旺了，史称“与坐，极欢”。
　　为现场这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买官的前太守还落了一句讽刺，安定人说：“徒见二千石，不如
一缝掖。
”那意思是说：哎呀，你这个曾职任太守的老乡呀，白白干到二千石的高位，竟然不如布衣王符受到
皇甫规的尊重，丢人呀！
　　当然，本节的主题不在于“恢复王符的历史地位”，而是通过他作为一个时代指标，来印证刘秀
难题的难度。
　　刘秀难题，本质上是道德持守者震惊于知识精英的整体堕落即多数精英已经不正常的社会现状，
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苦闷。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严重失血问题。
而就在刘秀在称帝于鄗县（今河北内丘）之后，仍有两个与他抗衡的重量级人物。
此二人，一个叫隗嚣，一个叫公孙述。
此二人皆为知识精英，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俩几乎是在刘秀难题正式出现之前，就着手解决刘秀难题
的。
　　与同时代的英雄刘崇、翟义的反抗不同，隗嚣、公孙述二人选择了割据。
割据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反抗，因为它不但用来反对王莽，也可以用来反对刘秀。
后来，他们终于成了刘秀统一帝国的障碍，尽管最后被消灭。
　　2.失去道德目标的上将　　隗嚣是天水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县北）人，少年出仕为郡里的小官。
时值王莽盛期，王莽的国师刘歆对这位偏远地区的知识精英十分器重，“引为士”，估计是安排进了
京城长安。
等刘歆反对王莽的政变失败而致身亡后，隗嚣就逃归乡里。
他的逃跑并不只是因为刘歆事败自杀，而是天下乱势已定，待在长安不保险，不知哪天让反王莽的武
装势力给杀了头。
再说，汉刘皇族的刘玄也已起兵称帝，群雄逐鹿，他跑回边疆的老家去，可以待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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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等他理出头绪来，他的三叔隗崔和二叔隗义就和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东南）人杨广及冀县（今
甘肃武山县东南）人周宗，一起大闹了。
这4个人领兵攻占了天水郡北面的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南）。
　　按进兵原理，他们该向东南进攻长安才对，然而他们却向西攻平襄，看来是没大闹腾头儿。
不过，这几位似乎懂点兵法，因为在成纪、武山、平襄之间打出一片三角形根据地，基本上具备了进
可攻、退可守的条件。
　　虽然说隗崔、隗义兄弟是隗嚣的叔父，但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作为知名学者的侄子。
他们与杨广、周宗杀了王莽派住平襄的镇戎大尹（即将军）并占据平襄后，有些茫然，“怎么地也得
请一个比我们影响力更大的人当我们的头儿哇！
”4人一商量，就找到“素有名，好经书”的隗嚣。
隗嚣推辞，不干。
　　不干，不行！
非把这上将军的帽子安到你头上不可。
经再三讨价还价，隗嚣终于答应了，但有附加条件，他说：“按辈分，隗崔、隗义二位是我的‘诸父
’；按才能与德行，杨周二位在我以上。
既然事情弄到非我出头不可的地步，我有要求：你们必须听进我的话去，我才能从命。
”　　“说什么来着？
不听你的，叫你挑头干什么？
我们服！
”4人异口同声。
　　很快隗嚣请来了一位高级谋士，平陵（今河南尉氏县东北）人方望。
方望给他们指出两个要点：其一，要以尊汉为旗号，这样就可以从合法性上战胜王莽；其二，要搞一
个具有宗教性质的仪式，增加反对王莽的行动的神秘性。
　　隗嚣依计而行，先是在成纪城东设立了汉高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的三座庙宇，而后就在
庙前杀马订盟。
订盟时的团伙力量已经空前壮大，由最初的5人即隗氏叔侄3人与杨周二将增为“三十一将，十有六姓
”。
他们的誓词表明：这些人是为“允承天道，兴辅刘宗”而起兵的，谁要心怀奸计，上天将予以严厉惩
处。
　　话是这么说，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位力称“兴辅刘宗”的人却自立了一个年号，叫“汉复”
。
本质而论，他完全可以继续用最末一个皇帝孺子婴的“初始”年号。
他的汉复九年是公元23年，推算而论，可计算为初始十六年。
退一步说，此年的二月，汉刘宗室刘玄在洛阳称帝、建都，已有了“更始”年号，完全可以使用吗！
　　这个细节被他慷慨激昂的檄文所掩饰。
他比刘玄晚行动了5个月，要奋起直追，比赛对王莽批判态度。
在发往各郡国的文告中，他说：“散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
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
反戾饰文，以为瑞祥。
戏弄神祗，歌颂祸殃。
楚越之竹，不足书其恶。
天下昭然，所共闻见。
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
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
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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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
是逆天之大罪也。
”其余的，像“分裂郡国，断截地络”，如“尊任残贼，妄族众庶”，凡此等等，写了一大篇子。
　　王莽死在了隗嚣汉复年号刚立（从七月算起）不到半年。
隗嚣立时与汉刘翻脸有些不好意思，他便投靠了刘玄，刘玄封他为右将军。
冬天里，他的两位叔叔要拉队伍返回成纪。
　　这是叛逃哇！
隗嚣一横心，大义灭亲，向刘玄举报。
结果是隗崔、隗义二人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但是，在隗嚣心目中，刘玄终究是成不了事的人。
他听说刘秀在河北即位称帝，就劝刘玄：“实在不行，咱归顺刘秀吧！
”　　放着皇帝不当，到别人手下求封王，刘玄不认可。
　　有归顺刘秀这种想法的非止隗嚣一个，尽管大多是权宜之计。
大家开始密谋绑架刘玄，去见刘秀。
但是，事不机密，让刘玄得到消息。
隗嚣也知道没好果子吃，一溜烟地跑回天水。
　　到了成纪，再招故旧，自称西州上将军。
在西州也就是以天水为中心的一片土地上，隗嚣一会儿与刘秀合作，一会儿又与刘秀对抗，直到东汉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死去。
用刘秀的话来说，就是：“这小子就是不愿看到天下统一的局面！
”　　隗嚣经营西州期间，仍用“汉复”年号。
看起来有些可笑，人家刘秀都光复汉刘天下了，你还“复”哪一家的“汉”呢？
　　他死之后，他的儿子隗纯又用了一年“汉复”年号，在东汉政府军强大的攻势下，举地而降。
　　“汉复”年号共使用了12年。
这，也算历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从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隗嚣正式与东汉政府军发生陇坻之战，到建武十年（公元34年）隗
纯投降，其间4年，隗嚣等于为刘秀贡献了一位著名将领。
这位名将叫马援。
马援是长安附近茂陵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少有大志，因在郡督邮职位放跑囚犯，自逃凉州，当
了牧主，发了大财。
后来，罪得赦免，又受到王莽从弟（即叔伯兄弟）王林的提携，干到新成大尹的职务。
王莽死后，马援再次逃到凉州地面。
　　隗嚣既然有割据一方的雄心，自然会重用马援这样有大才干且经历丰富的人物，任命其为绥德将
军，并参与核心圈子的重大决策活动。
　　在隗嚣与刘秀发生陇坻激战之前，马援曾奉隗嚣之命去见割据蜀郡（今四川成都市）的公孙述。
公孙述与马援是扶风的老乡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可是呢，公孙述并没以旧交之礼见
他，而是按皇帝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与他见面。
　　这令马援非常失望，他回天水后对隗嚣说：“那家伙不过是井底的蛤蟆，成不了事，我们不如专
心与洛阳方面的刘秀交往。
”按着马援的建议，隗嚣派马援立刻动身去洛阳考察。
刘秀以全然不同于公孙述的做法接待马援：刘秀以“头帻束发”为标志，展示自己的平民风格；也没
像公孙述那样在大殿下布置庄严的仪仗队，相反，躬身坐在宣德殿的走廊下，专等马援到来。
　　刘秀见到马援的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他说：“马将军，我见到您非常惭愧。
您遨游于隗嚣与公孙述这两个皇帝之间，等闲自若，令我佩服。
”　　马援也不含糊，直接回应刘秀：“当今之世，不只是君主选择大臣，大臣也选择君主。
公孙述与我同乡，以盛礼大仪对付我，足见不能成事。
而陛下您不怕我是远来的刺客，如此亲切简单地接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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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秀何等人物，幽默而不失尖锐地说：“你不是刺客，而是说客！
”　　一年后（建武五年十二月，公元29年），马援再来洛阳，他是随隗嚣的儿子隗恂来洛阳当人质
的。
他终于得到了摆脱隗嚣的机会，若干年后，刘秀与马援成了儿女亲家。
不过，此时马援已死，是他的侄子马严主张了这门婚事。
　　等到太子刘庄成了皇帝之后，马援的女儿成了贵人，而后进位为皇后。
东汉初期，比较注意压抑外戚势力，所以由于马皇后的原因，马援没能列入32位功臣之列。
　　3.公孙帝梦换来酸鼻悲　　在群雄并起的时代里，公孙述比隗嚣的事业做得大多了。
在隗嚣与刘秀发生陇坻激战7个月后，即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十二月，隗嚣迫于形势，向公孙述称臣
。
　　公孙述的父亲公孙仁在西汉末年做到河南郡（治洛阳）都尉，秩位为“比二千石”。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副省级的公安厅长。
由于父荫，公孙述得任郎官，而后到地方任县长。
两汉时代，比较大的县域的行政首长，叫县令；稍小些的县域的行政首长，叫县长。
公孙述去的地方叫清水（天水郡上邦县的别称）。
因为当时他年龄比较小，公孙仁就派了自己属官去帮助公孙述。
一个多月后，属官回来，对公孙仁说：“您儿子呀，聪明得很，根本用不着别人教导！
”　　　　公孙述果然能干，后来他的上级郡太守就让他以小县县长的身份兼管旁边4个县。
他所治理的5个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
到了王莽时代，公孙述已经干到太守职务。
　　王莽时代官名、地名多变。
这太守呢，就叫“卒正”了；而公孙述所任职的蜀郡，已改叫“导江”（治所在今邛崃市临邛镇）。
　　公孙述是位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天下的变化，用自己的头脑考量着世界
。
等到刘玄称帝的消息由长安传到蜀中时，他也行动起来，把南阳的反王莽分子宗成及雒县（今四川广
汉市）的另一位同类王岑引入蜀中。
然而，公孙述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宗成与王岑到了繁华的成都之后，立刻放弃了复兴汉室的道德口号
，纵兵抢掠，成都人民大受其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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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个时代，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溶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
棕色的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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