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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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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王莽发迹

一、沽名钓誉

自称是黄帝、虞舜嫡系子孙的王莽，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

年（公元前４５年）。后来据他自己说，这年他家祖籍山东济南

东平陵坟头上枯木生枝，无疑是星移斗转、重见天日的好兆

头。因此，他每每自诩“皇始祖考虞舜”。

这类胡诌现在当然无人相信。实际上，王莽出生后，虽然

姑母王政君早在他出生前三年已被立为皇后，但在这种妻妾

众多、子孙满堂的家庭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何况王曼

与王政君又不是同母所生，因而在礼法上嫡庶地位相差悬殊。

雪上加霜的是，王曼年轻轻地就病死了，从汉成帝建始元年王

家兄弟赐爵关内侯中没有王曼来看，王莽起码在十三岁以前

就没有了父亲，失去了人生第一个保护者。大概在他十八九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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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他哥哥———任职诸曹的王永又病死了，使他又失去了一

个心灵的避风港。问题的严重性是，汉代社会盛行兄弟间分

财异居的“生分”行为，像王莽母亲丧偶又丧子的残破型家庭，

首先面临的就是物质生活的匮乏，只有依靠嫡庶兄妹们的救

济。王莽的堂兄弟们都是将军列侯的儿子，仗着有钱有势以

奢侈浪费，车马众多，姬妾漂亮，玩乐新奇，互相媲美。而王莽

却一个人孤独贫赛，因而屈己下人，恭敬俭朴。可以说，愁苦、

哀怨、伤感几乎成了王莽青少年时期的伴侣。这对他以后要

“救世赈民”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

大约在王莽１８岁时，他与昭帝末年丞相王讠斤的重孙女

王氏结婚，虽然王莽岳父王咸承袭祖父封爵为宜春侯，但也不

过是个挂空名的败落家族，并没有给王莽悲忧的家庭带来崭

新的天地。这次联姻，或许是由王氏家长和王莽母亲的操纵，

是因为女方祖籍也是山东济南同乡，还是因为女方家里封侯

汝南还有点财产？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从“同姓不婚”来看，

或从王莽“身高七尺五寸”、生相口大、下巴短来看，双方的择

偶标准都不是太讲究的。不过，王莽和他的“糟糠之妻”感情

还是不错的，直到他称帝后，都没有再纳妃娶妾。这当然与西

汉后期儒生们反对贵族们多妻蓄妾的社会思潮也有关系，王

莽为了保持自己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比较注意这些事

情的。

从现有史料看，汉代人求学年龄多在１３岁以上，与相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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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殷周时期公卿大夫之子入学年龄相仿，学业一般是三至五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汉武帝以后，精通儒学经典成为仕宦的

重要途径，当时人发出“经术苟明，其取青紫（高官）如俯拾地

芥耳”的感叹。只要家境稍好一点，许多青少年便寻师学经，

费时数年，有着强烈的求学做官欲望。王莽既不能指望依靠

父荫嗣侯做官，只能走上苦读经书以图仕宦的道路，于是他以

沛郡人陈参为老师，学习《仪礼》和《周礼》。这两部儒家的重

要经典，汇编了春秋战国的礼制和周代到战国的官制，对王莽

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攻《周礼》的同时，王莽还广泛学习了

其他儒家学说。

王莽的老师陈参，其父陈咸在成哀时期以精通律令做过

尚书，始建国三年（公元１１年），还被王莽置为讲《礼》祭酒。

与陈咸、陈参相好的翟方进、萧育（萧望之儿子）等，都是当时

的儒学大师。王莽以后又跟名家陈钦学习《左传》，由师今学

转而师古学，兼纳经今古文两派学说，耳濡目染，所受儒家思

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王氏家族本身来说，虽然奢侈挥霍，

姬妾成群，但是“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

尚”。这种先秦以来“私门养士”的门风，对王莽也不会没有影

响。王莽上台执政后，让自己的老师陈参、陈钦等在朝廷做

官，与其说是一种“知恩”的报答，毋宁说也是一种“好士养贤”

的制度。

不仅如此，西汉后期的政局，儒生、文吏、外戚、宦官、佞幸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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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力量冲突纠结，异常复杂。从形式上看，自霍光专权以

后外戚就成了最有权势的集团，然而真正决定政治动向的，仍

然是儒生（知识分子）与文吏（行政官吏）。《汉书·何武传》记

何武为大司空“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

以相参验”，正反映了当时“朋党”双方的大致分野。尽管时有

例外，但宦官、佞幸、外戚由于屡遭儒生攻排，其立场多与文吏

相近。如果说昭帝时盐铁会议上的激烈论战，是以贤良文学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文吏矛盾长期积蓄的剧烈冲突；那么宣

帝时丞相韦贤、魏相、丙吉，御史大夫萧望之，皆一时名儒。麒

麟阁十一功臣，除权臣霍光、武将赵充国、韩增以及出使有功

的苏武外，文官中有魏相、丙吉、刘德、梁丘贺、萧望之五人为

儒者，余仅杜延年、张安世二人。众多儒生已被视为刘汉王朝

的赫赫功臣了。元帝好儒，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王嘉、马

宫当一大批儒者便占据了要津。儒生由在野而入朝任文化官

职，又进而担当起公卿守相之职。他们仍然发挥着知识分子

角色的作用，如读经著文、招徒教授或廷折面诤。名儒盖宽饶

攻击宣帝不行儒术是“以刑条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甚至

引《韩氏易传》要宣帝下台，结果被文吏强加罪名而被迫自杀。

萧望之、周堪、张猛、京房等人坚持儒术，亦与“久典机枢、明习

文法”的宦官弘恭、石显以及一批“能吏”展开长期的生死斗

争。成帝为太子时，曾随从儒家大师张禹学《论语》，对儒生们

的复古改制之议略有兴趣，但马上受到文吏、外戚们据“汉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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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阻搁，建始二年，儒生师丹、翟方进等５０人据《礼记》

主徙，而外戚许嘉等８人坚持照旧不动。哀帝时，何武奏定改

三公州牧，朱博、枉业等遂以“故事”为称“专抑儒吏”，排挤儒

生师丹、孔光，并依附于外戚傅党，但终究被儒生们攻倒。所

以，西汉后期的儒生群体势力日盛，显示了旺盛不竭的生命

力。在这种潮流下，不仅文吏群体成员或他们的子孙向儒生

群体流动转入，而且连外戚也不得不向儒生靠近，《汉书·谷

永传》记载王莽的叔父们“皆修经书，任政事”，说明没有儒学

功底就无法出入官场，处理政事。同书《李寻传》也记载李寻

曾向王根建议：“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

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曾如此。夫物盛必衰，

自然之理，惟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因此王根“厚待”儒士。尽管王氏家族因奢侈擅权仍然受到儒

生们的攻击，但外戚已向儒生群体靠拢甚至笼络他们，像当时

名儒杜钦、杜邺、谷永等与王家已深交相结。王氏家族能出王

莽这样博学经书、克己复礼的标准儒生，绝非偶然。假如说王

莽“被服如儒生”，倒不如说这位穿着像普通读书人一样的人

物，就是真正的儒生。

如果王莽像汉儒们那样聚徒讲学、论辩而诤，甚至口出狂

言，桀骜不驯，那么他只不过重复了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曾经走

过的道路，经历过他们曾经要求独立人格的历程而已，未必会

有更大的作为。然而，王莽毕竟清楚罗网高张、扭曲人性的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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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氛围，要想“超越”，出人头地，一个人可以涉入多种角色，必

须以独特的行为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利用了当时

统治阶级大力旌彰的孝悌节义和举孝廉。

“孝”不仅是儒家提倡的思想，也是汉代的法律规定：“无

尊上，非圣人，不孝者，斩首枭之”。以儒教为主体思想的汉王

朝更以“孝廉”作为察举选人的最主要常行科目。应劭《汉官

仪》记载当时的“四科取士”标准，都必须以“有孝悌、廉正之

行”为尺寸。孝，即善事父母者；廉，即清洁廉正者。实际上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廉吏。尤其是“孝”，更是儒家所推崇的

根本之礼。孝顺父母是每位子女不可推卸的义务，如果父死，

就要孝敬大伯、小叔，增强家庭的聚居意识。所以，王莽在家

族中服侍伯父叔父，都很委婉周到，注意礼节。阳朔三年，他

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前去侍候病人，亲自尝药，累得

头发散乱，颜面肮脏，接连几个月不脱衣服睡觉，这使他的伯

父非常感动。王凤临死时，把王莽托付给自己的姐姐王太后

和外甥成帝，从而在这年使２４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不

久又调动提升为射声校尉。这倒不是什么曲意巴结以获得姑

母和伯叔父们的欢心，而是儒生举孝廉博得社会承认的必然

资历。王莽父死而孝敬伯父，这正符合儒家“孝悌”原则。据

统计，两汉岁举孝廉的个人资历以儒者为最多，占孝廉人数的

３２．１％，如王吉、京房、师丹、孟喜等儒者均以孝廉为郎，以孝

行至中央做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莽为什么恭敬侍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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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伯父了。

其实，王莽不仅孝敬病危的伯父，还格外侍奉自幼与之相

依为命的母亲渠氏和守寡的嫂子，抚养死去了父亲的侄儿，一

举一动都很谨严规矩，大概是想通过为兄长养孤抚幼的义务，

来体现孝悌教育和“兄弟之父无分”的道德作用吧。王莽的长

子王宇比王莽的侄子王光年龄大些，但王莽让他们同一天娶

妻，以示尊兄敬嫂、立子继嗣的孝行。娶媳那天，宾客坐满堂

屋，忽然有人向王莽说老太太发病，询问应当服什么药，王莽

立即前去侍奉服药，等到宾客散去时，他已起身离席了好多

次。如果硬说这是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表示自己的“孝顺”，恐

怕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做的表面形式，因为一直到渠氏

死，王莽对自己的母亲都是非常孝顺的。

为王莽真正赢来声誉的，还是他的儒生形象。这当然不

是那种只知诵经演礼、拘执迂阔的“腐儒”作风，而是既精熟典

籍又日益适应政治生活后通达能干的“通儒”形象，这既使他

本人受到社会重视，也使王氏家族内部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叔

父成都侯王商向成帝上奏报告，表示愿意分出自己的一部分

封地去赐给王莽。还有当时的名士儒师，如长乐少府戴崇、侍

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对他

倍加赞赏，在朝廷替他说话，成帝从此认为王莽贤能，愈加

关注。

永始元年（公元前１６年），进入“而立之年”（３０岁）的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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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终于被封为新都侯，侯国在南阳郡新野县的城郊，有１５００

民户。如果说王莽的发迹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裙带关系，毋宁

说他的成功主要是靠个人奋斗的结果。几年后王莽被提升为

骑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衔，成为皇帝的近侍。但他官阶职

位越尊贵，态度作风越谦恭，在宫廷里值宿警卫，格外谨慎小

心，并不像王氏兄弟们那样骄横不可一世。特别是他以一种

参政知识分子的特殊形象———“士大夫”面貌出现，更受到了

人们普遍地好评。王莽分散车马衣服，施舍救济宾客，家里不

留多余财物。由于他接待供养名士很多，许多将军、宰相、卿

大夫都愿与他交结，颇有先秦“尊贤养士”的风范。为了更好

地与儒生群体打成一片，他让侄子王光到经学博士跟前学习。

朝廷休假，王莽就驾车赶马，亲自带着酒肉去慰问赠送他的老

师，馈赠礼品遍及他求学时的同学们，许多正在求学的青年儒

士都来围观，并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老人们则在旁边赞叹，对

这种“尊敬师长”的做法非常推崇。所以，不仅有势力的权贵

们推荐他，社会上的名士们更替他宣扬称赞，名声迅速传遍朝

野内外，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他比王家的伯父叔父们强。班固

《汉书》中称赞王莽这时是“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渐恧”；面对

王家那些公子哥们，王莽确实是无须惭愧的。

诚然，要在众多的儒生群体中出类拔萃，没有标新立异的

举动是不可能的。出身武吏却喜好与士大夫来往的后将军朱

博，因只有一女而无男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莽就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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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替他买了一个侍婢，王家兄弟中有人以为是王莽为自己置

小妾，但王莽当天就把女婢送给了朱博，表示支持承嗣香火、

不得无后的观点。王莽的母亲病了，三公九卿和列侯都派遣

自己夫人来探问病情，王莽妻子出去迎接他们，不但没有穿着

拖地的长袍宽服，反而腰里还系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皆以

为她是奴婢，一询问才知道她是王莽夫人，都大吃了一惊。这

并不是什么故意矫揉造作，而是王莽认为家庭成员俭朴的形

象，既符合当时的“察廉”制度，又表现儒生“志节清白”的德

行。平心而论，王莽“治家”诫子是相当严格的，如果说这是汉

代家庭家长重权威、重孝的表现，倒不如说是王莽本人受“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主义支配的结果。

二、初为大司马大将军

上面已讲过，由于王莽的儒生形象为他赢得了很大声誉，

在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王莽更时常做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

行”，使王莽的声誉与日俱增，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也一天天

地向他靠近。

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正做着大司马大将军的王根处

在重病之中。他数次上疏“乞骸骨”，要求离职养病。许久以

来就对大司马大将军这个汉朝政权中最高官位垂涎三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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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此时却显得益发寝食不安。王莽环顾左右，在王氏宗族

中，能够继王根而为大司马大将军的，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

选。他那些终日追逐声色狗马的群弟们是无法与自己竞争

的。但这时偏偏有个淳于长挡在他的面前。王莽心里明白，

淳于长不仅是自己的竞争者，而且有可能成为获胜者。他必

须彻底击败淳于长，否则，执掌大司马大将军职位的，就不是

王莽而是淳于长了。

淳于长，何许人也？

无独有偶。这位淳于长是王莽的姑表兄弟，元后王政君

姐姐的儿子。他的贵幸，不仅因为他是皇太后的外甥，而且更

因为他同王莽一样工于心计，是与王莽在同一条路子上攀龙

附凤的人物。少年时代，他与王莽一样首先做了黄门郎。在

王凤病重时，他与王莽一起在旁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

舅之恩”（《汉书·佞幸传》）。在王凤临死时，他与王莽一样是

被推荐给皇太后和汉成帝要求授官的。王凤死后，他被任为

校尉诸曹，不久迁水衡都尉侍中，再任卫尉，成为中央政府的

九卿之一。官位和权势超过了与他同时的王莽。后来，汉成

帝要立他宠爱的妃子赵飞燕为皇后，元后因赵氏出身卑微没

有答应。淳于长看到这是获取晋身之阶的好机会，于是便在

元后面前反复为赵飞燕说项。一年之后，元后终于答应了立

赵飞燕为皇后。汉成帝对淳于长在其中的斡旋之功甚为感

激，立即赐爵关内侯作为酬赏。不久，再封定陵侯。由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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