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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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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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权支柱

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在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核心

的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它维护的自然是封建的财产关系与

法律制度。因此，整个地主阶级就成为所有封建王朝的阶级

基础。东汉皇朝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地主阶级分布在全国

的不同地域，他们本身由于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又分

成不同的阶层。特别是，由于各个地域和阶层的地主阶级与

皇室结成不同的关系，他们在当权集团中的地位和权力更有

很大的不同。这样一来，在封建王朝的当权集团中，往往形成

带有地域、阶层特点的不同集团，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

互相合作又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由此演化出封建统治集团

内部层出不穷的明争暗斗。东汉皇朝的阶级基础是遍布全国

城乡的地主阶级，但是，由于它的创立者是南阳的汉宗室贵族

刘秀，他的发迹起于颍川郡的昆阳之战，他的帝业创始于河

北，而他的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又得到关陇地主阶级的

大力支持，所以，在建国后的东汉皇朝的当权集团中，四个地

域性的集团就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四个集团是以刘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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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为首的南阳集团，以冯异、臧宫等为代表的颍川集

团，以寇恂、盖延等为代表的河北集团，以耿?、窦融、马援、梁

统等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他们占

据了最重要的官位，其中的不少家族，还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东

汉的历史。汉明帝追思东汉的开国功臣，在云台为二十八人

画像，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是协助刘秀创

业的最显赫的人物，这三十二人中，南阳集团占十三人，颍川

集团占八人，河北集团占六人，关陇集团占四人，其余地区仅

一人。在刘秀封赐的１０７个异姓侯爵中，仅《后汉书》中立传

的，南阳集团封侯者二十二人，颍川集团封侯者九人，河北集

团封侯者十一人，关陇集团封侯者十七人，共五十九人，占总

数的一半以上。考虑到其他封侯者大多数是统一战争中的投

诚归附者，四个集团的五十九人更加显得重要。这四个集团

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矛盾，又联手合作，共同支撑起东汉

皇朝的巍峨大厦。

一

南阳集团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刘秀为代表的刘汉宗

室贵族，一是南阳地区与王莽新朝联系较少的豪族地主。前

者基本上都是舂陵侯刘买的后代。刘秀做皇帝后封的二十八
—２—

光武帝刘秀（下）



个刘姓王侯中，除了他的十个儿子外，其余十八人大都是与刘

秀血统较近的叔伯、兄弟、子侄。南阳刘氏贵族因为与西汉末

的皇室血缘已较疏远，在王莽新朝已大部分沦为普通百姓，与

新朝更没有什么利害联系，所以他们毫无顾忌地参加了推翻

新朝的斗争。但不久，刘氏贵族分裂为刘 派与刘玄派。由

于得到多数绿林军领袖的支持，刘玄派取得胜利，首先登基称

帝，并杀死了刘 。移都长安后，刘氏宗族的绝大部分人都追

随刘玄。如刘秀的叔父刘良，跟刘玄至长安，被任命为国三

老。刘秀族兄刘祉，先被刘玄任命为太常将军，入长安后被封

为定陶王。刘秀族父刘歙随刘玄入长安，被封为元氏王。刘

秀族兄刘赐随刘玄入关，被封为宛王。刘秀族父刘庆，被刘玄

封为燕王。刘秀族兄刘嘉，被刘玄封为汉中王。还有其他一

些人被封为侯。刘秀在河北创业时，刘氏贵族追随者甚少。

只是到了刘秀在河北登基，而更始政权又被赤眉灭亡以后，追

随刘玄的这些南阳刘氏贵族才又纷纷归附刘秀，被赐爵为王

或侯。他们虽然凭着血缘关系从刘秀那里分得一点土地或封

户，但基本上都没有掌握东汉皇朝的多少权力。刘秀倒是对

南阳集团中的异姓功臣比较信任和重视，在光武一朝，这一集

团中共有十一人任三公以上官职，任将军公卿者更多。这些

异姓功臣所代表的主要是与王莽政权联系较少的那些豪族地

主，他们之中，不少人是诵读《诗》《书》的儒生，有些人是王莽

政权的小吏。如新野人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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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做到大司徒、太傅。宛人卓茂父祖虽做过郡守，但本人不

过一介书生，“元帝时学于长安……习《诗》《礼》及历算，究极

师法，称为通儒”，后来做到太傅。宛人张堪，“为郡族姓。堪

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

厉，诸儒号曰‘圣童’”。后来官至大司徒。南阳人任延，“年十

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

为‘任圣童’”。后来做九真等地太守，是政绩卓著的循吏。其

他如贾復、岑彭、吴汉、陈俊、任光、马成、张宗等，大都做过郡

县小吏。在王莽新朝中几乎没有任高级职务者，只有李通做

过五威将从事，也不是什么显赫的官职。另外一些人，如邓

晨、邓禹、卓茂、樊宏、来歙、朱佑、杜茂、马武、赵熹、阴识、韩

歆、冯鲂、樊晔等人，都未在王莽政府中任职。不过，他们之中

的绝大多数家族都是比较富有的，仅吴汉的传记中有“家贫”

的记载，但从他能够“给事县为亭长”看，其家庭状况起码与当

年的刘邦差不多，否则，亭长的职务也轮不到他的头上。其余

的人，除了几个不可考者之外，大都富有且在地方上有相当势

力，属于“武断于乡曲”的豪强。如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刘秀

的舅父樊宏“为乡里著姓”，“世善稼，好货殖”，是闻名四方的

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刘秀的妻兄阴识之家也是富甲

一方的大地主，王莽新朝末年，他正游学长安，听到刘 等起

事的消息后，他立即“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

诣伯升”，说明他家在地方上具有一呼百应的势力。再如湖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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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冯鲂，“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

待所归”，也表明他家在地方上的影响与号召力。以上情况说

明，以刘氏贵族为代表的南阳集团，是一个比较富有、文化素

质较高、在王莽新朝的财产权利分配中获益较少的豪族地主

集团。所以，当王莽新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的时候，他们毅然

投身到反抗王莽的潮流中，目的是在未来的财产与权力分配

中占有一席地位。由于他们的集团中出了创业皇帝刘秀，因

而就使他们在东汉一朝，特别是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间，处于

特别有利的地位，成为当权集团的核心与骨干。上面已经提

到，在刘秀当国时期，朝廷共任命三公以上官员，即太傅、大司

徒、大司马（太尉）、大司空等二十八人，南阳集团占十一人，超

过了三分之一。再考虑到刘氏宗族众多的王侯对政治的影

响，南阳集团在东汉前期在政坛上执牛耳的地位是不言而喻

的。南阳集团的不少人与刘秀一家有姻亲关系，如刘秀的外

祖父樊氏、岳丈家阴氏、来歙之母是刘秀祖姑，邓晨之妻是刘

秀之姊刘元。这个集团不仅占有很多高级官职与爵位，而且

干涉刘秀皇后与太子的废立。本来，阴识之妹阴丽华是刘秀

的结发妻子，后来，刘秀经营河北，为了取得当地豪族地主的

支持，又娶真定人郭圣通为妻。即位后，立郭夫人为皇后，其

所生子刘强为太子。全国统一后，南阳集团在政坛上立于主

导地位，他们显然不愿意一个河北妇女占据皇后的位子。建

武十七年（公元４１年）十月，郭皇后终于被废为中山太后，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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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岁的阴丽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其实，刘秀与郭后的

感情并不坏，在刘秀的十一个儿子中，她生了五个，阴后也生

了五个。她之被废，显然是出自南阳集团的压力。郭后被废

后，她的长子、被立为太子的刘强也明白，皇帝的宝座与自己

无缘了，与其等待父亲下诏废去，不如自动让出太子之位，这

样至少性命无虞。因为南阳集团既然可以让母亲失去皇后之

位，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君临其上。“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

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乃许

焉。”建武十九年（公元４３年），改封刘强为东海王，二十八年

（公元５２年），由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刘强之失去太子之

位，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也不是因为生母妇德有亏，

而是因为强有力的南阳集团希望南阳妇女阴丽华的儿子据有

皇位。刘秀贵为皇帝，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愿。但他又觉

得有点愧对长子，就给予他特殊的待遇。“帝以强废不以过，

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

宫殿设钟?之县，拟于乘舆”。在处理皇后太子的废立问题

上，刘秀、郭后与刘强都比较冷静、得体，因而没有酿成骨肉相

残的悲剧。郭后退为藩王太后，得以寿终。刘强在藩王的位

子上，一直小心翼翼，对父亲执儿臣之礼，对自己做皇帝的弟

弟执臣子之礼，虽然正值盛年三十四岁即抑郁死去，总算在表

面上维持了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对于刘强来说，应该是不幸

之中的万幸了。废立皇后、太子之事显示了在刘秀当国时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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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集团炙手可热的权势，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各集团之间

的势力此消彼长，南阳集团并不能够永远保持他们在东汉政

坛上执牛耳的地位。

二

颍川属豫州刺史部，是一个中等偏下的郡，它与荆州的南

阳郡毗连。绿林军自南阳向北发展，刘秀统帅的一支义军首

先进入颍川郡，连克昆阳、定陵等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

年）六月，又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昆阳之战。直到九月刘秀奉

命去洛阳，他在颍川驻军，作战达半年以上，因而有不少颍川

人参加了他的队伍，后来在东汉皇朝的当权派中，也就形成了

颇为引人注目的颍川集团。在明帝表彰的三十二个创业功臣

中，颍川人占了八位，仅次于南阳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物，

基本情况接近于南阳集团。他们大多较富有，不少人任新朝

的基层小吏，但基本上没有进入王莽当权的高层集团，因而与

之在利害关系和感情上较少联系，所以易于参加反叛的队伍。

如臧宫“少为乡亭长、游徼”，坚镡“为郡县吏”，傅俊为亭长，王

霸“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丁纟林的职务

稍高一点，也仅是“守颍阳尉”。他们的文化素质、儒学修养不

如南阳和关陇集团中人。在《后汉书》为之立传的近十人中，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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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祭遵“少好读书，家富给”，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

《孙子兵法》”。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在东汉的政坛上

没有得到多少高级官位。尽管他们之中封侯者不乏其人，但

却无一人进入三公的行列。不过，应该承认，颍川集团中在刘

秀创建帝业和统一中国的武装斗争中都立了汗马功劳，做出

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王常，作为下江兵的领袖人物，在绿林

军与王莽官军作战失败的关键时刻，坚决支持刘 的决策，从

而使义军转败为胜；而在昆阳之战中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刘秀

的战略主张，在同王寻、王邑统帅的王莽官军的决战中起了重

要作用。其后，他虽然一度跟随刘玄，但更始失败后，他立即

转到刘秀一边，向他表示了追随到底“死无遗恨”的决心。因

为王常奉更始之命行南阳太守事，他的归附使刘秀的势力一

下子深入到荆州。此后，王常以汉忠将军、横野大将军的头

衔，率兵参加了击邓奉，征渔阳，伐苏茂，平隗嚣，拒卢芳的一

系列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又如冯异，自从在河北跟定刘秀

后，即置生死于度外，从平王郎，智取洛阳，高邑劝进，代邓禹

平定关中，最后病死于征伐隗嚣的战场上。再如陈俊参与平

定齐鲁，历泰山、琅邪两郡守而维持东方的稳定；臧宫参与征

伐公孙述，以广汉太守恢复巴蜀的秩序；铫期从平河北，以魏

郡太守解除刘秀的后顾之忧；王霸东征苏茂，以上谷太守抗击

卢芳与匈奴的侵扰，保卫北部边陲的安宁；祭遵破张丰，征隗

嚣，克己奉公，生荣死哀等等，都展示了自己的独特风采，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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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有千秋的功绩。然而，由于此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文化素

质较差，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再加上王常、冯异、祭遵等才智

卓异之辈都在盛年病逝，使这一集团的力量大大削弱，因而在

东汉皇朝统一全国后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就远逊于他

们当年在军事上的作用与影响了。

三

河北是刘秀帝业的发祥地，刘秀只是在奉更始之命持节

河北时才正式开始创建自己的基业。他进入河北后，首先是

收抚原王莽新朝的地方官吏，让他们通过“易帜”轻而易举地

归附到更始政权的旗帜下。如果没有王郎称帝邯郸，刘秀麾

下的河北集团中将有大批王莽新朝的郡县官吏。不过，收抚

得到的这批人与刘秀缺乏地域和感情的联系，所以王郎振臂

一呼，他们都群起响应，几乎一夜之间刘秀差不多就成了孤家

寡人。在此情况下，那些跟定刘秀不动摇，并在艰险中帮助他

转危为安的幽燕之士，就组成了日后河北集团的中坚力量。

进入河北的刘秀，知道依靠自己带去的那点力量，不要说

成不了帝业，连维持河北的局面也不可能。所以，他必须依靠

河北的原地方官员和豪族地主，因而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

他在更始二年（公元２４年）之所以娶郭圣通为妻子，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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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郭氏家族“为郡著姓”，其父郭昌能够“让田宅财产数百

万与异母弟”，是典型的豪族地主。其母是真定恭王刘普的女

儿，与刘氏宗室贵族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地方上有相当大的影

响与号召力。其他归附刘秀的人物，也大都为地方“著姓”兼

王莽政权的官吏。如上谷昌平寇恂之家“世为著姓”，他本人

“初为郡功曹”。正由于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不仅保住了他

的主管长官耿况的上谷太守的位子，而且坚定不移地追随刘

秀，使之在王郎事变中保住了上谷地盘，并从危机中摆脱出

来。渔阳要阳的盖延“历郡列掾，州从事”，跟定刘秀后，成为

与吴汉、寇恂、冯异、岑彭等齐名的将军。信都的邳彤出身于

世宦之家，在王莽新朝已获得较高的官位，“父吉，为辽西太

守，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刘秀至河北后，他迎降刘秀，仍被

任为郡太守。王郎起事，河北郡县几乎全都望风而从。只有

任光任太守的信都和邳彤任太守的和成为刘秀坚守，使从幽

州落荒归来的刘秀有一块存身和反攻的基地。当刘秀周围的

谋士们对经营河北失去信心，建议回归长安时，只有邳彤力主

刘秀留在河北，结果是王郎势力很快被扫除，刘秀终于在河北

成就了帝业。可惜邳彤死得太早，他没有享受到统一之后的

荣华富贵。钜鹿昌城的刘植一家是当地颇有势力的家族。王

郎事变发生，他不仅没有归附，反而拉起一支队伍自保，“王郎

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刘秀

自蓟城归来，他开城迎接，诚心归附，并说服起兵１０余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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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郎的真定王刘扬归附刘秀。在真定，刘植还促成了刘秀与

郭圣通的婚姻，而郭又是刘扬的外甥。刘植对稳定刘秀在河

北的地位并取得对王郎的胜利显然起了重大作用，只可惜他

于建武二年（公元２６年）在讨伐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的反

叛势力时战死。家居钜鹿宋子的耿纯也是当地著姓，父子都

在王莽朝廷做官。“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

纳言士”。王莽失败后，他们父子降更始，耿纯被派回故乡抚

徇地方。他和刘秀一见倾心，“遂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

匹”。刘秀北上，他留驻邯郸。王郎事变发生，刘秀自北南返。

在刘秀最困难的时候，纯与从昆弟及宗室宾客２０００余人坚决

投奔刘秀，老病者且载棺木自随。为了表示自己追随刘秀的

义无反顾的决心，也为了坚定宗族宾客的决心，他下令焚毁了

自己的庐舍，使刘秀为之感动不已。以后，他从平王郎和河北

铜马等义军，后做东郡太守，政绩卓著，颇受百姓爱戴。渔阳

要阳人王梁，也是郡吏出身，后来做到大司空。冯勤出身于魏

郡繁阳的世宦之家，其祖父兄弟八人，都是２０００石的高官。

他最初做太守铫期的功曹，具有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后来做

到司徒。与南阳集团和颍川集团比较，河北集团中在新朝为

官者稍多，在地方上的势力也很大，只是在经学上的修养略

差，文化素质亦不高。由于这一派在刘秀创业过程中立下显

著功勋，所以在云台二十八将中它占有六个席位，获侯爵者超

过十人，有三人进入三公行列。又因为郭圣通是刘秀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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