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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势和环境的原因，朱云没能有过系统的学习，他自己也深感

知识太贫乏。于是，他就在不惑之年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

经》，同时又向萧望之请教《论语》。通过勤奋学习，若干年后，

朱云在《易经》和儒学上都很有成就。

汉宣帝末年，在平原郡担任文学(汉代在州郡设置的教官

职务)的匡衡，有一位在宫廷里作小官的亲戚，因杀人越货逃亡

在外。见义勇为的朱云知道后，义愤填膺，主动帮助官府追捕凶

手。凶手在一农户家中匿伏，被朱云发现，两人动起手来，凶手欲

置朱云于死地，为了自卫，朱云被迫打死了凶手。匡衡听说后，上

书请求皇上捉拿朱云，很多大臣在皇上面前为朱云解脱，最后才

免了朱云的罪。

汉元帝即位初期，华阴守丞嘉用密封书函向皇上奏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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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治理国家的方法，主要是先得到有才德的人。御史

的职务是丞相的辅佐，在九卿之上，不可不挑选。平陵的朱云，文

武精通，忠诚正直，且有智慧谋略，可给俸禄六百石，试用他为御

大夫，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汉元帝看后未拿定主意，

就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皇上的话音刚落，太子少傅匡衡说道：

“大臣是国家的辅佐之臣，圣明的君主必须慎重的选择。经传上

说：(如果)小官轻视大官，卑贱的人要想得到掌重权的官位，国

家就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老百姓就不安宁了。现在，嘉任守

丞，却妄图得到朝廷大臣的职务，还要把一个平常的人推向高

位，从而凌驾于九卿之上，这种做法不是以国家为重，也不是以

社稷为重，自从尧用舜，到周文王用姜太公，都是先试用后封爵，

叉何况像朱云这样的人呢?朱云平时好与人逞勇斗强，多次犯法

逃跑。今天守丞嘉却赞扬朱云，想推举他为御史大夫。我以为，守

西汉陶钱文罐

丞嘉是别有用心，

千万不能让他这种

想法得逞。”

朱云任职之事

遂罢。

少府五鹿充宗

出身尊贵，擅长

《梁丘易》，并受到

元帝的宠爱。元帝

也爱好《梁丘易》，

想论证一下它与其

他学派的异同，就

让充宗与各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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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到处躲避。后来，恰逢天子大赦天下，朱云被免追究，并再

次以正直被人举荐，又被任命为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县令。

耿直犯上屡受打击

·丞相韦玄成有一个奴仆，既贪婪又残忍，平时仗着主人的权

势干尽了坏事。有一次，他竟然无视国法，光天化日之下在槐里

辖区杀死了一名无辜的百姓。受害者的家属来告状，槐里令朱云

接案后立即派人拘捕罪犯。由于那名罪犯杀人后已经藏匿在韦

玄成的丞相府内，而韦玄成身为当朝丞相，权高势大，无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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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府内搜捕犯人。在这种情况，朱云只好派出几名精干人员

进行秘密侦察，并作好了一系列部署，随时捕杀凶手，为民除害。

两个多月过去了，韦玄成的那个仆人见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就认为没事了。正好这一天韦玄成外出，这个杀人犯就随车离开

了丞相府。返回途中，被朱云带领的人马堵住了去路。

朱云在韦玄成面前强行拿下了那位凶手，述说他的罪行，当

场把他处死了。

韦玄成自知理亏，而且随从又少，未敢妄动。但是这件事却

把他气得三魂出窍，七魄生烟。

韦玄成没有回丞相府，而是直奔皇宫，状告朱云。他说槐里

令朱云带人拦截丞相车马，并杀死他的仆人，实在是犯上作乱。

汉元帝大怒，令人把朱云找来，要砍下他的头。朱云不慌不忙地

说：。皇上，请让我说句话再死好吗?。

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云严肃地说：“汉朝的江山，是因为您的德政和威望才有

今天的中兴。而今丞相韦玄成纵容包庇奴仆杀人，我按照律例处

死杀人罪犯，我有什么罪呢?如果皇上因为我杀了该杀的人而杀

我，今后您将如何治理天下呢?一说着，朱云气愤起来，站起来大

声地说：“臣不需别人来杀我，让我自己去死吧!”边说边撞向大

殿的柱子。被人抓住的时候，朱云的头已经鲜血直流了。

听到朱云的一席话，元帝也认为有理，就没再责备他，回头

对韦玄成说：“你的奴仆罪有应得，槐里令也没有什么过错，这

事就不再追究了。一

从此以后，槐里县内那些平时不守法度的坏分子和危害百

姓的官员都望而生畏，不敢乱动了。

汉元帝在位时；宠奸任佞。在这些奸佞小人中，石显是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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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的宠信，手握大权，残害忠臣义士。御史中

丞陈咸气愤之极，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抨击石显的罪过。朱云对陈

成很是佩服，便与其相呼应。朱云和陈咸的正义之举，得罪了丞

相韦玄成和中书令石显。韦、石二人随时都在伺机报复。

一天，汉元帝上朝，群臣朝见皇上后，韦玄成上奏：。根据众

人反映，朱云政务暴虐，表现不良，名声极坏，官不称职，应该罢

免。竹 ．

汉元帝虽然没有表态，但显然也是听进了心里。

韦玄成说这话的时候，陈咸正在旁边。他见韦玄成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知道对朱云会有不利影响，下朝后便把这事告诉

了朱云。朱云听了，既气愤又冤枉，便上书替自己申诉不平。两个

人的举动，均被丞相韦玄成的密探发现。韦玄成上奏皇上说：

。陈咸是在宫中值宿执法的大臣，但他循私泄露了不该外传的

话．又为朱云修改奏章草稿，显然他们是在结党营私。”石显也

向皇上控告陈成，说他跟槐里令朱云关系密切，泄露朝里机密。

元帝未加考虑，便派人缉拿朱云和陈咸入狱。

折槛直谏忠贞报国

不久，元帝去世，成帝即位。成帝即位后不久，又恢复了朱云

的职务。朱云并没有因为自己三番五次直谏，得罪皇帝和重臣甚

至差点丢了性命而改变自己。恢复官职以后，为了朝廷社稷，为

了百姓，朱云再次把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他上书求见汉成帝。成

帝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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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奸邪之臣的脑袋，以儆他人!骨

成帝问：“你说的是谁?”

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

成帝不听则可，这一听气得五官都变了形，他指着朱云厉声

道：“你这一小小的官员，竟敢在大庭之上诽谤朝廷大臣，并又

辱骂帝师，罪死不赦!”遂令御史将朱云拿下。

朱云看值班御史要把自己带下殿去，他便紧紧抓住宫殿的

槛杆不松手。御史们害怕皇上责备办事不力，就猛拽朱云。由于

朱云双手的力量都用在了槛杆上，像是和槛杆长在了一起。御史

们又一次用力，猛地一下子就把槛杆拽断了。

离开了槛杆，朱云被御史们拉着向外走，他心有不甘，面对

皇上大声叫道：“臣今天能够追随龙逄或比干，游于九泉之下，

已心满意足了，却不知朝廷杀我会落个什么名声，更不知圣明的

汉王朝将毁于何时!”言罢，再不挣扎，随御史走下了宫殿。

这时，一旁的左将军辛庆忌急忙摘下官帽，解下印信绶带，

跪在地上叩头，请求道：。陛下息怒，朱云这人一向以性格狂直

闻名于世，如果他说得对，就不该杀他；假如他说错了，也应该宽

容他。他确实是位忠臣，我敢以性命担保，请求陛下饶恕他这一

次。”

辛庆忌是国家的一员虎将，当时在匈奴、西域和其他各国的

影响很大，威望很高。眼下，他冒死为朱云辩护，请汉成帝免其死



折槛誓死，朝廷徵荣，名标青史，万古馨香，渐彼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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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皇舅、大司马王根这样一群皇族为立定陶王可能的结盟。果

然，他不久就听到消息，说傅太后安排赵皇后等人轮番劝说成

帝，要立定陶王。

又有消息传出来：成帝为了选太子，专门召了中山王和定陶

王上朝来见面，主要是想亲自考考他们的实力。在这次面试中，

定陶王显示出深厚的学识，尤其是面对成帝突发的问题，他应对

自如。而年长他几岁的中山王的表现却没有这么好，让他背书他

背不出来不说，皇上问他一个问题，他只是冒汗，连话也说不出

来。成帝显然也有意要立定陶王了。

毋将隆渐渐胸有成竹，他开始起草代表自己观点的奏章。

成帝深知选嗣事大，虽然有傅太后等人不断在身边替定陶

王说话，并且自己也考验过他们两个人了，但他还是亲自召集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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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翟方进、御史大

夫7L光、右将军廉

褒、后将军朱博等

到宫中商议选嗣

问题。

不甘寂寞的

毋将隆关注着，等

待着。他的奏章也

已经写好。

也许真的是

因为中山王太过

无能，也许是因为

有傅太后为定陶

王敛了太多的运作，所以，当皇上坐在大殿之上要听听意见的时

候，那些议事的大臣们，大多都拥戴定陶王，只有御史大夫子L光

坚持要立中山王。

身为谏大夫的毋将隆，适时地向皇上密上奏书，建议立定陶

王为太子。

孔光的声音越来越弱。

成帝终于选定了定陶王。

绥和元年，成帝颁诏立定陶王为太子。第二年，成帝驾崩，已

经成为太子的定陶王刘欣继承了伯父的皇位，为哀帝。

新帝即位，论功行赏。毋将隆的职位也得到升迁，先是担任

要职京兆尹，后又升任执掌京师防务的执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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