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谭  

个人简介 

桓谭（公元前 23 年－公元 50 年），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字君山，沛国相（今

安徽濉溪县西北）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哀帝、平帝

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 

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后被

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他把烛干比作人的形体，把烛火的精神，提出“以烛火喻形

神”的有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之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

一样。王充称道他的著作是“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

衡·超奇》）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有所影响。著作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 。现传《新

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新论》以清严可均辑本较好（见《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另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

等文（见《艺文类聚》及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佚。传见《后汉书·桓

谭传》。 

多才多艺 

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 桓谭

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

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

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

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

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

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

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

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

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



拷打，但他口供始终不变。敌人又多次以金钱、美女进行引诱，他也不改初衷。为了迫使朱

务平屈服，敌人先后 8 次把他从普通牢房转到优待室。朱务平大义凛然，始终不为所动。敌

人万般无奈，终于亮出材料，证明朱务平是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把材料抛于地下，昂首直

立。 

 在狱中，朱务平经常鼓励战友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尽、斩不绝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无产阶级！”一次放风时，朱务平请裴兰阁出狱后向党汇报他在狱中斗争的情况，并请求党

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做革命的接班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依然是如何把革命继续下去。 

 11 月 25 日清晨，寒风凛冽，泪雨纷纷，朱务平和其他 26 名共产党员，带着刑具，高

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第十章 隶属县市 

相山区  

相山概况 

相山区是安徽省淮北市主城区，是淮北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相山区辖渠沟镇

和相山东、相山西、东山、三堤口、相南、刘桥、人民路、任圩、南黎、曲阳十个街道办事

处，23 个行政村、55 个城市社区居委会，总面积 100 平方公里，是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全国文明卫生城市，是国家级园林城市，目前已被列为全国 14 个文明城市先进单位之列。  

资源丰富 

  相山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属淮河流域。北靠山东、东望江苏，西依河南，南

临淮河。全境平川广野，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山水秀丽、气候宜人，自然条件优越，地下

水、矿产资源丰富。相山历史悠久，2000 多年来，历代王朝分别在此设郡建县，因境内有

相山而得名。 相山因煤而相山区兴，煤炭生产一直是带动相山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周围拥有各类煤矿 67 对，年产原煤 3500—3700 万吨，每吨价格为 500 元左右，居华东之首。

以煤炭为动力能源的发电厂两处，总装机容量 220 多万千瓦，年发电量为 170 亿度，每度为

0.41—0.45 元，成为华东电网的主力军，中国电力行业的骄子。 

气候特征 

  相山区属温暖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平均气温 14.5℃，年平均降水量

870mm，相对温度 67%，年平均日照时间 3325.7 小时，无霜期 209 天，常年主导风向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