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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刘秀的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探讨其思想理论，认定刘秀思想中的“柔道”与“贵人”原则

具有正面价值，天命神权观念则代表其思想中的负面成分；主张对刘秀思想的两重性进行正确的历史的论

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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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公元前六――后五十七）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南）人，我国历

史上东汉政权的建立者，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刘秀本是西汉景帝的后裔。汉景帝的孙子刘仁封考侯，后徙封南阳白水乡。刘仁的儿子

刘敞袭封时，王莽新朝代汉，封地被削。刘敞的孙子刘回为钜鹿都尉，刘回即刘秀的祖父。

由于封地被除，刘秀的父亲刘钦仅为南顿令。刘钦娶湖阳樊重的女儿嫻都为妻，生子女六人，

长子刘縯，刘秀乃刘钦第三子。刘秀九岁时，父亲去世，叔父刘良将其抚养成人。刘秀性情

谨厚，曾在长安跟许子威学《尚书》。居家时“勤于稼穑”，刘縯则“性刚毅，慷慨有节”。

自从王莽代汉，刘縯怀恢复汉室之志，“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结交天下雄俊”。因此，

刘縯常笑刘秀“事田业”。公元二十二年（王莽地皇三年），刘縯、刘秀以“复高祖之业”为

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起兵，开始反对王莽政权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刘秀以

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攻城掠地，不断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与农民起义军一起推翻王莽政权之后，先后吞并农民起义军的各路主力，消灭各地的豪强

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立了东汉政权，被史家称为“中兴”之帝。由于刘秀采取了一些积

极的政策措施，注意废除王莽苛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东汉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

展，科学文化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因此，对刘秀的军事、政治、经济活动，从思想的层面作

一些发掘与解析，对于正确地了解和评断刘秀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有益的。 

“柔能制刚弱能胜强”的军事策略思想 

公元四十一年，刘秀回到南阳章陵（即舂陵）会宗室诸亲，“置酒作乐”。宗室中有人说：

“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听后大笑道：“吾理天下，亦

欲以柔道行之。行“柔道”可以说是刘秀在长期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所形成与坚持的一

种思想方法原则，这一原则特别集中地体现为其军事斗争的策略思想。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

王夫之曾把刘秀的“柔道”概括为：“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

猛”。并且认为这种“柔道”“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肯定刘秀“治天

下”与“取天下”都注意行“柔道”。刘秀并没有关于“柔道”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留存于世，

他的“柔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公元二十三年，刘縯、刘秀在南阳起兵时，农民战争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就武装力量

讲，他们仅有七八千“子弟兵”，而且起兵之初，刘氏宗族“诸家子弟恐惧，皆逃亡自匿”，

并不怎么支持刘縯、刘秀起兵。后来人们见刘秀“绛衣大冠”参加起义，“乃稍自安”。当时

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已发展到五万多人。后来绿林军分兵

转移，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号“下江兵”，一路北向南阳，号“新市兵”，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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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樊崇领导的赤眉军也发展到十多万人；活动在河北地区的“铜马”“大彤”“尤

来”“青犊”“上江”等农民起义军则已达百万之众。与人数众多的农民军相比，刘秀兄弟拥

有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弱小的。同时，由于农民起义军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还不是一支统一

的军事力量。王莽政权可以“征天下能为兵者”，在全国范围内“选练武卫、招募猛士”，加

上王莽政权原有的军事力量，又使得农民军的军事力量在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刘秀兄弟面

对这种内外军事力量强弱不同的客观现实，决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加入农民起义军，并始终

注意与农民军团结相处，使武装斗争矛头集中指向王莽政权，以此来改变自己所面临的不利

局势，不断创造条件，促使军事力量对比中强弱双方的转化。舂陵兵加入新市兵以后，刘秀

兄弟和新市兵领导人王凤等人率领起义军“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取得了

军事斗争的初步胜利。 

但是，由于对在战争所得利益分配不均，起义军内部开始产生矛盾，致使新市兵“众圭

恨，欲反攻诸刘”。刘秀意识到了起义军内部火并的严重后果，毅然决定收缴宗室子弟在战

争中得到的财物，全部分发给新市兵，使起义军保持团结，结果攻陷了棘阳。后来，起义军

在同甄阜，梁丘赐率领的王莽军交战中失利，刘秀的兄、姊刘仲、刘元都死于兵败之中。在

军事失利，王莾大军不断逼近的危急关头，新市兵“欲解去”。刘演、刘秀说服王凤，使起

义军继续联合抵抗王莽军队，结果起义军杀死甄阜、梁丘赐，大败王莽军。接着起义军又与

严尤、陈茂二人率领的王莾军战于育阳，严、陈二人败走，起义军大获全胜。起义军在军事

斗争中的胜利，使新汉政权十分震惊。王莽一面以“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的重

赏缉拿起义军领导人，一面又调兵遣将准备再次围攻起义军。 

就在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由弱变强的时候，起义军内部围绕领导人问题又出现了新的

矛盾。当时起义军将领都主张在刘氏子弟中推举一人为帝，以统一号令起义军。刘氏子弟中

当时数刘縯的声望最高，很多人都主张拥立刘縯。但刘縯、刘秀则主张缓用帝号。因为，当

时活动在青、徐地区的赤眉军已有数十万兵力，河北一带的大小起义军总数在百万以上，这

些起义军还没有统一起来。如果绿林军先用帝号，将会成众矢之的，各地起义军“必将内争”。

这样必然会削弱起义军自身的军事力量，影响对王莾军事力量的打击。刘演即曾公开表示：

“今莾军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非所以破莽军也”。刘秀只弟的这种主张是

具有战略眼光的，但却遭到了其他起义军将领的反对。而且这些将领反对拥立刘縯，主张拥

立刘玄。原因是“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下江兵将领张卬竟拔剑击地，蛮横要挟，认

定“今日之议不得有二”。结果懦弱无能的刘玄被扶上了“皇帝”宝座。刘玄封刘縯为大司

徒，封刘秀为徧将军。起义军内部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未使刘秀兄弟同义军将领关系恶化。

刘玄称帝之后，刘秀与王常、王凤等将领们一起领兵攻战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

河南舞阳东北）堰县等地。起义军攻占昆阳之后，王莾派王寻、王邑领兵四十二万，号称一

百万，进攻起义军，很快包围了昆阳城。起义军在刘秀等人领导下与王莽军展开了著名的“昆

阳之战”。 

王莾军围攻昆阳时，刘秀等人手中仅有数千兵力，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危急。起义

军中一部分将士见莾军阵营强大，“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刘秀告诫将士们说：“今兵谷

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

阳既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但是，刘秀

的忠告起初并未被将士们采纳，反倒受到了指斥。当时“同心共胆”，团结一致，已成为起

义军对抗莾军，争取“以弱制强”的关键。刘秀没有因为受指斥而与诸将争执，而是一笑了

之。当诸将复请他商量退敌之策时，刘秀一面让王凤、王常坚守昆阳，一方面亲自组织并带

领李轶等十三名将士在黑夜冲出莽军重围，到定陵、堰县等地调集援军。援军到达昆阳之后，

刘秀身先士卒，率步骑千余人，首先向莽军发起攻击，结果“斩首数十级”；援军见刘秀在

强大的敌军阵前毫不畏怯，士气大振，随刘秀再次向王莽军发起攻击，“斩首数百千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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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大了战果。斗争的胜利使援军将士“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奋勇向敌军冲击。

此时刘縯也已攻拔宛城，但刘秀尚不知情。他一面假传攻拔宛城的捷报，动摇敌军军心，一

面组织三千多“敢死者”猛击王莾军，击杀王莽军主帅之一王寻，致使王莽军阵势大乱。城

内守军也乘机“鼓噪而出”。在起义军的内外夹击之下，王莽军溃散了。其时“雨下如注，

滍川盛溢”。王莾军战死者和淹死者不计其数，王邑等人踏着死人渡河才保住性命。昆阳之

战，起义军以数千之众，击溃王莽数十万大军，基本上消灭了王莽主要的军事力量，决定了

王莽政权的复亡。 

毛泽东曾经把新汉昆阳之战，看作中国军事史上弱者完成战略退却，先让人一步，后发

制人，然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刘秀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要组织指挥者，正确分

析了敌我双方的矛盾，看到了强弱之间转化的条件，然后创造条件，使矛盾向着有利于起义

军的方向转化，终于以弱胜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昆阳之战典型地体现了刘秀的军

事策略思想，表明刘秀在处理战争矛盾时不自觉地运用着辩证的思维方式。昆阳之战以后，

起义军向王莽政权展开了更加强大的攻势：“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

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徧于天下”。由于昆阳之战的胜利，起义军不仅军事

力量进一步由弱变强，政治影响方面也在实现这种转化，这为刘秀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攻拔宛城与昆阳大捷，使刘縯、刘秀兄弟声威大振。由此也导致了起义军内部的新矛盾。

刘玄害怕刘秀兄弟的声望危及自己的地位，与朱鮪、李轶等人合谋杀害了刘縯，使刘秀与刘

玄等人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但是，刘秀清楚地意识到王莽政权还没有彻底崩溃，自己既无

力独自击溃王莽的军事力量，也还无力与刘玄等人手中的军事力量抗衡。因此，刘秀仍然推

行其“柔道”，用“以静制动”的策略处理自己所面临的新矛盾。刘縯被杀以后，刘秀主动

到宛城向刘玄请罪；刘縯的部属来看望刘秀，刘秀饮食言笑如常，一不为刘縯服丧，也只字

不提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绩。这些举动使刘玄深感愧疚，不仅无由加害刘秀，而且不得不

封刘秀为破虏将军，并使刘秀后来得以出使河北，建立自己的武装，展开独立的军事活动与

政治活动。 

王夫之曾经说过：“高帝之兴，恒患寡而焏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刘

秀在河北先后吞并了铜马，尤来，五幡等农民武装，他在处理与农民军的矛盾时，也注意使

用“以宽制猛”，“以道制权”的斗争策略。他打败铜马、高湖、重连几支农民军之后，即对

起义军将领们委以官职，使他们有职有权，重新带兵打仗，这使农民军将士们觉得刘秀“推

赤心置人腹中”，心悦诚服。迫降赤眉军之后，刘秀曾对赤眉军将领们说：“得无悔降乎？朕

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焉。”结果赤眉军将领也“诚欢诚喜，

无所恨也。” 

刘秀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后，仍然坚持推行“柔道”。刘秀拒绝刘玄的诏命之后，马武等

人曾多次请刘秀称帝，都为其所拒绝。当时的客观形势，使他意识到称帝即会四面楚歌，导

致自己孤立，这不利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直到后来耿纯告诉他，如果他不称帝，“士

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刘秀顾及到自己

不称帝会涣散自己支持者的斗志，才在河北郜地称帝。刘秀称帝之后，刘永、张步、董宪、

隗嚣、公孙述等先后在各地称帝称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刘秀与刘玄以及这些割据

势力都处于尖锐的军事对立之中。刘秀仍然谨慎地处理自己所面对的军事矛盾，他通过朱鮪

计杀李轶，报杀兄之仇，后又招降朱鮪，分化瓦解了刘玄的军事力量；礼待隗嚣，兵灭公孙

述及其他割据势力。可以说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都是他坚持“以谋制力”，“以宽制猛”，“以

道制权”的斗争策略的结果。 

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东汉政权，刘秀仍然注意“量时度力”，处理军事、政治斗争

中的各种矛盾。建武二十七年，臧宫、马武上书刘秀，主张乘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疲困无力”的时候，对匈奴用兵，刘秀不准。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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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

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

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刘秀对自己的军事、政治

斗争策略思想的一种概括与总结。刘秀曾说自己“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长期的现实

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需要他客观地分析各种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这使得刘秀的

策略思想中实际上包含了不少辨证思维的因素。后世学人认为刘秀行“柔道”的实质是“顺

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所谓“不犯阴阳之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即是不违背矛盾规律。因

此，我们不宜把刘秀的“柔道”简单地看作“权术”之类，而应当肯定其“柔道”把握了事

物的某些真实联系，反映了事物发展中本来的辩证法。 

“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贵人”思想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刘秀不仅体会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看到了人的主

体性作用，而且形成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这种“贵人”思想也是他建立东汉政权

和巩固东汉政权重要的思想原则。 

刘秀的“贵人”思想首先表现在他认识到人心的向背对于夺取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胜利

的重要作用。王莽军之所以由强大逐步变得弱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扰民，引发了广大

贫苦农民的愤恨，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公元二十一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

军镇压赤眉军，莽军沿途大掠，给贫苦农民带来无穷灾难。民间流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

太师犹可，更始杀我。”结果，廉丹为赤眉军击杀，王莽军大败，赤眉军得到了迅速发展。

刘秀的大将吴汉带兵在南阳时侵暴乡民，邓奉对吴汉将士侵扰乡民不满，遂举兵叛乱。这类

事情对刘秀的影响极深。因此，他十分注意军队纪律，禁止军队掠夺，并以此来团结将士，

争取民心。吴汉率大军入蜀兵灭公孙述以后，“放兵大掠”。刘秀闻报后让刘尚说：“城降三

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纵兵放火，闻之可为酸鼻。”并对吴汉进行了严

厉的谴责。在刘秀看来，“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耳。”这种“平定安集”一是要

平定豪强，安置败军，使其无再次聚众兴兵的条件。除此之外就是要“系百姓之心”，使广

大农民脱离战争苦难，安居乐业。如果纵兵侵掠，就失去了“斩将吊人之义。”刘秀所处的

时代，社会阶级矛盾呈全面对抗的形式，广大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渴望社会安定，国

家统一。刘秀了解到人心的这种趋向，不使将士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以争取民心，这是他

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选贤任能，合理使用人才和真心爱护人才是刘秀“贵人”思想中又一重要内容。刘秀从

南阳起兵，到经略河北，乃至后来统一全国，身边先后聚集了大批文人武将，如邓禹、吴汉、

冯异、马援、祭遵等。刘秀根据个人德才情况，对这些将士分别委以重任，让他们或领导一

个部门的工作，或主持一个地区的事务，屡建功勋。邓禹本是刘秀的同窗，刘秀尚在刘玄手

下时，他没有投奔刘秀。当刘秀在河北独立活动时，他来到刘秀军中，为刘秀运筹帷幄，力

促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深得刘秀赏识。后来刘秀派邓

禹率大军西进，邓禹“师行有纪”“斩将破军”“名震关西”，被刘秀拜为大司徒，其时邓禹

年仅二十四岁。当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的对峙中，指挥失当，屡战屡败时，刘秀又毅然改派

冯异取代邓禹经略关中。冯异在军事上也有失误，但后来终于取得了胜利。 

祭遵归顺刘秀后为军市令，刘秀宗室中有人违法，祭遵奉法不避，依法处置。刘秀不但

没有怪罪祭遵，反倒封他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

不私诸卿也。”刘秀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官吏无法缉拿。后来家奴随公主外出，

洛阳令董宣“叱奴下车，因格杀之。”湖阳公主要刘秀严惩董宣。刘秀没有惩罚董宣，反而

“赐钱三十万，”使“京师莫不震栗。”刘秀启用并支持祭遵、董宣一类不徇情枉法的臣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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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正常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秀是所谓“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至大位”的人物。他懂得知识的重要，十分重

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之前，他就决定兴办太学，并亲临太学巡

视；全国统一之后，他不但注意自己读书，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并且“退功

臣进文吏”，以察举孝廉，征辟僚尉等方式，多方选拔文人儒士。在选拔中，劳心下士，屈

节待贤，曾亲访严光等隐逸山林的儒者。因此，刘秀所启用的人士大都是一些出则为吏，入

则为臣，武能安邦，文可治国的人物。南阳人张堪，“志美行厉”，刘秀派他随吴汉入蜀讨伐

公孙述，张堪为吴汉出谋划策；后来张堪又带兵抵抗匈奴，战功卓著，被刘秀任命为渔阳太

守。张堪“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受到乡民们的爱戴，民间曾流传“桑垂附枝，麦穗两岐，

张君为政，乐不可支”的歌谣。封建史家的记叙，难免不实之词，但由此可见张堪确实作过

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因此司马光曾盛赞刘秀善于用人，说他在“群雄竞逐，四海鼎沸，

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的时候，“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

拔于草莱之中，置于群公之上”，深明用人之道。 

刘秀善于选拔人才，也十分爱护人才。他赞成“忠臣不和，和臣不忠”的观连念，懂得

处理其与臣吏之间的关系只能在矛盾中求取统一。他看到一些臣吏得陇望蜀，在对经济、政

治利益的追求中不知满足时，常常和将士们坦诚相见，告诫他们不要“快须臾之欲，忘慎罚

之义”；只有永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才可以将功业“传于无穷”。 

刘秀在其“贵人”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武装政治集团。统一全

国之后，刘秀进文吏、退功臣，除邓禹、李通等少数人以外，其他功臣一概不许参与政事，

而让他们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他把权力集中在尚书台，不给太尉、司

徒、司空以实际权力；在地方政权中，他以“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

为由，在全国“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对于巩固东汉政权起到过

重要作用，也损害过统治集团内部不少人的切身利益，但却始终没有影响到刘秀集团的内部

团结和将士们的进取精神。中郎将来歙战功卓著，率大军攻伐公孙述时，连战皆捷，后来被

人暗杀，临死时嘱咐盖延转告刘秀，“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

详察”，来歙临危之际还不忘荐贤治国；伏波将军马援六十二岁率军出征，实践自己“马革

裹尸”的誓言。这些现象使后人有“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的讲法。刘秀之所以始终

得到一批功臣豪强们的支持，与他的“贵人”思想及其用人措施是分不开的。 

在“贵人”思想指导之下，刘秀还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建武二年，刘秀下令

“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姿听之。”规定为生活所迫，“嫁妻卖子”沦为奴隶而又愿意回

家者，准许他们回家。建武六年，刘秀又下令在王莽当政时被人收为奴婢，而又不合西汉收

奴旧制的一律免除其奴婢身份；第二年又下令在战乱和饥荒中沦为奴婢而要求解除奴婢身份

的，允许离开主人，奴婢主人不得阻碍，若有阻止者，以“卖人法从事”，进行处罚。建武

十二年，十三年刘秀先后下令陇蜀地区被掠为奴婢的一律解除奴婢身份，奴婢主人不得阻止。

在占有奴婢现象没有完全消失时，刘秀还曾下令，不许奴隶主任意杀害奴婢，不许以残酷手

段在奴婢面部打烙印记，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对那些“敢于炙

灼奴婢”的人也要依法处置。而对于“奴婢杀伤人弃市”一类的酷刑则下令废除。 

刘秀还曾多次下令减轻刑罚。建武三年，下令规定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妇女犯

从坐法的，只要不是诏书具名特捕的人，“皆不得系”，不许将其逮捕入狱；女犯人可以允许

回家，用钱雇人在山中伐木，以纳官府赎罪，即所谓“女徒雇山归家”。后来刘秀又多次下

令将非犯死罪的“囚徒”免为庶人。西汉末年，地主阶级“多畜奴婢”，激化了社会矛盾。

刘秀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特别是解除大批贫苦农民的奴婢身份，对于残存的奴隶制遗迹是有一有力的打击。尽管刘秀

在其“贵人”思想下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本质上仍是要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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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应当否定的。 

“皇天上帝”“属秀黎元”的天命神权思想 

天命神权思想是刘秀思想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天命神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

是同他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早在南阳起兵之前，李通等人就曾以“刘氏

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动过刘秀。刘秀“初殊不意，未敢当之。”没有轻信谶语，贸然

起兵。只是因为看到刘縯“素结轻客，必举大事”，而“王莽败亡已兆”时，才与李通等合

谋起兵。李通与刘秀合谋起兵为王莽知悉，王莽先派人抓了李通在长安为官的父亲李守及其

亲族，又派人到南阳抓捕了李通的兄弟门宗六十多人“焚尸宛市”，只有李通等少数人逃走。

此事对李通父子谎造谶语以谋私利是一次无情地嘲弄，对刘秀思想也不无影响。使得刘秀对

那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语不敢笃信。而后来在残酷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中，他又不能

不客观地分析各种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在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

些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体验到了“人力”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的“柔道”与“贵人”思

想。此时在刘秀思想中，“人力”的观念与“天命”思想是矛盾的，注重“人力”似乎还是

其思想中的主流。 

刘秀到达河北图谋自身发展以后，疆华从关中来进献的《赤伏符》中说：“刘秀发兵捕

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疆华以刘秀起兵至刘邦建立西汉乃二百八十年

以及汉乃火德为据，认定汉室应当复兴。实际上疆华是以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并杂以迷信

预言，劝导刘秀当皇帝。刘秀的一些将领们也力劝刘秀“宣答天神，以塞群望”。后来刘秀

终于在河北称帝。称帝后刘秀有一篇告天祭文，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祗，眷顾降命，

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下。’秀犹固辞，

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刘秀认为自己称帝一是

要“答天神”，一是要“塞群望”，似仍体现他思想中崇天命与尚人力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塞群望”是刘秀称帝更直接更现实的原因。因为耿纯已向刘秀讲明：天下豪杰抛家

弃土，追随他就是要“攀龙鳞，附凤翼”，若刘秀不作皇帝，“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

思”。失去臣僚支持，这对刘秀是最大的威胁，所以他答应耿纯，“吾将思之”。刘秀并非不

想做皇帝，他所考虑的是在什么时候称帝适宜，这种考虑是以现实的和长远的厉害关系为依

据的。为了维系人心，加上疆华的劝说，他终于做了皇帝。从这时侯起，也可以说刘秀公开

接受了“皇天上帝，⋯⋯属秀黎元”的君权神授观念。 

随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成功，天命神权思想在刘秀思想中的地位越来越越重要。自

河北称帝之后，刘秀根据《赤伏符》中“王梁主卫作玄武”的讲法，认为玄武为水神，而司

空是管理水土的，《赤伏符》讲了司空人选。此时恰好有一个叫王梁的渔阳人在刘秀手下作

县令。于是刘秀把王梁由县令提升为司空。但王梁擢升之后，一再违抗刘秀的军令，刘秀十

分恼怒，派宗广持节去斩杀王梁。宗广不忍杀害王梁，将其押返京师，刘秀又赦免了他，仅

免去其司空职务。刘秀欲杀王梁最后又赦免了他，思想上不敢对抗“天命”，恐怕是重要原

因之一。 

当时在蜀割据一方的公孙述“亦好为苻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他认为孔子作春

秋断十二公，即象征西汉的十二帝，刘姓子弟不可再受“天命”；谶语中有“废昌帝，立公

孙”，“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讲法，以为自己应当作皇帝。刘秀知道以后，致书公孙

述，劝他“天下神器，不可力争”，自己则以真正的“受命”者自居。后来，公孙述在刘秀

大军兵临城下时，誓不作“降天子”，终致灭族之祸。此后，刘秀也更加相信“天命”，遇事

即以图谶“决定嫌疑”，其封泰山即是一典型事例。建武三十年，刘秀东巡，臣僚劝他：“在

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刘秀不准，并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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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这个讲法是客观的。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在相当很长的时间内社会都处于剧烈的动荡之

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刘秀不允许不顾实际的宣传自己的功德，说明他还有一些自知之明。

为阻止下级臣吏们为自己歌功颂德，他声称“若郡县远谴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

对于歌功颂德者要剃头发，去屯田。这使得一些臣吏再也不敢提封禅泰山的事了。但是，后

来刘秀读《河图》的《会昌符》，见其中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的讲法，却又牵强附会，

认定岱为始，宗为长，泰山乃五岳之尊，亦即“岱宗”，“会令岱宗”是天命他封禅泰山。于

是他令梁松等人遍查《河图》《洛书》的谶文，寻找封泰山的依据，然后兴师动众，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封泰山。“天命”在刘秀思想中的发展，由此可见一般。 

刘秀笃信图谶，曾遭到过刘昆、桓谭等人的反对。刘秀曾问刘昆，在江陵“反风灭火”

是“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刘昆回答说“是偶然耳”。刘昆不附会迷信以宣扬自己的德政，

实际上也是对刘秀迷信思想的一种批判抵制。尤其是桓谭，曾数次上书，条陈时政，尖锐地

批判刘秀的天命迷信思想。桓谭认为回顾历史，考察现实，都没有什么奇怪、虚诞的事情。

谶语与社会政事相应，完全是偶然性的巧合。治理国家只能“以仁义王道为本。”对那些“增

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者”应“抑远之”。刘秀对桓谭的言论十分不满。

为建造灵台刘秀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回答说：“吾不读谶。”刘秀问他为

什么不读谶，桓谭当面向刘秀陈述谶文荒诞不经。刘秀认为桓谭“非圣无法”，要“将下斩

之”。桓谭叩头流血，才得免一死。从此无人再敢劝刘秀不信图谶。刘秀也终于利用他的特

殊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

谶于天下。”使封建神学成为东汉时期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这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封建统治者

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常常是与其政治斗争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就神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早

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流行神仙方术以及天命观念。但直到董仲舒在西汉政权空前强盛时，适

应大一统封建统治的需要，继承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并将其与被先秦时期的方士们神

秘化了的阴阳五行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的神学目的论后，才使神学完成了其在历史

上的第一次发展。随着西汉政权的崩溃，谶纬迷信开始泛滥。谶纬迷信与董仲舒神学在本质

上是相通的。董仲舒的神学不能维系人心之后，封建统治者一直在寻求新的理论武器以论证

其统治的合理性。公元五十六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与“诸儒会

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后由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标志着这一历史任

务的完成。《白虎通义》实际上是董仲舒神学与谶纬神学贯通融合的产物，它使神学在中国

历史上完成了又一次大的发展。从此神权成了长期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支柱之一。谶纬

神学不仅在整个东汉年间盛而不衰，而且在后世长期流传。这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自己的理论

思维，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产生过并且在继续产生着某种阻碍作用。对此，刘秀实负有

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应当受到批判。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

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人类社会的历史即是在阶级对

立和阶级压迫中前进的，而活动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莫不具有两重性。刘秀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镇压和吞并农民起义军的基础上建立起东汉政权，曾给广大农民带来

痛苦和灾难；在他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天命迷信思想，也毫无疑问的属于封建糟粕，对此

我们应当进行历史的分析与批判。但是，东汉政权诞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时期，刘

秀作为东汉政权的缔造者，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以及打

击奴隶制度的残迹，促进社会制度进步，都采取过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与此相应，在他

的思想中也蕴含一些在认识史上有价值的合理成分。这些，我们也应当历史地分析与评价。

古人认为刘秀“不无小疵，而大已醇矣。”这种说法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刘秀确实是一个值

得在批判中肯定的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思想也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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