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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场白　　这个长篇历史散文记叙东汉开国之君刘秀由一个卑微书生成为天下雄主的故事。
刘秀本来是个不起眼的回乡知青，恰逢新莽乱世，在风云际会中历尽坎坷，终成天下共主，实在不容
易！
　　千百年来，人们对刘秀的评价也不低，认为他由草民而致万乘之尊，咋说也是创了一把奇迹。
他读书很用功，他的庄稼种得好，他做小生意很会赚钱，他打起仗来用兵如神，他的皇帝当得也非常
称职，因把&ldquo;新莽乱世&rdquo;拾掇成&ldquo;光武中兴&rdquo;而名垂千古。
　　但总体上，人们还是把他当普通的好皇帝看待，放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下，即使在开国皇帝
中，也没给他应有的评价。
　　这是不公平的。
　　从他的一生历程来看，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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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个王者的真实创业经历，讲述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从一个底层农民成为天下雄主的传奇
历程。

　　西汉末年，王莽新政失败，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农民军揭竿而起，顿时天下大乱。
刘秀本是没落皇族，于乱世起兵，以独特的人格魅力，陆续聚拢了邓禹、吴汉、冯异“云台二十八将
”这些非凡人才，血战昆阳，击灭赤眉，得陇望蜀，起事后3年称帝，12年扫平天下，开创了东汉帝国
，硬是把一个乱世拾掇成历史上有名的“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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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振，男，汉族，生于1965年，安徽宿州人，现为安徽党政干部。
自幼喜欢历史，潜心研究汉史20多年，读书笔记达80万字。

　　大学毕业后，雷振在省、市、县直机关工作20多年，深刻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
行的全过程。

　　中国历史，首先是一部政治利益关系调整史和政治权力运行史，本书则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
验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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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天下雄主
　开场白
　
第一章 刘秀的家世其实很简单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既能拾掇好自己种的庄稼，又能管理好一个大国，既能当好农民，又能
当好皇帝的，唯刘秀一人！

　
　不曾想生出一个皇帝
　被稀释的皇族血统
　刘秀那一大家子猛人
　农村回乡知识青年——当皇帝先当农民
　
第二章 伪君子王莽成了国家一哥
　这个时期，从官场到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种虚伪的风气。
也就是说，容忍虚伪、欣赏虚伪、利用虚伪成为很多人的品格和习惯，成为官风、民风和社会风气。
更可悲的是，虚伪也得到体制的认可和鼓励。

　这种政治文化的堕落，是西汉败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在风气上、人格上乃至于体制上都以虚伪为美，谁还愿意做个诚实的人？
干部群众谁还真抓实干，诚实守法？
国家机器怎么能健康运转？

　
　王莽的裙带发迹史
　奇怪的“毛延寿现象”
　虚伪的社会风气造就虚伪的人
　最高级别伪君子兼帝国CEO
　王莽是个蹩脚的政治演员
　大家为什么都骂他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
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
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
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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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
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王莽提供了刘秀上太学的机会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学习赚钱两不误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
　王莽的“抹桌布理论”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第四章 别人忙着造反，刘秀不急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
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
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
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
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即便是做粮食贩子，刘秀依然很成功
　险些饿死在牢中
　舂陵发轫，刘秀终于出手了
　大事开头难，所以成功者总是那么少
　
第五章 锋芒初试
　在当前兵火连天、饿殍遍野的时候，要让谁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把拼命抢来的东西让出来，并不
比打仗容易。

　君不见，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和普通百姓为了战斗而结成革命友谊，而为了分享果实又反目
成仇！

　古人深感于此，有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所幸联军有了刘秀！

　刘秀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局面的严重危险性，果断而严格地约束舂陵子弟，要求大家立即把战利品都
拿出来，全部送给新市、平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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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火并避免了，新市、平林兵都很高兴，对刘秀刮目相看。

　
　骑牛上战场
　赤眉军，绿林军
　要生存壮大，就必须进行联合
　试刃——有时候，你必须暂时妥协
　战地金兰
　
第六章 刘秀也不是天生便是成功者
　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长期存在皇权主义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保守的草民意识，但在当时，很有市场
。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农民心态：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
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
　
　小长安——刘秀的第一场惨败
　新的军事同盟——单打独斗者从来就不能成功
　偷袭蓝乡——抓住对手的致命弱点，你就成功
　宛城攻防大战——刘縯有多厉害，岑彭就有多生猛
　
第七章 起义联军营中的逆淘汰
　有个历史法则叫做“贤愚错位法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
，导致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受排挤，没舞台，而愚钝、顽劣之徒把持权力，控制局面，最后事情变坏
。
也可以叫做“逆淘汰”。
这有点像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一团乱麻
　“贤愚错位法则”——你优秀不见得你便上位
　沐猴而冠——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第八章 血战昆阳——拼命的人才有成功的资格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上面这篇文章时，我们中华民族正处于被日寇全面武装侵略的危亡关头，他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也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把包括昆阳大捷在内的七个著名战例总结给广大军民看，绝不是开玩笑。

　
　干实事要靠真本领
　王莽的保命三板斧
　昆阳！
昆阳！
——有些人的成功是必然，有些人的失败也是必然
　傻子领导着四十万大军——跟对领导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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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城破
　3000对430000，奇迹！

　
第九章 阴谋和阳谋
　刘縯对自己的优点看得很清楚，也发挥得很好。
但是，他对自己的缺点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往往使他疏于防范敌人，也不善于保护自己。

　这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大不了吃点儿亏，而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是致命的。

　这就像管理学、经济学上的“木桶原理”。

　
　政变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迎娶阴丽华，志遂意满
　好汉刘縯的短板
　性格决定刘縯只能被黑
　
第十章 忍忍忍，刘秀的痛苦表演
　刘秀搞阳谋不搞阴谋。

　几乎所有的史家都承认，刘秀不愧是天才的演员，他把同胞手足被害的万分痛苦成功地埋在心底，
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天上掉下个冯异，人才也会滚雪球
　韬光之术——刘秀的成功之道
　刘秀的心机
　
第十一章 王莽这老家伙终于挂了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王莽通过几十年辛辛苦苦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他祸国殃民的人生理想，
形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王莽现象”。

　这种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怀有阴暗心理或政治野心的人通过虚伪、欺诈和造假的手段蒙骗大众
，达到个人目的，但很快会自食其果，被大众抛弃。

　“王莽现象”是一个骗子用欺诈创造奇迹的故事，也是一个玩弄老百姓最终被老百姓抛弃的哲理。

　
　人人喊打，王莽等死
　王莽的最后一场荒诞表演
　悲惨的死法——王莽到底有多招人恨
　王莽死，“王莽现象”不死
　
第十二章 刘秀其实留了一手
　确切地说，刘秀目前是隐忍，但并非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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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思敏行，稳中求胜，是刘秀的风格。
在充分表现自己对更始顺从的同时，刘秀从没停止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只是，他有自己的方式。

　
　冰底之火
　实习洛阳——真正的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不小心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
　蛟龙入海向河北
　
第十三章 跳出牢笼，从头再来
　刘秀识人用人的独到眼光和能力确实非常人能比。

　在雄主天下的征途上，包括耿纯在内，他使用的很多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一生对他忠贞不贰
。

　想要创业发财，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你必须学会识人用人，这方面，刘秀是最好的老师。

　
　单车临河北，英雄归心——刘秀识人用人的秘诀
　赝品小人物反倒成了大气候
　与死神赛跑
　讨饭讨到了敌人地盘
　
第十四章 更始“劣币”的癌症晚期
　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国封建社会几百个坐在龙椅上的人，无论你是怎么坐上去的，无论你美
丑贤愚、个人条件如何，一旦坐上就再无自由！

　忠良者希望你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每一件国家大事都办好，他们自己忠于职守，每天忙碌，也不希
望你闲着；奸佞者希望你把事儿办砸，处处碰壁，有的还希望你把大事儿，甚至于把大位、把生命都
交给他，为此，他们什么样的坏点子都能想出来，什么样的陷阱都敢挖；老百姓可能虽然永远无法知
道你每天在干什么，但都希望你好好干活，不断地把大家往好处领。

　在广大老百姓眼里，你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力，你可以享受无上的荣耀，你可以用一切公共资源来满
足自己的感官之欲，你可以尽情地玩，你甚至还可以犯错误，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干活儿！
无论谁，都不会容忍你不干活儿！

　
　挪窝——底细就在不经意的细节处暴露
　“灶下养，中郎将。
烂羊胃，骑都尉。
烂羊头，关内侯。
”
　无德，无才，无大志——皇帝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重炮杀法”
　忙碌的更始王朝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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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讨王郎（一）——正牌对冒牌
　慎思敏行，谋定立行，是刘秀的一贯风格。

　凡事三思，而一旦拿定主意，立即迅速调动一切手段和力量组织实施，虽百折而不挠。

　
　点将聚兵，三管齐下
　载木焚庐
　刘秀娶了郭圣通——陪嫁，10万精兵！

　
第一部 天下雄主
　开场白
　
第一章 刘秀的家世其实很简单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既能拾掇好自己种的庄稼，又能管理好一个大国，既能当好农民，又能
当好皇帝的，唯刘秀一人！

　
　不曾想生出一个皇帝
　被稀释的皇族血统
　刘秀那一大家子猛人
　农村回乡知识青年——当皇帝先当农民
　
第二章 伪君子王莽成了国家一哥
　这个时期，从官场到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种虚伪的风气。
也就是说，容忍虚伪、欣赏虚伪、利用虚伪成为很多人的品格和习惯，成为官风、民风和社会风气。
更可悲的是，虚伪也得到体制的认可和鼓励。

　这种政治文化的堕落，是西汉败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在风气上、人格上乃至于体制上都以虚伪为美，谁还愿意做个诚实的人？
干部群众谁还真抓实干，诚实守法？
国家机器怎么能健康运转？

　
　王莽的裙带发迹史
　奇怪的“毛延寿现象”
　虚伪的社会风气造就虚伪的人
　最高级别伪君子兼帝国CEO
　王莽是个蹩脚的政治演员
　大家为什么都骂他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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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
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
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
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王莽提供了刘秀上太学的机会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学习赚钱两不误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
　王莽的“抹桌布理论”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第四章 别人忙着造反，刘秀不急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
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
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
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
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即便是做粮食贩子，刘秀依然很成功
　险些饿死在牢中
　舂陵发轫，刘秀终于出手了
　大事开头难，所以成功者总是那么少
　
第五章 锋芒初试
　在当前兵火连天、饿殍遍野的时候，要让谁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把拼命抢来的东西让出来，并不
比打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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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见，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和普通百姓为了战斗而结成革命友谊，而为了分享果实又反目
成仇！

　古人深感于此，有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所幸联军有了刘秀！

　刘秀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局面的严重危险性，果断而严格地约束舂陵子弟，要求大家立即把战利品都
拿出来，全部送给新市、平林兵。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火并避免了，新市、平林兵都很高兴，对刘秀刮目相看。

　
　骑牛上战场
　赤眉军，绿林军
　要生存壮大，就必须进行联合
　试刃——有时候，你必须暂时妥协
　战地金兰
　
第六章 刘秀也不是天生便是成功者
　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长期存在皇权主义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保守的草民意识，但在当时，很有市场
。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农民心态：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
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
　
　小长安——刘秀的第一场惨败
　新的军事同盟——单打独斗者从来就不能成功
　偷袭蓝乡——抓住对手的致命弱点，你就成功
　宛城攻防大战——刘縯有多厉害，岑彭就有多生猛
　
第七章 起义联军营中的逆淘汰
　有个历史法则叫做“贤愚错位法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
，导致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受排挤，没舞台，而愚钝、顽劣之徒把持权力，控制局面，最后事情变坏
。
也可以叫做“逆淘汰”。
这有点像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一团乱麻
　“贤愚错位法则”——你优秀不见得你便上位
　沐猴而冠——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第八章 血战昆阳——拼命的人才有成功的资格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上面这篇文章时，我们中华民族正处于被日寇全面武装侵略的危亡关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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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也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把包括昆阳大捷在内的七个著名战例总结给广大军民看，绝不是开玩笑。

　
　干实事要靠真本领
　王莽的保命三板斧
　昆阳！
昆阳！
——有些人的成功是必然，有些人的失败也是必然
　傻子领导着四十万大军——跟对领导才有前途
　宛城破
　3000对430000，奇迹！

　
第九章 阴谋和阳谋
　刘縯对自己的优点看得很清楚，也发挥得很好。
但是，他对自己的缺点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往往使他疏于防范敌人，也不善于保护自己。

　这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大不了吃点儿亏，而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是致命的。

　这就像管理学、经济学上的“木桶原理”。

　
　政变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迎娶阴丽华，志遂意满
　好汉刘縯的短板
　性格决定刘縯只能被黑
　
第十章 忍忍忍，刘秀的痛苦表演
　刘秀搞阳谋不搞阴谋。

　几乎所有的史家都承认，刘秀不愧是天才的演员，他把同胞手足被害的万分痛苦成功地埋在心底，
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天上掉下个冯异，人才也会滚雪球
　韬光之术——刘秀的成功之道
　刘秀的心机
　
第十一章 王莽这老家伙终于挂了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王莽通过几十年辛辛苦苦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他祸国殃民的人生理想，
形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王莽现象”。

　这种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怀有阴暗心理或政治野心的人通过虚伪、欺诈和造假的手段蒙骗大众
，达到个人目的，但很快会自食其果，被大众抛弃。

　“王莽现象”是一个骗子用欺诈创造奇迹的故事，也是一个玩弄老百姓最终被老百姓抛弃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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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喊打，王莽等死
　王莽的最后一场荒诞表演
　悲惨的死法——王莽到底有多招人恨
　王莽死，“王莽现象”不死
　
第十二章 刘秀其实留了一手
　确切地说，刘秀目前是隐忍，但并非不发。

　慎思敏行，稳中求胜，是刘秀的风格。
在充分表现自己对更始顺从的同时，刘秀从没停止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只是，他有自己的方式。

　
　冰底之火
　实习洛阳——真正的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不小心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
　蛟龙入海向河北
　
第十三章 跳出牢笼，从头再来
　刘秀识人用人的独到眼光和能力确实非常人能比。

　在雄主天下的征途上，包括耿纯在内，他使用的很多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一生对他忠贞不贰
。

　想要创业发财，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你必须学会识人用人，这方面，刘秀是最好的老师。

　
　单车临河北，英雄归心——刘秀识人用人的秘诀
　赝品小人物反倒成了大气候
　与死神赛跑
　讨饭讨到了敌人地盘
　
第十四章 更始“劣币”的癌症晚期
　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国封建社会几百个坐在龙椅上的人，无论你是怎么坐上去的，无论你美
丑贤愚、个人条件如何，一旦坐上就再无自由！

　忠良者希望你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每一件国家大事都办好，他们自己忠于职守，每天忙碌，也不希
望你闲着；奸佞者希望你把事儿办砸，处处碰壁，有的还希望你把大事儿，甚至于把大位、把生命都
交给他，为此，他们什么样的坏点子都能想出来，什么样的陷阱都敢挖；老百姓可能虽然永远无法知
道你每天在干什么，但都希望你好好干活，不断地把大家往好处领。

　在广大老百姓眼里，你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力，你可以享受无上的荣耀，你可以用一切公共资源来满
足自己的感官之欲，你可以尽情地玩，你甚至还可以犯错误，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干活儿！
无论谁，都不会容忍你不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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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窝——底细就在不经意的细节处暴露
　“灶下养，中郎将。
烂羊胃，骑都尉。
烂羊头，关内侯。
”
　无德，无才，无大志——皇帝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重炮杀法”
　忙碌的更始王朝掘墓人
　
第十五章 讨王郎（一）——正牌对冒牌
　慎思敏行，谋定立行，是刘秀的一贯风格。

　凡事三思，而一旦拿定主意，立即迅速调动一切手段和力量组织实施，虽百折而不挠。

　
　点将聚兵，三管齐下
　载木焚庐
　刘秀娶了郭圣通——陪嫁，10万精兵！

　
第十六章 讨王郎（二）——迈不过去是虫，迈过去就是龙
　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一个知错即改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而刘秀从善如流，知错即改。
他本来就是杰出人物，又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干什么事儿想不成功都难。

　同时，刘秀理解人，尊重人，设身处地地为朋友考虑，一般情况下不纠缠历史旧账和恩怨枝节，这
是刘秀做人的魅力所在。

　对自己和别人错误的不同处理，充分体现了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胸襟。

　
　刘秀大反攻
　云台二十八将——刘秀聚拢人才的秘诀
　打你没商量——王朗一哥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解体
　通敌铁证——刘秀告诉你怎样做最英明的领导
　　
十六章 讨王郎（二）——迈不过去是虫，迈过去就是龙
　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一个知错即改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而刘秀从善如流，知错即改。
他本来就是杰出人物，又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干什么事儿想不成功都难。

　同时，刘秀理解人，尊重人，设身处地地为朋友考虑，一般情况下不纠缠历史旧账和恩怨枝节，这
是刘秀做人的魅力所在。

　对自己和别人错误的不同处理，充分体现了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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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秀大反攻
　云台二十八将——刘秀聚拢人才的秘诀
　打你没商量——王朗一哥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解体
　通敌铁证——刘秀告诉你怎样做最英明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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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起义联军营中的逆淘汰　　公元23年注定要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扭转
乾坤的大事太多，特别是发生在王莽身边、联军内部以及双方之间的事太多，随便拿起来一件都能直
接写进史书。
　　从年初过年开始，联军就与官军开打，正月未过完，就胜仗不断：夜袭蓝乡夺取辎重，沘水大捷
斩了甄阜、梁丘赐，育阳大捷又打得官军著名将领严尤、陈茂弃军而逃。
　　这年年初的形势，当然对联军十分有利，王莽则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起义军将士）中，一种&ldquo;厌莽思汉&rdquo;&ldquo;人心思
汉&rdquo;的思想十分强烈，也普遍流行，这成为以刘縯、刘秀为代表的刘氏宗室复兴汉王朝的社会思
想基础，也为一些人搞阴谋玩猫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其实，刘家当皇帝的爷们儿只是贪玩，不好好干活，而王氏外戚抱着国柄不松手，自己没有本事
干，还要疯狂地排挤和残害别人，攫取天下利益为己有，让老百姓没办法活下去。
　　也就是说，为非作歹、欺民误国者，是窃国弄权的外戚，而非刘氏宗室。
　　特别是王莽得手以后，利欲熏天，见啥毁啥，还要摆足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已经让老百姓绝望
至极，厌恶透顶。
　　老百姓因为愤恨和唾弃王氏外戚特别是王莽，而怀念刘汉王朝，普遍向往高祖武帝时国力强盛、
文帝景帝时政治清明的岁月。
　　这样，在人心思汉之际，&ldquo;复兴汉室&rdquo;就是一面鲜艳的、很有号召力的旗帜，有的人
打着它想开辟新气象，有的人打着它则想干其他事。
　　一团乱麻　　正在这人心思汉、天下一团乱麻的时候，刘縯、刘秀兄弟在忙于工作：率联军紧紧
包围宛城，全力攻打。
　　这时的联军，已经多少像个军队的样子了：连战连胜，士气正旺；队伍空前壮大，舂陵子弟发展
到一两万人，投降的官军两三万人，加上原绿林军三部，大约有十万之众；已经有了威望很高的领袖
刘縯，他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不仅深孚众望，而且使王莽寝食难安。
　　眼下，刘縯率军在宛城外面扎下大营，拿出志在必得的劲头儿，分兵布阵，把宛城围得铁桶一般
。
　　在这种乱局中，除了这支联军，还有很多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队伍在打杀。
　　这些打打杀杀的队伍背景、成分、目的各不相同，但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矛头对着
王莽，以消灭新莽政权为目标。
毕竟这年头最时尚、最有号召力的活儿就是打王莽了，局势已经发展到别管什么人，只要一说去扁王
莽，马上就有成群的人跟着。
　　二是别管谁起兵，一旦凑够人数，立即称王割据。
反正别管谁能得手吧，先称王割据了，就争取了主动，抢占了先机，进一步可以有抢一哥位子的机会
，退一步或者偏安一方，或者用来讨价还价，也有点儿资本。
　　三是谁都想跟刘家扯上亲戚，说自己是前汉刘氏宗室的嫡传脉系。
因为人心思汉甚烈，说自己是刘家正儿八经的亲戚，也就像说去打王莽一样，马上就有很多人跟上来
，容易占据主动，赢得人心。
　　仅从公元17年绿林军起兵，到去年（公元22年），就有这么几拨儿：　　公孙述自称&ldquo;成
帝&rdquo;，割据今四川省；　　隗嚣自称&ldquo;西州上将军&rdquo;，割据今甘肃东南部；　　卢芳
自称&ldquo;西平王&rdquo;，割据甘肃东北及内蒙古一带；　　窦融自称&ldquo;河西大将军&rdquo;，
割据今甘肃西部；　　刘永自称&ldquo;梁帝&rdquo;，割据今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一带；　　
王郎自称&ldquo;汉帝&rdquo;，割据今河北西南部；　　樊崇率领的赤眉军在今山东、河南、陕西、
山西一带打击官军，一心想攻长安、杀王莽；　　李宪自称&ldquo;淮南帝&rdquo;，割据今江苏、安
徽一带；　　董宪自称&ldquo;海西王&rdquo;，割据今山东东南部；　　张步自称&ldquo;齐王&rdquo;
，割据山东；　　彭宠自称&ldquo;燕王&rdquo;，割据河北东北部；　　秦丰自称&ldquo;楚黎
王&rdquo;，割据湖北中部；　　在今河北一带，还有铜马、尤来、青犊等多支农民起义军，人数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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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之众，各自为战，到处攻城拔寨，见谁毁谁。
　　关于这些厌莽思汉的人想跟刘氏宗室攀亲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早在王莽称帝不久的公元10年11月，京城长安就发生了一起冒充西汉成帝的儿子，诈骗高级军官的事
件。
　　据时任立国将军孙建向王莽报告：　　有一天，孙建正在街上走，一个男子拦在他车前，说自己
名叫刘子舆，本是成帝与歌女生的儿子。
现在王莽当亡，刘氏即将复兴，请发兵攻打皇宫！
　　这还得了！
孙建立即把这个男子抓了起来，认真调查，发现他是唬人的，原来是长安人名叫武仲。
　　王莽毫不犹豫地把武仲杀了。
　　由于王莽本人的&ldquo;极力倡导&rdquo;和&ldquo;身体力行&rdquo;，绝大多数坑蒙拐骗、偷抢扒
拿的勾当都十分盛行。
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这么干，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已经十分高涨。
　　可以这么说吧，自王莽篡汉得手以来，反他的人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要么真的是刘家人，如刘
縯、刘秀兄弟；要么辅助、拥立刘氏，如李通、邓晨。
　　而还有很多人则有点儿另类，要么冒称刘氏，如武仲，以后还有更搞笑的；再不就是干脆改姓刘
，比如卢芳，在安定（今甘肃镇原县）起兵时谎称自己本来是汉武帝的曾孙，改名刘文伯，后来他果
然因此在西北很吃得开，被拥立为上将军、西平王，不过最后还是被刘秀打趴下了，病死塞外。
　　&ldquo;贤愚错位法则&rdquo;&mdash;&mdash;你优秀不见得你便上位　　刘縯率联军十多万之众
围攻宛城，城内岑彭县长则率残余的南阳官军拼死抵抗。
　　经过几次大仗，南阳的官军已经被联军吃得差不多了，包括岑县长本人在内多是伤兵败将，宛城
的军需辎重也很缺乏。
　　但是，已经负伤的岑县长勇敢地挑起了本应该一个地厅级省辖市市长挑起的担子，完全凭着自己
出众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硬是扛住了联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这时候，城外拼命攻，城里拼命守。
城外慕名前来投奔联军的老百姓则越来越多，城里的人员、物资则一天一天减少。
宛城攻防呈现胶着状态。
　　随着全国形势和眼前战局的变化，特别是队伍的迅速扩大，联军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建
立领导体系，推举最高领袖。
　　过去联军分成几支各自行动时，由于人数少，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建立组织领导体系的问
题倒不突出，大约着走就是了，打得过就狠打，打不过就快跑。
　　大联合以后，由于刘縯个人能力太强，能拢得住大家。
　　但是，现在不行了，十万大军，要吃喝拉撒，要行军打仗，再单靠个别人的个人能力是不行了，
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最高首领和统一的组织体系。
　　由于前面分析的社会原因，联军将士们一致同意从刘氏宗室中推举一个人当最高领袖，甚至当皇
帝。
但是，在推举谁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问题立即变得很复杂，矛盾立即变得很尖锐。
　　虽然在消灭王莽的目标上大家是高度一致的，但在灭他的过程中，以及成功后利益怎么分成，则
各有各的想法。
　　也就是说，当大敌当前，必须为生存而斗争时，大家为了&ldquo;共同的目标&rdquo;一起干。
而一旦形势大好，&ldquo;不同的追求&rdquo;就会激化内部矛盾，甚至酿成阴险的算计和残酷的杀戮
！
　　在大家一致同意从刘氏宗室中选人的前提下，候选人也就是几个：刘縯、刘秀、刘玄。
　　在很多人看来，这么三个候选人中，刘縯希望最大，他的表现十分抢眼，大家都看到了；其次是
刘秀，他文武兼备，也是非常优秀，但由于目前他一直活跃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独当一面的机会少
，一般人还看不到他的潜质；最没戏的是刘玄，无德无才，性格懦弱，贪生怕死，前几年投奔平林兵
，什么事也显不着他，他目前弄个更始将军干干，主要沾了是刘氏宗室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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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舂陵子弟，也就是所谓的南阳豪杰，以及下江兵的首领王常等人，主张推举刘縯。
理由很简单，无论品德、能力、战绩，还是声望，在联军中没有人能与刘縯相比。
而新市兵、平林兵首领们坚决主张推刘玄，他们是王匡、王凤、张卬、陈牧等。
　　这个理由就有点复杂了。
　　当&ldquo;不同的追求&rdquo;占上风，特别是在推举最高领袖这样分配权力和利益时，整个联军
的首领们实际上就分成了这样两派：　　一派是刘縯、刘秀、王常等人。
　　他们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远大的目光，为人忠厚严谨，磊落坦荡，无论是政治谋略、组织能力
还是军事指挥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经过了实践的初步检验。
　　另一派是王匡、王凤、张卬、陈牧等。
　　在武装反抗王莽官军的同时，他们喜欢放纵，桀骜不驯，乐于抢掠，贪图享受，个人品质不太好
，目光也不是多么远大。
　　比如，他们在抗击官军、打家劫舍的时候，经常掳掠人家的妻女，在取得唐子乡战役胜利时觉得
自己分的东西少马上提出要散伙，刘秀说服舂陵子弟把自己的东西让给他们后立即欢天喜地，这都说
明很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刘縯、刘秀事业心强，有能力，整天忙于工作&mdash;&mdash;调兵遣将，行军打
仗；而王匡等人私心重，工作能力不够，老吃败仗，就躲在后面玩弄权力，琢磨别人。
　　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吧，王匡等人舍刘縯选刘玄，不是因为刘縯无能而刘玄优秀，恰恰相反，正是
因为刘縯太优秀，刘玄太无能。
　　首先，刘縯胸怀复兴汉室、建功立业的英雄之志，能力强，威望高，而且治军严谨，疾恶如仇，
他要是当了老大，王匡等人要想再放纵享乐，肆无忌惮地抢东西，抢女人，将很不方便。
　　其次，刘縯豪气干云，性情刚烈，不甘居人之下，他要是当了老大谁也驾驭不了，王匡等人将难
以左右形势。
　　再次，在王匡等人看来，刘玄是替代刘縯的最佳人选，他前几年为了逃避官府追捕只身投靠平林
兵，能力差，官职小，为人窝囊，没有圈子，容易控制，非常适合当木偶和傀儡。
如果让他上台，不过是个摆设，大权还在哥几个手里。
　　旁观者看来，如果联军择贤能而立，选择刘縯或者刘秀，是符合大多数联军将士愿望的，事实已
经证明、也必将不断证明这是联军的最佳选项。
　　但是，有一个历史法则这时发挥了作用，导致联军因为这次关键的抉择而步入歧途。
　　这个历史法则叫做&ldquo;贤愚错位法则&rdquo;，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健康的
选人用人机制，导致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受排挤，没舞台，而愚钝、顽劣之徒把持权力，控制局面，
最后事情变坏。
　　也可以叫做&ldquo;逆淘汰&rdquo;。
　　这有点像经济学上的&ldquo;劣币驱逐良币法则&rdquo;。
　　公元23年2月，正当刘縯忙着干活、在前方紧张地指挥攻打宛城的时候，王匡等人正躲在后方育水
之畔的大营里算计他。
王匡、王凤、陈牧、张卬等人经过密谋，为了便于自己控制和把玩傀儡，下定决心立刘玄为皇帝，同
时挖个坑让刘縯往里跳。
　　他们认为自己较量不是对手，就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
计议已定，他们派快马把刘縯从前线请来，立即召开众首领会议，要求他在立刘玄为帝问题上马上表
态。
　　必须说明的是，这次联军首领会议有点像简装版的&ldquo;鸿门宴&rdquo;，与会人员多是王匡等
人安排的，而刘縯、刘秀用着顺手的将士都正在前方干重活儿：围攻宛城。
　　这让刘縯措手不及，十分为难。
　　他很清楚这些人摊牌，实际上就是要来个冷不防，硬压他同意既定方案。
　　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同意，那就意味着不仅自己要放弃做皇帝的机会，而且联军的
领导权将完全落入这些人手里，联军能走多远都成问题，复兴汉室大业前景堪忧。
　　如果不同意，就等于公开与这些人对着干，联军贵如生命的团结将出现巨大的裂缝，也等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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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带领大家出来拼命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当皇帝。
　　刘縯毕竟是智勇双全的帝王之才，他客观分析了眼前的复杂形势，说大家起兵的目的就是消灭新
莽政权，目前王莽未除，群雄割据，不少地方都要拥立刘氏宗室，将来势必自相残杀，反而失去民心
。
因此，他建议暂缓确定皇帝候选人。
　　他说：&ldquo;各位将军想尊立宗室，对刘氏后裔来说，实在是大恩大德。
但从我愚笨的想法看，不敢赞同。
现在我们的朋友赤眉军活跃在青州、徐州一带，已有数十万（应为十数万）人，听说我们拥立宗室，
他们恐怕也要立一个刘姓皇族，那样的话，必然引起我们内斗。
王莽还没有消灭，自己人先打起来，这只能让天下人起疑心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权威。
这不是灭莽之计。
况且凡是刚用兵就打出帝王旗号，很少有如愿的，比如陈胜、项籍就是这样。
我们从舂陵打到宛城，也不过三百里的地盘，根本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功业。
条件不成熟就仓促称帝，必然会成为天下各路豪杰集中攻击的目标，给人可乘之机，并不是上策。
现在不如暂且称王用来号令大家，如果赤眉军所尊立的领袖贤明，我们就相率而往服从他的领导；如
果他们不立，我们消灭王莽、收降赤眉，然后再举尊号也并不算晚。
请各位仔细想想。
&rdquo;　　平心而论，刘縯的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也是很有道理的。
　　他完全站在联军顺应社会潮流、更好地建功立业的高度，既分析了形势，阐述了社会发展规律，
又结合实际说明了暂缓称帝的理由。
　　我们无法详细推测刘縯当时的内心世界。
如果这番话是他的真实想法，那就充分表现了他的非凡谋略和坦荡襟怀。
　　当然，如果这番话是他为了自己将来当皇帝采取的缓兵之计，那也无可厚非。
　　大家想想看，刘縯起事之初就自称&ldquo;柱天都部&rdquo;，几天前包围宛城时又自称&ldquo;柱
天大将军&rdquo;，他的&ldquo;复兴汉室&rdquo;大业，难道不包括自己要当皇帝的内容吗？
　　问题是，他就是想当皇帝，也不为过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人都想灭王（莽）称王，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条件，刘縯就是公开站出来
竞争皇帝职位，也是冠冕堂皇的。
　　所以，听了刘縯的一番话，不少将领都认为有道理，当时就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候，狂徒张卬出场了。
　　他本来是追随王常的下江兵首领之一，联军合兵时就被王匡、王凤拉拢过去了，向来恃勇好强、
桀骜不驯，在这场立帝的阴谋中，唱的是白脸。
眼看阴谋耍不下去了，张卬站出来，拔剑击地，声色俱厉地大声说：　　&ldquo;三心二意，不能成大
事！
今天说好的立刘玄为帝，就这么定了！
&rdquo;　　面对会场上人众我寡的局面，刘縯十分冷静：大业刚举，不能毁于自相残杀。
再说，现在联军来之不易的团结，是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选择了顾全大局和沉默。
　　在场的大多数都不是政治家，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的议事决策能力。
对他们而言，立一个姓刘的当皇帝只是一个号召，一个旗子，立谁都无所谓，反正合适就跟他干，不
合适就散伙。
　　一见张卬气势汹汹的样子，刘縯没有爆发，大家谁也没敢再提出疑义。
　　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的事儿，就这么一&ldquo;剑&rdquo;定音了。
　　王匡等人迅速筹办刘玄的登基大典。
　　其实这个登基仪式也没有什么可以筹办的，一来物资条件差，正在行军打仗，联军需要什么东西
都要靠去抢；二来没有个像样的窝儿，从舂陵一路打杀过来，遇到的小县城小集镇都被打烂了，再说
也不能为了举办个活动拉着队伍走回头路，宛城还没有打下来，那就只好在育水之畔的沙滩上找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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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扒扒土，平平地凑合一下了；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匡等人怕刘縯反悔，夜长梦多，要赶时间。
　　大家只要看看登基典礼所选的日子就会明白，筹办这个活动比普通农家筹办红白喜事儿还要仓促
：当年（公元23年）2月1日，也就是联军取得育阳大捷、包围宛城后没有几天。
　　在两汉之间的农民起义联军中，刘縯被刘玄取代这一历史现象，成为&ldquo;劣币驱逐良币效
应&rdquo;&ldquo;贤愚错位效应&rdquo;最好的例子。
　　这个&ldquo;劣币驱逐良币效应&rdquo;，最初是由16世纪英国造币局长（有称财政大臣）格雷欣
提出的，所以也叫做&ldquo;格雷欣效应&rdquo;。
　　据说当年，老格用专业的眼光发现，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活动中，消费者往往保留成色好（贵
金属含量高）的货币，而把成色差（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投入流通，导致实际价值高的&ldquo;良
币&rdquo;退出市场，而实际价值低的&ldquo;劣币&rdquo;则充斥市场。
　　这种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时代也普遍存在。
　　比如，人们总喜欢把污染、破损或者不便存放的纸币花出去，需要存放现金也是存放整洁的。
这样导致市场上有脏污的纸币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而很整洁的纸币人们则较少看到
。
结果，用手摸钱成了一件很不卫生的事儿。
　　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存在，所以，&ldquo;劣币驱逐良币效应&rdquo;理论有着
普遍意义。
　　再比如，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过
来了几趟车也挤上不去。
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则扒开众人，捷足先登，能够抢得时间，抢得座位。
　　后来，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每有车来，人们蜂拥而上，搞得乘车就像打仗，让人苦
不堪言。
　　包括官场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中，在干部人事问题上，这种良劣错位、贤愚错位的现
象更是十分普遍。
　　比如，在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地方和&ldquo;吃大锅饭&rdquo;的单位，人的升迁、待遇与
个人的德才、业绩无关，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要么另谋高就，要么没有舞台，说不定还饱受
排挤，而一些平庸之辈乃至不良之徒则把持权力，左右局面。
　　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前者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提高自己、干好工作上，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搞
歪门邪道；而后者为了升迁和待遇，加之也不会干工作，必然用主要精力来琢磨人、搞阴谋诡计。
　　结果，这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一塌糊涂，局部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由此酝酿。
　　现在，&ldquo;良币&rdquo;刘縯被&ldquo;劣币&rdquo;刘玄驱逐，这绝不仅仅是刘縯的个人悲剧。
　　刘秀也是&ldquo;良币&rdquo;。
为了避免被&ldquo;驱逐&rdquo;，至少从现在开始，刘秀提高了对&ldquo;劣币&rdquo;们的警惕。
　　沐猴而冠&mdash;&mdash;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公元23年2月1日，春天还没有到来。
　　在育水边的一处沙滩上，新土筑起的坛台被装点得花花绿绿，联军召开大会，举行刘玄登基典礼
。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搞笑的新皇帝登基大典。
　　在这以前和以后，当然是谁坐一哥大位都要搞个仪式。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当一哥的这几百个人中，除了武媚娘，大伙儿都是爷们儿。
虽然大家年龄有大有小，水平能力有高有低，条件有好有差，混到这一步的原因各不相同，搞个仪式
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些仪式多是奢华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室内活动或者广场活动。
　　像刘玄这样在河边上堆个土堆就宣布当皇帝的比较少，实在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当。
不过我们也要说清楚，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什么时候来当皇帝，这连刘玄本人也做不了主。
　　因为，他不过是个玩偶。
　　&ldquo;劣币&rdquo;刘玄在土堆上面南而立，战战兢兢地接受面前一群赳赳武夫的朝拜。
　　他向来懦弱无能，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明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拥护自己，而且为了争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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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儿动刀子，心里不由得直打鼓。
他也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虽然有时候能耍个小聪明，但要是单挑，下面的人自己谁也斗不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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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从一个底层农民成为天下雄主的传奇经历：起事后3年称帝，12年扫平天下，开
创历史上有名的&ldquo;光武中兴&rdquo;。
　　官场领导干部二十年时间写历史品政治，真正点明了历史和政治的奥妙。
本书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验的完美结合。
　　史上近乎完美、最有本事皇帝的成功秘诀：独特的识人驭人术，审时度势的眼光，能屈能伸的生
存能力，谋而后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等。
　　治世读刘秀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近乎完美的皇帝。
他年轻时是好农民，会想办法做生意，求学成为高学历的太学生，在战场上3000人击败43万，屈居别
人手下当官有声有色，自己创业能吸纳大量追随者，最后当了皇帝不忘本，不杀功臣，一辈子只爱一
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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