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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一个王者的真实创业经历。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如何从一个底层农民成为天下雄主的？

　　败在刘秀手下的有：起义军势力绿林军、铜马军、赤眉军、尤来军等，皇帝王莽、王朗、公孙述
，割据势力隗嚣、刘永、张步等。
起事后3年称帝，12年扫平天下。

　　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聚拢了以邓禹、吴汉、冯异为代表的“云台二十八将”这些非凡人才，一
起打下江山。
难得的是他们一直对刘秀忠心耿耿，哪怕在刘秀落魄的时候；而刘秀也与他们保持了真挚的情谊，从
没想过鸟尽弓藏。

　　他将众多曾经的敌人变成了自己人，吸引他们前来相投。
这是更为难得的事情。

　　他做了33年皇帝，让自己治下的百姓过得很不错。
哪怕到了晚年，依旧做事清醒，仍然是个成功者。

　　他娶了历史上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与阴丽华两情相悦，始终幸福。
他们的孩子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也是一位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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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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行的
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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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十九章　石头之二——隗嚣很不甘心
　老隗很不甘心，总觉得现在各路英雄逐鹿天下，远未到收官的时候，你刘秀能做一哥，我隗嚣为什
么不能？

　
想当年隗嚣是个文人，他的叔叔和哥哥起兵的时候，他还极力劝阻，认为用兵打仗是很凶险、很血腥
的事儿。
但是，在被亲属推着起兵以后到今天，老隗竟然热衷起战斗来，以至于非要当一哥不成!
　他的动力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在激励着他？
他又是为了追求什么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

　答案只有两个字：权力。

　权力是如此具有魔力！
它让刘永称帝，让庞萌反叛，让彭宠攻打自己的上级，让地厅级干部张丰胳膊上绑块石头就敢自称一
哥，还让老隗由一介书生也加入追逐它的行列！

　隗嚣玩心机，刘秀打太极
　隗嚣自我提拔的欲望
　马援是个好同志
　“货比三家”——马援眼中的公孙述、刘秀与隗嚣
　牛人班彪给隗嚣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专家大逃亡
　
第三十章　刘秀对隗嚣的最后耐心
　这个时候，刘秀的军事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就是跟早年首选在战斗中消灭敌人相比，多
了一些阴柔之术，即：首选不战而胜，不行再毁了对手。

　这表现在具体工作中，就是先来文的，或者说始终注意智取，杀伐攻略是保守选项。

　他的这个变化，在对隗嚣的统战工作中已经可以约略地看出来了。

　现在，刘秀擒拿隗嚣的组合拳就开始出现出这种军事思想变化的典型的风格：奇正并用，软硬兼施
，文武兼备。

　通儒大贤与良知刺客
　人事？
天意？

　隗嚣终于撕破了脸
　刘秀与隗嚣的第一次战场“亲密接触”
　
第三十一章　刘秀的奇正并用擒拿术
　冯异擅长工作，不会搞小动作，也没有时间算计别人，所以他虽然处处小心，时时提防，但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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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不胜防。

　他这边高调工作，低调做人，但树大招风，还是有人想贪占他的功绩。

　既然是贪占他的功绩，诋毁和暗算他的冷枪冷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条件干这些事儿的人，当然都是他的同事。

　总有不少人干工作不行，琢磨人是高手。
而一心干工作的人，往往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算计别人。

　对于这种官场魔咒，刘秀也拿它没办法。

　作为一代明君，刘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保护干活的，而对于射向干活的人的冷枪冷箭，他并没办法
杜绝。

　“咸阳王”？
——来自冯异背后的暗箭
　真实版抢山头游戏——恂邑大奔袭
　刘秀也拿它没办法的官场魔咒
第二战场——马援的特种作战
　假检讨，忽悠术与最后通牒
　
第三十二章　战西州
　刘秀认为，随着帝国的建立，国家的战略重心必将从以打仗为主逐步转向以和平发展为主，这样，
精神文明建设在引领社会思想、创造舆论条件和教化人民群众中的巨大作用，将会越发重要。

　其中，文明礼仪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必须认真建设好，培育好。

　窦融见皇帝先问礼，让人耳目一新，很好！

　于是，刘秀想抓住这次机会，对随行的高级干部们进行一次文明礼仪教育和演习。

　不流血的政变——窦融秘密档案
　窦融是玩政治的高手
　2000特种兵——来歙就是那把搅烂隗嚣腹心的刀
　御驾西征与文明礼仪课
　老隗阵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血腥搏杀
　智勇双全，治军严明，关心百姓，居功不傲，为人低调，干活专拣重的，这是冯异同志一贯的作风
。
当汉军对隗军的新一轮围剿耗日持久，没有进展的时候，诸位将军有点泄气，想打退堂鼓，冯异总是
立即站出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先走一步上战场，身先诸将，亲冒矢石，激励大家。

　其实，冯异这时候已经身患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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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潮和反复——汉军离奇大溃败
　隗嚣的穷途末路
　落门山名将陨落——冯异之死
　秋风扫隗纯
　
第三十四章　石头之三——公孙述的野心和欲望
　有两个情况需要注意：
　一是公孙述称帝之日，刘秀还在河北艰苦转战，而两个月之后刘秀称帝，乃至于以后十来年的时间
，刘秀都在忙于东征、北伐、西进，对偏居巴蜀的公孙述一时还顾不上。
所以，公孙述利用刘秀太忙，以及益州一带独特的地理环境，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割据一方的小皇帝。

　二是公孙述把谱摆得很大，高调开展了一些纯属形式主义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做好作为一个政权
必须做好的核心业务，那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爱惜民生的执政理念，制订并且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

　凡是做不好这种核心业务的政权及其掌权者，要么是心术不正，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老百姓的活法儿
，要么就是能力欠佳，根本担当不起理政安邦的重任。

　有人可能还记得，公孙述称帝不久，马援奉隗嚣之命来成都考察，观察动静，公孙述摆足了架子，
做足了表面文章。
但老马回去对老隗说起对他的评价是：“井底之蛙。
”
　一个企业如果做不好核心业务，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亏损，就会倒闭，一个王朝也是如此。

　“成家王朝有限公司”开张
　公孙述不是一个合格的董事长
　刘秀发来“贺电”——到底谁才是公孙皇帝？

　核心业务也被公孙董事长做砸了
　两路夹击——揍丫的公孙述
　蹊跷诡异的主帅营帐谋杀案
　
第三十五章　水陆并进
　吴汉很固执，坚决要求裁军，轻装西进。

　岑彭在这一带作战多年，深知水军的重要和从长江水路进攻巴蜀的重要，坚决要求保留水军。

　这样一争论，眼看就要胳膊扭不过大腿，岑彭的牛劲儿上来了，他决定就是得罪领导，也要贯彻自
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谁要得罪领导，最好、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向更大的领导报告，并取得支持。

　当然，谁要是本来就有更大的领导做靠山，不报告也可以。

　岑彭反对吴汉——与领导意见不同该怎么办？

　岑彭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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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门断限”“矫制借兵”——臧宫人品大爆发
　岑彭亡于彭亡聚——公孙述又一个阴招儿
　
第三十六章　荡平天下之谢幕——扫平蜀地
　公孙述立自称帝，搞到这个人人想弃而远之的份儿上，要是有点自知之明，真应该去撞墙。

　对于这些坚决拒绝公孙述而又有德才的干部、知识分子，刘秀调查了解后，都给予使用、优待。

　前面跟刘秀过招的人，王莽用人，燃起遍地反抗的烈火；彭宠用人，他两口子都被自己的亲随把脑
袋割了；隗嚣用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逃跑；公孙述用人，巴蜀交通困难，逃跑不便，大家就宁愿死
了疯了也不陪他玩！

　仅凭这点，就能够看出来一个人能走多远。

　一个政权，一个角逐一哥位子人的成败，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其用人的成败。

　公孙述创造了一个大家宁死也要离开他的经典传奇
　刘秀料敌如神，吴汉绝地反击
　敢死队——猛人也有受欺负的时候
　公孙述挂掉，吴汉大屠城
　恼怒的刘秀不得不给吴汉擦屁股善后
　
第三十七章　武功之后有文治
　刘秀这时候已经非常厌弃战争，认为目前天下太平，老百姓人心思稳定，思发展，思改善民生，思
休养生息，实在不想再劳民伤财。
见有的同志还是这样跟不上形势，刘秀干脆下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自己厌武修文，让国家和百姓
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
于是，大家再也没有谁敢提出来黩武用兵了！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史称“臧宫黩武，光武厌战”。

　皇室血统论——旗帜是个好用的玩意儿
　藏弓，杀狗——祖先刘邦的前车之鉴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主动交权，皆大欢喜——识趣的邓禹和贾复
　
第三十八章　皇帝的亲戚不好管
　刘秀公开支持虞延惩治马成，再次对贵戚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后，在各级官府，干部处理公务办理案件时，贵戚们一般也不再敢擅自干预，唯恐自找没趣。

　这样，经由制度上规范、军事上打击，以及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严格抑制，刘秀一朝，贵戚们绝
大多数都能约束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言行，违法乱纪的事儿明显比前朝和以后要少得多。
即使那些备受恩宠，极端荣耀的超级勋贵，也都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半步。

　舅舅抢外甥女婿的位子——刘扬触上了刘秀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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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戚特权也不是每次都好用
　“硬头钉”+“强项令”=东汉首席酷吏董宣
　马成案——敲山震虎，杀鸡儆猴
　
第三十九章　刘秀识人驭人术
　刘秀高度重视人才还体现在他礼贤敬贤上。
礼贤敬贤，是刘秀高度重视人才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雄主天下之途上，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延揽人才。
特别是天下一统后，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礼遇、接受和招徕方方面面的人才。

　聚沙成丘，积流成河。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刘秀礼贤敬贤的对象，有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有伏湛这样的一代大儒，也有马援、杜林、郑兴等
从隗嚣一样的对手那儿接纳来的知识型干部，最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是刘秀延请和礼遇隐士逸民的
故事。

　给钱，给物，给面子——厚待投靠我的人
　“柔道治国” 94
　正确的位置上用正确的人——用对人，做对事
　礼贤敬贤，征召各方人才为我所用
　驭人番外篇之一：“解经不穷戴侍中”
　驭人番外篇之二：“瘦羊博士”
　驭人番外篇之三：羊裘一袭严子陵
第四十章 吏治是篇大文章
　在今天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追求和重要标志，很多
国家都在朝这个目标艰难地前进，而在两千年前，刘秀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了，而且初见成效。

　他明确要求，在国家法律面前，包括干部勤政廉政方面，大家都要平等地无例外地遵守；对于违规
越轨者，无论开国元勋还是朝廷重臣，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视同仁地严加追究。

　专门找茬儿的制度和专门找茬的人
　申屠刚这小子是一根筋
　两千年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哥们儿下场惨了点——刘秀也有不厚道的时候
　被阴丽华母子阴死的虞延
　
第四十一章　控军权——刘秀毕生的追求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
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
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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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
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政治挂帅，打组合拳——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精于用兵，百战不殆——最会打仗的“马上皇帝”
　善于治军，将士用命——打造一台超强的战争机器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第四十二章　刘秀皇帝道
　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
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
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
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秦皇嬴政的法家治国，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到刘彻开启的“内法外儒”
，大体上就是刘秀面临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遗产。

　这种“内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遗产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然传承有序，生机勃勃。

　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济”，若进一步探究大致有
三个路子，或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柔道为政，慈严相济；君王气度，驭国
有术。

　这其实也就是刘秀雄主之道的一个特征，三个要点。

　一切形成制度才能消除隐患
　刘秀的雄主治国之道——目的至上，儒法兼济
　东汉王朝的经学治国术
　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结束语　雄主之道，归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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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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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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