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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元旦節的到來，意味著新的一年又開始了。這

一年，對於棗陽人來說不同尋常。棗陽先賢、中國歷史明

君、漢世祖光武帝劉秀，誕生於西元前6年陰曆 12月 6日，

至 1994 年陰曆 12 月 6 日，正好是他誕辰二千周年紀念日。

弘揚白水文化 唱響帝鄉棗陽
——記胡久明為紀念劉秀誕辰二千周年二三事

吳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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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時任襄樊市政協主席的棗陽鄉賢胡久明則敏銳地感到，二千

周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因而也是一次紀念歷史明君劉

秀千年一逢的難得機遇，如能抓住這一機遇，借助這個歷史

節點，在他的家鄉棗陽，深入廣泛地開展一些紀念劉秀的系

列活動，這對於傳承中華文化、弘揚白水精神、唱響帝鄉棗

陽必將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其意義無可估量。這是胡久

明的心願，也是所有棗陽人的心願。機遇難得，稍縱即逝，

如不抓住，必將造成終身遺憾。於是，他便積極行動，四處

聯絡，並很快得到了時任襄樊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子強、襄

樊市文化局主要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的支持和回應。1994 年

元旦、春節過後不久，胡久明、張子強等一行，便帶著節日

的餘韻，迎著早春的陽光，踏著春天的腳步，懷著愛家愛鄉

的激情回到了棗陽。棗陽市委市政府領導及宣傳文化部門主

要負責人進行了熱情接待，並聆聽了他們的來意和指示。當

得知他們主要是為宣導籌辦紀念劉秀誕辰二千周年活動而來

時，大家便鼓起了熱烈的掌聲，因為這正好與棗陽市委市政

府領導及宣傳文化部門的想法相契合。於是，大家便圍繞著

如何組織好這次紀念活動展開了認真而熱烈的討論。討論

中，當胡久明得知，此前棗陽已編演了大型歷史劇《劉秀還

鄉》、創作了 20 集電視連續劇《漢光武帝劉秀》時，便高

興地徵求大家意見，這次紀念活動是不是就辦好三件事：一

是組織一場紀念會和全國範圍的劉秀學術研討會；二是力推

大型新編歷史劇《劉秀還鄉》進京演出；三是籌拍一部 20

集電視連續劇《漢光武帝劉秀》。聽後，大家報以熱烈的掌

聲，表示高度贊成。為了及時落實好這三件事，大家一致同

意成立以胡久明、劉道玉、張子強等為顧問，以棗陽市委市

政府主要領導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的紀念劉秀誕辰二千

周年籌備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市委宣傳部，負

責籌備工作的日常事務。籌委會一經成立，就迅速地進入了

緊張的工作狀態。



69成功地組織了全國範圍內的劉秀學術研討會。作為一

個縣級市，欲要組織一場大範圍的學術研討活動並獲得成

功，實非易事。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為確保工程的順

利實施，胡久明三番五次地帶領相關專業人員來棗協助辦

公。其中，如何邀請專家學者帶著研討文章如期參會就是一

件最難之事。邀請誰，是否受邀，願否寫文章，能否按期赴

會等等都是難題。於是，胡久明請來了襄樊市文史專家丁保

齋先生。丁保齋根據自已的人脈關係和長期業務交往所掌握

的人員情況與聯繫方式，較完整地為籌委會提供了全國各地

秦漢史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名單和他們的通信地址。從而，較

好地解決了籌辦工作中的一大難事。按此辦理，效果極佳，

除少數未聯繫上外，絕大多數都連系上了，並且很快得到回

復，樂意接收邀請，答應趕寫研討文章按時赴會。為做到萬

無一失，確保被邀專家學者能如期寄來研討文章（以便會前

列印）並按時赴會 ,時任棗陽市政協主席、籌委會副主任委

員的楊振華，同筆者以及辦公室工作人員杜艾平一行 3人，

專程趕赴武漢、北京等地前往被邀專家學者住處親自登門拜

訪。此舉使被邀人員倍加感動，並再三表示，決不負約，定

將按時赴會，參加研討。這樣，籌備期間，各地專家學者的

文稿像雪片一樣紛紛如期寄向籌委會辦公室。收稿後一律列

印成冊，會上分發給與會人員。

弘揚白水文化 唱響帝鄉棗陽



70 經過近一年時間的籌備，於 1994 年 11 月 12 日，全國

範圍的紀念劉秀誕辰二千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其家鄉棗陽隆

重勝利召開。出席研討會人員達百余人。其中，來至北京、

上海、石家莊、濟南、鄭州、洛陽、開封、武漢、襄陽、

臺灣等地的專家學者達 60 余人。其間，秦漢史學會正副會

長、名譽會長 6人，博士生導師 4人，教授、研究員 29人，

副教授、副研究員 15 人。收到高水準、高品質研討文章近

40 篇，20 多人在研討會上作了交流發言，胡久明向大會作

了致詞。同時，還收到了來至北京的棗陽鄉賢、原最高檢察

院檢察長黃火青的“白水起家，厘定中華”的題字。會後，

市委市政府又撥出專款，由筆者與棗陽地方文史專家趙萬爽

先生，對研討會文稿進行了精心整理、訂正，並由時任秦漢

史學會副會長、博士生導師熊鐵基作序，而後編緝成《史家

論劉秀》一書，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前，在胡久

明的推動與感召下，在籌辦劉秀研討會的同時，為迎接研討

會的召開，還由筆者與楊振華共同操辦，在劉秀故里白水村

（即今皇村）修建了“白水村陳列館”，陳放文物及字畫數

百件，並請文化部藝術局局長、書法家璩潤海專為陳列館題

寫了館名；此外，筆者與時任市文聯主席的胡華斌，還共同

主編出版發行了《劉秀史跡彙編》、《白水詩箋》、《劉秀

的 28 宿》、《白水寺景點故事》等劉秀系列叢書，研討會

上都一併發給了與會人員。研討會期間，還由胡久明親自安

排、親自協調，請來了新華社、中新社、《湖北日報》、湖

北電臺、電視臺，以及《襄樊日報》、襄樊電臺、電視臺及

本市多家媒體雲集棗陽，為大會作了充分宣傳報導。一個傳

承中華文化，弘揚白水精神，唱響帝鄉棗陽的熱潮在棗陽大

地冉冉興起。



71這次劉秀學術研討會，可以說也是全國少有的一次高

檔次、高品位、大範圍的秦漢史專家學者的大聚會。通過深

入研討，廣泛交流，除進一步確立了劉秀歷史明君的歷史地

位外，還進一步澄清、消除了一個時期以來，由於“左”的

影響而強加在劉秀身上的一些不實之詞。諸如：（1）所謂

大地主大豪強之說。從《後漢書》、《資治通鑒》等大量史

書記載中得知，劉秀雖為皇室之後，但到劉秀這一輩已是既

無爵位又無官位，而且更慘的是他 9歲而孤，只好養于叔父

劉良家，成年後去長安求學，因學資困乏而勤工儉學（可以

說劉秀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實行勤工儉學的第一人），然而，

即使勤工儉學也未從根本上解決學資困乏問題，無奈只好中

途綴學，返回家鄉。返鄉後，他便從事農耕。史書稱他勤於

稼穡、與民親近、善於耕作，可以說，這時的劉秀己是地地

道道的農民了。而他領導家鄉農民起義時買不起馬，只好以

自家的耕牛作為坐騎。作為農民起義軍領袖，騎牛打仗，這

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因而傳為佳話。大量事實充分說

明，大地主大豪強之說可以休矣！（2）所謂篡奪農民勝利

果實之說。事實是，當綠林起義軍遭受官軍鎮壓、蒙受瘟疫

之苦，處於極度困境之時，是劉秀領導的舂陵起義軍主動與

綠林軍實行聯合（聯合後統稱漢軍），從此起義軍面貌喚然

一新，戰鬥力大為增強，攻城拔寨，連連告捷，直逼南陽。

對此，王莽驚恐萬狀。於是，傾其所有，組織百萬大軍，氣

勢洶洶，向南陽壓來。當莽軍路過昆陽時，叫囂“喋血而

進”，妄圖一舉將昆陽義軍全殲。昆陽義軍僅八九千人，面

對強敵，原綠林軍將帥王鳳等人驚慌失措、束手無策，尤其

不少將領憂念妻兒，紛紛提出分散逃跑，退回原地。在此危

難時刻，唯有劉秀沉著堅定，是他勇敢地站出來說服大家。

他站在戰略的高度，分析形勢，鼓舞士氣，穩住陣腳，力挽

狂瀾。他堅定地指出，大敵當前，決不能退縮，只有拚死抵

抗，才有出路，如欲分散，勢無俱全。可是，諸將帥聽後仍

弘揚白水文化 唱響帝鄉棗陽



72 猶豫不決。當聞知王莽大軍已兵臨城下，昆陽城被層層包

圍，眼看已逃跑無望，無奈之下，只好懇求劉秀出來謀劃抵

抗並全權指揮。劉秀臨危受命，不負眾望，當即派兵佈陣，

由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城中，自已親率 13

騎，乘夜闖出重圍，到四周收集援兵。經過深入細緻、苦口

婆心的說服工作，收集援兵告成達萬餘人。於是，劉秀親率

援兵趕往昆陽，選准敵營薄弱之處，乘夜發起攻擊。劉秀身

先士卒，衝鋒在前，連斬敵十數人，敵人大敗，首戰告捷。

接著，他又親率 3千敢死隊員夜襲敵帥營，一舉斬殺敵帥，

敵軍群龍無首，敵營大亂，百萬之眾亂作一團。義軍城內城

外，裡應外合，42 萬帶甲莽軍，頃刻土崩瓦鮮。不久，王

莽被殺，王莽政權倒臺。大量事實說明，農民勝利果實的奪

取，其主要功勞理所當然的屬於劉秀而非劉秀莫屬，其篡奪

之說何故之有！（3）再說所謂鎮壓農民起義之說。這同樣

不能成立，劉秀的家世前文已說的相當明白，到劉秀一輩，

早已成為地道的農民，而他本人就是發動舂陵 8千農民子弟

起義的農民軍領袖。王莽倒臺後，各地農民武裝紛紛據土自

立，稱王稱帝，成為割據勢力，使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狀態，

人民生活處於極度痛苦之中，十分渴望國家早日實現統一，

過上安居樂業生活。當時除少數屬於舊勢力武裝割據外，大

多都是農民武裝割據。這樣，大家都是起義軍，都想征服對

方，不存在誰鎮壓誰的問題，關鍵就看誰能得到人民擁護。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在眾多農民武裝中，唯有劉秀愛民如

子、軍紀嚴明，再加之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用兵如神的

軍事天才，因而經過多年角逐，最後都一一降服在他的旗

下，使國家重新走向統一。他分明是一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大

統一建立卓越歷史功勳的偉大歷史功臣，鎮壓之說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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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大型新編歷史劇《劉秀還鄉》進京演出。早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胡久明的家鄉棗陽，就在他時任襄樊

市常務副市長期間，他所主持召開的全市文物工作會議精神

的鼓舞與推動下，棗陽宣傳文化部門就及時啟動了《劉秀還

鄉》的編創上演工程，而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

開始在本地上演，並獲得觀眾好評。不久，恰逢湖北省將

於 1992 年春舉辦全省地方戲劇調演的機遇，筆者時任棗陽

市文化局長，於是便抓住機遇，一方面積極層層向上級主管

部門彙報，渴望《劉秀還鄉》能得到全省地方戲調演提名；

另一方面又迅及赴省盛情邀請我省也是全國戲劇界著名戲劇

導演余笑予來棗，為《劉秀還鄉》全面提檔升級、增光添彩

作現場指導；與此同時，為使演出更加精彩、更加靚眼、更

加出色，又及時請求市委市政府給予招收新人指標，指標及

時得到解決後，又及時派專人赴河南（河南是有名的戲劇之

鄉）各地選拔招收演出人才。一切按計劃順利實現以後，又

經過近一年的精心打磨，1992 年 5 月正式受邀，赴省順利

地參加了地方戲劇調演。該劇以劉秀勤政愛民、清政廉潔、

整風肅紀為主題，以回鄉沿途宣導勤儉節約、治理不正之

風、個人率先垂範為故事線索，將歷史與現實緊密地融合在

一起，充分地展現了劉秀歷史明君的崇高風範和他那光輝的

明君形象，一串串生動形象的故事情節，無不深深地打動著

所有觀眾的心。演出獲得圓滿成功。調演結束後，經評審，

榮獲全省調演綜合大獎。

弘揚白水文化 唱響帝鄉棗陽



74 在籌備劉秀誕辰二千周年的座談會上，當胡久明聞知

《劉秀還鄉》已在全省地方戲劇調演中榮獲綜合大獎時，心

中十分高興；又聞知不久北京也將舉辦全國地方戲劇調演

時，便當即提出，棗陽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想盡一切辦法，

再一次抓住機遇，爭得《劉秀還鄉》進京參加調演的全省提

名，將《劉秀還鄉》推向全國。胡久明的這一提議，立即得

到大家熱烈回應，並及時作出再加工、再創作、再排演等一

系列重大部署。首先，再次向省著名戲劇導演余笑予發出邀

請，請他出任《劉秀還鄉》總導演，他不僅樂意表示接受而

且還特意安排省著名劇作家胡應明來棗對劇本進行再創作，

又派其得意門生丁素華代他來棗座鎮指導；演員方面，為更

好地演好劉秀，更好地展示劉秀形象，決定安排A角、B角，

為選好 A角 ,經胡久明協調 ,由襄樊市文化局落實 ,在全市

各縣市挑選最佳演員。這樣，又經近一年的精心打磨，於

1995 年 5 月，終於實現了進京參加調演的夙願。

《劉秀還鄉》能進京演出，這是棗陽、襄陽乃至湖北

人民的光榮和驕傲。為不負眾望，並在京上演中獲得最佳演

出效果，如何組織好觀眾，則是一不可忽視的重大環節。為

此，胡久明作為演出顧問，不僅隨代表團赴京，而且為組織

觀眾，他不知疲倦、日夜操勞、忙上忙下。他利用他的工作、

人脈、鄉情、親情等一切關係，通過各種管道，四處聯絡、

八方奔走，又是發函，又是電話，又是登門，又是托人串

請。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邀請到了包括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廖漢生、王丙幹，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錢維長，中共中央

原副主席李德生等一大批中央領導，以及在京的廣西壯族自

治區黨委書記趙福林、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群和我省在

京的四大家領導，還有不少相關的專家學者、北京武警總隊

的廣大官兵及襄棗在京工作的廣大鄉親等。觀眾暴滿，座無

虛席。演出中，掌聲、贊許聲連成一片，而且一遍又一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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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心，演出獲得圓滿成

功。調演結束後，《劉秀

還鄉》被中宣部授予“五

個一工程獎”、文化部授

予“文華獎”。成果豐碩，

滿載而歸，可喜可賀。這

不僅為棗陽、襄陽乃至湖北爭得了榮譽，增添了光彩，同時

也為弘揚中華文化、光大白水精神、唱響帝鄉棗陽產生了重

大而深遠的影響。

《劉秀還鄉》進京演出載譽歸來後，為了進一步擴大

在地方上的影響，增強劇團活力，胡久明又積極策劃，全面

協調，成功地讓《劉秀還鄉》得以赴本地區各縣市作巡迴演

出。先後演出近 400 場次，組織收入近 50 萬元，為棗陽地

方戲發展增強了物資基礎。為使《劉秀還鄉》的影響進一步

走向全國，胡久明再次倡議，將《劉秀還鄉》拍攝成電視戲

劇藝術片。他主動出任顧問，全力協調組織襄樊電視臺、棗

陽電視臺、棗陽劇團及相關主管部門，經多方努力，《劉秀

還鄉》電視戲劇藝術片成功問世。問世後除在本省本市播放

外，還發放至全國各相關省市電視臺進行播放。反映熱烈，

影響深遠。

積極籌拍《漢光武帝劉秀》電視連續劇。該連續劇腳

本，與《劉秀還鄉》劇本，也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胡

久明主持召開的全市文物工作會議精神的推動與鼓舞下前後

創作的。起初，創作腳本 16 集，胡久明發出紀念劉秀誕辰

二千周年倡議後，經再次討論，決定將腳本增至 20 集。為

將該電視劇腳本打造成精品，經人推介，時任市文化局長的

楊得易，專程赴省城聯繫上當年頗有名氣的“銀河影視製作

中心”，並請著名劇作家付荻指導修改，進行劇本再創作。

弘揚白水文化 唱響帝鄉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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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棗陽市文藝創作室主任陳樹勤，親往省城“銀河影

視製作中心”，住在那裡接收指導，集中精力修改、創作、

加工。一段時間以後，經修改、加工、完善後的正式腳本出

來了，於是開始籌備拍攝。遺憾地是，由於當時經濟條件所

限，拍攝資金不能到位，無奈，拍攝工作只好暫時擱置。然

而，胡久明一直牢記於心，從未忘懷。值得慶倖的是，2008

年，由清華大學規劃設計，武漢天行健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投鉅資，湖北大漢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開發建設的“中國

漢城”在棗陽落地並破土動工。該工程總占地面積 3千畝，

核心區 1.8千畝，建築面積 80萬平米，總投資 22.87億元，

是一個集漢代建築精華與古典園林景觀於一體的大型複古建

築群。其文化功能齊全，它可提供影視拍攝、展示漢代文

化，並可開展旅遊觀光、市民休閒、養生娛樂、經貿交流等

一系列健康向上的經貿文化活動。整個項目定位，是中國漢

文化的核心地標與展示中心，以及世界漢文化旅遊目的地。

多年來，工程進展順利，核心區建設已初步完成，而且已於

2016 年 9 月 26 日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開園典禮。拍攝電視

連續劇《漢世祖光武大帝劉秀》，是總個“中國漢城”工程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一開始就拿入了工程的重要工作

日程。起初，計畫拍攝30集，腳本初稿出來後，意欲未盡，

決定增至 50 集，日前創作已接近尾聲。公司老總李世國多

次公開表示，一定盡一切可能，將劉秀電視連續劇打造成精

品。為此，必須走“三名（即名劇作家、名導演、名演員）”

之路，一切選用高標準。在這裡，我們殷切地期待著，並深

切地相信，不久的將來，胡久明操心多年而未能實現的夙

願，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更加恢宏的氣勢、更加廣闊

的場面、更加動人的情節、更加高超的藝術展示在全國觀眾

面前，胡久明亦必將以更加熱切而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日

天的早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