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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是一個超凡脫

俗、具有濃郁傳奇色彩的

歷史偉人，他的一生創造

了許多中國歷史上的第一

和之最，為後世歷代皇帝

所不及。他不僅是中國歷

史上最有學問的皇帝，而

且他還是一個出色的成語

大師。他創造和發明的成

語，留傳後世，延用至今，

有的已成為經典名句。如

“有志者事竟成”、 “樂

此不疲”、“披荊斬棘”、

“疾風知勁草” 、 “如

履薄冰”等。充分體現了

他博覽群書、滿腹經綸、

學識淵博以及超人的智慧與才華。

本成語故事主要是劉秀對某件事或某個人，通過自己

口述或以詔書形式做出的評價，或他人對劉秀個人及其行為

做出的評價而形成的成語，主要取材於《後漢書》和《東觀

漢記》中，也有來自於其他文獻的，為便於閱讀，故輯錄成

集，分為兩個部分叙述。

劉秀成語典故 沈齊珍

劉秀成語典故



172 第一部分
這部分主要是劉秀對某件事或某個人，通過自己口述

或以詔書形式做出評價形成的成語。

 1. 反側自安 fǎn cè zì ān

 【釋義】反側：不安，輾轉反側，翻來覆去。形容臥

不安席。安：安心，心情安定。表示讓那些心神不安的人把

心安定下來。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原文】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

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典故】新莽王朝覆滅，天下百姓歡呼。然而，新的

鬥爭形勢更加複雜，群雄並起，紛紛自立，各霸一方，稱王

稱帝。面對這一混亂局面，新誕生的更始政權，急需大力平

亂安民，安邦治國，穩定社會。更始元年（23 年）十月，

劉秀奉劉玄之命去河北宣示朝廷旨意，要那裏的郡國吏民遵

守朝廷的詔命。於是，劉秀就以更始政權大司馬的身份巡視

河北。劉秀在河北，每到一處，考察官吏，按其能力確定升

降或去留；平反冤獄，釋放囚徒；廢除王莽苛政，恢復漢朝

的官吏名稱。所做之事，順應民心，所到之處，吏民歡迎。

王郎是當時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勢力，他自稱是漢成帝后

代，矇騙民眾，自立為帝。劉秀調集河北各郡兵馬，很快把

王郎消滅了。消滅王郎以後，在清理繳獲的文書檔案時，發

現不少官吏曾與王郎勾結，大肆譭謗劉秀，材料多達幾千

份。劉秀心想，如果一一追究，將會引起一大批人恐慌、畏

懼甚至逃跑，這樣反而與己不利。於是，劉秀讓手下把收繳

來的譭謗文書收集一起，他看也不看，當著所有將官軍士們

的面一把火燒掉了，並說：“讓那些不自安的人都安心吧！”

從此，這些人更加信任劉秀，對劉秀忠心不二，劉秀的隊伍

不斷發展和壯大。成語“令反側子自安” 由此而生。



1732. 如履薄冰 rú lǚ bó bīng 

【釋義】履：踐；踩在上面。似走在薄冰上一樣。比

喻行事極為謹慎，存有戒心。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原文】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

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詶（chòu，酬），

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cù，促）上，朕將差而錄之。” 

【典故】建武二年（26 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

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劉秀大封功臣為列侯，大國四縣，

餘各有差。下詔說：“諸位將軍立了大功，應當受到封賞。

現在你們被封為列侯，應該知足，不能放縱自己，要謹慎從

事。諸位將軍的功勞都很大，希望能夠福及子孫。但現在我

們的政權剛剛建立，根基還不穩固，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

難，現在就像走在薄冰上一樣，隨時都可能掉下去。所以，

應心存恐懼，提心吊膽，小心謹慎的度過每一日。其他還有

功勞顯著而未被封的，或沒有受到獎賞的，請大鴻臚把他們

的名字報上來，朕再酌情封賞。”成語“如履薄冰” 由此

而生。

3. 滿而不溢 mǎn ér bù yì  

【釋義】滿：達到一定極限。溢：滿而流出來。謂器

物已滿盈但未流出來。比喻有資財而不浪費，有才能而不自

弦，善於節制守度。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原文】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

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

為漢藩。”

劉秀成語典故



174 【典故】劉秀對功臣是十分關心和愛護的，對他們的

封賞也是豐厚的。在東漢剛剛建立時，他就大封功臣，僅封

侯者就達一百多人，受封多者食奉竟達四縣，後來甚至多達

六縣。對此，許多大臣頗有微詞。時任博士的丁恭上書反對

說：“古之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

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侯四縣，不合法制。”劉秀解

釋說：“古代亡國，是因為他們無道。沒有聽說因功臣封地

太多而國家滅亡的。”遂即為受封者賜印綬，並以策書的形

勢告誡受封者們。策書說：“你們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已

經是我大漢的功臣了。但是，你們要謙虛謹慎，平易待人，

不要高高在上，驕傲自滿；不要危害百姓，危害社會。要節

制自己的行為，做到滿而不溢，讓人們敬重。同時，也要把

好的東西傳給你們的子孫，這樣，你們才是我大漢永遠的功

臣。”成語“滿而不溢” 由此而生。

4. 日復一日 rì fù yī rì 

【釋義】複：再；又。謂過了一天又一天。比喻日子久，

時間長。也形容光陰白白地過去。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原文】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

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複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

言：“皇考居此

日久，陛下識知

寺舍，每來輒加

厚恩，願賜複十

年。” 帝 曰：

“天下重器，常

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

歲乎？”



175【典故】建武十九年（43年）秋九月，劉秀到南方狩獵，

壬申到南陽巡察，隨後又到汝南郡南頓（今河南項城西）縣

縣舍，祠祭父親，並置辦酒席招待當地的官吏和名人，同時

對縣裏的其他人員進行賞賜，宣佈減免南頓縣一年租稅。當

地人聽說後，都前來叩頭致謝。一些年長的人對劉秀說：“皇

考（劉秀的父親劉欣，曾任南頓縣縣令）當縣令時，在這裏

居住，距今已有很長時間了，陛下仍然記得。（因劉秀小的

時候，曾跟隨父親在南頓縣舍居住，所以記得縣舍在什麼地

方。）陛下每次到南頓來，都減田租，給賞賜，這回來能不

能一次免去十年田租？”劉秀說：“租稅關係國家大局，社

會穩定，人們生存，時常擔心發生問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

我現在雖然是皇帝，但常常惶恐，感到自己不勝任，哪敢一

次免去十年的田租呢。”隨行的官員又說：“陛下已經做得

很好了，怎麼又謙虛了呢？”劉秀聽了大笑，說他們很會說

話，又免去一年的田租。成語“日復一日” 由此而生。

5. 樂此不疲 lè cǐ bù pí 

【釋義】樂：樂於。疲：疲倦。樂於此亊，不知疲倦。、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劉秀成語典故



176 【原文】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

論經理，

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遊自

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典故】劉秀一生勤勉清廉，勤於政事，人品高潔，

是歷史上少有的聖君明主。

劉秀即帝位後，經過多年征戰，削平了各地割據勢力，

統一了全國。長期的軍旅生活，使他逐漸對帶兵打仗這類事

感到厭倦。有一次，皇太子問他攻戰之事，劉秀批評說，從

前衛靈公（春秋時衛國國君）向孔子討教軍旅之事，孔子不

答。我現在也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全國已基本平

定，已沒有戰事可言，現在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他

常對部下說：“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可見他十分厭倦戰

事。全國統一後，他親赴各地巡察，考察官吏，體察民情，

看到老百姓經過多年戰亂，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因此下功夫

改革弊政，廢除苛刑，精簡官吏；減少稅賦，安定社會秩序；

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終於使東漢王朝強盛起來，人民

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劉秀六十多歲了還勤於政事，他每日視朝，天不亮就

上朝，批閱奏章，處理政務。雖日理萬機，但只要一有時間，

就召集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直到夜半才上床休息。

皇太子劉莊見父皇如此辛勞，乘批閱奏章的間隙，勸

諫道：“陛下有大禹、商湯的英明賢德，而失黃帝和老子的

養生之道，但願父皇保重身體，頤養精神，悠游自在。”劉

秀聽了劉莊的話，笑著說：“我樂於這樣，從不感到疲倦。”

成語“樂此不疲” 由此而生。



1776. 鐵中錚錚 庸中佼佼 tiě zhōng zhēng zhēng  

yōng zhōng jiǎo jiǎo

【釋義】錚錚：金屬器皿相碰的聲音。比喻才能出眾

的人。佼佼：美好。指平常中特別出眾的。

【出處】《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之劉盆子傳》

【原文】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

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庸中佼佼者也。”

【典故】赤眉軍在長安城中大勢燒殺虜掠，搶奪財物，

城中糧盡，遂撤軍東歸。行至宜陽（今河南宜陽縣），忽遇

劉秀大軍，不知所措，便派劉恭（劉盆子的哥哥）去向劉秀

乞降。劉恭說：“盆子願將百萬大軍投降，陛下何以對待。”

劉秀說：“我保證你們不死。”於是，樊崇將劉盆子及丞相

徐宣等以下三十人光著膀子向劉秀投降，劉秀令酒飯款待。

第二天，劉秀將兵馬列陣于洛水岸邊，請劉盆子君臣觀看，

劉秀對盆子說：“你自己知道當死不？”劉盆子答：“我知

自己論罪該死。但我有幸遇上你這個仁慈的大漢皇帝，一定

會憐憫我等，赦免我等不死。”劉秀忍俊

不禁，笑著說：“小兒聰明狡猾，很會說話，劉氏宗

族沒有愚笨之人。”劉秀又對樊崇說：“你要是後悔不該投

降，我可以放你們回去，整兵再戰，以決勝負，我決不強迫

你們降服。”樊崇無言以對。這時徐宣等人慌忙解圍，叩頭

道：“我等出了長安的東都門，君臣就在一起計議，打算歸

順大漢皇帝你。眾人樂意這樣，難免有人反對，故而沒有告

訴大家。今日得以歸順，就像孩子脫離虎口回到母親的懷

抱，高興還來不及呢，哪里還有怨恨之心呢！”

劉秀見徐宣油嘴滑舌，口是心非，嘴裏認輸，內心卻

不服。就不無譏諷地對徐宣說：“你呀，是鐵中一塊比較好

的鐵，庸人中比較聰明的一個人，只是聰明沒有用在正道

上。”後來人們常用“鐵中錚錚，庸中佼佼” 形容才能較

為出眾的人。成語“鐵中錚錚，庸中佼佼”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78 7. 駑馬鉛刀 nú mǎ qiān dāo 

【釋義】駑：能力低下的馬。鉛刀：鉛質的刀。謂質

皆鈍劣。比喻才能平庸。 

【出處】《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之隗囂傳》

【原文】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

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

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tuō，托）驥尾，

得以絕群。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

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

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以為他人禽矣。” 

【典故】建武三年（27年），隗（kuí魁）囂上書劉秀，

表示願與大漢修好。當時陳倉人呂鮪（wěi唯）擁眾數萬，

又與巴蜀公孫述勾結一起，在三輔一帶為寇，禍害眾生。隗

囂遣兵說明馮異打敗了呂鮪，馮異將戰況上報劉秀，劉秀收

到馮異的上書後，為表示對隗囂的謝意，在給隗囂的回書中

說道：“我愛慕有道德信義的人，從心裏想與你交往。以前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服侍殷商。但是劣馬鈍刀，不可

勉強扶持而用。承蒙你多次幫助，就像伯樂看一眼馬就能增

價十倍一樣，而蒼蠅的飛，只不過數步之遠，但假如它能附

著在快馬的尾巴上，就可以超出同類了。然而這樣做無損于

快馬，卻使得蒼蠅可以滅絕。你我由於盜賊的阻隔，不能經

常慰問你。你做事忠心耿耿，屢次解救危困，南面抵抗公孫

述的兵馬，北面防禦羌胡的騷亂，所以馮異西征，使得他的

幾千人馬能在三輔停留。如果沒有將軍你的幫助，那麼咸陽

早已落入賊兵之手了。”成語“駑馬鉛刀” 由此而生。



1798. 旗鼓相當 qí gǔ xiāng dāng 

【釋義】旗、鼓：古時軍隊中發號施令的工具。相當：

不相上下。原指兩軍相對。比喻雙方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出處】《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之隗囂傳》

【原文】“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

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

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

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典故】為利用隗囂的軍隊鉗制公孫述的勢力，以分

散他們的力量。劉秀繼續向隗囂曉以大義，講明利害關係，

意在說服隗囂歸服大漢。信中說：“現在函谷關以東的寇賊，

常常聚兵一處，意在擴大地盤，因此我有很多事情顧及不

到，不能在成都排兵佈陣，與公孫子陽比試高低。假如公孫

子陽侵犯漢中、三輔一帶，我希望憑籍將軍你的軍隊與他較

量，你的實力與他旗鼓相當。倘如你肯按我的話去做，那就

是蒙上天賜福，也就是聰明人按功勞取得封地的時候了。管

仲曾說過：‘生養我

的是我的父母，成就

我的是鮑叔牙先生。’

從今以後，你我之間

可用手書互相溝通，

不必再通過別人從中

傳話了。”自此，隗

囂與漢王朝之間相互

往來，恩禮日深。成

語“旗鼓相當” 由此

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80 9. 置之度外 zhì zhī dù wài     

【釋義】 置 ：放；擱；擺。之：它；他。度：考慮；

計算。謂把他放在自己考慮範圍之外。即不把它（指生死、

利害等）放在心上。

【出處】《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之隗囂傳》

【原文】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

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

【典故】東漢建立之初，國內尚未統一，許多地方勢

力佔據著一些州郡，有的雖然表示臣服東漢，但實際上都仍

保留著地盤，並不甘服。劉秀花了五年多時間，才算打下了

一個基本統一的局面，只剩甘肅的隗囂和四川的公孫述兩大

勢力未被消滅。這時，隗囂表面上已向劉秀稱臣，並且把兒

子送到洛陽做人質，表示歸順。公孫述佔據著巴蜀廣大地

區，擁兵數十萬，自稱帝王。劉秀覺得多年征戰，兵力、財

力都不足，加之，隴西和巴蜀距京都洛陽甚遠，對這兩個人

暫不繼續征討，想讓征戰多年的將士們好好休養一下再做打

算。因此，劉秀對部下們談到隗囂和公孫述這兩股勢力時說：

“暫且把隗囂、公孫述這兩個人放在我們的考慮之外！”因

此，多次傳詔書於隴右和巴蜀，宣示朝廷旨意。成語“置之

度外” 由此而生。



18110. 浮語虛辭 fú yǔ xū cí

【釋義】浮：表面上的。虛：空虛；不切實。指說大話、

假話。

【出處】《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之隗囂傳》

【原文】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雲，‘陛下

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

吏，曉義理，故複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

若束手，複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

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典故】建武六年（30 年），劉秀派兵討伐公孫述，

命隗囂由天水（今甘肅天水）引兵南下伐蜀。隗囂不僅不聽

劉秀指揮，反而調兵遣將，伐木塞道，以阻劉秀大軍進入隴

道。征虜將軍祭 (zhài，債 ) 遵向劉秀建議，先派兵攻打隗

囂的主力王元部，以迫使他歸順。劉秀則採取“以退為進” 

的作戰方針，隗囂不知是計，認為漢軍不堪一擊，命大軍全

線出擊，結果被征西大將軍馮異打得大敗。這時，隗囂又施

出了他那慣用伎倆，向劉秀上書請罪。劉秀在給隗囂的復信

中舉了一個例子，韓信和柴武都是劉邦的部將，後來韓信反

叛，跑到匈奴，並與劉邦的將士作戰。柴武寫信給韓信，勸

說韓信複歸劉邦。劉秀在信中說：“昔日柴將軍在給韓信的

書中說，‘陛下寬懷仁義，諸侯雖有反叛而後又複歸的，恢

復其封號，不殺他們！’隗囂你是有文化的官吏，應知仁義

道理。今複書與你，道理講多了，你聽不進，講少了，又不

觧決問題。現在，你若放棄與我大漢作對，歸服朝廷，複遣

隗恂的弟弟入朝，則爵位俸祿全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我

已快四十歲了，在兵中十年，最討厭說大話假話。你既然不

願歸服，就不要上書，以示你的虛情假意了。”隗囂看過劉

秀的回信後，知道劉秀察覺其中有詐，遂遣使稱臣于巴蜀的

公孫述。成語“浮語虛辭”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82 11. 心如金石 xīn rú jīn shí 

【釋義】金石：金屬和石頭。比喻堅硬的東西，也喻

為心腸硬或意志堅強。

【出處】《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第五之王常傳》

【原文】後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典故】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年，王

常與王匡、王鳳起兵於綠林山（今湖北京山縣境內）中。地

皇三年（22 年），發生瘟疫，義軍死亡過半，王常與成丹

帶領一路義軍西入南郡，號下江兵。不久，率部北上至宜秋

（今河南泌陽縣境內）。

劉縯、劉秀的舂陵軍與王匡、王鳳的綠林軍聯合，號

稱漢軍。他們聯合攻打莽軍，由於敵眾我寡，力量懸殊，在

小長安一戰中慘敗。劉縯、劉秀提出聯合下江兵共同攻打莽

軍。當劉縯、劉秀去到王常營中說明來意後，王常真誠而又

懇切的說：“王莽篡殺，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

起。如今劉氏復興，人心所向。我真誠的希望能助劉將軍一

臂之力，輔成大功，成就大業。”於是，諸部齊心協力，銳

氣大增，在劉縯的統一指揮下，乘除夕之夜，向駐守在此的

莽軍主力甄阜、梁丘賜部發動猛烈攻擊，一舉殲滅莽軍兩萬

多人，並斬其主帥甄阜、梁丘賜。此戰勝利，士氣大振，遂

向宛城（今河南南陽市）進發。

西元二十三年，劉玄稱帝，令王常行南陽太守事，封

為鄧王。



183西元二十五年六月，劉秀在河北稱帝，十月定都洛陽。

二十六年，王常歸順劉秀。劉秀念及王常在小長安和昆陽大

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封山桑侯。後

來在一次大會群臣中，劉秀指著王常對大家說：“王愛卿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實乃心如金石，謂我大漢之忠臣，忠心

可鑒。”當日即升王常為漢忠將軍，並派他去南陽攻打反叛

的鄧奉、董訢，所有參戰將士皆由他指揮。成語“心如金石”

由此而生。

12. 北道主人 běi dào zhǔ rén 

【釋義】即“東道主” 的意思。

【出處】《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第五之鄧晨傳》

【原文】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

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于巨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

武曰：“偉卿（鄧晨）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

【典故】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

娶劉秀的二姐劉元為妻，是劉秀的姐夫。因此，劉秀常來往

於新野、舂陵（今湖北棗陽吳店）之間。

劉縯、劉秀率舂陵軍攻打小長安（今河南南陽市南），

鄧晨帶領家鄉賓客數百人參戰。小長安兵敗，劉元和三個兒

女均陣亡。莽軍又燒毀了鄧晨家的房屋，挖了祖墳，族人怒

斥鄧晨：“自家富足，吃穿不愁，何苦要隨婦家人去赴湯蹈

火？實在不可思義！”鄧晨卻無怨無悔，堅定地跟隨劉秀南

征北戰。

劉玄稱帝后，拜鄧晨為偏將軍（軍中副將）。昆陽大

捷後，更始移都洛陽，命鄧晨為常山（今河北元氏縣境內）

太守。

劉秀成語典故



184 更始元年，劉秀奉更始之命巡行河北，一路上，風餐

露宿，由南到北，巡行工作進展順利。當行至薊縣（今北京

市西南）至信都間，邯鄲發生了王郎之亂。劉秀決定南返平

叛，行至巨鹿時，鄧晨聞訊也從常山趕到巨鹿，要求隨大軍

攻打邯鄲。劉秀對鄧晨說：“偉卿如其你一人隨我，不如你

守一郡，成為我北道主人，為我建立穩固的後方。”聽了劉

秀的話，鄧晨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又回到本郡，積極組織生

產，大力籌集糧草和軍需物質，招募兵士，堅守後方，為平

定王郎之亂立下了汗馬功勞。

成語“北道主人”由此而生。而現在通常用“東道主”

來做比喻， 很少有人再用“北道主人” 了，但意思是一樣

的。  

13. 憂國忘家 yōu guó wàng jiā 

【釋義】憂：憂慮。忘：忘記。因憂慮國事而不考慮

自己的家事。

【出處】《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第五之來歙傳》

【原文】帝聞大驚，省書擥（lǎn，攬）涕，乃賜策曰：

“中郎將來歙（xí西），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

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



185【典故】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為望族大姓。歙娶劉秀族姑為妻，自幼相識相親，二人曾多

次一起往來于長安。

新莽末年，各地反莽浪潮四起。歙初隨更始，為更始

定國安邦出謀劃策，但不為更始器重，遂抱病離去。更始敗

亡，劉秀稱帝，歙來到洛陽，歸附劉秀，劉秀拜他為太中大

夫，後升為中郎將。

建武十一年（35 年），各地的割據勢力基本被削平，

僅剩巴蜀公孫述一股割據勢力了。為儘快實現國家統一，劉

秀親駕長安，坐陣指揮。六月，來歙和蓋延率部從西路向屯

聚在河池（故治在今甘肅徽縣境）、下辨（故治在今甘肅成

縣西）的公孫述大將王元、環安部發起攻擊，首戰大捷。正

當大軍準備乘勝攻擊時，來歙在軍營中遇刺。蓋延見狀，悲

痛欲絕，不能自控。在生命的最後關頭，來歙把蓋延叫到跟

前，呵斥道：“虎牙（蓋延的將軍名號）你怎能這樣！我今

被刺，已無力再報效國家，請卿速來，是要囑託軍中大事，

怎能像小孩婦人那樣哭泣不停！雖然我刀傷在身，難道我不

能命人斬你嗎？”來歙又強忍傷痛，手書一封向劉秀奏道：

“臣在夜深人靜時，疏於防範，為賊人所刺，今命在旦夕。

臣死不足惜，只恨我奉職不稱，給朝廷帶來羞辱。大凡安邦

理國，皆以賢德為本。太中大夫段襄，為人正派，可委重任，

願聖上考察裁定。”寫完書奏，扔下筆，拔下刺在身上的刀

刃便氣絕身亡了。

劉秀接奏，極為震驚，邊閱邊淚如雨下，即刻批奏：“中

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效彰著，

今遇刺被害，這是國家的重大損失，真是痛殺我也！”命太

中大夫贈來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成語“憂國

忘家”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86 14. 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 shī zhī dōng yú  shōu 

zhī sāng yú

【釋義】東隅：東方日出處，也用來指早晨。桑、榆：

日落時，餘光照射在桑樹、榆樹上，用來指日落處，也用來

指黃昏。比喻雖然開始時在這邊失敗了，但最後終於在那邊

得到了勝利。

【出處】《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第七之馮異傳》

【原文】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

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

功賞，以答大勳。”

【典故】西元二十五年十月，劉秀建都洛陽後，為把

勝利推向全國，便及時對軍事戰略部署進行全面安排和調

整。

建武三年（27 年），劉秀拜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率部

駐守黽池（今河南澠池），扼住赤眉軍東逃之路，會同劉秀

大軍徹底消滅赤眉軍。恰在此時，與奉命東歸的鄧禹相會。

由於鄧禹在與赤眉軍作戰中，連連失利，有失顏面。因此，

在與馮異會合後，便積極要求馮異與自己合兵共攻赤眉軍。

馮異說：“不可。因我已與赤眉軍相拒數十日，雖屢獲勝利，

俘虜其將，可是其兵眾尚多，我意只能以恩信誘之，很難為

強攻所破。今聖上令我率諸將屯守黽池扼其東，而我親率本

部擊其西，意欲一舉破之，這才是全勝之策。”鄧禹聽不進

去，遂令其副將鄧弘率軍與赤眉軍大戰一日，大敗而歸。馮

異建議鄧禹讓將士休整再戰，鄧禹急於建功挽回顏面，仍不

聽其勸，引軍再戰，結果敗得更慘，死傷將士達三千多人，

自己僅帶二十四騎逃到劉秀宜陽（今河南宜陽縣，在今洛陽

西南）大營。馮異也落得棄馬徒步而歸。此後，馮異吸取教

訓，完全按照自己的作戰意圖，與赤眉軍約期會戰。馮異用



187計，挑選精兵數千人，偽裝成赤眉軍，伏於道旁，隨後誘敵

深入。赤眉軍不知是計，長驅直入。結果馮異伏兵四起，全

線出擊，赤眉軍丟盔棄甲，狼狽逃竄，歸降者八萬餘人。劉

秀聞報大喜，當即給馮異發去了慰問信。信中說：“赤眉軍

已被打敗，將士辛勞，雖初戰敗於回溪，（今陝西華陰東

南），可終大勝於黽池，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請轉

告將士們，我將論功行賞，以答謝眾將士。”成語“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由此而生。

15. 披荊斬棘 pī jīng zhǎn jí 

【釋義】披：撥開；分開。斬：割斷；砍斷。荊棘：

多刺的植物。比喻在創業過程中或前進路上克服許多困難，

清除種種障礙，勇敢前進。

【出處】《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第七之馮異傳》

【原文】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

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

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典故】馮異是一位著名的軍事將領，劉秀手下的一

員大將，立下不少戰功，成為東漢的開國功臣之一。

關中平定以後，為了鞏固基礎，抵禦隗囂勢力的騷擾，

劉秀便派馮異鎮守關中。馮異在駐守關中期間，實施了一系

列利國利民的懷柔政策，鼓勵農桑、平反冤獄、讓民休息，

從而使百姓安居樂業，馮異的威信日趨高漲。於是，便有人

向劉秀上書，說馮異在關中專權，斬殺長安令，大肆收買人

心，樹立個人威望，百姓號為“咸陽王”等等。劉秀看後不

以為然，並派人將告狀書送給馮異看。馮異看後，非常恐懼

和害怕，便上書向劉秀謝罪。信中深為自己在關中的所作所

為感到不安，引以自責。並說若有微薄之功，也是聖上的英

明所致，因此懇請聖上降罪，以求自安。劉秀接到馮異上書，

劉秀成語典故



188 看後內心震動，速即又向馮異發去詔書。詔書說：“將軍忠

於國家，你我之間，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你完

全不應有任何疑慮和懼意。”建武六年（西元 30 年），馮

異到京城洛陽朝見劉秀，劉秀隆重地接待了他，並指著馮異

向在座的文武百官介紹說：“他是我當年起兵時的主簿，為

我在創業的道路上劈開了叢生的荊棘，掃除了重重障礙，平

定了關中廣大地區，是個有功之臣啊！”隨後命中黃門賜以

珍寶、衣服、錢帛等。由於馮異，謙虛好學，所以深得人們

敬仰。成語“披荊斬棘” 由此而生。

16. 危在旦夕 wēi zài dàn xī 

【釋義】危：危險。旦夕：早晚之間，指在很短的時

間裏。形容危險就在眼前。

【出處】《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第七之馮異傳》

【原文】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

漢忠、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

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

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

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

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吊死問疾，以崇謙讓。’”

【典故】栒邑（位於今西安市西北）之戰，以馮異出

奇兵制勝而王元、行巡等隗囂部將大敗而告結束。戰後，劉

秀要求所有參戰諸將以書奏形式將戰況上報，其他將軍皆居

功自報，可是，馮異在向劉秀彙報戰況的書奏中，根本不提

自己的功勞。對此，劉秀甚感不妥，也覺有失公允。於是致

書各位將軍。詔書說：“大司馬、建威、虎牙、漢忠、捕虜、

武威將軍：‘敵軍驟然自隴西襲來，三輔驚恐，栒邑危在旦

夕，有的卻不出兵救援。現在栒邑保全了，敵軍被擊潰了，

當地的親囂官吏耿定之輩感念君臣之義也歸降了。在這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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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他這是謙讓，並不是自己沒有功勞可言，他的這種品

格值得稱道。命太中大夫對征西將士傷者醫治，死者賜棺安

葬。大司馬以下官員，都要前往看望慰問在這次征伐中傷亡

的將士，以表達對謙讓品德之崇敬。’”於是命馮異進軍義

渠縣，並任北地郡太守。成語“危在旦夕” 由此而生。

17. 得隴望蜀 dé lǒng wàng shǔ 

【釋義】得：取得；獲得。望：向遠處看。隴：甘肅

的別稱。蜀：周朝國名，在今四川成都一帶，四川的別稱。

謂既得到隴地，又望著西蜀。後用以稱人貪得無厭。

【出處】《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第七之岑彭傳》

【原文】勑（chì，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

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複望蜀。每一發兵，頭

須為白！”   

【典故】建武八年 (32 年 )，劉秀親駕西征隗囂，岑彭

率部隨駕，首破天水（故治今甘肅通渭縣西北），劉秀命他

與吳漢包圍盤踞在西城（故治今陝西安康西北）的割據勢力

隗囂。這時，蜀地割據勢力公孫述遣部將李育率軍前來救

援，李育屯兵上邽（今甘肅天水市），劉秀命虎牙大將軍蓋

延、建威大將軍耿弇率軍圍攻上邽。劉秀見兩城一時難以攻

下，便留了封詔書給岑彭，自己先回京城去了。岑彭接到

詔書一看，上面寫著：“兩城（指西城、上邽（guī 圭）) 

若拿下，便可率兵南擊公孫述。人就是不知滿足的，既要得

到隴地，又想得到西蜀。我已厭倦戰事，所以每遇發兵，就

增加許多白髮。”於是，岑彭便率眾攔水灌城，使西城沒入

水中丈餘，隗囂大將行巡、周宗帶領蜀地援兵趕來救出隗

囂。建武十二年（36 年），吳漢率軍攻佔了蜀地，劉秀得

隴望蜀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成語“得隴望蜀”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90 18. 千條萬端 qiān tiáo wàn duān 

【釋義】條：細長的形狀。端：開始。猶千言萬語，

形容說得話很多。

【出處】《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第八之吳漢傳》

【原文】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chí 敕）公千條

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

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典故】建武十一年（35 年）春，吳漢率征南大將軍

岑彭，共同討伐盤踞在西南巴蜀地的最後一股割據勢力公孫

述。兵分兩路，岑彭由東路首破荊門（今湖北荊門），旗開

得勝，而後溯江而上，進逼巴蜀。吳漢則由西路南下，直逼

成都。由於吳漢求功心切，忘記了臨行前劉秀囑咐的作戰意

圖：“成都有十餘萬眾，不可輕視。只須堅守廣都，待其來

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可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

出擊。”而是採取分兵進擊，以速取勝的方法，結果，被公

孫述分兵包圍，造成兩軍不能相互接應，進而各個擊破，致

使兵敗受挫。

劉秀聞信，十分震驚。致詔吳漢：“比勑公（指吳漢），

近來告誡你千條萬條，你為何臨事荒亂，不沉著應對，公既

輕敵深入，又和劉尚另安軍營。什麼事都要分清主次，輕重

緩急，不可盲目草率，不加分析。遇有緊急情況，造成兩軍

相互不能接應，如果公孫述以少部分兵力佯裝攻擊你，而以

大部分兵力攻擊劉尚，劉尚必然兵敗，劉尚敗，而公你也自

然被打敗。現在幸好公孫述沒有想到這一點，請公急速收

兵，退還廣都堅守。”劉秀的詔書還未到，公孫述果然命其

大將謝豐、袁吉領兵十余萬，分為二十多個軍營，同時攻擊

吳漢。成語“千條萬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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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差：稍微；大致；比較地。強：振奮。原指

能振奮人的意志。形容某人或某事還不錯，大體上還能使人

滿意。

【出處】《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第八之吳漢傳》

【原文】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

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典故】吳漢，字子顏，南陽宛 (今河南南陽市 )人。

他出身貧寒，王莽時當過地方亭長，後因打抱不平犯法逃到

塞外漁陽，以販馬為生，往來于燕、薊一帶。他為人直爽，

所到之處，喜歡結交朋友。劉玄稱帝后，派部將韓鴻巡視河

北，經人介紹，被韓鴻拜為安樂令。

吳漢性愛英雄豪傑，他常聽人說舂陵人劉秀寬厚待人，

是個少見的英雄，便有心要歸順劉秀。投奔劉秀後，他殺幽

州牧，斬謝躬，戰劉永，殲五校，敗獲索、富平兩股義軍，

先後獲降卒數十萬之眾，戰功顯赫，被時人稱為常勝將軍。

吳漢平常不太喜歡說話，個性也是直來直去。但他不

但作戰勇敢，而且做事也很細心。每次出外作戰，總是緊緊

跟著劉秀，只要劉秀沒睡，他就恭敬的站在一旁，不肯先睡。

偶爾打了敗仗，大家都打不起精神，吳漢總是鼓勵大家不要

悲觀喪氣，應該振作精神，準備再戰。劉秀時常派人暗中觀

察，看吳漢在做些什麼。軍士反映說，吳將軍和士兵們一起

整理兵器，審閱兵馬。劉秀知道這些事後，很感歎地說：“吳

將軍很善於振奮和激勵人的精神鬥志，他是國家的棟樑之材

啊！”每次出征，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出發，很少有誤，

所以總被委以重任，以功名告終。成語“差強人意”由此而

生。

劉秀成語典故



192 20. 常勝將軍 cháng shèng jiāng jūn

【釋義】常：經常。勝：勝利。謂經常打勝仗的將軍。

多用於在戰略、謀劃、指揮佈置頗有成效的指揮者 。

【出處】《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第八之臧宮傳》

【原文】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

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於慮敵，吾方自思之。”

【典故】臧宮，字君翁，潁川頰縣（今河南頰縣）人，

少時做過亭長。起義之初，率門下賓客加入下江兵，後追隨

劉秀前往河北。征戰中，攻城拔寨，陷陣破敵，屢立戰功，

諸將多贊其勇，是劉秀的一員愛將。劉秀即位後，拜為侍中，

騎都尉，封成安侯，後又拜為輔威將軍，定封朗陵侯。

由於臧宮功勳卓著，謹信質樸，因此劉秀十分賞識重

用，每遇軍國大事，總要徵求臧宮意見。建武二十四年（48

年）冬，匈奴發生饑疫，且自相分爭，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

于，同時遣使者來洛陽奉藩稱臣。為處理此事，劉秀招來臧

宮，想聽聽他的意見。臧宮答道：“匈奴現在鬧饑荒病疫，

紛紛爭鬥，自相殘殺，臣願得五千騎兵去消滅他們，以立大

功。”劉秀聽後笑道：“你是常勝將軍，難以為對方考慮，

這件事我還要仔細地考慮考慮，再作安排。”劉秀沒有同意

臧宮對匈奴用兵的意見，而同意了南單于奉藩稱臣的請求。

成語“常勝將軍”由此而生。

21. 舍近謀遠 shě jìn móu yuǎn 

【釋義】舍：放棄。謀：營求。謂舍去近處的，謀求

遠處的。形容做事走彎路或追求不實際的東西。

【出處】《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第八之臧宮傳》

【原文】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

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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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

敗。今國無善政，災害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複欲

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

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

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典故】建武二十七年（41 年），北匈奴遣使求和，

臧宮和馬武得知此事後，向劉秀上書說：“匈奴貪利，無有

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邊緣深受其害，內地憂心不得

安寧。今逢匈奴人畜疫死，旱蟲赤地，貧困乏力，不堪一擊。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大好時機，全在陛下。”請求發兵將

其消滅，以絕後患。劉秀不同意二人的建議，並以詔書的形

式回復二人。詔書說：“《黃石公記》說：‘柔能克剛，弱

能勝強。’柔好比德，剛好比賊，弱者易得到仁愛的輔助，

強者易成為怨恨的歸宿。因此說有德的國君，拿自己所喜歡

的東西讓別人快樂；無德的國君，用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使自

己快活。使別人快樂的人，自己的快樂就長久；使自己快活

的人，不久就會滅亡。捨棄近的，圖謀遠的，勞苦而沒有功

效；捨棄遠的，圖謀近的，安逸而有結果。安逸的政治多出

忠臣，勞碌的政治多出亂臣。所以說一心擴大地盤的人土地

荒蕪，一心推廣恩德的人強盛。滿足自己所得的人心安，貪

圖他人東西的人遭殃。殘酷暴虐的政治，即使得逞也必定失

敗。現在國家沒有好的政治，災害變亂不停，百姓驚慌，不

能自保，還想要用兵遙遠的國境之外嗎？孔子說：‘我恐季

孫的隱患，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況且北狄還強大，

並且屯田警備軍隊傳說的事，常多失實。果真能用天下的一

半力量來消滅大敵，難道不是最大的心願；如果時機不成熟，

不如讓百姓休息。”自此以後，諸將不敢再言出兵打仗的事

了。成語“舍近謀遠”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194 22. 有志者事竟成  yǒu zhì zhě shì jìng chéng

【釋義】者：人。竟：終於；最後。成：成功。謂有

志氣的人，做事情終能成功。

【出處】《後漢書·耿弇列傳第九》

【原文】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

謂弇（yǎn，衍）曰：“昔韓信破曆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

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

軍獨拔勍（qíng，勤）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享酈生，

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

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典故】建武五年（29 年）二月，劉秀派耿弇去攻打

佔據山東青州十二郡的豪強張步。張步兵強馬壯，是耿弇的

一個勁敵。張步聽說耿弇率兵來攻，就派大將軍費邑等分兵

把守曆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市境內）、祝阿（故治在今山

東曆城縣西南）、臨淄（故治在今山東淄博市西北），準備

迎擊。耿弇先攻下祝阿，以後用計相繼攻下曆下和臨淄。張

步驚慌起來，親自帶兵反攻臨淄，於是雙方在臨淄城外進行

了一場生死搏鬥的大血戰。在戰鬥中，耿弇大腿中了箭，可

是他勇敢地用佩刀砍斷箭杆，帶傷仍堅持戰鬥。劉秀聞訊，

親自帶兵前來增援。在援兵還未到達的時候，部將陳俊（28

宿之一）認為張步兵力強大，向耿弇建議暫時休戰，等援兵

來後再發動進攻。可是耿弇卻認為不能把困難留給別人，於

是耿弇率軍大戰張步，自早至晚，直殺得天昏地暗，屍橫遍

野。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耿弇終於大敗張步。幾天後，劉

秀來到臨淄慰勞軍隊，他在許多將官面前誇獎耿弇說：“從

前韓信攻破曆下開創基業，如今將軍攻下祝阿立功揚名，這

都是齊地的西部，功勞足以和他相比。但韓信襲擊的是已經

投降的敵人，將軍獨自攻克強敵，這項功勞比韓信更大了。



195另外，還有一相似之事，即：田橫烹食酈生，當田橫投降時，

高帝詔命衛尉不許和田橫結仇。張步以前殺過伏隆，如果張

步前來投降，我也要下令大司徒消除對他的仇怨，這又是特

別相類似的事情。將軍當年在舂陵曾向我建議，調用上穀兵

馬，以平定漁陽的反叛彭寵，而後攻取涿郡的張豐，最後集

中精兵，消滅齊地的張步，我當時認為你年輕，口氣太大，

這個計策恐怕難以實現，不想今日竟成為現實，真是有志者

事竟成啊！”後來耿弇又去追擊已逃跑的張步，張步逃到平

壽縣城，耿弇光著膀子，背著刑具站在軍營門前，誓言：不

滅張步，決不回營。成語“有志者事竟成”由此而生。

23. 疾風知勁草 jí fēng zhī jìng cǎo 

【釋義】疾：急速；猛烈。疾風：猛烈的風。勁：堅強；

堅韌，堅韌的草。意謂在狂風中可以看出哪些草是堅韌而不

可摧折的。比喻在大風大浪或危難時刻，才能瞭解誰是堅貞

不移、經得起考驗的人。

【出處】《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之王霸傳》

【原文】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從渡河

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

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  

【典故】劉秀興兵滅莽，大軍北上路過潁陽（今河南

禹縣）時，王霸和一幫朋友去投奔劉秀，劉秀十分高興。王

霸說：“今將軍興義兵，天下幸甚，百姓幸甚。我等慕將軍

威德，早有投靠將軍之意，不知願留否？”劉秀說：“招募

天下賢士，共成大業，是我夢寐以求之事，豈有不願之理。”

於是，王霸和朋友們一起加入到起義軍中。入伍後王霸忠心

耿耿，多次打勝仗，在昆陽大破莽軍的戰役中立了大功。後

因劉縯被害，劉秀回到南陽，此間王霸也暫歸鄉里。後來劉

秀逐漸取得了更始政權的信任，更始遷都洛陽，命劉秀前往

洛陽籌辦建都事宜，劉秀北上再度路過潁陽時，王霸隨部前

往，從此跟隨劉秀左右。

劉秀成語典故



196 為儘快穩定局勢，劉秀奉命鎮撫河北，王霸以功曹令

史的 身份隨劉秀一同北上。出發時，王霸的朋友有數十人

跟隨，由於條件艱苦，一個個悄悄溜走了，只剩下王霸。見

此情景，劉秀對王霸說：“在潁陽投奔我的人，現在都走了，

只剩下你一人留下來了，堅定不移地跟著我。真是疾風知勁

草啊！只有危難時，才能看出誰是真心，誰是假意。”後來

劉秀得了天下，封王霸為偏將軍，始終都很器重他。 成語

“疾風知勁草” 由此而生。

24. 舉足輕重 jǔ zú qīng zhòng 

【釋義】舉：往上托。足：腳。只要腳移動一下，就

會影響兩邊的輕重分量。形容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全局。也

形容處於重要地位。

【出處】《後漢書·竇融列傳第十三》

【原文】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

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

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

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

左右，便有輕重。”



197【典故】竇融，字周公，扶鳳平陵（故治在今陝西咸

陽西北）人。他初隨王莽，昆陽慘敗後，歸附劉玄，擔任張

掖屬國都尉。劉玄敗亡以後，他聯合酒泉、敦煌等五郡，割

據河西，號稱河西五郡大將軍，勢力很大。 

劉秀稱帝取得政權後，中原局勢越來越穩定，竇融想

歸附劉秀。經過慎重考慮，反復權衡，最後下定決心，于建

武五年（29 年）派長史劉鈞到洛陽拜見劉秀。劉秀十分高

興，並以高規格的禮儀接待了劉鈞，還向劉鈞說明了朝廷的

意圖。之後，便讓劉鈞返回河西，劉秀還寫了一封信給竇

融。信中說：“詔令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有勞

鎮守邊區五郡，兵精馬壯，倉庫有積蓄，百姓富足，外能挫

敗羌胡，內使百姓享福。將軍威德流傳，我真心盼望，因道

路阻隔，憂思不盡！長史所帶書信馬匹都已收到，深知你的

厚意。現在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囂將軍，正當蜀漢相

互攻戰之際，砝碼在將軍，將軍幫蜀或助漢，便有勝負。從

這點來說，將軍要和我結交是有打算的吧！因此我對你是寄

于厚望的！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完成統一大業。” 成語“舉

足輕重” 由此而生。 

25. 三分鼎足 sān fēn dǐng zú 

【釋義】鼎：古代炊具，三足兩耳。比喻三方分立，

互相抗衡。

【出處】《後漢書·竇融列傳第十三》

【原文】“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

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

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並，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

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劉秀成語典故



198 【典故】劉秀給竇融的回信中，分析了當時的政治、

軍事形勢，肯定了竇融在治理河西五郡所做出的政績，指出

了他的舉動，在巴蜀、隴西和國家統一之間的關鍵作用，即

幫蜀則蜀勝，助漢則漢捷。同時也指出了他若要自立的有利

條件和有利時機。信中繼續說：“當今形勢，長史已親眼目

睹，你也盡知，王者興衰，千載難逢！如欲興漢室，輔微賤，

共同完成統一大業，你將功德無量；如欲三分鼎足，連橫合

縱，那也正是時宜。現在，天下尚未統一，我與將軍又有隴

西之隔，不存在吞併問題。因而，議者中，定有隗囂之類妄

圖稱霸一方而不願統一之人。應當明白，王者之分土而無分

民，人心所向，不可逆轉，大是大非面前關鍵要認清形勢，

做真正有利於自己的事。今賜黃金二百斤，以表善意。”遂

拜竇融為涼州牧。成語 “三分鼎足” 由此而生。

26. 束身自修 shù shēn zì xiū 

【釋義】束：約束。修：修養。謂約束自己，不與壞

人壞事同流合污。泛指純潔自身德行。

【出處】《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之卓茂傳》

【原文】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

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

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賜幾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典故】卓茂，字子康，南陽宛城（今河南南陽市）人。

茂少時曾求學于長安，後在博士江生屬下聽用。主攻《詩》、

《禮》及曆算，對立法頗有研究，堪稱當世通儒。

西漢末年，卓茂曾為丞相府史官，後以儒術成果優異

而被舉為侍郎、給事黃門，拜為密（今河南新密市）令。王

莽篡政，升卓茂為京部丞。王莽無道，卓茂稱病離職回家。

更始立，卓茂重返政壇，拜侍中祭酒，與更始一起到長安。



199然而，好景不長，更始亂政，卓茂告老還鄉，閉門謝客。

 劉秀即位，聞茂大名，登門拜訪，請他入朝共理國事，

茂深謝其意。卓茂聞知劉秀是一位豁達大度，謙和包容的明

主，願為劉秀盡忠。劉秀深為卓茂的才學和德操折服，拜卓

茂為太傅，下詔全國各地。詔書說：“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修，執節堅定，能為人所不為，因而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想當年，周武王誅滅紂王，特封比干之墓，更表商容之

閭。而今特拜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幾杖、

車馬、朝服，另賜絮五百斤。”劉秀對於卓茂的這種崇高氣

節極為欽佩，並大力向世人彰揚。成語“束身自修” 由此

而生。

27. 以避二鮑 yǐbìèrbào

【釋義】以：用；拿。避：躲開；回避。二鮑：鮑永，

鮑恢。謂避開二鮑。形容不畏權勢，敢於執法。

【出處】《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之鮑永

傳》

【原文】建武十一年，征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

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

乃辟扶鳳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

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典故】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今山西屯留縣）人，

官至司隸校尉。鮑恢，與鮑永為兄弟，官至都官從事。二人

皆性情耿直，剛直不阿，秉公處事，不畏強權，敢於碰硬。

建武十一年（35年）二月，趙王劉良（劉秀的叔父），

替中郎將來歙送喪歸來，劉良的車後到，在城門口與右中郎

將張邯的車相遇。因門道狹窄，兩輛車不能相錯而過。劉良

見張邯的車擋住了自己的去路，就喝斥張邯倒車，並把城門

侯岑尊叫來，對他大聲責駡，並要他往前走數十步，跪在自

己的馬前叩頭認罪。 

劉秀成語典故



200 時任司隸校尉的鮑永得知此事，十分氣憤，就上書彈

劾劉良，說：“趙王劉良是諸侯藩臣，蒙皇帝鴻恩，入都侍

候，自應知道皇城的城門侯岑尊是朝廷命官，不能隨意侮

辱。然而他竟無藩臣之禮，要岑尊跪在他的馬前叩頭謝罪，

肆意侵辱岑尊，犯了‘大不敬’罪。他雖然是皇帝的叔父，

皇親國戚，也應受到懲罰。” 鮑永此舉，使許多朝臣既敬

畏，又忌憚。這件事過後，劉秀又把在扶鳳任職的鮑恢提為

都官從事，以平息此事。但鮑恢與鮑永一樣，性格耿直、不

畏權勢，敢於和不法行為抗爭，從不留情面。

為了避免類似事情再次發生，劉秀向親屬和身邊的人

說：“鮑永、鮑恢剛直不阿，執法嚴明，即使貴戚也敢於觸

碰，不給面子。所以貴戚們應當趕緊收斂自己的行為，避免

碰上這兩個人而難堪。”後來人們常用“以避二鮑”，詠頌

執法者不畏權勢，敢於執法的精神，成語由此而生。

28. 人各有志 rén gè yǒu zhì 

【釋義】各：特別；彼此不同。志：志向。謂人各自

有不同的志向，不能勉為其難。

【出處】《後漢書·逸民列傳第七十三之周黨傳》

【原文】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

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201【典故】東漢建立初期，劉秀面對一個殘破不堪、百

廢待興的局面，如何給百姓們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環

境，早日把受苦的百姓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是當務之

急。

建武五年（29 年），下旨在全國範圍內招賢納士廣選

良才。但三次詔書過後，應詔者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一

是一些前漢的忠臣謀士、名儒書生，素有高風亮節，王莽篡

政後，他們目睹王莽政權的腐敗和昏庸，便託病在身，閉門

謝客，劉秀雖然三次下詔，但不知內裏，所以不肯輕易出道，

如當時太原的周党、王良等人就是如此。二是一些性格孤僻

玩世不恭自命清高的人，好似看破紅塵故作姿態，也不肯出

仕。如劉秀的同學嚴光，劉秀為了找到他，派大臣“三顧茅

廬”， 然而三請三卻。

對於這些人的做法，大臣們很是不服。一些大臣上書

劉秀說，這些人自命清高不可一世，好象沒有他們別人什麼

都幹不成，巢父、許由不肯接受帝位，唐堯不是照樣建號立

國！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周朝建立後二人又不食周

粟，武王照舊能成王道。這些人文不能著述育人，武不能征

戰報國，只是釣采華名，便想得到三公之位，視可忍孰不可

忍，肯請劉秀降罪於他們。

劉秀對於這些人的怪異做法，即不計較也未採納大臣

們的建議，他非常地清楚，對於這些性情乖張但在社會上又

有一定影響的人，豈能不用則懲，這樣做豈不是落個迫害賢

良的臭名嗎？與其治罪，倒不如成就其“賢名”。於是劉秀

下了一道詔書，詔書說：“自古以來，聖明的天子必定有不

肯臣服的人。伯夷，叔齊不但反對武王伐紂，周朝建立後，

而且還不吃周朝的糧食，絕食明志。太原的周黨，不願出仕，

不受朕祿，甘願清貧，他們各有各的志向，不能免強。賜給

每人布帛四十匹。”以示敬重。周黨後隱居澠池，著書而終，

當地人多稱其賢而祠祭。成語“人各有志” 由此而生。

劉秀成語典故



202 29. 狂奴故態 kuáng nú gù tài 

【釋義】狂：狂妄，縱情任性，放蕩矯恣。奴：親狎之稱。

狂奴：對狂士的親昵稱呼。故態：老樣子。舊稱狂士的老脾

氣。狂放不羈者的老樣子。

【出處】《後漢書·逸民列傳第七十三之嚴光傳》

【原文】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

“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

日暮，自屈語言。” 光不答，乃投劄與之，口授曰：“君

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須旨要領

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典故】侯霸（字君房）與嚴光（字子陵）、劉秀三

人在長安太學時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劉秀當皇帝後，多次

請嚴子陵入朝共事，同理朝政，然而三請三卻，均被嚴子陵

拒絕。最後好不容易請到京城，仍不肯接受皇封，並且還說

了一些不好聽的話故意刺激劉秀，劉秀非但不計較，反而仍

很尊敬他。

侯霸當上大司徒以後，十分懷舊，想邀約嚴光、劉秀

在一起敘敍舊情。聽說嚴光來到京城，便派使者去請嚴光，

使者說：“公（即侯霸）聽說先生到京城來了，本想親自來

請你，但因公務繁忙，不能親往，故派小人前來相邀，請你

見涼。並說晚上在一起相聚，他將當面致欠。”

嚴光抱膝坐在床上，見使者也不起來，聽罷使者說明

來意後，也不回答。把紙筆扔給使者，自己口授，要使者自

己寫。意識是：“君房同學，你現在當上大司徒，位至三公，

職位已經很高了，很好。但你要多做些好事、善事，時時想

著人民，這樣人們才會高興，才會歡迎你。不要把阿諛逢迎，

溜鬚拍馬的本領學多了，否則會遭天下人不恥。”

侯霸看過書信，甚覺不快，便將書信封好上奏劉秀，

劉秀看後笑著說：“這是他的老脾氣，老樣子，狂傲不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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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生。

30. 瘦羊博士 shòu yáng bó shì  

【釋義】瘦：與肥相對。博士：一種學官的名稱。指

在功利面前甘於吃虧、能克己讓人的人。

【出處】《東觀漢記·傳十三之甄宇傳》

【原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建武中，為青州從

事，征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

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複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

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

【典故】 劉秀建都洛陽後，為了培養人才，于建武五

年 (29 年 )，在洛陽城開陽門南五裏的地方，建立了一所全

國最高學府——太學，它也是我國最早的大學。太學的學生

最多時達三萬餘人。皇帝、丞相、太子每年都要親自到太學

視察，以示關懷。有一年臘月三十，劉秀下了一道詔書，向

太學裏教學的博士們表示慰問，賞賜給每人一隻羊，讓大家

高高興興地過春節。

羊群被趕到太學的大院裏，因羊大小不等，肥瘦不一，

如何分配成了難題，大家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這使太學的

博士祭酒 (校長 )為難了，於是，他就把教學的博士們召集

起來，商量分配的辦法。

教學博士到齊後，有人想要大的，有人想要肥的。這

時，有人提議說：“乾脆把羊統統宰了，看看共出多少斤肉，

肥瘦搭配，按人平分，每人一份。”另一位教學博士當即反

對說：“今天已是大年三十了，殺羊、過秤、分肉，還能趕

得上過年嗎 ?”又有一位博士提出用抓鬮的辦法，把羊編上

號，大小肥瘦 , 憑各人的運氣 。吵嚷了半天 , 也沒有商量

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辦法。

劉秀成語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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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是教學博士 ,是為人師表的，不能斤斤計較，我先牽一

隻羊去。”他說話聲音雖然不高，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眾

人的目光一齊投向他。也有人在嘰咕：“你說的倒好聽，要

是大家都先下手為強，揀個大、膘肥的羊牽，那剩下瘦的、

小的給誰呀 ?”出乎大家的意料，甄宇所牽走的竟是羊群裏

最小最瘦的一隻。這一下，人們不再爭論了，大家你謙我讓，

各自牽上一隻羊，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去了。

這段“讓羊”佳話傳了出去，洛陽城裏的人無不讚揚

甄宇，還給他起了個帶有敬意的別號：“瘦羊博士”。這件

事情很快傳到劉秀那裏。一次，劉秀視察太學，想召見甄宇，

便直接向博士祭酒問道：“瘦羊博士在哪里？” 從此以後，

京師洛陽的人們就以“瘦羊博士”來稱呼甄宇了。成語“瘦

羊博士”由此產生。

31. 力不從心 lì bù cóng xīn

【釋義】力：力量；能力。從：依從；順從。形容心

裏想做某事，但是力量不夠。謂心欲為而力不及。

【出處】《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

【原文】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典故】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車師前王、鄯善、

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服侍東漢朝廷並貢獻珍寶。及見到劉

秀，皆痛哭流涕，叩頭道，希望朝廷派兵去保護他們。劉秀

以中原初定，北邊未服，朝廷無兵可派，同時將各國侍子遣

返，並厚加賞賜。是時，莎車王賢自恃兵強，欲吞併西域諸

國，並加強了對諸國的攻擊。西域諸國聽說朝廷不派兵，眾

皆憂恐，於是上書敦煌太守裴遵，願留侍子于太守府內做人

質，並讓莎車王賢知道，謊稱朝廷兵很快就到，借此以讓賢

息兵罷戰，敦煌太守裴遵奏報光武，光武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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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域，遂遣使給鄯善王安送去書信，令他斷絕通往漢朝的

道路。安不但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反而殺其送信使者，賢大

怒，發兵攻鄯，安出兵迎戰，結果兵敗亡入山中。賢又殺掠

千餘人而歸。其冬，賢又攻擊龜茲王，遂兼併其國。鄯善王

上書，願複遣子入侍，再請朝廷出兵。並說朝廷如果不派兵，

我等無能為力，可能淪為他國。劉秀接書報後說：“今使者

來報，朝廷已知道你們的情況，但朝廷確實無兵可派。你們

的心思是好的，但又無力為之，既然有心而无力，倒不如順

其自然。”於是，鄯善、車師等國複附匈奴。成語“力不從

心” 由此而生。

32. 敝帚千金 bì zhǒu qiān jīn 

【釋義】敝：破舊。帚：掃帚。指家裏的一把破掃帚，

價值等於千金。比喻把自 己並不好的東西也當作寶

貝。

【出處】《東觀漢記·

光武帝紀》

【原文】帝聞之，下

詔讓吳漢副將劉尚曰：“城

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

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謂

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

金。尚宗室子孫，故嘗更

職，何忍行此！仰視天，

俯視地，觀於放麂啜羹之

義，二者孰仁矣。失斬

將吊民之義。”

【典故】這是吳漢

劉秀成語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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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劉秀聞知後，憤怒指責吳漢對自己的副將劉尚縱兵屠

城，未加阻止。詔書說：“城已投降三日，城內吏民皆以從

服，小孩老人，數以萬計，你們放任士兵縱火屠城，聽到此

事的人一定因此而心酸流淚！自己家的掃帚也是好東西，也

值千金，視為珍寶，而對他人的生命，卻視而不顧。劉尚是

劉氏的宗室子孫，曾經做過官吏，何忍行此大劫？仰頭觀

天，俯首視地，把麂鹿放生，喝親子肉羹，這兩件事哪一件

更仁愛？這真是失去了斬殺將領而悲憫百姓的大義啊！”隨

後又斥責吳漢殺公孫述的親屬太多。成語“敝帚千金” 由

此而生。

33. 水火不避 shuǐ huǒ bù bì

【釋義】避：躲開；回避。形容不畏艱難險阻，勇往

直前。

【出處】《東觀漢記·傳四之馮異傳》

【原文】上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

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典故】建武九年（33 年），征虜將軍祭（zhài 債）

遵在軍營中病故，劉秀命馮異代行其軍務，並統率所部。此

時，隴西割據勢力隗囂也在病困中憂慮而死，其將王元、周

宗立囂子隗純為王，繼續盤踞在翼地，並受巴蜀公孫述援

助，與漢軍周旋。為消滅這股割據勢力，馮異率全軍將士，

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經過一年的奮戰，徹底消滅了隗囂

的殘餘勢力。劉秀聞訊，甚是高興，賜璽書于馮異。書中

說 :“聞全軍將士精神振奮，士氣高昂，水火不避，不畏艱

險，不怕困難，這種精神值得嘉獎。消滅隗囂殘餘勢力，你

們功不可沒，這是大家齊心協力的結果。”隨後，劉秀又命

馮異代行天水太守一職。成語“水火不避”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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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是他人對劉秀個人及其行為做出評價形成的成

語。

34. 漢官威儀 hàn guān wēi yí 

【釋義】威儀：指嚴肅的容貌和莊重的舉止。原指漢

朝官吏的服飾制度，後常指漢族的統治制度。 【出處】《後

漢書·光武帝紀上》 

【原文】“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

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

章……。及見司隸僚屬，皆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複見漢官威儀！’” 

【典故】劉玄於地王莽皇四年（23 年）六月稱帝併入

都宛城，同年 10 月遷都洛陽。在遷都前，特命劉秀以司隸

校尉的身份前往洛陽整修宮府。 

劉秀奉旨北上洛陽，一路上他注重禮儀，設置下屬官

員，制發公文，察舉非法，一切按照西漢時的規章辦事，隨

從人員紀律嚴明，所過之地，秋毫無犯，從不擾民。 

宮府整修好後迎接更始帝劉玄入宮，當時京城及三輔

地區的官吏士人，見更始的眾將領都是帶著頭巾，穿著女人

的上衣，大袖外衣套著繡花的短袖背心，人們感到十分可

笑，皆以见之不祥而避開。當司隶校尉劉秀的部屬走過來

時，大家著裝整齊，步伐一致，舉止莊重大方，大家情不自

禁的誇讚，這才像朝廷官員的樣子，更有年老的官吏流著眼

淚說：“沒想到今天又能看到漢朝官員的威嚴儀容！”從此，

人們都歸心于劉秀。

劉秀成語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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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推：向外用力，使物體前移。置：放；擱；擺。

腹：肚子。謂以真心待人。形容說話辦事誠心誠意。

【出處】《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原文】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

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典故】王莽地皇四年（23 年），劉玄被綠林軍立為

天子，劉秀任偏將軍。在與莽軍的多次交戰中，劉秀屢立戰

功，被劉玄封為“蕭王”。更始二年（24 年）秋，劉秀在

河北巡行，遭遇銅馬軍，劉秀率兵攻擊，於鄡地（今河北束

鹿縣東南）將其擊破。劉秀封降兵首領為列侯。但降者心中

很不安，擔心劉秀不是出於真心，而是誘騙。劉秀獲悉這一

情況後，為使投降的將士們放心，心甘情願的跟隨自己，便

採用安撫之計，下令降者各歸其本部統領其原來的兵馬，劉

秀則隻身輕騎，不帶一個隨從巡行各部，無絲毫戒備之意。

這樣一來，降者都相信了，只聽他們三三兩兩地在一起相互

說道：“蕭王推己之紅心，置他人腹中，可謂真心誠意，我

們還有什麼可擔心

的？難道不能以死

相報嗎？”於是眾

皆誠服，劉秀將所

有人馬分配給原來

的將領統管，部隊

迅速擴大到數十萬

之眾，劉秀也因此

得了個“銅馬帝”

的稱號。成語“推

心置腹”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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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釋：放下；放開。卷：指書籍。手裏經常拿

著書捨不得放下。形容用功勤學或看書入了迷。

【出處】《三國志吳志·呂蒙傳》

【原文】光武（劉秀）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 

【典故】三國時，吳國有位名將叫呂蒙，由於他小時

候家境貧困，除了一身武藝以外，識字不多，未免被其他

官員瞧不起。吳主孫

權見他年輕有為，又

擔負要職，勸他要多

讀些書，增加些知識

和學問。呂蒙卻推託

說：“軍隊裏事情太

多太忙，哪有時間讀

書。”孫權聽了，很

嚴肅地對他說：“我

又不要你當學問家，

一些普通知識你總得

具備啊！要說事情多，

和我相比你就差遠了，

可是我還在讀書學習

呢！”孫權又告訴呂蒙，自己在少年時期讀過一些書，後來

主持軍政大計，又陸續讀了一些歷史和兵法的書，對治國理

政起了很大作用。孫權還舉了兩個好學的軍人為例，說：

“光武（即劉秀）經常帶兵打仗，只要有空閒，仍手不離書

本，堅持學習。”“孟德（即曹操）亦是如此，到老仍然堅

持學習，經常看書到深夜，你為什麼不能好好學習自求上進

呢？”呂蒙聽了孫權的話很受感動，從此勤奮讀書，進步很

快。成語“手不釋卷”由此而來。

劉秀成語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