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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秀墓園走進歷史深處 

楊青平 

劉秀墓位於洛陽市孟津縣白鶴鎮鐵榭村，孟津縣和偃師市是

邙山陵墓群的主要區域。邙山陵墓幾乎都在邙山之南，而劉秀墓

卻在邙山之北，為什麼呢？這是未解的千古之謎。 

邙山陵墓群始于東周，古墓葬有數十萬之多，大型封土墓有

970 多座。兩千多年來，邙山陵墓群盜挖嚴重，而劉秀墓許是因

為薄葬，從未被盜挖過，2001年，漢光武帝陵被批准為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1458棵唐柏掩映著劉秀墓，它是漢光武帝劉秀與光烈皇后陰

麗華的合葬墓。1500多年的古柏拔地通天，蒼翠蓊鬱，是全國少

有的古樹群。漢光武帝陵占地 100畝，始建於公元 50年，近山傍

水，肅穆威嚴，神道寬闊，直達陵前。墓塚占地 25畝，塚高 5丈

餘。墓塚斜坡上古柏森森，墓塚頂部，也有 5 畝大，柏樹成林。

繞墓塚步量一圈，約 150丈，折合一華里。 

劉秀墓，我去看了，聽導遊講了，去之前讀了史書，到那裡

讀了碑文，然後就克制不住地浮想聯翩，琢磨劉秀一生的幾個細

節。 

《東觀漢記》記載，劉秀的出生地是陳留郡濟陽縣城（今河

南省蘭考縣固陽鎮）。“東觀”是東漢宮廷的一座宮殿，那兒是朝

廷的檔案館，班固在此寫完《漢書》接著寫《東觀漢記》，記東

漢歷史。範曄的《後漢書》比《東觀漢記》晚 300多年。 

劉秀的父親任濟陽縣令，任滿後轉任南頓縣令，南頓縣城在

今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東觀漢記》說劉秀出生那年濟陽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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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熟”，出現了“一莖九穗”的穀子，因此起名為“秀”。“大豐熟”

或可信，而“一莖九穗”不可信。 

劉秀 9 歲時，父親卒于南頓縣令任上，時任蕭縣縣令的叔父

把劉秀一家接過去撫養。蕭縣今屬安徽省，與河南省永城市毗

鄰。《東觀漢記》《後漢書》都記載了劉秀還鄉。劉秀的家鄉在湖

北省棗陽市吳店鎮，棗陽市與河南省的唐河縣、新野縣、桐柏縣

毗鄰，在漢代同屬南陽郡。 

劉秀這一支皇室後裔，為什麼落戶湖北棗陽？這要從漢景帝

說起。據《史記》記載：漢景帝醉，夜召程姬，程姬來了月經，

便讓待女唐兒打扮成自己，去侍奉皇帝，竟懷孕，生一子。因母

親地位卑微，這個皇子被封在偏僻荒涼的長沙為王，且封地狹

小。這個長沙王就是劉秀的六世祖。漢景帝有 14 個兒子，長沙

王是第六子。《史記集解》補充道：漢景帝晚年，諸王來朝，宴

席上為漢景帝獻舞，唯長沙王跳舞縮手縮腳，身體不迴旋，漢景

帝責怪他，他應對道，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這讓漢景帝產生

憐憫之情，又給他加封武陵、零陵、桂陽三個郡的幾十個縣，他

的封地因此相當於西漢前期的王。 

長沙王的一個兒子封為舂陵侯，在今湖南省寧遠縣。因為

“推恩”，下一代舂陵侯的封地只有一個鄉，他卻嫌土地潮濕不打

糧食，竟要求朝延調換，朝廷就給他調換到了南陽郡蔡陽縣白水

鄉。因為舂陵侯的到來，白水鄉改名舂陵鄉，今為棗陽市吳店

鎮。這個舂陵侯就是劉秀的曾祖父。 

春陵鄉的土地稅不過幾萬斤糧食，僅夠大家族吃飯而已，所

以他的子孫仍需另謀職業。劉秀的父親、叔父走上仕途，而劉秀

年輕時農忙務農，農閒販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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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記載，劉秀在王葬稱帝后“乃之長安，受《尚

書》”。《東觀漢記》也記載劉秀“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

書》”。《後漢書》還記載劉秀稱帝前夕，他在長安時同舍生”華”

來投奔他，而疆華是太學生，那麼劉秀當然也是太學生。史書之

所以不明言劉秀是太學生，是避諱劉秀曾受惠于王莽新政。王莽

新政之一就是擴建太學，設立郡縣官學。 

劉秀專攻《尚書》，可是《東觀漢記》說他“大義略舉”，《後

漢書》說他“略通大義”。《東觀漢記》接著說他“因學世事，朝政

每下，必先聞之，具與同舍解說”，可見劉秀並不專心治學，卻

對世事、朝政更關心，搶先閱讀朝延公文，再與同學解說。 

在劉秀墓園，刻著漢代五銖錢的水泥磚星羅棋佈。“口”代表

錢孔，右為“五”，左為“銖”，均為篆字。銖是漢代重量單位，6

銖為 1 錙，4 錙為 1 兩，故有“錙銖必較”這個成語。五銖錢就是

五銖重的錢，始于漢武帝，在民間有很高信譽。王莽廢止五銖

錢，7 年間 4 次改幣制，改了廢，廢了改，導致物價階梯式飛

漲，這是王莽滅亡的重要原因。劉秀統一全國後，廢止王莽幣，

恢復五銖錢。 

《後漢書》記載，劉秀到長安上太學的時間在“王莽天鳳

中”，“天鳳”是王莽的年號之一，由此推算，劉秀是在 22 歲到的

長安。看到執金吾（長安警備司令）威風凜凜，歎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劉秀比陰麗華大 10 歲，此時陰麗

華才 12歲，而劉秀認識她應當更早，可謂青梅竹馬。 

在劉秀墓園，劉秀與陰麗華的愛情，被附會為柏樹與楝樹之

戀。擁抱在一起的兩棵樹，粗的是柏樹，細的是楝樹。楝樹的諧

音是戀樹。楝樹苦，又叫苦楝，諧音苦戀。楝樹與柏樹擁抱，則

是擬人化了的愛情，所以樹下掛滿了遊客的連心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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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樹的果實，喜鵲愛吃，喜鵲吃下果實，排出果核，為楝

樹傳宗接代。柏樹長壽，幾百年上千年的柏樹難免出現樹身空

洞，喜鵲或把楝樹果核排在樹洞裡，於是楝樹就長在柏樹上，這

叫“苦楝（戀）柏”。劉秀墓園的“苦楝柏”，楝樹像鉛筆芯一般被

柏樹環抱，一同紮根於土壤，真是自然奇觀啊！ 

昆陽就是現在的河南葉縣。昆陽之戰更始軍以少勝多，王莽

軍慘敗。“更始”是西漢的最後一個年號，“更始帝”是劉玄。劉玄

是劉秀族兄，沒出五服，同一個曾祖父。 

在昆陽之戰的前 5 個月，劉玄稱帝，年號“更始”，封了眾多

大將軍、將軍，而劉秀僅為偏將軍，只能做將軍的副手。更始軍

北上，攻下了昆陽、郾城。王莽調集 42 萬大軍從洛陽直撲昆陽

而來，而昆陽守軍只有八九千人。 

綜合《東觀漢記》、《後漢書》、《資治通鑒》的記載，可以確

信，昆陽之戰主要是劉秀之功。昆陽城內的將軍們欲棄城而逃，

劉秀勸阻並進言：逃跑必將全軍覆沒，不如據城抵抗，我去郾城

搬兵。或許有救。劉秀剛出城，官軍就包圍了昆陽。守軍請降，

官軍不許，守軍只得死戰。 

郾城的將軍們欲留半數兵力看守搶來的財貨，劉秀勸道：如

果戰敗，財貨易主；如果戰勝，財貨無限。將軍們被說服，率全

部兵力 1 萬多人，隨劉秀奔昆陽。劉秀率千人為先頭部隊，在昆

陽包圍圈外，遭遇數千官軍，劉秀率千人衝殺過去，斬殺數百

人。劉秀率三千敢死隊衝擊主帥、副帥所在中軍，後隊跟進，城

中守軍亦呼喊而出攻其背。萬餘敵軍頃刻瓦解，副帥被斬殺，主

帥急逃跑。各營寨官軍受軍令約束，不敢擅自出營相救，只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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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觀，見主帥逃跑，亦四散而去，逃回各自州郡。40萬人大遺

退，車碾馬踩人踐踏，死者不計其數。 

昆陽之戰，就是這麼傳奇。劉秀與諸將的差別，是一個心懷

天下的太學生與一群草葬英雄的差別。劉秀身高七尺三寸，漢代

尺寸小。折合今 1.68米，可見並無萬夫不擋之勇，卻勇衝敵陣，

何也？蓋意志力使然。 

如今，在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到處都有“王莽追劉秀”

的民間傳說，而狼狽不堪的劉秀總能化險為夷。可是史書上並無

這樣的記載，倒是有“王郎追殺劉秀”的記載。 

昆陽之戰之後，王莽新朝大勢已去，有些州郡期盼更始帝詔

令，有些州郡割據自立。劉玄派出多路使者，撫慰歸順者。劉秀

過了黃河、官吏、鄉長“爭持牛、酒相勞”《後漢書》，一個“勞”

字，說明劉秀帶有一些隨員。 

前面是邯鄲。有劉姓王的後裔劉林，給劉秀獻“決黃河水淹

赤眉軍”之計。漢武帝曾來臨黃河堵決口，今竟然人為決河，那

是千秋之罪啊。黃河在此是南北走向，河東是今山東，山東有幾

十萬農民起義軍，因與王莽軍作戰時眉毛塗紅，故名赤眉軍。 

劉林是個豪俠之士，在邯鄲有威望，獻計遭拒，惱羞成怒，

遂擁立王郎稱帝。玉郎是個算卦的，自稱漢成帝之子，流落在民

間。但有劉林擁立，百姓一時信以為真。劉林還放言百萬赤眉軍

將渡過黃河擁立王郎，大多數郡守、縣令畏懼，表示歸順。 

劉秀是王郎最大威脅，玉郎懸賞“食十萬戶”捉拿劉秀。這個

賞格很高很高，當時劉姓王的食邑也只有幾萬戶。於是，“王郎

追劉秀”就在河北大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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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資治通鑒》：劉秀從薊城驅車日夜南馳，不敢入城

邑，睡在道路旁。饑餓難耐，向鄉民乞食。到了饒陽縣（今饒陽

市），餓得走不動，遂進入驛站，劉秀冒充邯鄲使者，而隨從卻

搶奪食物，狼吞虎嚥。驛吏看出破綻，出去用棒槌敲鼓，聲震遐

邇，以求招來官軍，且高喊“邯鄲將軍到”。劉秀及部屬嚇得臉色

煞白，欲登車逃走，又怕逃不掉、不如鎮靜應變。劉秀緩緩落

座，對驛吏說：“請邯鄲將軍進來。”許久，不見邯解將軍，劉秀

一行才離開驛站，繼續日夜兼程，凍得滿臉裂痕，聞王郎追兵在

後，個個恐懼萬分。到了沱河，河水結冰，得以過河。前行數十

裡、惶恐不知所向，幸遇一位老者，告訴他們信都（今衡水市）

太守忠於漢室，劉秀大喜過望。 

信都太守是南陽郡宛城人，他獨守孤城，抗拒玉郎，見劉秀

到來，官民山呼萬歲。劉秀以信都為據點，開始反擊王邸。 

玉郎與王莽諧音。“王郎追劉秀”在民間就傳為“王莽追劉

秀”。在劉秀北渡黃河的前 1 個月、更始軍攻入長安，殺了王

葬，所以不可能發生“王莽追劉秀” 

殺了王郎之後，部下多次勸劉秀稱帝，劉秀都不答應，因為

河北還有幾十萬銅馬軍。銅馬軍因在銅馬這個地方起義而得名。

劉秀兵力不如銅馬軍，便燒其糧草，斷其糧道，銅馬軍無糧難

支，只好投降，但軍心不穩，或可生變。劉秀單騎人營安撫，令

銅馬軍將領萬分感動，說：“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報死

乎！”這就是成語“推心置腹”的典故。 

就在此時，劉秀太學時的同宿舍同學“華”，持《赤伏符》從

長安來到軍中。劉秀部下再次勸劉秀稱帝，劉秀欣然答應。或許

劉秀等的就是這本《赤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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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伏符》的“赤”是指劉邦，劉邦斬白蛇起義，有人就編造

神話，說白蛇是白帝之子，劉邦是赤帝之子；“伏”是隱藏、暗

示；“符”是符命。《赤伏符》就是劉邦從天上降下的符命。這是

在王莽新朝秘傳的讖言書。讖言是人為編造的神秘而隱晦的預

言。 

“天意不可違”，劉秀的登基儀式在軍營旁的田野上舉行。燃

篝火告天，築高壇祭天，登壇宣讀祝文。祝文引用讖言曰“劉秀

發兵捕不道（“捕不道”就是起義反王莽），卯金修德為天子”。

“卯金“是繁體字劉的左倘旁，這第二句則是劉秀編造的讖言。 

稱帝後劉秀的軍隊主要是銅馬軍、所以時稱劉秀為“銅馬

帝”。劉秀登基的地點在今河北省邢臺市柏鄉縣固城店鎮。登基

時間距他過黃河 1年 8個月。 

登基以後，劉秀用了 12 年時間平定天下。最後平定隴、蜀

割據勢力，產生一個成語叫“得隴望蜀”。 

平定天下 4 年後，劉秀還鄉，宴請宗親。宗親中的老太太們

酒酣喜悅之際便話說劉秀當年：“他少年時老實厚道，溫柔綿

綿，沒想到他能有今天。”劉秀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

以柔道行之。” 

劉秀墓園，一通“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廟碑”的碑文寫道：

“保功臣之令名，進文吏而致治，有始有終者，惟光武皇帝而

已。”這是說保功臣美名，用文人執政，始終不殺功臣者，只有

光武帝。這是一千年前的評價。現在史家仍是這個評價。墓園中

還有清朝乾隆五十六年立的“東漢中興世祖光武皇帝之陵”碑。 

劉秀登基後戰事額繁，農業“十稅一”這在古代算是低稅率

了。“十稅一”僅施行 6 年，就改為“三十稅一”，這是“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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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率。劉秀曾下詔度田，史稱“度田令”，度田就是丈量土

地，按畝“三十稅一”。之所以度田，是因為地主們都隱瞞田畝，

偷稅漏稅。但是“度田令”卻遭到地主們的強烈反抗，到處發生暴

亂，為了天下穩定，劉秀就廢止了“度田令”。50年前，西漢哀帝

擬頒布“限田令”，規定皇親國敗、各級官吏、地主豪強擁有土地

不得超過三十頃，卻遭大臣們反對，因為他們占田都超限，於是

“限田令”議而不行。土地兼併，貧富不均，稅收不均，是西漢末

期天下大亂的總根源。劉秀廢止了“度田令”，東漢再也沒有度

田。東漢中期以後土地兼併比西漢更嚴重，最終導致“黃巾起

義”，這與劉秀廢止“度田令”不無關係。(轉載自棗陽人雜誌 50期

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