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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美出于至诚 护美大义凛然

公元
25

年夏历九月，赤眉军攻占
长安，刘玄败降，后被缢杀，更始军彻
底崩溃。赵熹时任更始中郎将，被赤眉
军围攻，急迫中穿屋得脱，与友人韩仲
伯等数十人，带着家小，翻山越险，从
长安直出武关，逃向家乡南阳。韩仲伯
的妻子很漂亮， 颜值特高。 韩仲伯担
心，漫漫逃难路上，妻子的美色容易招
致歹徒强暴，自己跟着受害，就想把妻
子在半路上抛弃了。 无论赵熹怎样怒
斥，韩仲伯硬是不听。赵熹本能地挺身
而出，毅然护美，他给韩妻那张美丽的
脸涂上污泥， 让其坐在一辆窄小的手
推车上，看上去脏兮兮病怏怏的。赵熹
亲自推着小车，一路上，每逢碰到歹徒
起邪念，赵熹“辄为求哀，言其病”，说：

你看这妇人，病得可不轻啊！从长安到
南阳，那可是千里迢迢，山重水阻，加
之兵荒马乱，遍伏杀机，就这样，在赵
熹的竭诚呵护下， 韩妻终于逃过了一
次又一次可怕的劫难，平安回到家乡。

也许是苍天特意昭仁贤。 赵熹既
带着家小， 又护着韩妻， 本已艰难备
尝，走到半路，偏又碰上刘玄的一大帮
亲眷，也从长安逃难而来，大冷天，破
衣光脚，又饿又困，举步维艰，狼狈不
堪。 赵熹一见，顿生悲怜，当即将自备
的逃难用品全部赠予， 并一直将其护
送到南阳老家，交给其宗亲宛王刘赐。

更始帝刘玄乃光武帝刘秀族兄， 刘玄
的亲眷， 也是刘秀的宗亲， 二十五年
后，刘秀盛宴待宗亲，当年被赵熹慷慨
救济的东汉皇室贵妇们，抚今追昔，自
然忘不了大恩人赵熹。

少年服众 单骑受降

史称赵熹“少有节操”，小小年纪，

已名震乡里。王莽新朝末年，刘玄在南
阳被义军立为汉皇帝，建元更始，史称
更始帝。 “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
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

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偏南阳附近舞
阴县大姓李氏拥众据城坚守， 不肯主
动归附。 刘玄特派柱天将军李宝去招
降，官号既大，又是同姓，舞阴李氏却
不买李宝的账， 点名要赵熹， 说赵熹
“信义著名，愿得降之”。刘玄于是诏征
赵熹，赵熹此时不过二十多岁，刘玄一
见就笑了，说：“茧栗犊，岂能负重致远
乎？ ”原来是个小牛崽子啊，能当大任
吗？ 颇有些轻视，不敢信任。 但也只能
让其试试了。遂任命赵熹为郎中，行偏
将军事，前往舞阴。

舞阴大姓李氏还真就服赵熹，一
见赵熹，立马就归附了更始军。赵熹也
果真了得，并不以收降舞阴、完成君命
为满足， 而是立马就率舞阴之众进军
颍川， 攻打当地一些尚未归附更始的
势力，一直打到汝南郡界，所至皆下，

稳定一郡之后，才回身向刘玄复命。刘
玄态度大变，高兴得不得了，对赵熹刮

目相看， 夸赞道：“卿名家驹， 努力勉
之！ ”适逢王莽派王寻、王邑率数十万
大军出关击汉军， 刘玄即拜赵熹为五
威偏将军，与诸将一起，在昆阳拒敌。

在著名的昆阳大战中，赵熹负伤勇斗，

因功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刘玄败亡后， 更始军在南阳的势
力各拥兵据城，与刘秀军对抗。刘秀的
破虏将军邓奉，也因事反叛，与乱军联
合。赵熹此时正在南阳家中，他十分清
楚，刘秀必能统一天下，重振汉室。 赵
熹与邓奉一直很友好，遂多次写信，严
厉批评邓奉背叛刘秀的错误。 有人却
向刘秀进谗，说赵熹这是与邓奉合谋。

刘秀因此对赵熹也颇怀疑， 诏命赵熹
到军中立功自赎， 赵熹也不为自己辩
解。 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刘秀亲率
大军擒斩邓奉， 见到赵熹斥责邓奉的
信件，不禁惊叹道：“赵熹真长者也！ ”

立刻征召赵熹，亲自接见。

当时长江以南地区还未归附刘
秀，道路不通。刘秀任命赵熹代理简阳
侯相，前往招抚，并让其从骑都尉储融
处领骑兵二百人赴任，以通道路，且壮
声威。 赵熹却请示刘秀， 不要一兵一
骑，愿“单骑驰往，度其形势，临敌制
宜。若将兵骑往彼，必为吏民所疑”。得
到刘秀同意后，赵熹即单骑来到简阳。

简阳吏民不让他进城， 他就在城门外
停下，问城中人素常最信赖谁，招之询
问不愿归附的原因。果如赵熹所料，不
过是因疑惧而拥兵自守。 赵熹向城中
宣示刘秀政权的恩德和威信， 诚恳地
开导人们：“仓猝之时， 非国家所疾”，

慌急间一时糊涂， 朝廷不会怪罪，“无
自疑阻”，守城主将遂主动归降，简阳
一带的武装势力跟着都归顺了。 一个
人，一匹马，就收服了一个侯国。

这件事， 充分展示了赵熹过人的
胆识。因为推翻王莽新朝后，刘玄的更
始政权已继之成为号令全国的新政
权，刘秀从更始政权中独立出来，其影
响力最初仅在北方，刘玄死后，江南的
武装势力重新选择归属， 因对刘秀政
权缺乏了解，尚处于观望状态，但并无
敌意。 所以对其善意招抚， 是唯一高
招，若以武力威慑，则必然招致武力反
抗， 以刘秀当时实力， 很可能得不偿
失。当此之时，二百骑兵，反乱大事，一
人一骑，却威力无比。简阳所属的荆州
地区，还有不少郡县未归附刘秀，荆州
牧上书朝廷，称赞赵熹“才任理剧”，才
具很大，堪负重任。刘秀即调任赵熹为
形势更差的平林侯国相。 赵熹随机应
变，武攻、文抚并用，很快又平定了平
林侯国。

执法无畏 悲悯无辜

赵熹曾任怀县令， 该县大族李子
春，先前做过琅邪相，仗着其家世和官
位，横暴违法，为百姓所患。 赵熹刚到
任，就得知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了人，

未被追究。赵熹立即严厉查办，两个孙

子畏罪自杀，李子春被逮捕拷问。包括
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在内， 京城洛阳
数十位高官贵戚都为李子春说情，赵
熹始终不听。 刘良临终， 刘秀前去看
望， 问叔父有啥后事需要办理， 刘良
说：“和李子春关系一直不错， 李子春
犯了罪，县令赵熹要杀他，想请你给他
一条活命。 ” 刘秀很欣赏赵熹严格执
法，说：“官员就应依法行事，法律也不
能违背。 请叔父另说一件想办的事。 ”

刘良却再不言语。刘良死后，刘秀追思
不已，想起小时候父亲早逝，他们几弟
兄都得到叔父的深情照抚，叔父临终，

一心要救李子春，不办对不起叔父，但
又不能委屈了赵熹， 于是先赦免李子
春出狱，以报叔父之恩，接着又升任赵
熹为平原郡太守， 以示对赵熹执法无
畏的褒奖。

赵熹查办违法权豪，不依不饶，对
无辜百姓却满怀悲悯。 他由怀县令升
任平原太守， 是在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 史称当时平原“多盗贼”，赵熹
与临郡官兵讨捕之，杀其魁首，余党按
律当获刑者尚有数千人。 赵熹上书朝
廷，建议：“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
近郡。 ”处理犯罪事件，惩罚了犯罪者
本人即可， 不宜扩大打击面， 伤及众
多，乃至无辜。 对平原郡的“盗贼”余
党，迁徙到京城附近，换个生存环境即
可，不宜深究。 刘秀听取了他的建议。

对古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 见于记
载的所谓“盗贼”，大多是穷苦百姓，而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对这些可怜的人
群，通常都是狂挥屠刀，格杀勿论。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称赵熹为“仁
者”，也不为过。

仁善地处理了“盗贼”事件后，赵
熹接着就在平原“擢举义行，诛除奸
恶”，践行儒家的施政方略，一郡很快
大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民间甚
至传说，有一年，平原郡所在的青州
遭受大蝗灾，青州共辖六郡，其他五
郡蝗灾都很严重，唯平原无蝗，蝗虫
一飞到平原郡界，莫名其妙就死了。天
佑善政啊！

刘秀欲息肩 献策安东汉

刘秀是史上著名的勤政贤君，白天
黑夜， 操劳不息。 皇太子劝他：“颐爱精
神，优游自宁。 ”刘秀答曰：“我自乐此，不
为疲也。 ”成语“乐此不疲”即因之而生。

这事，范晔《后汉书》记于《光武帝
纪》记事之末。袁宏《后汉纪》则系于建
武二十六年之末，接着就是“二十七年
夏，太仆赵熹为太尉”，刘秀命赵熹“思
安边之策，为长久之计”，赵熹献上两
策，一曰恢复北方缘边诸郡，二曰遣诸
王之国。 《后汉书》乃纪传体，记事以人
为本，刘秀“乐此不疲”的故事，只能记
在其本纪之末，才算得体，却于无意间
导人误解， 以为刘秀并未听取儿子的
建议，仍不愿稍息，而“乐此不疲”至
死。相比之下，编年体史书《后汉纪》的

表述则最为准确，它告诉人们：刘秀头
年听了儿子的建议， 第二年夏天即付
诸实施，将赵熹由太仆提升为太尉，并
向之求“安边之策”、“长久之计”，自己
好得以稍息。而赵熹所献两策，直击东
汉王朝军国大政要害， 行之自能收药
到病除之效。边安矣，国久矣，刘秀“颐
爱精神，优游自宁”，也才有那心情，有
那条件。

东汉初年， 刘秀集中精力于塞内
统一大业，“未遑沙塞之外”，为躲避匈
奴军事集团的侵扰， 北方幽并二州八
郡百姓纷纷内徙，边地一派荒凉。建武
二十五年，匈奴南单于内附，乌桓首领
率众内属， 汉廷始令幽并内徙百姓归
还故土，但还者甚少。 赵熹任太尉后，

遂采取措施， 让百姓全部返还，“幽并
二州由是而定”，一度“岁仍有年，家给
人足”，北方缘边民力国力大振。

刘秀有十一个儿子， 本着子以母
贵，立嫡以长的建储原则，初立郭皇后
所生长子刘强为太子。后来，刘秀废郭
皇后，改立爱妃阴丽华为皇后，废太子
刘强， 改立阴丽华所生长子刘庄为太
子，而封其余诸子为王。 太子为储君，

是皇帝的接班人， 既立之后， 若无大
过， 不可轻废， 不然则易引发诸多矛
盾。 刘强为人忠厚，并无过错，只因刘
秀偏爱阴丽华，刘强遂随母被废。刘秀
此举，就让其一些儿子顿生妄念，以为
太子也可轻易废立，因萌觊觎之心，这
就给刘秀身后的皇位继承， 埋下可怕
的隐患。刘秀诸子封王之后，都住在京
城， 一些王遂利用京师之便， 竞修名
誉，广招宾客，扩张势力，渐至违法乱
纪，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虽然刘秀已于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重申西汉
武帝时的附益之法， 加强对诸王的约
束，但收效甚微。赵熹“遣诸王之国”的
建议，提得既及时，又巧妙。 因为诸王
一旦离开京城，各归封地，就在地域上
同太子分开了等级，昭显了尊卑，自自
然然就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既淡化了
诸王对太子的威胁， 也弱化了其扰乱
社会的能量。

过了五年，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刘秀驾崩，赵熹奉遗诏主持丧
事。经王莽改朝换代，西汉旧典多有遗
失，无可参照。诸王被征还京师参加丧
礼，竟与太子刘庄同席，诸王从官出入
皇宫，也与朝廷官员没有区别，一时显
得很混乱，于太子即位很不利。赵熹当
机立断，拨乱反正，只见他面孔严肃，

横剑殿阶，首先将太子请到最前面，再
将诸王扶到下面， 以凸显太子的至尊
之位； 又将各王的从官置于地方官员
之列，以明中央与地方之别；诸王行礼
之后，即令各回自己在京住所，不得随
便入朝。偌大的开国皇帝丧礼，被太尉
赵熹指挥若定，有条不紊。 “整礼仪，严
门卫，内外肃然”。刘秀的皇太子刘庄，

随之平稳即位， 是为东汉第二代明君
汉明帝。 （据《天津日报》）

赵熹 英雄佳人皆敬之

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

年），光武帝刘秀盛宴款待内戚。 宴会进
行到高潮，皇室宗亲的诸位贵夫人，在向光武帝进酒时，纷纷称道赵熹为
人仗义，对人多恩，说当年为躲避赤眉军，她们从长安城中逃出，都是被
赵熹救济，才得以存活。光武帝听了，对赵熹非常赞赏。不久，就将赵熹由
平原郡太守征召进京，任为太仆。 引见之时，光武帝对赵熹说：“卿非但为
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 ”你不但被英雄男儿敬佩褒美，连妇人们
也深深怀念你的恩德呢。嘉许之情，溢于言表。此前二十多年，赵熹一直在
地方任职，官最高也就当到太守，秩二千石。 这时一下就成了京官，到了皇
帝身边，替皇帝管车马，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月俸比太守高出六十斛。 这

褒奖也够快够高了，光武帝还觉得不到位，升官之外，又厚加赏赐，给了赵
熹许多物质鼓励。

自古官场多倾轧，能被同行中的众“英雄”由衷称道，已属不易，竟然
同时又被深闺中的众贵妇真诚颂扬，尤为难得。 华夏数千年古史，英才贤
才，几如繁星，但像这样被英雄、佳人竞相敬之，实在罕见。

赵熹（公元前
4

年—公元
80

年），字伯阳，南阳宛郡（今河南南阳）

人。 王莽新朝末年参加起义，初从更始帝刘玄，后归光武帝刘秀，仕光武
帝、明帝、章帝三朝，历任高位重位，官至太尉、太傅录尚书事，为东汉前
期名臣，享年

84

岁。 高才大德，一生行事，多可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