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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之死》

内容概要

马援之死 （35－79年）
中国历代元首懂得官场的人多，懂得政治的人少。有政治艺术修养的，更屈指可数。仅就不杀亲密战
友这一点，我们真不明白，以后的一些君王，为什么不能以刘秀作为榜样？再一次证明，历史的教训
在政治运作中，功用甚微。就连刘秀先生自己，也把不稳舵，不久就又任命马援先生南征交趾（越南
北），结果被小报告挑拨得天翻地覆，虽然没有大开杀戒，但破坏了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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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之死》

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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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之死》

精彩短评

1、好书！
2、马援生于偏僻的西州，游走于三个皇帝之间，却能保持忠义之名，南征北战四方，最后战死沙场
，践行了马革裹尸的信念，所谓一生正气也就这个样子吧。论功业，伏波将军也难讲有多么出类拔萃
，但这份经历和处世之风却堪称完人
3、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4、东汉开局
5、2016-07-03
6、东汉的前两位君主可以说非常完美，特别是汉明帝，几乎没犯过什么错误。马援之死令人震惊，
也看出中国宫廷的黑暗，中国历史上好人无好报的铁律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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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之死》

章节试读

1、《马援之死》的笔记-第160页

        班超两度在异国袭杀敌国的使节，当机立断，胆识超越常人。

2、《马援之死》的笔记-第190页

        马太后悉心抚养他人之子，待养子登上帝位之后，又克己制欲，智慧确实高人一筹。
刘庄的一句话说对了，“儿子不一定非亲生不可，只怕爱心不够”。

3、《马援之死》的笔记-第135页

        佛教原来在东汉明帝刘庄统治期间进入中国。佛教进入之后，既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
兴起，又与源远流长的儒教产生了激烈冲突。
柏杨分析了三大宗教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影响：儒教培养出中国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识，道教培养出中
国人的消极无为，佛教培养出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卑屈心理。

4、《马援之死》的笔记-第23页

        刘秀虽然不用功臣当官，但对他们却大度包容。一些小过失，都特别原谅。远方进贡的金银财宝
或山珍海味，一定先行赏赐所有侯爵，有时连御厨房都没有多余的。所以功臣们都能保持自己的尊贵
爵位和财产，没有一人受到诛杀或贬谪。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少数不诛杀亲密战友的元首之一。并不是他跟他亲密的战友的道德学问都达顶峰，
而是刘秀先生处理得当：他不赋给他们实质权力，无论是军权或政权。幸而他没有任用贾复先生当宰
相，以贾复先生的蛮横暴躁，那将会产生不愉快的结局。盖领兵在外，只要忠心就行了。如果朝夕相
处，只靠忠心便不行。当一方面总是否决对方决定时，日久必然爆发冲突。而君臣冲突，一定流血。

5、《马援之死》的笔记-第25页

        从王莽篡汉到刘秀统一中国，二十年混战之下，人口减少竟达一千多万，约17%。

6、《马援之死》的笔记-第17页

        马援做事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威望，待人有恩，严守承诺，对下非常宽大厚道。任用官吏，完全
分层负责，而由自己总揽大纲，虽事务繁忙，宾客故旧，每天都挤满大门。

7、《马援之死》的笔记-第187页

        耿恭守卫疏勒城的事迹令人动容，艰苦卓绝，非一般人物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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