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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高密縣西南)、夷安(今山東高密)、淳于(今山東安丘東北)四縣，在功臣中封邑

最多。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二月，劉秀第二子劉莊即位，是為明帝。明帝即位後，

鄧禹以光武朝頭號功臣的身份，被明帝拜為太傅。為表彰功臣，明帝立雲臺閣，

繪畫 28 位大將圖像於雲臺，意相”二十八宿”。鄧禹像居首位。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鄧禹病逝，終年 57 歲，諡為”元侯”，奉旨葬洛陽邙山。 

鄧禹生十三子：謙、讓、識、議、論、訓、讚、詒、謀、詩、說、謨、誥，各

守一藝。長子謙襲高密侯，次子讓為昌安侯，三子識襲夷安侯。鄧訓生五子一女，

五子皆有功於漢室，皆獲封侯。一女名綬，漢章帝建初六年(公元 81 年)出生於

河南新野，其母陰氏是光武帝陰皇后堂弟之女。鄧綬自小受良好教育，好讀書，

十二歲通《詩經》、《論語》。和帝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被選入宮中，永元七年(公

元 97 年)被選入後宮，永和八年(公元 98 年)被掖為貴人，時年十六歲。永元十

四年(公元 102 年)冬，被和帝策立為皇后，時年二十二歲。 

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 6-公元 57)，字文叔，蔡陽人，漢高祖劉邦九世孫。新

朝王莽末年，起兵反對王莽，昆陽之戰，劉秀挽狂瀾於既倒。王尋等百萬之眾，

一時土崩瓦解。王莽政權的喪鐘，由此而敲響。劉秀以偏師徇河北，平王郎，降

銅馬，艱難奠定中興之基。統一天下，定都洛陽，重新恢復漢室政權，為漢朝中

興之主。政治措施皆以清靜儉約為原則，興建太學，提倡儒術，尊崇節義，為一

賢明的君王。在位三十三年，諡號光武，廟號世祖。 

雲臺二十八將指為建立東漢王朝立下赫赫功勳的 28 人。東漢永平三年(60)，

明帝劉莊(漢光武帝劉秀之子)思念中興功臣，命人為 28 將畫像於南宮雲臺，他

們是：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複、陳俊、耿棄、杜茂、寇恂、傅竣、岑彭、

堅譚、馮異、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邱彤、銚期、

劉植、耿純，減宮、馬武、劉隆。 

至於宋朝郡馬，則於另文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