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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知

多

少

大公報記者 王逍（文、圖）

保
護
文

物
功
在
當

代
、
利
在
千

秋
。
南
昌
漢

代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管
理
局

黨
工
委
書
記
葉
明
和
接

受
大
公
報
記
者
採
訪
時

說
，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由

海
昏
侯
國
國
都
紫
金
城

城
址
、
海
昏
侯
劉
賀
墓

園
、
城
址
西
部
及
南
部

墓
葬
群
組
成
。
海
昏
侯

國
國
家
考
古
遺
址
公
園

的
規
劃
建
設
，
就
是
基

於
大
遺
址
保
護
的
理

念
，
完
善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保
護
規
劃
和
管
理
體
系
。

葉
明
和
介
紹
，
目
前
主
要
採
取
的
措
施
涉
保
護
遺
址
本
體
、
保
護
修
復

文
物
、
引
進
專
家
團
隊
等
。
江
西
省
對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保
護
利
用
提
出
﹁三

四
三
﹂
目
標
；
南
昌
市
將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公
園
建
設
列
入
南
昌
十
大
文
化
重

點
工
程
，
投
入
近
四
十
億
元
人
民
幣
；
《
江
西
省
南
昌
漢
代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保
護
辦
法
》
自
今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施
行
。
此
外
，
引
進
信
立
祥
、
吳
順
清
、

楊
小
林
、
趙
化
成
、
朱
小
光
五
位
專
家
學
者
組
建
團
隊
，
為
南
昌
漢
代
海
昏

侯
國
遺
址
博
物
館
的
文
物
修
復
及

保
護
提
供
指
導
。

萬
件
文
物
揭
秘

海
昏
侯
劉
賀
身
世

劉賀，漢武帝之孫，西漢第
九位皇帝。劉賀四歲為王，十八
歲稱帝，在位二十七天後遭廢
黜，其後以平民身份被幽禁在山
東近十年，二十九歲被封為海昏
侯並移居豫章郡（今江西南
昌），此後不到五年就在封地去
世，終年三十三歲。劉賀為人、
政治作為、死亡原因等眾說紛
紜。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文物
保護專家組組長信立祥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 「關於劉賀的定位，
我們要尊重歷史事實，既不要貶
低，也不要拔高。海昏侯墓已出
土一萬餘件（套）文物，伴隨與
之相關的考古深入推進及考古報
告編寫，或將為劉賀正名，也將
向全世界展示西漢時期的中國風
格和中國氣派。」

截
至
目
前
，
海
昏
侯
墓
的
發
掘
、
考
古
研
究
在
填
補
西
漢

乃
至
填
補
歷
史
空
白
和
修
正
歷
史
方
面
，
主
要
有
以
下
成
果
：

【
劉
賀
墓
園
】
劉
賀
墓
園
是
中
國
迄
今
為
止
發
現
的
墓
主

人
身
份
明
確
、
保
存
最
好
、
結
構
最
完
整
、
功
能
布
局
最
清

晰
、
擁
有
最
完
備
祭
祀
體
系
、
出
土
文
物
品
類
數
量
最
豐
富
的

典
型
漢
代
列
侯
墓
葬
。
為
我
們
了
解
和
認
識
西
漢
列
侯
墓
葬
的

葬
制
提
供
了
一
個
到
現
在
為
止
最
好
的
標
型
墓
。

【
簡
牘
】
海
昏
侯
墓
出
土
簡
牘
五
千
二
百
餘
枚
，
主
要
包
括
《
詩

經
》
《
禮
記
》
類
，
祠
祝
禮
儀
類
，
《
論
語
》
、
《
春
秋
》
經
傳
，
《
孝

經
》
類
，
政
論
類
，
《
子
虛
賦
》
，

﹁六
博
﹂
棋
譜
，
《
易
占
》
類
，

﹁房
中
﹂
﹁養
生
﹂
﹁醫
方
﹂
類
等
簡
牘
典
籍
。
這
批
簡
牘
對
研
究
西
漢

政
治
、
歷
史
、
藝
術
、
科
技
、
思
想
等
具
有
重
要
價
值
。

【
孔
子
徙
人
圖
漆
衣
鏡
】
孔
子
漆
衣
鏡
上
的

孔
子
畫
像
是
迄
今
為
止
中
國
發
現
最
早
的
孔
子

像
；
《
史
記
》
與
孔
子
衣
鏡
所
參
考
內
容
可
能
出

自
於
共
同
古
籍
母
本
；

﹁孔
子
立
鏡
﹂
具
有

﹁圖

史
自
鏡
﹂
的
作
用
；
發
現
了
最
早
的
東
王
公
圖
像

和
文
字
資
料
。

【
木
牘
】
劉
賀
及
其
夫
人
所
寫
奏
牘
，
是
迄

今
所
見
的
等
級
最
高
漢
代
公
文
原
本
，
對
研
究
劉

賀
、
海
昏
侯
國
和
漢
代
的
奏
章
制
度
、
朝
請
制
度

等
有
重
大
意
義
。

【
﹁南
昌
﹂
銘
文
豆
形
燈
】
底
座
和
燈
沿
兩

處
均
有

﹁南
昌
﹂
銘
文
，
這
是
迄
今
為
止
發
現
最

早
的
有
關
南
昌
的
實
物
資
料
。

【
樂
器
】
整
套
包
括
十
四
件
編
鈕
鐘
、
十
件
編
甬
鐘
、
一
架
編
磬
和

三
十
六
尊
伎
樂
木
俑
，
以
及
青
銅
錞
于
、
鉦
、
瑟
、
琴
、
排
簫
、
建
鼓

等
，
另
有
四
件
鐘
簴
和
兩
件
磬
簴
，
形
象
再
現
了
西
漢
諸
侯
的
用
樂
制

度
。

【
﹁昌
邑
籍
田
﹂
青
銅
鼎
、
﹁昌
邑
籍
田
﹂
豆
形
青
銅
燈
】
中
國
首

次
發
現
記
載
西
漢
時
期
諸
侯
王
國
﹁籍
田
﹂
禮
儀
的
實
物
資
料
。

【
車
馬
坑
真
車
馬
、
墓
室
偶
車
馬
（
鼓
車
、
金
車
）
】
西
漢
的
車
輿
制

度
，
特
別
是
西
漢
諸
侯
王
、
列
侯
等
級
的
車
輿
制
度
，
由
於
文
獻
闕
如
，

至
今
不
太
清
楚
，
但
劉
賀
外
藏
坑
以
及
東
西
車
庫
甬
道
中
所
出
的
車
馬
實

物
，
為
我
們
了
解
西
漢
高
等
級
貴
族
的
車
輿
制
度
提
供
了
第
一
手
資
料
。

海
昏
侯
墓
出
土
的
文
物
也
印
證
了
西
漢
重
視
對
外
交
往
。
譬
如
，
出

土
時
劉
賀
腰
部
有
韘
形
玉
佩
、
水
晶
珠
、
瑪
瑙
珠
、
琥
珀
辟
邪
形
珠
、
玉

觿
等
玉
組
佩
，
這
些
珠
子
造
型
、
製
作
均
有
別
於

中
國
傳
統
風
格
，
應
是
從
海
外
傳
來
。
劉
賀
長
子

劉
充
國
的
墓
中
發
現
大
量
的
玉
器
，
經
考
證
多
數

玉
器
為
新
疆
和
田
玉
。
此
外
，
出
土
的
大
角
神
獸

紋
﹁銀
當
盧
﹂
的
主
體
圖
案
中
，
似
羊
的
獨
角
神

獸
在
歐
亞
草
原
和
北
方
遊
牧
民
族
常
見
。

此
外
，
考
古
人
員
集
中
對
二
百
八
十
件
金
器

進
行
了
綜
合
分
析
。
檢
測
發
現
，
馬
蹄
金
、
麟
趾

金
含
金
量
平
均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以
上
。
金
餅
戳

記
、
刻
畫
痕
的
釋
義
及
用
途
，
馬
蹄
金
、
麟
趾
金

鑄
或
貼
﹁上
﹂
﹁中
﹂
﹁下
﹂
的
含
義
及
其
與
紋

飾
、
內
嵌
物
、
含
金
量
的
關
係
等
，
有
待
後
續
研

究
來
揭
示
。

發掘成果

海
昏
侯
文
物
現
世
填
補
歷
史
空
白

文物賦彩

大
遺
址
保
護
的
文
化
理
念

史料典籍中關於劉賀的記載不多。自
公元前七十四年七月十八日，至同年八月十
四日，劉賀在位二十七天，是西漢歷史上在
位時間最短的皇帝。根據《漢書》， 「受璽
以來二十七日，使者傍午，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 「行昏亂，恐危
社稷」 。信立祥則說，通常解決歷史時期的
考古問題，要依據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和考
古等三方面的材料，這三方面互相印證和排
比，才能大致還原出 「歷史本身的面貌」 。

有深厚的文化素養

作為漢武帝的託孤大臣，霍光先後扶
持劉弗陵登基，廢黜劉賀帝位，擁立劉病已
為帝王。其中，劉賀被廢主要理由是當皇帝
二十七天卻幹了千餘件壞
事，信立祥對此持否定態
度，並提出此很有可能為政
治鬥爭的結果。 「首先，在
封建時代，史書是由勝利者
書寫。霍光要為廢劉賀尋找
合理性，而漢宣帝劉病已要
為繼承皇位尋找合法性，也
會坐實並維護霍光所作的結
論。司馬光在《資治通鑒》
中對二十七天幹一千多件壞
事之說，也提出了質疑。」

信立祥稱，按照兩漢
「事死如事生」 的喪葬制度
（漢代人相信人死靈魂永
存，還會在另外一個世界像
活人一樣繼續生活，因而把
死人當作活人看待。為了讓
人死後還能過上舒適的生
活，墓室的形制和結構盡量
模仿現實中的房屋，死者生
前所用的工具、物品葬入墓
中），從目前出土的文物來
看，劉賀接受過系統儒家教
育，有深厚的文化素養。

「西藏槨出土了《論
語》《禮記》《易經》等儒
家經典簡書；主槨室西室出
土了聖賢像漆屏風（畫有孔
子、子夏、子張等聖賢像）及石硯、墨碇。
聖賢像被擺在劉賀的床榻旁，表明這是他生
前最喜愛的常用物品，也證明了他對儒學刻
骨銘心的崇奉。根據《漢書．霍光傳》，在
宮廷政變被廢時，劉賀引用了《孝經》中的
文句，痛斥霍光等人， 『聞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 信立祥還稱，在
霍光當權期間，同為皇室貴胄、即位之初均
無背景的劉賀與劉病已，兩人的命運截然相
反。由此可見，劉賀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和斡
旋手段。

「天絕之也」或非正常死亡

漢宣帝上位之後，命山陽郡太守密切
監視被遣回山東昌邑的劉賀；後封劉賀為海
昏侯，封地在西漢偏遠的豫章郡，並禁止劉
賀入朝拜見漢宣帝、祭祀漢室宗廟，同時又
受揚州刺史（管轄豫章郡）監視。此後不到
五年，劉賀就在封地去世。隨後， 「上當為

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
死。」 這一事件被豫章太守廖奏上書朝廷，
稱 「天絕之也」 ，主張 「暴亂之人不宜為太
祖」 ，建議將海昏國除國絕嗣，並很快得到
宣帝批准。於是，劉賀的家人都成為庶人，

再也無權繼承和享用劉賀作為
列侯的專用財產（包括劉賀被
廢後經朝廷恩准繼承父親劉髆
的全部財產）。前來 「視喪
事」 的太中大夫將這些財產全
部埋入劉賀墳墓中。

信立祥認為，與其說是
「天絕之也」 ，倒不如說是政
治結果，推測劉賀及其二子或
非正常死亡。 「根據《漢書．
武五子傳》記載，劉賀與前任
豫章太守下屬孫萬世有一次對
話。孫萬世問劉賀， 『前見廢
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
軍，而聽人奪璽綬乎？』 賀
曰： 『然，失之。』 萬世又勸
劉賀且在豫章為王，不久為列
侯。賀曰：且然，非所宜
言。如此機密，事關殺頭之
虞的對話，竟被遠在千里之外
的揚州柯刺史知道，立即上報
漢宣帝。經調查屬實，漢宣帝
對劉賀法外開恩，奪封三千
戶；而孫萬世沒有被追責。不
久，劉賀薨。作為繼承者，劉
充國及弟弟均年輕，又接連離
世，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比較
大。」

信立祥透露，在劉賀的遺
骸中發現了四十多顆香瓜子，從中可以推斷
劉賀死於夏秋季。 「很奇怪，馬王堆中的辛
追夫人腹部也出現香瓜子，靖安發現的春秋
大墓中的遺骸腹部也出現大量香瓜子。我們
很驚訝，香瓜子為何對貴族有如此吸引力。
目前，這些香瓜子已經送去有關科研機構進
行檢測，但畢竟距今兩千多年，結果尚未出
來。劉賀牙齒的DNA提取難度也相當大，
也還沒有出結果。」

關於一個在位僅二十七天的皇帝經歷
對後人的啟示，《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
侯劉賀的前世今生》作者黎隆武提出 「有權
不可任性、年輕不可任性、有顏值不可任
性、有功勞不可任性、有靠山不可任性、有
冤屈不可任性」 。比如 「有權不可任性」 。
有權容易任性，特別是沒有監督的權力就更
容易任性。無論是只幹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
廢的劉賀，還是幹了五十四年皇帝才駕鶴西
去的漢武帝，他們的共性都是作為最高權力
的擁有者。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

▲西漢貴族階層男女都梳妝，尤愛使用造型新
穎、華麗的漆奩盛放梳篦、脂粉類小物件，此為
劉賀的貼金人物動物紋銀釦漆長方奩複製品。

▶證明西漢海昏侯墓墓主身份的重要證據──劉賀玉
印。 受訪者供圖

▲在銀當盧中，似羊的獨角神獸在
歐亞草原和北方遊牧民族中常見。

▲馬蹄金和麟趾金，是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九
十五年）依祥瑞之意鑄造的金器，主要用於賞賜效
忠皇室、有軍功的大臣。

▲復原的禮樂場景。

▶劉賀塑像。

▲劉賀墓主槨室西室
中部出土的龍形玉
飾，有學者推測其為
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
這一時段的器物。

▲青銅火鍋，考古發
掘時還有板栗等食材
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