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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解读“废帝”人生

近年来，最被广泛关注的考古发现非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莫属，它也顺理成章地跻身
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海昏侯的“知名度”不断升温。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和墓中出
土的精美文物，成为业界关注和坊间谈论的焦点。

2016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披露，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出版了《海昏侯刘贺》
一书。辛德勇治秦汉史多年，不仅关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关注此时期的政治史相
关问题。2015年，辛德勇出版了《制造汉武帝》，集中论述所谓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
引起学界广泛讨论。

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看，《海昏侯刘贺》是辛德勇对《制造汉武帝》的延续，是一部
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著作。书中对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均有涉及，诸
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同时，作者针对考古发现的大量随葬财富、“海昏”的
释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辛德勇表示，这本书的研究不求翻案，只为求实。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0月出版

刘贺为什么会被封为海昏侯

海昏侯是汉武帝刘彻的孙辈，所生活的时
代距汉武帝时代不远，更准确地说，是汉武帝
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续。辛德勇认为，研究海昏
侯刘贺的人生轨迹，要立足大的时代背景，去
观察他身上的各种政治角色——昌邑王、汉废
帝、庶人、海昏侯等，才不至于偏颇。

在书中，辛德勇检读《史记》《汉书》等基
本历史文献，带领读者延伸视野，从刘贺的父
亲刘髆乃至他的祖父汉武帝刘彻谈起；谈到拥
立刘贺登上帝位、同时又废黜他帝位的权臣霍
光；还讲述了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的他的侄子汉
宣帝刘询的故事。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
基础，结合出土文物，通过丰富细节，向读者
展示了海昏侯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也总结
出，刘贺之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
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
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 《汉书》 当中也有
非常清晰的记载。

对于“海昏”这个名字，一般认为是不好
的称呼，海是晦、黑，昏是昏聩、昏庸。辛德
勇表示，这个讲法上完全说得通，但是研究历
史问题，他不主张简简单单这么看。通过具体
深入的研究，辛德勇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汉
宣帝安置刘贺做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表现，在
这之前他是平民、庶民，而且作为囚犯软禁。
解禁出来封为诸侯，作为列候比诸侯王低了一
个级别，但仍然是那么多人恭迎他的待遇，目
的是安抚。

辛德勇深入阐释，在当时，昏可能是用来
表示西南方位的词。古人非常重视冬至，除了
现在所谓春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冬至，
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举行告天大典。如果以冬
至为标志，就可以看到太阳处于旦和昏的时
刻，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南，昏就在西南方向。

海昏之所以叫海昏，海是西边，昏是天色
昏黑的时候，天色昏黑的时候太阳在西边，所
以根据太阳的方位确定的海昏就是鄱阳湖的西
边。在西汉的北方，离昌邑国不远的地方，有
一个县就叫东昏县，昏字很可能是当时地名用
的通称。很多地名都会用同样一个词表示某种
意义，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南阳、东阳、襄
阳。所以海昏里的“昏”有这种可能，是当时
地名的通称。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直观的印象是财
富和竹简。很多人首先会对大量黄金制品以
及巨额钱币等财富的地域来源产生疑问：这
些财富是从哪里聚敛来的？西汉的海昏侯国
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财富所显示的那样富庶？

针对这个问题，辛德勇在书中从刘贺的
经历展开分析，关注刘贺生活的地域环境。
刘贺曾生活在三个地区：昌邑国、首都长安
以及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地区，而其财富来
源问题正是与这些地域当时的经济发展与交
通状况相关。

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诸如所谓
“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
《易经》《礼记》《论语》 等儒家经典的简牍
（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以及乐

器、两周铜器等。于是，有论者便据此证明
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
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具有很高的
儒家文化修养；并试图以此推翻《汉书》等
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
节”之类的记载，认为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
污。

辛德 勇 认 为 如 此 简 单 地 阐 释 出 土 遗
物，恐怕严重脱离实际。儒家经典，在当
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
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
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
况。其实早在刘贺之前，刘贺的父亲老昌邑
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
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

刘贺是情趣高雅的君子还是“行昏乱”的“废帝”？

出土文物颠覆文献记载
或仅是丰富历史细节？

青铜器、丝织品、黄金制品，以
及上千枚具有文献价值的竹简，海昏
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缭乱。
一时间，很多人认为这些文物的出
土，将颠覆文献记载，改写历史。

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它
们身上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辛德勇
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进入
传世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时段之后，
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进程、重大事件
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
和属性等问题而言，考古新发现，大
多会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而通常很
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
变。如果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
来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
沦为空想。

辛德勇说，考古发现，可以丰富
和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同样，历史
学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深入探讨文物背
后的故事。所谓“二重证据”，是一种
研究方法，更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
促进的一种境界。但研究中国古代自
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
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
文献。正如他在书中总结的：传世典
籍与考古新发现 （包括新出土文字史
料在内） 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
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
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
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
次关系。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
史研究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辛
德勇说，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做，要
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
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
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
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据《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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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铜钱马蹄金马蹄金

该书选录文章46篇，近30万字，从不同角
度记述了杨绛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所附
数十幅图片，大多为首次发表。该书共有51位
作者，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领导、清华大学
的校友、出版社的编辑、杨绛先生著作的海外翻
译、帮助她维权的法学专家，也有杨绛先生的同
事、朋友、亲属，还有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
金的获奖代表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回忆了作
者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生动地反映了杨
绛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该书编选的原则
是，入选的文章都是首发，其中有些文章披露了
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和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

《惜君如常》是作家雪小禅历时两年
打造的新作。该书以温暖的底色书写中
国文人的气韵和文字品格。书中写书
法、戏曲、风物、名帖；亦写气息独特
的人物：琴师、隐士、名伶、名仕、市
井小人物。笔锋至情至性，淡味寻真，
如老茶般低温朴实，淳厚绵长，兼具现
世安稳的质感与开阔沉实之境。作者始
终与繁华喧嚣保持适当的距离，把对善
良的敬重，对人性的自制，对虚浮的剥
离，对素朴本质的推崇作为核心。书中
插图均为作者本人实景拍摄，器物古
朴，植物飘逸，花花草草坛坛罐罐别具
出尘之姿，散淡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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