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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
考古界有句俗话说：“干千年湿万

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文物在“饱水状

态”中沉睡了上千年，已经达到相对平

衡的状态，一旦突然暴露在空气里，对

有机质文物就是毁灭性打击。

比如，当年发掘马王堆汉墓的时

候，考古工作者曾经看到水里面竟然

漂浮着汉代的藕片，可是一拿到阳光

下，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

这样的教训既让人心痛，又让人感

到束手无策。2015 年初，在主椁室即

将开启的关键时刻，国家文物局派遣

信立祥、张仲立、王亚蓉、吴顺清、胡东

波、杜金鹏、焦南峰等专家，组成了考

古与文物保护“天团”，长期驻扎考古

现场。

由国家派专家组到考古现场的，此

前仅有两次，即 20 世纪 70 年代马王堆

汉墓与 80 年代的南越王墓发掘。而在

这次的“天团”配置中，考古和文物保

护专家各占一半，就是要解决考古、文

保“两张皮”的问题。

专家各显神通，而且各个是“带资

进组”。在他们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也都参与

了实验室考古、文物保护方案的设计

与实施。

“慢点、慢点”，这是队员们在提取

文物现场常常“吼”着说出的话。提取

文物，需要的是耐心、细致。仅西北角

回廊这一个平方米，四五名考古队员

就提取了一个月。

不过，仅 有 耐 心 还 不 够 ，更 要 有

预判。信立祥告诉杨军：“对文物要

有敬畏之心。不是随便去挖，随便去

动。发掘过程，一定要有预判，要有

详细预案。”

杨军回忆，当时他们在发掘甬道的

车马库时，最先发现了一辆载有实用

铜錞、铜镯和铙的金车。但根据“有錞

于必有鼓”的文献记载和汉代画像石

图像，信立祥预判，这里肯定还有一架

鼓车。

“因为材料原因，鼓遗存其实很容

易散，不好找。但老先生坚信一定有，

要我们仔细去找。果不其然，后来我

们在坑里找到了零碎的建鼓残片，并

且还发现了敲鼓的鼓槌。”

有机物最怕见光，衣笥库里面的衣

物，就因为盗洞而荡然无存。而保存

环境类似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由于没

有受到这样的破坏，出土了很多精美

的汉服。

为了给文物保鲜，考古“天团”借

鉴航空航天技术，搭建了面积 20 平方

米的低氧舱。一旦出了尸体或者纺织

品，就放进低氧舱延缓氧化，考古人员

则带着氧气包在里面工作。这是我国

首次在考古上使用这项科技，到三星

堆考古时，就已经是寻常了。

按照原计划，开棺和清理文物将进

行现场直播。然而，当撬开主棺一角，

通过缝隙看到丝绸残迹后，专家组立

即会商，取消了原定的电视直播，改为

实验室考古。

2015 年 12 月 20 日，内棺被整体套

箱，吊运到专门在旁边建造的考古实

验室中。在内外棺之间发现了大量的

马蹄金、麟趾金、金板、玉器，以及精美

的漆箱，堪称“金玉满堂”。

内棺中，刘贺枕着玉枕；胸部整齐

排列着大小不等的玉璧；腰部有书刀，

有玉具剑，有配饰，还发现了有刘贺名

字的一枚私印。在他的遗骸下面，是

金缕琉璃席。琉璃席下面，还有 100 块

金饼，5 枚一组，总共 20 组。

信立祥看到刘贺脸部盖着红褐色

漆面罩（又称“温明”），面罩镶着一块玉

璧，玉璧中有圆孔，正好对着墓主人的

口部，便立即说：“牙齿肯定是有的。”

考古人员将玉璧清理出来后，果然

发现了墓主的牙齿。后来，这些牙齿

还做了 DNA 检测。我国刘姓 DNA 资

料齐全，但并不清楚哪一个是刘邦和

汉武帝传下来的皇室血统。有了海昏

侯的牙齿，便可清晰地分辨皇家基因

了，他可是汉武帝的嫡亲孙子。

说起牙齿这件事，杨军还想起了信

立祥风趣的一面，“老先生跟我讲，他曾

跟着专家去找墓主的牙齿，还打了个比

方说，‘那真是让我们满地找牙啊’。”

目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 1 万件

（套）文物中，最重要的是简牍。释读

时还发现了失传 1800 年的《齐论语》，

这让《论语》又多出了两篇，一篇叫《知

道篇》，一篇叫《问王篇》。

这些竹简堆积在西回廊中部，看上

去像一堆漆皮，又像一堆没用的泥巴。

考古队员问杨军：“这堆泥巴是不是要

清掉？”杨军感觉和平常的泥巴不太相

同，就坚持等专家看过之后再行动。

湖北荆州漆木器保护专家吴顺清

来到现场，一看就看出了问题——这可

不是泥巴，这是竹简啊！这件事让考

古队员大受震撼，杨军现在想起来仍

感到后怕。

还有一块没有花纹的“棺材板”，

幸亏由吴顺清判断，才认出是一把瑟，

也就是“琴瑟和鸣”中的乐器。后来，

一把长 2.1 米的大瑟被提取出来，形制

独一无二。

信立祥曾总结说：“这次考古工作

中，无论是人力、资金还是科技，投入

力度之大都属罕见。把国内最顶尖的

研究力量投入进来，就是要最大限度

地把文物信息保存下来呈现给公众。”

由于在考古发掘的初期，就进行了

顶层设计，还同步考虑了文物保护和

展示利用。在 2016 年首届中国考古学

大会上，这一项目也被称赞为“考古工

作的典范”“代表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方向”。

“愿世世毋生帝王家”
海昏侯墓里出了“国家宝藏”，人

们在震惊之余，不免开始思考，这样

大规模的墓葬和奢华的随葬品，属于

谁？这个人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

经历？

作为公众考古的倡导者，信立祥一

直认为考古报告要充满人性光辉，考

古成果要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呈现，

同时支持通过现场直播、纪录片等方

式实现成果共享。

2016 年 3 月 2 日，“海昏侯国考古

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信立

祥不仅在会上说，“海昏侯墓具备了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条件，具有

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还亲自

在 一 系 列 讲 座 中 ，讲 述 海 昏 侯 的 故

事，一句“愿世世毋生帝王家”，吊足

了公众胃口。

说到墓主人刘贺，真可谓是“含玉

而生”。他爷爷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

汉武帝，他奶奶是“倾国倾城”的李夫

人，作为皇室贵胄，他 5 岁丧父，就当上

了封疆裂土的诸侯王。

史书记载，他在封国昌邑时，喜欢

打猎游玩，即使是在为汉武帝服丧期

间，也照样出去胡闹。一个从小就缺

少长辈教导，又有钱有势的少年，有点

青春期叛逆，其实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刘贺墓中，出土了从“昌

邑二年”到“昌邑十一年”的漆器，这些

都是刘贺父亲刘髆在位期间所制造，

而刘贺担任昌邑王期间，并没有制造

自己年号的漆器。信立祥认为，这说

明刘贺并非骄奢淫逸之徒。

19 岁那年，他被权臣霍光钦点为

继任皇帝。刘贺晚上接到诏书，早上

就迫不及待地启程了，4 个多小时就跑

了 135 里地。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路狂飙，不断有马匹口吐白沫摔倒在

路上的奇观。

到了长安城东门，按照礼仪，他应

当痛哭。刘贺却说：“我嗓子疼，不能

哭。”看起来，这孩子大大咧咧，没什么

政治头脑，更不会装。

进城后，他只当了区区 27 天皇帝，

就被权倾朝野的霍光赶下台，逼他退

位的《诏书》记载，在这 27 天里，他竟然

做了 1127 件荒唐事。

刘贺不甘心地对霍光说：“我听说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

这句话出自孔子的《孝经》，本意是天

子有七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即使天子

昏庸无能，由于有这些大臣的协助，他

也不会失去天下。

危急时能出口成章，说明他是读过

儒家经典的，而且这话非常贴切，还有

跟霍光求饶的意思。但霍光可不给他

任何机会，亲手夺下了刘贺的印绶。

那么，刘贺到底犯了什么错，让霍

光忍无可忍呢？他成为“网红”后，专

家深扒文献才发现，刘贺当上皇帝以

后，迅速把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守卫长

官，换成了原来昌邑国的丞相安乐。

这么做大概是为了控制皇太后，根绝

霍光利用自己的外孙女，也就是上官

皇太后做文章的可能。

霍光一直把皇帝当傀儡，选刘贺继

位，也是为了便于控制。可刘贺不自

量力，一上来就正面对抗，无疑是以卵

击石。宫廷政变中，他从昌邑带来的

二百多名死士，面对死亡，发出了“当

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悲壮慨叹，竟无

一人跪地求饶。

刘贺被废后，降为庶民，软禁在老

家，霍光又找了个新的傀儡。不过，继

任的汉宣帝刘询心里一直挺忌惮他。

按辈分，刘贺是他的叔叔；论年龄，他

们大小差不多，即便囚禁了十多年，还

是得让山阳太守张敞去刺探一下。

张敞回复刘询说，他亲自到王府

查验过，见到了刘贺本人。刘贺大约

二十六七岁，个子高，但是很瘦，皮肤

青 黑 ，眼 睛 较 小 ，鹰 钩 鼻 子 ，毛 发 稀

疏，而且腿脚有点儿瘸，走路不方便。

他们见面时，刘贺穿着短衣长裤，头上

戴着惠文冠，发髻里面插着笔，手里拿

着简牍。

张敞跟刘贺东拉西扯聊了半天，最

后的结论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刘贺

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都像

个弱智，而且天生喜欢暴虐昏乱，没有

一点仁义之心。”

汉宣帝接到汇报后，认为刘贺不足

为虑，就改封他为海昏侯。海昏并非

贬义，“海”指的是鄱阳湖，“昏”的原意

是太阳西沉，海昏侯国范围大致包括

今天南昌市新建区北部、南昌县北部、

永修县、武宁县、靖安县、安义县、奉新

县，均在鄱阳湖西面。

被封侯后，刘贺不得不从昌邑，也

就是今天的山东巨野县，来到了江西

的南昌市附近。在西汉，长江以南，大

多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而且气候

潮湿，北方人一般不适应，想必刘贺也

是老大不情愿。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

注》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有一

条名叫缭水的河流，从昌邑城的东北

经过，与赣江交汇，这个汇合的河口被

称为“慨口”，就是因为刘贺在此去国

怀乡，感慨良多。

感慨中有没有牢骚呢？扬州刺史

在一封检举信中说，孙万世曾经问刘

贺：“你当时被废的时候，为什么不坚

守宫中，诛杀大将军霍光，反而任由他

夺走你的玺印呢？”刘贺竟然回答说：

“是啊！但机会已经错失了。”

为了这句口无遮拦的话，刘贺又被

削去三千户。4 年后，他郁闷地死了在

封地。《汉书》中对于他的死因，只有

“后薨”两个字。他死前，大儿子和二

儿子已经离世，汉宣帝认为这是天绝，

顺势除国绝嗣。

刘贺的葬礼看似极尽哀荣，但这实

际上是一次新的政治打击。除国后，

刘贺的家人瞬间成了庶人，无权继承

和享用列侯的专用财产。而对前来监

视葬礼的大臣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将这些财产全部埋入刘贺坟墓中。

所以，海昏侯墓里的财富不仅有刘贺

自己的，还有他父亲的和奶奶的。

除国 10 年后，汉元帝开恩，恢复了

海昏侯国，从刘贺的三儿子又至少再

传了三代，到班固写《汉书》时，海昏国

依然存在。

“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
在传统认识中，刘贺之所以没能坐

稳龙椅，是因为他品行顽劣，而且这似

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历史真相果真

如此简单粗暴吗？

一百年前，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

几乎与此同时，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

了“二重证据法”。简单地说，就是把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这两种证据结合

起来，通过对比和分析，更为科学、全

面地研究历史。

如果说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

刘贺墓的考古，能否替他“翻案”呢？

刘贺很聪明，为自己建墓时，对那

些办丧礼时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如

封土高度和墓室规格，都严格遵守了

列侯等级的规定。但李存信研究员将

这座墓葬归纳为，“侯的规格，王的规

模，帝的规制”，这是否意味着刘贺在

被废黜后，心怀不满，有复位之心？

在主棺东南角，考古队员们提取出

了 10 个青铜鼎。这个数字很微妙。从

西周开始，天子用 9 鼎，诸侯、卿大夫用

7 鼎，大夫用 5 鼎，士用 3 鼎或 1 鼎。10

鼎是什么意思？连信立祥都拿不准，

是 7 鼎、3 鼎两套，或者 5 鼎、5 鼎两套？

不过，他还补了一句，要等将来修复完

成后才能确定。

果然，修复后发现，海昏侯墓中的

鼎，并不是当作礼器来随葬的，而是葬

于其墓室的厨房位置。有工作人员开

玩笑道：“这是他用来吃火锅的吧。”别

说，还真猜对了，在这些鼎上，有专门

放调料的托盘，下面的炭盘里还有炭

迹，锅内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

一件在酒窖出土的青铜蒸馏器，引

起了杨军的兴趣。他曾因发掘元代酒

坊而获考古大奖，如果能证明该器具

是用来蒸馏酒的，岂不是能把历史提

早千年？

一件青铜提梁卣，造于西周时期，

在汉朝时已是文物。按理说，王侯一

级不应该拥有商周时期的物品，但多

件古物的发现，指向了刘贺的个人爱

好——收藏。

可以猜测，他是个好酒爱交际之

人 ，不 仅 自 己 酿 酒 ，喝 酒 ，还 收 藏 酒

器。一边吃着火锅，一边喝着小酒，当

然也少不了音乐。

在乐器库中，发现了三堵悬乐。显

然，这也不符合礼制，按照《周礼》中的

礼乐制度，“四堵为帝，三堵为王”，使

用三堵悬乐，他还没这个资格。难道

这又是一个想复辟的证据？专家发

现，每个编钟上都能看到调音加工的

磋磨痕迹，肯定是生前常用的，看来他

还是个音乐发烧友，甚至不惜僭越，也

要追求极致音响效果。

在山东时，刘贺就一瘸一拐，在客

厅，大概常躺在榻上。墓里的榻边，是

个“黄金堆”。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

均匀放置于漆盒中，清水稍一冲洗，便

是一片金光闪烁。经清点，一盒马蹄

金和麟趾金共 25 个，两盒金饼总共 187

个。由于金饼重量太大，4 名壮硕的考

古人员都抬不动，之后增加至 6 人，才

送入文物方舱。据统计，海昏侯墓出

土的金器有 478 件，重达 115 公斤。

他把马蹄金、麟趾金摆在脚边，并

非爱财，而是在炫耀荣宠。原来，这批

造型精美的黄金，是汉武帝为了纪念

看见祥瑞，而制作的“纪念币”，主要用

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

臣。刘贺脚下这些，估计是从李夫人

手里传下来的。

至于那些金板，则算是桩伤心事

了。西汉有酎金制度，每年 8 月天子祭

祀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

数献祭黄金。刘贺被废后，便失去了

这项政治待遇，但他似乎随时准备着

参与祭祀。墓内出土的大量金器，纯

度都很高，达 99%以上，准备用作酎金

的这 20 块金板，纯度在 99.5%-99.6%之

间。毕竟，酎金缺斤短两，可是不小的

罪过。

出土的“海”字铜印，也曾引发一

些争论。汉朝的玉印一般在两厘米见

方，而出土的这个印章，怎么是拳头大

小呢？

原来，这枚“海”字印，并非用于发

布政令，而是用在马身上的。刘贺从

小爱车马，随葬的马车有 5 辆，大墓甬

道上，还有开道的双辕彩车和模型乐

车。在马屁股上烙个印记，大概相当

于现在豪车上的 LOGO。

纨绔之外，刘贺还是个爱读书写

字 的 。 在 遗 骸 的 右 手 边 ，是 一 把 书

刀，也就是汉代的笔。在会客室的塌

旁，摆放着绘有孔子画像的屏风，这

是 迄 今 为 止 发 现 的 最 早 的 孔 子 像 。

刘贺将其摆在榻旁，表明这是他生前

最爱的常用物品。同出在客厅的，还

有石砚和墨碇，使人不禁联想起，他

身穿睡衣，头上簪笔，接待山阳太守

张敞的情形。

在出土竹简的图书档案库，刘贺生

前读的书或者喜欢的书都被埋了进

来。从目前释读出来的来看，其中有

《论语》《礼记》《易经》，还有《孝经》《医

书》，一种名为“六博”棋的行棋口诀。

种种细节，还原出一个“雅痞”海

昏侯——他藏书、下棋、玩古董、尊儒

术、弹古琴；喜欢化妆，经常在脸上扑

粉，嘴上涂唇彩；喜欢吃着火锅、喝着

酒，听着音乐、与人同乐。

看似养尊处优的日子，他却难免病

痛，不仅有风湿，还有肠胃病，不得不经常

吃些“虫草”补品，最终死在了夏秋季节，

临死前还吃过香瓜。因为吃香瓜不吐籽

儿，在遗骸中还留下了40多颗香瓜籽。

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秘密，有时

难以破解，以至于考古人员不时头疼

地抱怨——“这个海昏侯，又和我们开

玩笑”。

就像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

的那样，考古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

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或许，这就

是海昏侯墓苏醒的原因。

近几年，海昏侯墓的田野考古告一

段落，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仍马不

停 蹄 ，产 出 的 都 是 汉 代 考 古 的“ 爆

款”。目前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里

展出的文物，大概只占出土文物的十

分之一。随着文物逐步被修复，海昏

侯墓仍可以常看常新。在杨军眼里，

刘贺就像是一个西汉的博物馆馆长，

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真实的西汉文明。

百万字的考古报告即将出炉之际，

重新发现海昏侯的功臣，那位始终坚

守一线的信立祥，却在今年春天与世

长辞，享年 78 岁。他去世后，老伴给朋

友们发了条长微信，讲起了信老临走

前与她的一次长谈。信老说，“我这一

生都献给了考古事业，我的研究成果

是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令我高兴的

是，这本书在我走前再版完成。我没

有遗憾，我想做的事都做了。”

至于后事，信老要求不办追悼会、

遗体告别仪式，“我的朋友遍布全国各

地，我们这一代人，人生坎坷，都七八

十了，出行不便，如果你告诉他们我离

世的消息，就是在为难我的朋友们。”

这位考古理念超前，业务水平高超

的考古学家，直到最后一程，都在为别

人着想。而他的人生得意事，只有默

默耕耘的汉代画像石一件，始终高光

的海昏侯考古，并未被提及。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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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5 日，距今 2000 多年的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新开放的刘贺主墓将通过原貌展示、考古复原、数字演绎等

多种手段，活化历史场景。

如果没有秘书给他写，或者没有

人代笔的话，那就是海昏侯刘贺的真

迹。这上面有“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

再拜皇帝陛下”“再拜太后陛下”，太后

就是霍光的外孙女。

考古专家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棺发掘现场工作。

考古工作人员对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

内棺进行清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