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天下2016年3月3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新闻延伸]

海昏侯墓将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

对刘贺墓园及其周边区域进行

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花骨墩、

祠堂岗、墎墩山、苏家山等几代海昏

侯的墓园，以及数十处贵族和一般

墓葬区，还有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

海昏侯都城紫金城城址。以这些遗

址为核心构成的海昏侯国大遗址单

元，面积达 5 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

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

的国家级和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

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据

记者了解，未来将从五方面准备申

遗。第一是加强墓区的保护；其二

是充分研究文物，引入一流文物保

护专家入驻；其三是有效管理，加快

遗址保护条例出台；第四是建设 5A

景区，列入江西省“十三五”规划。

最后将加强宣传，宣传考古理念和

保护理念。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及时派出专

家组现场指导考古发掘。江西省文

物局精心组织、统筹协调，按照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和“一流的考

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总要

求，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工作。

据报道，江西省委、省政府成立

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文物保护

领导小组，积极筹建南昌汉代海昏侯

国遗址管理研究机构，高标准编制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紫金城城址和

铁河古墓群保护规划》、《南昌汉代海

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抓

紧建设遗址博物馆，积极推进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促进遗址建设与江西省

旅游发展相融合，打造国家5A景区，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据《法制晚报》报道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
家组3月2日在京宣布，根据最新的
发掘成果，专家组已确认海昏侯墓主
墓墓主身份为汉武帝之孙、第一代海
昏侯、“汉废帝”刘贺。

刘贺一生经历王、帝、庶民、侯四
种身份，在位仅27天，汉书记载他有
1127件荒唐事，因“行昏乱，恐危社
稷”被废黜。而刘贺墓的出土文物却
显示，墓主是个知书达理、爱好音律、
情趣高雅的人。刘贺究竟因何被
废？刘贺墓的考古发掘还给世人留
下了哪些疑团？出土文物能否为汉
废帝“翻案”？

内棺发现“刘贺”玉印
墓主身份尘埃落定

2日起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
古成果展》，以高清投影的方式展出
一枚“刘贺”玉印的印面。江西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在发布会
上透露，内棺中尚存墓主人遗骸痕
迹，遗骸腰部位置有“刘贺”字样的玉
印一枚。

“新发现的玉印是汉代常见的方寸
之印，印面简单，仅有‘刘贺’二字，判断
为刘贺的私印。”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
家组组长、中国秦汉考古学会会长信立
祥表示，由于内棺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中，不排除继续发现金印的可能。

汉代印章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
类，信立祥所说的金印指的是官印。
据《汉官仪》中记载：“诸侯王，黄金玺，
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
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
石，银印龟钮。”据此推测，刘贺内棺中
如发现官印，极可能为黄金印龟钮。

刘贺墓的主椁室东南面此前曾
出土一枚玉质龟钮的“大刘记印”，印
面突出了“刘”这一姓氏，却回避了刘
贺的个人信息，专家判断其为刘贺处
理家族事物的私印。而内棺中“刘
贺”印的印钮上有附着物，还不能判
断是什么动物。

此外，展览上的可证明墓主身份
的珍贵文物资料包括：一枚有着“南
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
样的墨书金饼，类似的墨书金饼刘贺
墓中共出土了4枚；上有“元康四年
六月”“南海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
帝陛下”“海昏侯夫人”等字样的奏牍
副本照片等。

出土“金缕”琉璃品
是席还是被？

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
的殓服是用玉片制成的玉衣。其中，
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
而成，称之为“金缕玉衣”。新中国成
立以来，全国已发现玉衣逾20件，金
缕玉衣仅5件。但海昏侯墓却没有
发现金缕玉衣。

徐长青说，虽然内棺中没有发现
金缕玉衣，但在墓主人遗骸下方有包
金的丝缕琉璃席。记者了解到，用来
编琉璃席的线并非实际意义的金线，
而是包裹了一层金箔的丝线。席上
还分布着整齐排列的多组金饼，这意
味着刘贺墓出土的金器数量有望再
次突破。

据悉，包金的丝缕琉璃席在汉墓
考古发现中较为罕见。“之前在东海
县尹湾汉墓中曾出土过。文献中没
有关于琉璃席的记载，目前只能判断
墓主在安葬时比较讲究。”信立祥介
绍，由于琉璃在汉代比玉还珍贵，一
般都掌握在皇室手中；当时国内琉璃

制作工艺较差，往往含铅量较高。
“从棺内文物的叠加痕迹来看，

琉璃席也有可能是盖在身体上的，或
为琉璃被。”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
组实验室考古小组负责人、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对琉璃
席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内棺清理工
作仍在进行，究竟是席还是被，有待
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记者了解到，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日前在南昌举
行。论证会指出，刘贺墓迄今已出土
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
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出土的整套乐器，印证了西汉
高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出土的实用
车和偶车马，为西汉高等级贵族车舆
出行制度作出全新诠释。诸多带有
文字铭记的漆器和铜器，反映了当时
的籍田、酎金、食官等制度。大量工艺
精湛的玉器，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
图案精美的漆器，显示出西汉时期手
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徐长青介绍。

此外，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
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
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是我国目
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
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刘贺惨遭“抹黑”
其人颇具“文艺范”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第一代昌
邑王刘髆的儿子，其祖母是汉武帝最
为宠爱的女人——“倾国倾城”的李
夫人。在文献记载中，刘贺一生经历
王、帝、庶民、侯4种身份：4岁为王，
18岁称帝，在位27天后遭废黜，其后
以平民身份被幽禁在山东近10年，
29岁又被封为海昏侯并移居豫章国
（今江西南昌），此后不到5年就在封
地去世，终年33岁。

27天的帝王经历，给刘贺在汉书
中留下了“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
汉制度”的罪名。然而，刘贺墓出土
文物所反映出来的刘贺却与史书上

的记载有所不同。
通过迄今出土的1万余件（套）

文物，包括青铜器、金银器、铁器、玉
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简、木牍等各
类珍贵文物。青铜器、金银器和铁器
等约 3000 余件，玉器包括宝石、玛
瑙、绿松石等约500余件，漆木器约
3000余件，陶瓷器500件。它们形象
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
生活，这说明刘贺是一个有品位的

“侯”。
其中还有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

木牍，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
大发现。据专家介绍，其中大多是刘
贺生前喜欢读的书，其中不乏《易
经》、《礼记》，还有《方术》。

据专家介绍，由于刘贺做昌邑王
时驻守山东，因此受过孔孟之礼，并
且兴趣广泛。由此可见，史书应该是
由当时“官方出版”，所谓“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成寇”的刘贺惨遭“抹
黑”，实际刘贺是一个尊孔崇礼、饱读
诗书的“文艺青年”。

刘贺被废黜并非因其荒淫无道，
而是触怒了权臣霍光——秦汉考古
学界和秦汉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
此普遍认同。

“史书上所谓‘荒淫’不足为凭。”
信立祥说，从出土文物能判断，刘贺受
过良好教育，汉书上也有关于他“簪笔
持牍”形象的描述。他被废黜更多是
因为辅佐他的昌邑群臣对朝中局势的
误判，以及他过早地锋芒外露了。

“刘贺遭遇了人生悲剧，但历史
因此发生的走向变化，提供了成就昭
宣中兴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刘贺的际遇
恰恰是霍光时代政治史的写真。

目前，大墓中出土的竹简、木牍
正进行加固、扫描工作，文字识读将
于今年开始。王子今认为，如发现记
录刘贺政治经历和政治体验的文字，
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昭宣时期情节
复杂的政治史的认识。

综合新华社电、《法制晚报》报道

海昏侯墓主人确认为汉废帝刘贺
出土文物显示：被指“荒淫”的刘贺其人颇具“文艺范”

观众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雁鱼灯。 新华社 图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马蹄金马蹄金、、龙虎形玉佩和龙虎形玉佩和
刻有刻有““大刘记印大刘记印””字样的龟形玉印字样的龟形玉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