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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除诏书的前世今生

海昏侯刘贺，历史上称为汉废
帝，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做过西汉
第九位皇帝。他是西汉时期颇具争
议性的人物，一生经历过诸侯王、皇
帝、侯爵三种职位的变迁，人生可谓
是大起大落。

汉昭帝驾崩时因无子，刘贺被征
召入朝立为皇太子，并接受了皇帝玺
印和绶带。27天后，刘贺因荒淫无
度在大臣谋划与皇太后诏令下被
废。元康三年（前 63 年），刘贺被汉
宣帝封为海昏侯，前往豫章郡海昏县
（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就国。神
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

2016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
墓墓主得到确认，正是汉废帝刘贺。
海昏侯墓中出土文物类目繁多，共有
10000多件。其中最具有特色的，莫
过于大量黄金制品。有近 10 余吨
200万枚五铢钱、187枚金饼、25枚马
蹄金等。

但对研究人员而言，更有价值的
则是墓中出土的5200余枚简牍。不
过，这些简牍出土时不仅有缺失，顺
序也是被打乱的。研究人员像“拼
图”一样，一点一点地将简牍修复起
来，最终释读出一封“国除诏书”，这
也是迄今发掘出土的首份西汉国除
诏书实物。

诏书内容态度鲜明

诏书木牍形制为汉一尺（大约相
当于今天的23厘米），书写格式为两
（竖）行，书写文字为隶书，是标准的
“罪免”诏书。

其内容有“愿下公卿博士议制曰
下丞相博士中二=千=石=臣吉臣望之
臣昌臣……”（=为重文号，即用来表
示连续重复书写的字的省略符号）。
其中，“制”代表皇帝，“制曰下某官”
是皇帝批示的一种程式。而“丞相博
士”即皇帝下发批示的对象。大致意

思是汉宣帝下诏书给丞相、博士等中
二千石、二千石的高官要求召开公卿
会议讨论海昏侯国除国事宜。

中二千石，是汉官秩名。秦汉官
品的高低常以俸禄的多少计算，从中
二千石递减至百石为止，汉制九卿秩
皆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后面的吉、
望之、昌是部分参会官员的名字。汉
宣帝时期有著名的“麒麟阁十一功
臣”，研究人员认为“臣吉”“臣望之”，
可能对应这11人中的丙吉和萧望之，
可见这次会议的规格颇高。这些名
卿重臣的政治态度，也代表着汉宣帝
对海昏侯国的态度。

汉代除国并不罕见

汉代郡国并行，诸侯国众多，其
中不乏因各种原因被除国者。如，元
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
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 大意就是
诸侯给皇考上的祭祀品成色不够，受
到了削邑、夺爵的处分，其实就是汉
武帝找茬削藩。

汉武帝下诏将百余位诸侯直接
除国，并不需要奏议。但海昏侯国的

除国显然有很大不同，不仅经过群臣
奏议，还要百官列名。结合《汉书》中
的记载，研究人员发现国除诏书还与
昭宣时期的两场公卿会议相关。会
议讨论的内容分别是：刘贺的废立以
及海昏侯国的除国。

因此不难看出，这封国除诏书
的产生流程为“地方官员提议→中
央官员会议→皇帝同意后成为最高
意志→向地方逐级传达”，有着清晰
的成文过程与确切的转发记录，基
本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汉代高等级文
书成文流程与传达体系。不仅涉及
了当时朝廷的大部分高官，还隐含
了汉宣帝的政治权谋，是宣帝一朝
政治生态的实况体现，其中一些不
为人知的历史也被首次揭示，比如
刘贺的去世时间。

揭示刘贺去世时间

国除诏书的内容除了除国，也提
供了刘贺及其家族的史实、昌邑王国
与海昏侯国的基本状况。其中，刘贺

“九月乙巳死”、昌邑王国“合六县以
为国”、海昏侯国“数水旱，多灾害”等

均为史之未载，可补《汉书》记载之缺
失。研究人员推断，刘贺死于“九月
乙巳”，即公元前59年的九月初八，
当时使用的历法是武帝朝新造的“太
初历”。

诏书中还明确记述了刘贺去世
后豫章太守廖为海昏侯国存灭的上
书，“大鸿胪初上子充=国=疾死复上
子奉=亲=复疾死是天绝之”，可与《汉
书·武五子传》的内容相印证。而结
合“国除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

“十月甲申（十七日）”，可推算由刘贺
及其两个儿子刘充国、刘奉亲的去
世，到海昏侯国除国的时间间隔前后
不到四十天。

也就是说，刘贺去世后不久，大
臣们就提交了关于海昏侯国除国事
宜的奏请。高官们召开会议商讨，汉
宣帝同意后，形成了这封国除诏书。
于是负责送信的小吏骑着驿马日夜
兼程，把这封诏书从长安城送到了位
于豫章郡的海昏侯国，此时距离侯爷
刘贺去世还不到两个月。最终，这封
诏书随着其他简牍，一同被深深地掩
埋进了历史的时光里。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博婷 施
雨岑）近日，故宫博物院召开 2021 年
开放课题立项发布会，《故宫博物院
形象的当代定位与新时代使命担
当》《互鉴与自信：明清紫禁城与东西
文化交流》等来自 37 家单位的 41 个
项目被确立为“故宫博物院2021年开
放课题”。其中重点项目 9 项，一般
项目32项。

故宫博物院于2021年6月在官网

发布了年度开放课题申报公告，40天
内共收到项目申请书227份，项目申
请覆盖了内地28个省市自治区。经
过资格审查、院内外专家三重匿名评
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立项公示和异议
申辩等多个环节后，最终确立上述立
项名单。

这批课题中，有的充分利用了海
内外新发现的文献与档案，如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清内殿古

物陈设账》的整理与研究、从海外老照
片看清代皇家建筑群的演变等；有的
充分利用深藏在禁宫中的文物，对其
进行研究后的创造性转化，如康雍乾
时期宫廷锭子药考证及传统工艺复原
研究等；有的涉及“冷门绝学”，如古藏
文与古蒙古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研
究；有的则着眼文化传播，关注新时
代、新视野下如何发出故宫声音，如

“看见文物，发现故事”——故宫博物

院文化IP内容数字传播研究等。
故宫博物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推

出开放课题项目是为了提升学术界研
究故宫博物院的积极性，加强院内外
的学术交流，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学
术环境。借助社会科研力量，解决一
些故宫学者目前尚未涉及到的重要问
题。下一步，故宫博物院还将推出“太
和学者”计划，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加入
到故宫学术研究的队伍中来。

故宫博物院发布2021年开放课题立项名单

释读“国除诏书”

海昏侯国被除国了
“海昏侯国被除国了！”如果这是2080年前的一条新闻标题，那么这条新闻无论如何都应

该算作是重磅新闻。众所周知，此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刘贺墓中曾出土过大量金饼，
却少有人知道，其墓中还出土过大量的简牍。经过研究团队的努力，近日从这些简牍中释读
出一封诏书：国除诏书。据诏书整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介绍，这是迄今
发掘出土的首份西汉国除诏书实物，其中记录了刘贺去世后海昏侯国被除国的历史秘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