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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汉列侯的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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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殓葬是古代丧葬制度与礼俗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西汉时期，列侯与夫人作为具有相对较高等级的

人员，去世后的殓葬也有其内容和特点。玉殓葬得到普遍应用且形式较为多样，但不同时期、不同列侯之间既

有共性，也有差别；衣物或织物殓葬、其他质地或种类的器物殓葬也较多见，而这些物质内容均与墓主尸身一起

置于盛放尸身的棺内，这也与陪葬品形成了明显区分。西汉列侯及其夫人的殓葬存在相应制度，并在制度和要

求中反映出有关殓葬的礼仪与程序，同时又是进行尸身保护、辅助灵魂升仙等丧葬需求的较好体现，促进了丧

与葬在多个层面的完美结合，而西汉列侯殓葬对于社会内容的反映，也是研究汉代列侯发展的重要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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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列侯是具有相对较高社会等级

与身份地位的人员，丧葬方面，既与其他阶层存

在相似之处，也有很多自身的内容和特点，墓葬

形制与规模、墓外设施、葬具、陪葬品等皆可体

现，殓葬亦是内容之一，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全

面反映出列侯的丧葬需求。关于西汉列侯的殓

葬，学界多是在墓葬研究或出土玉器研究方面

有所涉及，对列侯殓葬的内容、形式及制度进行

系统的专门性研究著述还很少见。本文拟以考

古资料为主要参考，结合文献，对西汉列侯的殓

葬作简单论述。

一、玉殓葬的制度化

汉代，生前具有相应社会等级的死者，若无

特殊情况，一般都有玉殓葬，并由此成为汉代殓

葬中较为常见的内容，且因墓主社会等级、身

份、地位等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西汉列

侯的玉殓葬亦是如此。

（一）文献与考古资料中西汉列侯玉殓葬概况

与列侯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对应，有关文献

及墓葬资料对西汉列侯的玉殓葬皆有相应体

现，但文献资料少，考古资料则较为丰富。

1.有关文献

博陆侯霍光死后，“上及皇太后亲临光

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

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

臧椁十五具”［1］2948。颜师古注曰：“《汉仪注》以玉

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要已下玉为

札，长尺，广二寸半为甲，下至足，亦缀以黄金

缕。”［1］2949《汉旧仪》载：“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

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2］

汉哀帝宠幸董贤，“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

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1］3734。董贤被封为高

安侯，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

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

52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24.06.015



以棺，至尊无以加”［1］3739—3740。颜师古关于珠襦

玉柙的注同上，对“玉衣珠璧以棺”注曰：“以此

物棺殓也。”［1］3740

《后汉书·礼仪志下》载：“诸侯王、列侯、始封

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3］

以上记载涉及西汉列侯殓葬最多的是玉衣

殓葬，这在考古发现的西汉列侯墓葬中多见，二

者相互对应。关于高安侯董贤去世后的丧葬内

容，记载中有“玉衣珠璧以棺”。根据断句，联系

上下文及颜师古的注，此处的“玉衣”似乎与殓

服无关，更可能与董贤丧葬用棺存在联系。一

方面，大致可理解为类似玉衣一样以玉片及珠、

璧等装饰棺，即在棺板壁上仿玉衣片排列的方

式镶贴装饰，已出土汉代镶玉漆棺对此有所体

现。另一方面，参照湖南长沙马王堆 M1 的四层

套棺最内层棺，可有相似理解。马王堆 M1 最内

层棺外髹黑漆，盖棺后在棺盖板和四壁板上缠

帛束、贴菱花毛锦和铺绒秀锦①，类似棺外“穿

衣”。董贤的棺也许是在外镶贴玉片，达到棺外

“穿玉衣”的效果。再结合“复以沙画棺四时之

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等内容，“玉

衣珠璧以棺”应是玉衣珠璧与沙画纹饰相配合，

在需要的地方镶贴相应数量的玉片及珠璧，达

到充分装饰，形成“至尊无以加”的效果。上述

两种装饰方式相似度较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也存在其他可能性。通读上述记载，结合汉

哀帝准备赐予董贤东园秘器、珠襦玉柙等内容，

“玉衣珠璧以棺”似可断句为“玉衣、珠璧以

棺”。若如此，则上下文可叙述为“父恭等不悔

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

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

即在叙述与董贤有关丧葬内容的最后，指出殓

服与镶饰珠璧的棺档次均较高，具有了“至尊无

以加”的特征。但整体而言，“玉衣、珠璧以棺”

更可能是葬具装饰的内容，但此处的“玉衣”不

排除殓服的可能性。

2.考古资料

从汉代墓葬的发掘情况看，一般情况下，等

级越高者，玉殓葬的种类、数量及组合越多且丰

富；等级越低者，数量、种类越少，组合简单，或

仅有 1 件殓葬玉器，还有的不见玉殓葬。西汉列

侯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等级，但身份地位又存

在多种不同，加之列侯权力在西汉一代又处于

不断被削弱的过程，玉殓葬也呈现出多寡不一、

内容不同的特点。有一些西汉列侯墓（含夫人

墓）遭盗掘破坏严重，无殓葬玉器出土，但也有

些列侯墓或夫人墓保存较好，体现出不同的玉

殓葬内容。

安徽巢湖北山头 M1，棺内殓葬有成组玉器，

自墓主头部至脚下覆盖一层由璧、璜、环等 30 余

件玉器组成的一套组玉佩②。江苏仪征烟袋山

M1，棺室未遭盗扰，东棺内有玉殓葬，尸身头部

有 2 件玉耳瑱，胸部有 1 件玉璧，整体较为简单；

与之对应的西棺，其内无玉殓葬，反映出列侯与

夫人因等级差异在玉殓葬方面的不同③。山东

平度界山 M1 的棺室未被破坏，棺内出土玉器分

为三组：第一组位于墓主头部偏下，有琀及塞

等；第二组在墓主胸部右下侧，有 2 件玉饰件，

另有玉环、韘形佩及猪形佩各 1 件；第三组位于

墓主腰部以上身体中部偏左侧，有 6 件玉饰件，

伴出有玉环、凤、带钩各 1 件④。江西南昌海昏

侯刘贺墓，主棺位于主椁室内的东室东北部，有

内、外两重棺，内、外棺之间的南部有大量金器、

玉器和漆器，这些物品应是与墓主关系密切的

陪葬品，而内棺内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头南足

北，内棺中的物品应与墓主殓葬有着密切关系。

该墓的玉殓葬内容包括遗骸上整齐排列数件大

小不等的玉璧，腰部的玉带钩、佩等，还有“刘

贺”玉印 1 枚，另在遗骸下还有包金丝缕琉璃

席。其他器物如玉具剑及镶玉璧的漆面罩，因

器物主体质地可划为其他殓葬品⑤。该墓墓主

的玉殓葬内容相对丰富，而且还有玉和其他质

地器物搭配组成的殓葬品，如镶玉漆面罩，覆盖

在墓主头部，反映出与玉殓葬有关的内容和相

关丧礼。江苏徐州市北郊簸箕山 M3，墓主为参

与“七国之乱”的宛朐侯刘埶，头部有玉韘形佩

及玉剑饰⑥。其他还有一些西汉列侯墓葬或夫

人墓葬有保存相对较好的玉殓葬内容，限于篇

幅不再一一列举。

综合考察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出土的

玉器，相当一部分为殓葬用玉，共同的特点是位

于棺内，少量为具有陪葬性质的玉器。玉殓葬

也有多个种类，大致可分为玉衣与玉罩（套）殓

葬、玉琀与玉窍塞及玉握殓葬、玉枕殓葬、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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殓葬、佩饰殓葬及其他性质玉殓葬。

（二）玉衣（罩、套）殓葬

玉衣与玉罩或玉套殓葬之间存在相似性，

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又存在一定差别。

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对应，青玉片的使用

较为普遍，因玉衣与玉罩或玉套的制作需求，加

之实际位置的差异，会有不同形状的多类玉片，

包括其他玉器的改制品。鳞甲（盾）形玉片仅见

于京畿附近西汉晚期的列侯墓葬，如西安市南

郊羊头镇 M20 出土玉衣片中，4 枚呈弧边鳞甲

形，上部尖，下部为椭圆形，边缘有 5 个小孔。

西安市北郊张家堡 M110 亦出土此类玉衣片⑦。

地方列侯墓葬不见，这既是地域差异，也是制度

的体现。玉片中，一些有彩绘或涂朱砂，有的书

写标明次第位置的文字，如河北邢台隆尧县固

城村南西汉墓出土的玉片（存在为玉衣片的可

能），纹饰有龙纹、素面、云纹、柿蒂纹等，有些带

有编号文字，如“后外七”“后外十一”“后外十

三”“后外廿”“上二”“中十”“一十一”“辰”等，系

标明各片次第位置、供编组之用的墨记⑧。西汉

列侯及夫人殓葬玉衣（罩、套）所用玉片既与西汉

诸侯王墓出土玉衣、面罩等的玉片有相似之处⑨，

也反映出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对略低的特征。

金属缕线穿缀连接的方式多见，金、银、铜

缕甚至丝缕都有使用，临沂洪家店刘疵墓发现

有由金缕玉片缀成的头罩、手套和脚套，从头罩

到脚套长 1.8 米⑩。较之诸侯王墓相对较统一的

金、银缕，西汉列侯殓葬玉衣（罩、套）的穿缀缕

线并不存在一致性或强制性。与这一现象相对

应，西汉时列侯的殓葬玉衣（罩、套）并不需要用

鎏金铜缕替代或象征等级更高的缕线，但包裹

织物及黏贴串联的方式则可被视为金属丝线连

接方式的替代，如徐州市北郊后山 M1（下）出土

的玉片，绝大部分无穿孔，不能用缕连接，应是

采用了黏贴方式�I1。

无玉衣或玉罩、套类殓葬的西汉列侯墓葬

（含夫人墓）也有一定数量。因谋反被诛杀或自

杀的列侯，还有部分因坐酎金被免侯者，可能都

无此类玉殓葬，上文所举徐州市北郊簸箕山

M3，墓主刘埶参与七国之乱，因此无玉衣或玉

罩、套类殓葬。较多异姓列侯及其夫人也无玉

衣（罩、套）殓葬，但有的异姓列侯因身份地位较

高，其与夫人死后也可以使用玉衣（罩、套）殓

葬。如西安市南郊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墓，在

棺的位置清理出不少玉衣残片，张安世夫人墓

也出土一些玉衣残片�I2。

整体而言，西汉时既有较多异姓列侯及夫

人不用玉衣（罩、套）殓葬，也有少量异姓列侯及

夫人有此类玉殓葬；既有很多同姓列侯及夫人

用玉衣（罩、套）殓葬，也有一些同姓列侯及夫人

无此类玉殓葬，反映出西汉列侯使用玉衣（罩、

套）殓葬的多样性，也体现出相应的制度和要

求，并在制度和要求中存在相应灵活性和不统

一性。穿缀方式与使用玉片也体现出制度与要

求中的灵活性，而灵活性又与墓主身份等级基

本对应。从时代来看，玉套（罩）及覆身使用时

代相对较早，应与早期阶段玉衣殓葬制度还不

甚完善有关。西汉早期偏晚阶段，一些列侯墓葬

如徐州市北郊火山刘和墓出土的殓葬玉衣除具

有完整性外还有其他一些配套的玉殓葬物品�I3，

体现出不断完善的特征。随着列侯尤其是地方

列侯的权力、地位不断被削弱，一些列侯及其夫

人死后不再使用玉衣（罩、套）殓葬，亦是与列侯

权力地位发展相对应的特点。地域方面，呈现

出一些大区域内西汉列侯墓葬无玉衣（罩、套）

殓葬的情况，如安徽省中北部、湘赣地区发现的

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基本无玉衣（罩、套）

殓葬出土，甚至也无玉窍塞、玉琀、玉握等殓葬

之物，体现出相应区域中较为一致的殓葬内容

及与其他地区间存在的差异，其中或许也会有

相关制度存在。

（三）玉琀、玉窍塞及玉握殓葬

琀多为蝉形，玉质居多。有用滑石蝉代替

玉琀蝉者，墓葬时代晚，使用者以女性即列侯夫

人为主。另外还有以无字玉印作为口琀者，如

平度界山 M1 出土玉琀。

玉窍塞使用较普遍，但七窍玉塞全面者极

少，最少的仅有一类。还存在列侯死后使用玉

窍塞，夫人不使用的情况，如仪征烟袋山 M1，为
同穴合葬墓，列侯有二耳塞，夫人则无窍塞。眼

盖也是塞的一种，可以覆眼，但并不普遍，如河

北沧州南皮芦庄子西汉墓出土的玉眼盖�I4。不

同位置的塞，形状和大小不同，而不同列侯所用

塞的大小也有差异，但不同列侯墓葬出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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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玉塞，形体有较大的相似性。另外还存在用

滑石塞代替玉塞的现象。

玉握数量不多，有豚形或其他形状。如南

皮芦庄子西汉墓出土的 2 件玉握，外附麦面之类

物质，据发掘简报称，意在防身，也寓意归途顺

利�I5。

（四）玉枕殓葬

此类殓葬物品数量不多，严格来讲，应为镶

贴玉的枕。或为木芯，如徐州市北郊火山刘和

墓出土玉枕；或木芯两端有兽形铜构件，木芯与

铜构件均镶有形状不一的玉片，徐州市南郊拖

龙山 M3�I6及南皮芦庄子西汉墓等皆有出土。而

且南皮芦庄子西汉墓有可能出土 2 件，大致又可

证明该墓内葬2人，很可能为列侯夫妇的同穴合葬

墓�I7。此类玉枕的质地、造型很有特点，在西汉

诸侯王墓如北京大葆台 M1�I8等中也有出土，用

于殓葬应与墓主希望尸身不朽，灵魂升仙等有

一定关系。玉枕不同的形制及用途既体现出墓

主与墓葬的等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墓

主殓葬有关的丧葬内容。

（五）玉璧与配饰殓葬

西汉时期，在借鉴玉璧原有功用的基础上，

玉璧殓葬得到较大发展，列侯墓葬具有相应的

等级，较多使用玉璧殓葬。沅陵虎溪山 M1 棺内

出土 1 件墨绿色玉璧，双面素光无纹�I9；徐州市

北郊刘和墓，墓主的殓葬玉衣之上有玉璧 1 件；

西安市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 M20，西室棺内墓

主尸身位置有玉璧 1 件；仪征烟袋山 M1，男性墓

主胸部置 1 件玉璧，女性墓主胸部则以铜璧代替

玉璧；涟水三里墩西汉墓的棺内出土玉璧 4 件，

大小不等�20；南昌海昏侯刘贺墓，遗骸上整齐排

列数件大小不等的玉璧。

可以看出，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的殓

葬玉璧数量不等，摆放位置也较多样，多分布于

墓主尸身之上，尸身之下及头、脚附近极少或不

见；既有单独用于殓葬的 1 件玉璧，也有多件玉

璧形成的组合，但均置放于墓主尸身重要部位，

有的还与殓衣相配合，而因需求的不同，玉璧的

大小有别，纹饰也不完全相同。

玉璧与配饰等相结合也可构成综合性殓

葬，并形成与列侯墓葬等级相对应的殓葬形

式。安徽巢湖北山头 M1 棺内出土玉器数量多，

可能存在由玉璧和其他玉器构成的组玉佩。有

的是一些玉饰件和环、璜、配饰等构成组玉佩，

亦是希望以玉制品达到尸身不朽的目的。综合

来看，列侯与夫人死后均会使用组玉佩殓葬，列

侯墓葬如徐州市北郊刘和墓，墓主身体上下为 2
套组玉佩；女性墓主即列侯夫人尸身有组玉佩

殓葬者较多，如平度界山 M1 的墓主，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性别差异。列侯与夫人在组玉佩殓葬

方面存在的差异和不同，反映出墓主等级身份

不同背景下殓葬形式和制度的差异。

另有其他一些配饰构成的玉殓葬，如相对

独立的带钩等，也有一些配饰搭配构成的组合，

但整体简略。其中玉带钩为与墓主等级对应的

明器，是对现实生活中使用金属质带钩实物的

模仿，殓葬特征明显。也有一些列侯墓葬出土

的玉印佩戴于死者衣物之上，基本是明器章，较

多刻制稍显粗糙，印文有简笔或缺笔之处，有的

甚至无刻文，即白皮印，体现出玉印殓葬的相关

特征。

（六）其他玉殓葬

有的列侯墓的殓葬不同于上述玉殓葬，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徐州市北郊簸箕山 M3，墓主

宛朐侯刘埶的头部有玉韘形佩，不在身上，而玉

剑璏则是较为独立的个体，无对应的剑，二者当

是为满足玉殓葬而置放的器物。考虑到墓主因

参与谋反而被诛或自杀，应该不能够使用和其

他列侯墓葬一样的真正玉殓葬，在相应位置摆

放这两件玉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较为突出，进

而体现出与墓主谋反有关的殓葬特征。海昏侯

刘贺墓出土的琉璃席属葬具，被置于棺内底部，

与墓主的殓葬关系密切。琉璃席虽不如其他置

于墓主身上的玉殓葬物特征明显，但其位于身

下，可被视为具有葬具特征的玉殓葬。琉璃席

的使用可能与海昏侯刘贺特殊的身份地位有

关，据有关研究，琉璃席应是西汉玉殓葬制度中

较低等的一种葬具�21，最高可至侯级，体现出与

丧葬礼俗、制度对应的特点。

一些列侯墓葬的棺内尤其是内棺中出土有

玉璜、玉瑗、玉圭、玉镯、玉带板、管状玉器、玉

人、玉镶件或饰件等多种玉器，均应是具有殓葬

性质的器物，并体现出不同的殓葬位置、内容和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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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类玉殓葬在与墓主等级和身份地位

相结合的情况下，形成相应的制度，而在对应制

度规定之下，又可实现墓主保护尸身不朽的愿

望，对于达到和促进满足灵魂升仙等丧葬需求

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正是玉殓葬在西汉乃至整

个汉代帝王、列侯及相近级别墓葬中较为流行

的原因。

二、殓葬内容的多样性

西汉列侯及夫人去世后，除玉殓葬外，还使

用其他质地的物品进行殓葬，而且内容较为丰

富多样。

（一）衣物或织物殓葬

在汉代丧葬习俗中，衣物或织物殓葬是最

为普遍的形式，西汉列侯及夫人亦不例外。上

文所引有关霍光死后的丧葬内容中，朝廷赐予

的缯絮、绣被、衣等，全部或部分可能会用于殓

葬。出土文献也有相关记载，湖北云梦睡虎地

M77 出土《葬律》简记有“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

衾殓束。㡃（荒）所用次也”［4］。荆州胡家草场

墓地 M12 出土《葬律》所记内容与之相似，断句

有所不同，为“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殓束、

荒所用次也”�22。其中的“衣衾”与殓葬有关，指

死者入殓时所穿衣袍和包裹死者所用的衾、衣

袍等。大殓时有殓束，“衣衾殓束”是指在用多

层衣衾包裹死者后，再用布帛裁制的带捆扎�23。

至于“毋过盈棺”则应是相关制度或要求，即死

者入殓所穿衣袍及包裹尸身的衾、衣袍等不宜

太多，不要充满或超出棺内空间。二者还均记

有“小殓”，即用衣衾将尸体包裹，再用绞带束缚

起来，称为小殓绞，然后迁尸于堂上两楹间的尸

床上，并于尸东设奠�24。

较多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遭破坏或是

墓内保存环境较差，衣物或织物殓葬留存少或

基本不见，但也有保存相对较好者。长沙马王

堆 M1，墓主辛追的尸体及殓葬衣物、织物保存

较好，脸上覆盖丝织物 2 件：1 件双层线缝酱色

织锦，盖在前额及两眼上，长 11 厘米、宽 4 厘米；

1 件内絮丝绵作束腰形素绢，中腰处似有环圆，

掩盖在鼻梁上，长 10 厘米、两端宽 4 厘米、中间

宽 2.5 厘米；两手握绣花绢面香囊，长约 12 厘米、

直径约 4 厘米，内盛香草；两足着青丝履；尸体

着贴身衣 2 件，内为“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为

细麻布单衣；两臂肱部缚以酱色丝带，结集于腹

部，再将丝带引向足端，连同青丝履系缚于足

背；阴部与大腿之间空隙处用绢面裹丝绵塞实，

两脚至棺挡板的空隙处也用绢面裹丝绵塞实，

上有残绢带两条，为线缝双层黄绢，宽均为 2 厘

米，可能是捆塞丝绵时弃置的；贴身衣外面包裹

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 18 层，连同贴身衣 2
件，共 20 层，计丝衾（被）4 件、麻布单被 2 件、绵

袍 4 件、丝质单衣 6 件、麻布单衣 1 件及情况不

明的丝织物残片 3 件。这些织物从头到脚层层

包裹，再横扎丝带 9 道，其上覆盖印花敷彩黄纱

绵袍、“长寿绣”绛红绢绵袍各 1 件�25。可以看

出，该墓葬棺内的衣物与织物殓葬极为丰富，包

含较多与殓葬相关的礼俗，也反映出与衣物、织

物殓葬相关的制度。其他如阜阳汝阴侯夏侯灶

墓（M1）�26、怀化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M1）�27

出土的漆 纱冠，已残或仅余残片，但均可体现

出织物殓葬的内容。

（二）其他物品殓葬

一些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的棺内物品

丰富，因为墓主殓葬所用而置于棺内，进而形成

殓葬品，相关物品体现出不同的殓葬内容，也反

映出相似性与多样性并存的殓葬方式。

徐州市北郊簸箕山 M3（宛朐侯刘埶墓），墓

主头部除玉韘形佩及玉剑璏外，还有铁凿 1 件，

为修墓时遗留，非殓葬物品。墓主尸身中下部

有金印、金带扣，左侧有铜镜、铁剑，左侧偏下还

有银刷、铜刷、铜削，另有 2 件兽面包角，原有对

应的漆器，脚部有 2 件铜镜及铜刷、铁环首刀各

1 件，相关物品虽具有陪葬品的特征，但为墓主

殓葬时置入棺内，形成了殓葬物品。

长沙马王堆 M1，墓主辛追的真发下半部缀

连假发，作盘髻式，发髻上插梳形笄三支，分别

为玳瑁质、角质和竹质；前额及两鬓有木花饰品

29 件，其中 7 件花瓣形，三叉形、梯形、半弧形各

1 件，另外 19 件均作截锥形，似为花饰上的蒂

饰。当时这些木花饰品可能是用丝线或金属丝

编联起来，戴在前额作为装饰品。这些物品均

为墓主殓葬所用。第四层套棺内有深 20 厘米，

约合 80 升的无色透明溶液，为保护墓主尸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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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液，也是与墓主殓葬有关的物质内容。

仪征烟袋山 M1，东棺内除玉殓葬外还有其

他殓葬内容，如墓主左侧手部有铜钱，右侧手臂

外侧有 1 件环首铁刀，大腿外侧还有 1 件陶罐；

西棺内尸身胸部有 1 件铜璧，身右侧有 1 根木

杖，左手位置有木握和铜钱币。该墓棺内的陶

罐、铜璧、木握等体现出自身特点，其中女性墓

主以木握代替玉握的现象可能与其身份地位有

一定关系。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内棺中，墓主人遗骸

头部南侧有数个贴金漆盒，头部被镶玉璧的漆

面罩覆盖，腰部有玉具剑、书刀各 1 件，琉璃席

之下等距放置 20 组金饼，每组 5 枚，这些物品均

与殓葬有关，而琉璃席和其下多组多个金饼在

其他墓葬中少见，体现出自身特点。

平度界山 M1 棺内除上文所述玉殓葬外，还

有铜镜殓葬。棺中出土铜镜 19 面，分四组：第 1
组位于头部以上，1 面；第 2 组位于头部右侧，1
面；第 3 组，平铺于胸、腹、腰部及以下，16 面；第

4 组位于双腿下部中间近脚部处，1 面。另在墓

主头部左侧偏上还有 2 件铜镜刷，说明墓主尸身

殓葬铜镜除仿玉璧的功能外，还与棺内共置的

镜刷反映出铜镜自身特点，也间接说明了铜镜

的借鉴功能。

上述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物品，在对墓主

进行殓葬的过程中，或随墓主尸身，或直接置于

棺内，有的为相关配饰，有一些则是具有陪葬性

质的物品，甚至还有部分借鉴内容和替代品，从

多个方面反映出与墓主等级身份及丧葬需求等

相对应的殓葬内容、功能与形式。

三、殓葬内容所体现的殓葬制度

西汉时期，列侯与其夫人的社会等级与社

会地位相对较高，去世后，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

殓葬内容较为丰富，包括玉殓葬、衣物或织物殓

葬、其他物品殓葬等，并形成相应的制度。

玉殓葬主要包括琀、塞、握、面罩、枕、罩、

套、衣等，另有玉璧与配饰殓葬等，因时代、地

域及墓主身份等的差异存在不同，相关殓葬物

品或有使用。玉衣与玉罩或玉套殓葬之间存

在相似性，又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有着

相应的差别。青玉片的使用较为普遍，因玉衣

与玉罩或玉套的制作需求，加之实际位置的差

异，会有不同形状的多类玉片，其中鳞甲（盾）

形玉片仅见于京畿附近西汉晚期的列侯墓葬，

地方列侯墓葬不见，这既是地域差异，也是制

度的体现。玉片中，一部分有彩绘或涂朱砂，

有的在其上有书写标明次第位置的文字，也有

其他玉器的改制品，亦是殓葬制度的体现。玉

衣（罩、套）也在玉片、缕线方面存在不同，并不

存在一致性或强制性，但较为一致的是基本不

见金缕玉衣，而金缕玉套则有使用。玉套（罩）

及覆身使用时代相对较早，与早期阶段玉衣殓

葬制度还不甚完善有关，而随着玉衣殓葬制度

的完善，至西汉早期偏晚阶段，一些殓葬玉衣

还有了其他一些配套的玉殓葬物品，如徐州市

北郊火山刘和墓。琀多为蝉形，玉质居多，但

也有用滑石蝉代替玉琀蝉者，墓葬时代晚，而

且使用者中以女性即夫人为主，另外还有以无

字玉印作为口琀者。窍塞使用相对普遍，但七

窍玉塞全面者极少，有的仅有一类。有的列侯

墓葬还存在列侯尸身使用，夫人不使用的情

况。眼盖也是塞的一种，但并不普遍。不同位

置的塞，形状和大小不同，而不同列侯，所用塞

的大小也有差异，但同类玉塞的形体有较大相

似性，另外也存在用滑石塞代替玉塞的现象。

握数量不多，有豚形或其他形状，有以木握代

替玉握的现象。玉枕殓葬数量少，为镶贴玉的

枕，或为木芯，或木芯两端有兽形铜构件，木芯

与铜构件均镶有玉片，所用玉片形状不一，有

的不规整。殓葬玉璧多分布于墓主尸身之上，

尸身之下及头、脚附近极少或不见，数量不等，

摆放位置也较多样，因需求不同，璧的大小有

别。有一些玉璧与配饰等相结合，构成综合性

殓葬，列侯与夫人均有使用，但二者之间存在

相应差异。另外还有少量组玉佩用于殓葬，列

侯或夫人皆有使用，也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韘形

佩及带钩、印章等，其中玉带钩是与墓主等级

对应的明器，是对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实物带钩

的模仿。玉印基本是明器章，有的为朱书文

字，有的因保存较差而不见文字，这些也均体

现出相应的殓葬制度。可以说，玉殓葬所体现

的墓主等级身份较为突出，某种程度上可被视

试论西汉列侯的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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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等级相对稍低人员在殓葬方面的有效区

分，同时又不能存在僭越。

衣物或织物殓葬方面，不同列侯在衣物

或织物的质地、种类及具体殓葬方式方面存

在差异，但又在“衣衾殓束”方面具有一定共

性且存在具体要求，只不过有玉衣殓葬者则

与这一内容存在不同。而与其他等级人员相

比较，列侯殓葬衣物或织物的质量、品种乃至

殓葬方式存在相应差别，反映出衣物或织物

殓葬与墓主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其他殓

葬物品亦具有多样性，并与墓主的等级身份

和丧葬需求较为相符。

可以说，西汉列侯的殓葬体现出向上趋同

但不会僭越，向下则是尽可能形成区分，突出墓

主等级、身份的特点，反映出较突出的制度内容

和特征。

西汉列侯与夫人的殓葬物品来源途径较

多，有自备，也有等级身份相近或较低者的赙

赗和进献，还存在朝廷赐予的情形，如上文所

引文献，记有朝廷赐予霍光、董贤等列侯较多

物品助丧，其中很多用于殓葬，包括殓葬衣物

与织物、玉制品等。与其他人员的殓葬相似，

西汉列侯与夫人的殓葬也存在一定的程序，但

因等级、身份等原因及具体殓葬物的不同，相

关程序和内容当有不同，如玉衣殓葬与衣物、

织物殓葬之间就存在差异。很多列侯的殓葬品

是多种形式的综合，因丧葬需求的不同，用于

殓葬的物品在性质上存在一定差异。有用于殓

墓主尸身的，也见具有陪葬性质的殓葬物品；

有一些为实用物品，也有一些为明器，如宛朐

侯刘埶墓出土的金印，为死者殓葬时的佩戴物

品，不仅可表明死者的等级身份，也是希望死

者在另一世界仍可享有较高身份等级；有很多

殓葬品为当时社会对应等级人员殓葬时使用的

物品，也有一些为替代品，如木握、铜镜等，使

用者以夫人居多，反映出与等级地位对应的

特点。

西汉列侯的殓葬与其他等级人员存在差

别，而列侯与夫人在殓葬方面也有差异，如无特

殊情况，列侯的殓葬等级要高于夫人；同姓列侯

及其夫人在殓葬方面一般会优于同时期的异姓

列侯及其夫人，但身份地位较高的异姓列侯，殓

葬档次也会高于同时期的一般同姓列侯及其夫

人。另外还存在与西汉时期谋反列侯或因其他

原因免侯去爵者殓葬有关的制度，如减少玉殓

葬或整体殓葬降格，谋反列侯的殓葬玉器极少，

基本不使用玉衣殓葬。或因其他原因免侯去爵

者，可有一些玉殓葬，甚至包括玉衣等，但整体

档次偏低。

西汉列侯及夫人去世后的殓葬物品与陪葬

物品存在相对明显区分也是制度的体现。与丧

葬礼俗的程序和制度要求相对应，殓葬物品主

要位于置放墓主尸身的棺内空间中。根据汉代

丧葬礼俗，确认有关人员去世后，与尸身有关的

丧礼活动陆续展开，多种形式的殓葬是比较重

要的内容，包括饭含、束髻、插笄、填瑱、塞窍、幎

目、置握、綦结于跗、袭衣、小殓、大殓等，大殓之

后则要进行殡棺仪节�28。殡棺之前，尸身与殓葬

物要置放在棺中，亦在棺内放置其他物品，构成

殓葬内容的多样性，这些物品均可被视为殓葬

品。殡棺仪式结束之后，棺被封闭起来，亦不能

再往棺内置物，死者殓葬也基本告一段落。与

殓葬品相对较早使用且位于棺内不同，陪葬品

置放时间相对稍晚，大多是在墓主棺柩下葬前

后置放，而且是在放置墓主尸身的棺之外位置，

一处或多处，而多处者，置放陪葬品的设施也有

不同；器物质地和种类多样，列侯墓及夫人墓皆

有体现。整体而言，殓葬品与墓主尸身共同置

于棺内，是墓内最核心的位置，主要服务于墓

主尸身和相关丧葬需求，重要性不言而喻。与

墓主等级身份相对应，殓葬品的质地、种类和

丰富程度有所不同，大多数列侯与夫人拥有较

多殓葬品，尤其是玉殓葬等应是等级相对较高

的体现。陪葬品在棺外相应位置，具有附属

性，更多的是“事死如事生”丧葬需求的体现，

即将墓主生前所拥有、使用的物品根据丧葬需

求移植于墓内，满足地下生活所需，并可在一

定程度上辅助墓主灵魂升仙等。陪葬品的种类

较为丰富，陶器所占比例较大，另有车马陪葬

等。就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而言，玉质陪

葬品较少或不见。以上对比体现出殓葬品与陪

葬品的区别，而具体的表现形式又与墓主等级

身份相对应，反映出制度要求下有关丧葬内容

的区分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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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殓葬内涵、功能与制度

墓主的尸身在丧葬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

与墓主尸身有密切关系的殓葬是指围绕墓主尸

身开展的以物质为载体的相关丧礼活动，对应

物品与尸身一起置放在棺内，这样不仅促进了

丧和葬的有效联系，也使得物品与尸身、物品与

物品之间形成相应的组合，共同服务于尸体有

效保护、满足逝者地下需求、促进灵魂升仙等，

并由此体现出较多与之相关的内涵。

汉代，为死者殓葬，不仅可有效保护尸身，

也是尊重逝者的体现，还可在某些方面满足逝

者在另一世界的需求，体现出与孝道相关的思

想与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在保护尸身、满足相应

需求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事死如事生”的丧

葬思想，较好地实现促进墓主灵魂升仙的愿望，

反映出相应的灵魂观念和升仙信仰。汉代人相

信灵魂不死或灵魂不灭，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

体的死亡，灵魂依旧存在，而在人死之后，魂魄

可以离开肉体，这样更便于升仙，但在升天成仙

之前，肉体一直是灵魂的依附体，所以需要尽可

能做好尸身保护，殓葬即是较为重要的手段之

一。西汉列侯作为等级相对较高的人员，与相

应丧礼相结合，实现了多种形式、不同内容的殓

葬，尽可能为墓主灵魂栖息提供好的条件。升

天成仙是汉代人致力追求的目标之一，有一些

活着的人即为升仙做出了多种尝试，但基本不

能完成或希望极为渺茫，是脱离现实的一种追

求，于是当时人们对于死后升仙更为关注，促进

逝者灵魂升仙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思想和信仰，

并为逝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及精神条件，升仙

内容也因此较多地体现在死后世界之中。相关

研究指出，升仙思想可使人们借助灵魂升入仙

界的理想摆脱肉体死亡带来的悲剧，虽然只是

克服悲剧人生而产生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幻境�29，

但仍具有较大诱惑力。西汉列侯墓葬的很多殓

葬内容对升仙思想和信仰有所体现，玉殓葬的

功能尤为突出。玉衣与升仙的关系已被诸多学

者所关注，其不仅保护尸身，还可助力灵魂的升

天，玉衣头罩顶部中央使用的璧（环）形玉片，中

部有孔，可使逝者之灵魂出窍，有了升天之道，

这就是汉代玉衣在头罩部位设置璧形玉片（即

玉璧）的奥秘所在，也是汉代贵族升仙思想在葬

俗中的一种体现�30。与其他等级或类别的墓葬

相似，西汉列侯墓葬的玉璧殓葬，不仅利用了玉

可保护尸身不朽的作用，还借鉴了璧能通天，帮

助墓主灵魂升天成仙的功能，反映出相应的丧

葬目的和需求�31，并体现出与墓葬等级相关的特

点。西汉列侯墓葬中，还有其他一些玉器用作

殓葬，不仅起到保护尸身的作用，更重要的功能

则是墓主升仙的辅助物，如玉蝉形口琀，寓意升

仙的可能性更大，而蝉所体现的正是升仙的一

种境界�32。《淮南子·精神训》即记载有“蝉蜕蛇

解，游于太清”［5］等内容。衣物和织物殓葬也具

有和玉殓葬相近或相似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在

保护尸身的基础上借助其他殓葬物品促进死者

灵魂升仙。其他殓葬物品也在满足逝者地下所

需、推动灵魂升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海

昏侯刘贺墓的内棺底部平铺一层金饼，金饼上

铺一张金缕琉璃席，可以起到保护尸身的作用，

亦或是借助所铺钱币实现保护尸身的思想追求

并满足逝者地下生活和升仙等丧葬需求�33。一

些西汉列侯墓葬的棺内也出土有铜镜，有研究

指出，一些铜镜位于死者头部，裸放，部分可能

镶于棺壁，具有辟邪和护卫灵魂的作用�34。而从

出土位置来看，有些墓葬内的铜镜可能是借鉴

了相关墓葬中对于玉璧的使用，进而使铜镜也

具备了与升仙有关的功用和内涵�35。平度界山

M1 出土的铜镜较多，特别是第 3 组铜镜，与许多

西汉墓葬墓主身上所铺玉璧较为相似，很可能

位于某层殓衣之内，当是模仿或借鉴了尸身平

铺玉璧的做法，达到保护尸身，并借此达到墓主

灵魂升天等丧葬目的�36。可以看出，西汉列侯墓

葬的殓葬内容在反映灵魂观念和升仙信仰方面

与其他汉墓具有较多相似性，而与墓主等级身

份相对应，又反映出品种多样、内容丰富等

特点。

殓葬不仅可为死者营造较好的升仙条件，

还可作为现实中生者显孝、示孝的有力证明，

而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社会，这是十分重要

的。西汉列侯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等级，并享

有相应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与其有关的殓葬所

体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有关

试论西汉列侯的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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殓葬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出侯国与朝廷、

侯国与诸侯国、侯国与地方郡县之间的交往和

联系。如玉衣及相关殓葬玉器的制作与使用、

其他质地殓葬物品的赠予及赙赗等，这也可体

现出与西汉列侯对应的社会关系。殓葬物品的

制作体现出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及技术、工艺等，

包括玉器、铜器、漆木器、金银器及纺织手工业

等多个方面，而殓葬时对于尸身的保护措施、方

法等，也反映出相应技术的发展及生者对于逝

者尸身保护的重视程度。列侯与夫人墓在殓葬

方面均体现出相应的等级性，但他们之间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反映出列侯家庭中男尊女卑的

内容，这与汉代其他阶层的家庭基本一致。另

外在西汉还存在皇室女下嫁列侯的情况，因身

份地位具有特殊性，使得列侯与夫人在殓葬方

面体现出男尊女卑与皇室女下嫁并存的综合性

特征，反映出对应家庭的特殊性。

西汉列侯的分封和发展是政治制度的产

物，列侯的殓葬也体现出相应的政治内容，等级

性即是较为充分的体现。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西汉时期的同姓列侯墓葬或异姓列侯墓葬皆有

殓葬玉衣出土，但整体来讲，同姓列侯使用玉衣

殓葬较为普遍，异姓列侯使用玉衣殓葬者较少，

而使用者多是身份地位较高或与朝廷关系密切

者，异姓列侯的夫人使用者则更少，其他殓葬玉

器对此也有充分体现。特殊的异姓列侯如富平

侯张安世及其夫人墓（西安市南郊凤栖原 M8 与

M25），均有玉衣殓葬，而高安侯董贤的殓葬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待遇的体现。谋反列侯的

殓葬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则较为突出，如徐州市

北郊宛朐侯刘埶墓，殓葬的金印、金带扣等可标

示墓主身份、地位，但未见玉衣（或玉面罩）、琀、

握具、塞等殓葬玉器，而殓葬玉器在西汉楚国应

用较早，此期玉面罩、玉衣为主的玉殓葬品组合

在等级较高者的墓葬中使用较普遍�37。殓葬内

容尤其是应有殓葬玉制品的缺失当与墓主刘埶

参与“七国之乱”有关。另外还有因坐酎金免侯

者的墓葬，很多墓葬的殓葬内容及特征与谋反

的宛朐侯刘埶相似，个别也会有玉衣或玉席等

殓葬，反映出相对特殊的情况。与上文所述灵

魂观念和升仙信仰相结合，西汉时期，朝廷降

低、削减甚至取消谋反、有罪及一些被剥夺侯爵

人员的殓葬待遇，也是对这些人员追求尸身不

朽、希望灵魂升仙的一种控制或限制，既是物质

方面的惩罚，也是精神与思想方面的打压，以期

震慑有罪或图谋不轨的列侯，达到所需的政治

目的。

综合来看，西汉列侯与夫人的殓葬内容较

为丰富，既是墓主等级、身份和地位的体现，也

是相关制度要求下殓葬需求的反映。西汉列侯

墓葬出土的殓葬物品，不仅对殓葬的内容、功

能、制度等有较多反映，也从多个方面体现出与

墓主相关的殓葬礼仪与程序，对于开展西汉列

侯墓葬的综合研究可提供相应的参考和补充。

通过殓葬，西汉列侯与夫人可实现尸身保护、灵

魂升仙等丧葬需求，促进了丧与葬在制度、习俗

等多个层面的完美结合，有效推动了汉代列侯

丧葬礼仪与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与西汉列

侯殓葬有关的考古资料，不仅能多方位体现出

与西汉列侯殓葬本身相关的内涵与外延，也能

充分反映出相应的社会生活内容，尤其是政治

制度方面，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发展及制度等

均可提供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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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coffinment of Feudal Marquis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u Zunzhi

Abstract: Encoffin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ancient burial systems and customs.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encoffinment of feudal marquises and their wives, who had relatively high rank, had its own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Encoffining jade was widely used and of various forms. However,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re we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feudal marquises. Encoffining clothing, fabric and other kinds of objects
were also relatively common. They were placed together with the tomb owner’s body in the coffin,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other burial objects. There were specific systems for the encoffinment of feudal marquises and their wiv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se practices reflect encoffinment etiquette and procedures and embodied burial needs such as
protecting the body and assisting the soul in ascending to immortality. This promote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funeral
and burial on multiple levels. The encoffinment of feudal marquis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reflects the social
content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 marquises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eudal marquis; encoffinment; materi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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