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王堆汉轪侯墓地祔葬墓身份的
考古学观察

郑曙斌

长 沙 马 王 堆 发 现 的 三 座 汉 墓 是 西 汉 列 侯 轪 侯 家

族 墓 地，所 葬 皆 为 轪 侯 家 族 成 员。 从 印 章 的 发 现 和 西

汉 列 侯 葬 制 来 判 断，M1、M2 是 长 沙 国 丞 相、轪 侯 利 苍

和 夫 人 辛 追 墓。 M3 为 袝 葬 墓，当 是 墓 主 人 的 儿 子。 但

究 竟 是 哪 个 儿 子？是 第 二 代 轪 侯 利 豨？还 是 其 兄 弟？身

份 成 谜，学 界 争 论 不 休。 因 为 墓 中 仅 见 的 一 枚 封 泥 被

释 为“利 豨”，认 为 墓 主 人 是 利 豨 的 观 点 大 有 取 代 原 来

认 为 是 利 豨 兄 弟 观 点 之 势。 然 而，因 为 没 有 类 似 于 印

章 之 类 的 直 接 证 据，讨 论 的 空 间 依 然 存 在。 虽 然 是 列

侯 墓 地，却 因 史 籍 记 载 轪 侯 语 焉 不 详，张 家 山 汉 简《葬

律 》公 布 的 可 供 参 考 的 资 料 又 少 ，论 证 起 来 有 相 当 难

度。 我 们 尝 试 从“列 侯”的 视 角 出 发，以 文 献 记 载 的 西

汉 列 侯 和 相 关 考 古 发 现 的 列 侯 墓 地 观 察 分 析，看 看 是

否 存 在 两 代 或 两 代 以 上 列 侯 墓 毗 邻 的 现 象？ 进 而 讨 论

汉 墓 所 见 私 印 与 封 泥 的 特 点，判 断“利 豨”封 泥 存 在 的

意 义，尝 试 从 不 同 的 视 角 推 论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是 利 豨 本

人 还 是 利 豨 之 弟？

一、 西汉列侯与丞相侯轪侯

西 汉 实 行 王、侯 二 等 封 爵 制，列 侯 的 政 治、经 济 地

位 虽 整 体 上 不 如 诸 侯 王 ， 但 同 为 贵 族 统 治 集 团 的 上

层。 了 解 西 汉 列 侯 分 封 与 传 袭 的 基 本 特 征，有 利 于 从

考 古 学 的 角 度 推 断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主 墓 与 祔 葬 墓 身 份。

（一）西 汉 列 侯 的 分 封

Abstract ：Reexamine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of Han tomb No.3 in Mawangdui , Changsha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Marquis (Liehou ) " ,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literatures and excavation data ,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feoffment and inheritance of Western Han Marquis , observing the family composi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excavated Marquis cemetery and the clay seal of Han tomb. Find that there is no ap -
pearance of joint burial between Fenghou (The first person to be granted a Marquis ) and Sihou (Marquis ’ heir ) ,
and usually seal mud is used by funeral people to seal funerary objects . Therefore , it is not conclusive that the heir
named Lixi is owner of tomb No. 3 in Mawangdui , but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e owner of tomb No. 3 in
Mawangdui is his younger brother .
Key Words ：Liehou ； Joint burial ；Seal mud ；deduction

摘 要：重新审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人身份，尝试从“西汉列侯”的视角切入，结合相关出土与传世文献，借助于考

古发掘资料，分析西汉列侯的分封与传袭特征，观察考古发掘的列侯墓地家族成员构成和汉墓出土封泥情况，发现西汉列

侯墓地迄今尚无始封侯与嗣侯墓毗邻现象，而封泥一般为办丧事者或赗赠者缄封随葬物品所用，据此认为马王堆三号墓

墓主人推断为嗣侯利豨尚存疑，而推断为利豨之弟明显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列侯；祔葬；封泥；推断

（ 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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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兴，为 维 护 汉 政 权，大 行 分 封。 《史 记·汉 兴 以 来

诸 侯 王 年 表》：“周 封 五 等：公 ，侯 ，伯 ，子 ，男 ”，“汉 兴 ，

序 二 等。 ”《集 解》引 韦 昭 曰：“汉 封 功 臣，大 者 王，小 者

侯 也。 ”汉 初 分 封 之 制 分 两 个 等 级，即 诸 侯 王 和 列 侯。

又 《汉 书·高 帝 纪 》记 载 ：“三 月 ，诏 曰 ：‘吾 立 为 天 子 ，

帝 有 天 下，十 二 年 于 今 矣。 与 天 下 之 豪 士 贤 大 夫 共 定

天 下，同 安 辑 之。 其 有 功 者 上 致 之 王，次 为 列 侯，下 乃

食 邑。’”汉 高 祖 刘 邦 所 封 功 臣，爵 功 最 高 者 为 王，次 者

为 列 侯，都 享 有 封 国 食 邑 的 特 权。列 侯 有 封 地，得 衣 食

租 税，多 数 有 子 嗣 传 承。 西 汉 列 侯 以 封 户 的 多 少 可 以

划 分 为 万 户 侯、千 户 侯 和 百 户 侯 三 个 等 级。 如 陕 西 凤

栖 原 八 号 墓， 学 者 推 断 其 墓 主 人 是 富 平 侯 张 安 世，就

是 万 户 侯 级 别 的 墓 葬①。

列 侯 在 制 度 上 有 爵 位 世 袭 的 权 利。 《汉 书·高 惠 高

后 文 功 臣 表》记 载，刘 邦 在 分 封 列 侯 之 时，曾 与 列 侯 立

誓 曰 ：“使 黄 河 如 带 ，泰 山 若 厉 ，国 以 永 存 ，爰 及 苗 裔 。

于 是 申 以 丹 书 之 信 ，重 以 白 马 之 盟 ，又 作 十 八 侯 之 位

次”，以 此 来 保 障 列 侯 爵 禄 的 延 续，使 其 后 世 子 孙 都 成

为 汉 王 朝 的 忠 实 守 护 者，从 而 永 保 汉 室 江 山。 湖 北 江

陵 张 家 山 汉 墓 出 土 的 竹 简 《置 后 律 》专 门 规 定 了 列 侯

的 立 嗣 权 益 及 其 继 承 次 序，以 夫 人 之 嫡 长 子 继 承 列 侯

位，若 无 嫡 子，则 以 孺 子 之 子 为 后。“疾 死 置 后 者，彻 侯

后 子 为 彻 侯，其 毋 适 (嫡)子，以 孺 子□□□子。 关 内 侯

后 子 为 关 内 侯 ，卿 侯（后 ）子 为 公 乘 ，【五 大 夫 】后 子 为

公 大 夫，公 乘 后 子 为 官 大 夫，公 大 夫 后 子 为 大 夫，官 大

夫 后 子 为 不 更 ，大 夫 后 子 为 簪 褭 （袅 ），不 更 后 子 为 上

造 ，簪 褭 （袅 ）后 子 为 公 士 ，其 毋 适 (嫡 )子 ，以 下 妻 子 、

偏 妻 子。 ”②汉 初 朝 中 的 重 要 官 职 如 三 公 九 卿 几 乎 全 部

由 列 侯 担 任 ，特 别 是 汉 初 的 功 臣 侯 ，几 乎 完 全 掌 握 着

朝 中 的 军 队、政 务 和 财 政 大 权。

列 侯 死 后 ，嗣 子 必 须 经 过 一 定 的 程 序 ，才 能 正 式

袭 封 。 《汉 书·景 帝 纪 》记 载 ：景 帝 中 二 年 (公 元 前 148
年)，令：“列 侯 薨，遣 大 中 大 夫 吊 祠，视 丧 事，因 立 嗣。 ”

列 侯 去 世 ，由 朝 廷 派 遣 太 中 大 夫 前 往 吊 唁 ，视 察 丧 事

的 办 理，确 立 嗣 子。丧 事 结 束 后，列 侯 嗣 子 方 能 正 式 成

为 新 的 列 侯 ， 即 所 谓 “既 葬 ， 当 袭 爵 ”（《汉 书·韦 贤

传》）。

列 侯 在 制 度 上 也 有 职 位 世 袭 的 权 利。 《汉 书》把 西

汉 列 侯 分 为 功 臣 侯、王 子 侯、外 戚 恩 泽 侯 三 类，当 代 学

者 或 将 列 侯 分 为 功 臣 侯 、王 子 侯 、外 戚 侯 、恩 泽 侯 、归

义 侯、宦 者 侯、丞 相 侯 七 种 类 型。 早 在 秦 时，丞 相 与 列

侯 之 间 就 存 在 一 定 的 关 联 性， 任 职 丞 相 则 受 封 列 侯。

《史 记·李 斯 列 传 》记 载 “君 侯 终 不 怀 通 侯 之 印 归 于 乡

里”，指 的 是 李 斯 为 秦 相，怀 通 侯 之 印。 汉 初 丞 相 惯 例

由 功 臣 列 侯 世 袭 担 当，即 非 功 臣 侯 不 能 任 相。 丞 相 成

为 汉 初 功 臣 侯 集 团 之 领 袖 人 物，为 沟 通 汉 初 皇 权 与 功

臣 侯 集 团 之 枢 纽。 到 武 帝 时 皇 权 大 大 加 强，中 朝 制 度

设 立，削 弱 丞 相 权 柄，丞 相 沦 为 外 朝 首 领，权 威 降 低。③

《汉 书·公 孙 弘 传》记 载 公 孙 弘 以 丞 相 之 职 封 侯，“元 朔

中，代 薛 泽 为 丞 相。 先 是，汉 常 以 列 侯 为 丞 相，唯 弘 无

爵 ，上 于 是 下 诏 曰 ：朕 嘉 先 圣 之 道 ，开 广 门 路 ，宣 招 四

方 之 士，盖 古 者 任 贤 而 序 位，量 能 以 授 官，劳 大 者 厥 禄

厚，德 盛 者 获 爵 尊，故 武 功 以 显 重，而 文 德 以 行 褒。 其

以 高 成 之 平 津 乡 户 六 百 五 十 封 丞 相 弘 为 平 津 侯。 ’其

后 以 为 故 事，至 丞 相 封，自 弘 始 也。 ”丞 相 封 侯 制 度 一

直 实 行 至 建 武（东 汉 光 武 帝 刘 秀 年 号）间。 随 着 外 戚 侯

势 力 的 发 展 ，掌 握 了 中 朝 的 全 部 政 务 ，丞 相 权 力 才 逐

渐 减 弱 了。

《史 记·张 丞 相 列 传 》 称 ：“自 汉 兴 至 孝 文 二 十 余

年，会 天 下 初 定，将 相 公 卿 皆 军 吏。 ”等 到 文 帝 登 基 时，

朝 中 重 要 职 位 十 之 八 九 都 由 功 臣 侯 或 其 后 人 执 掌。 尤

其 是 丞 相 一 职 ，在 武 帝 之 前 ，爵 位 不 是 列 侯 者 根 本 不

可 能 担 任 此 职④。

由 此 可 知 ，西 汉 列 侯 产 生 于 功 臣 、王 子 、外 戚 、恩

泽、归 义、宦 者、丞 相 之 中，列 侯 嗣 子 可 以 袭 封。而 汉 初

丞 相 惯 例 由 功 臣 列 侯 世 袭 担 当， 非 功 臣 侯 不 能 任 相，

列 侯 嗣 子 可 以 袭 位。

（二）丞 相 侯 轪 侯 的 传 袭

汉 惠 帝 封 侯 是 汉 高 祖 封 侯 的 延 续，完 全 遵 循 了 高

祖 定 下 的 封 侯 誓 言，在 列 侯 政 策 上 几 乎 没 有 改 动。 惠

帝 时 ，仅 三 人 被 封 侯 ，平 都 侯 刘 到 以 高 祖 时 “定 齐 ”功

绩 分 封，而 便 侯 吴 浅 是 长 沙 王 吴 芮 之 庶 子，轪 侯“黎 朱

苍 ”（利 苍 ）为 长 沙 国 丞 相 ，是 对 当 时 仅 存 的 一 个 异 姓

诸 侯 王 的 安 抚 措 施。

惠 帝 二 年（公 元 前 193 年），长 沙 国 丞 相 利 苍 被 封

为 轪 侯 ，是 为 丞 相 侯 ，爵 位 得 以 世 袭 ，轪 侯 共 传 四 代 ，

武 帝 元 封 元 年 （公 元 前 110 年 ），末 代 轪 侯 、东 海 太 守

利 秩 因 罪 废 除。 《史 记·惠 景 间 侯 者 年 表》：“轪， 长 沙

相 ，侯 ，七 百 户 。 （孝 惠 ）二 年 四 月 庚 子 ，侯 利 仓 元 年 。

（高 后）三 年，侯 豨 元 年。 （孝 文）十 六 年，侯 彭 祖 元 年。

元 封 元 年 ，侯 秩 为 东 海 太 守 ，行 过 不 请 ，擅 发 卒 兵 为

卫 ，当 斩 ，会 赦 ，国 除 。 ”《汉 书·高 惠 高 后 文 功 臣 表 》：

“轪 侯 黎 朱 苍，以 长 沙 相 侯，七 百 户。二 年 四 月 庚 子 封，

八 年 薨。 高 后 三 年，孝 侯 豨 嗣，二 十 一 年 薨。 孝 文 十 六

年，彭 祖 嗣，二 十 四 年 薨。侯 扶 嗣，元 封 元 年，坐 为 东 海

太 守 行 过 擅 发 卒 为 卫，当 斩，会 赦，免。 玄 孙，江 夏。 六

世 ，元 康 四 年 ，苍 玄 孙 之 子 竟 陵 簪 褭 汉 诏 复 家 。 ”《史

记 》《汉 书 》对 轪 侯 利 氏 家 族 的 记 载 大 致 相 同 ，仅 在 第

一 代 和 第 四 代 轪 侯 的 称 谓 上 有 所 区 别（见 表 一）。 第 一

代 轪 侯 利 苍 于 公 元 前 193 年 （汉 惠 帝 二 年 ）以 长 沙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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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侯 ，为 异 姓 侯 ，食 邑 七 百 户 。 公 元 前 186 年 利 苍 离

世，葬 于 任 职 的 长 沙 国 国 都 临 湘。利 苍 任 长 沙 相 时，南

越 国 与 中 央 王 朝 关 系 紧 张，时 战 时 和。 第 二 代 轪 侯 利

豨，除 世 袭 爵 位 之 外，可 能 还 继 任 长 沙 相。当 时 中 央 王

朝 与 南 越 国 的 关 系 已 趋 缓 和，多 防 守 少 战 事。 （见《史

记·南 粤 列 传》）

根 据 一 号 墓 遗 体 检 测 和 三 号 墓 骨 骸 检 测 鉴 定 得

知， 一 号 墓 墓 主 人 轪 侯 夫 人 辛 追 死 时 约 50 岁 左 右⑤，

推 算 为 公 元 前 215 年 以 前 出 生。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死 亡 年

龄 约 30－40 岁 之 间⑥， 如 果 母 子 年 龄 至 少 差 15 年 以

上，那 么 他 离 世 年 龄 约 30 岁 出 头，不 可 能 到 40 岁，推

算 他 公 元 前 200 年 以 前 出 生。 轪 侯 夫 人 辛 追 在 轪 侯 利

苍 离 世 之 时 约 30 岁 ，在 利 苍 死 后 约 20 年 、儿 子 死 后

数 年 离 世 时 约 50 岁。 轪 侯 利 苍 离 世 之 时，三 号 墓 墓 主

人 约 15 岁 左 右，可 能 尚 未 行 成 年 礼。 据 汉 初 丞 相 由 功

臣 列 侯 世 袭 担 当 的 惯 例 推 知 ，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因 尚 年

幼，并 不 具 备 继 承 丞 相 职 位 的 条 件。 而 嗣 侯 利 豨 既 继

承 爵 位 ，又 或 继 承 了 丞 相 之 位 ，当 年 长 于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又《汉 书·百 官 公 卿 表》记 载：“诸 侯 王，高 帝 初 置，

金 玺 绿 绶，掌 治 其 国。 有 太 傅 辅 王，内 史 治 国 民，中 尉

掌 武 职，丞 相 统 众 官，群 卿 大 夫 都 官 如 汉 朝”。 诸 侯 国

丞 相 统 众 官，中 尉 掌 武 职。 从 三 号 墓 出 土 兵 器 和 机 密

军 事 地 图 之 类 来 看，墓 主 人 可 能 是 成 年 之 后 才 担 任 长

沙 国 最 高 军 事 将 领“中 尉”统 帅 长 沙 国 军 队，而 非 统 领

众 官 的 长 沙 国 丞 相。

二、列侯墓地不见嗣侯袝葬

截 至 目 前 ，已 发 掘 并 可 确 定 为 西 汉 列 侯 （含 列 侯

夫 人）的 墓 葬 有 30 余 座⑦。 列 侯 墓 是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的

核 心，夫 人 墓 与 其 并 列 分 布，周 围 或 有 墓 园，祔 葬 墓 位

于 墓 园 内 外。 从 考 古 发 现 来 看， 除 马 王 堆 汉 墓 外，陕

西 、湖 南 、安 徽 、山 东 、河 北 等 地 已 发 掘 的 身 份 比 较 明

确 的 西 汉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十 几 座，列 侯 墓 地 除 偶 有 发 现

一 二 座 墓 之 外 ，其 余 多 是 三 座 墓 以 上 ，墓 地 规 模 最 大

的 ，当 数 南 昌 海 昏 侯 刘 贺 墓 、西 安 凤 栖 原 富 平 敬 侯 张

安 世 墓 等 高 等 级 列 侯 墓。 有 的 墓 地 发 现 墓 园 遗 迹，多

数 墓 地 因 年 代 久 远，墓 园 地 面 建 筑 难 以 寻 觅。 列 侯 有

的 葬 在 封 国 内 ，有 的 则 葬 于 他 地 ，且 普 遍 存 在 家 族 墓

地 袝 葬 的 习 俗。

（一）列 侯 墓 地 夫 妻 合 葬、子 孙 袝 葬

所 谓 西 汉 列 侯 墓 地，一 般 为 列 侯 与 列 侯 夫 人 合 葬

一 处 。 合 葬 有 同 坟 异 穴 合 葬 、同 穴 合 葬 、异 坟 异 穴 合

葬。多 见 异 坟 异 穴 合 葬，如 杨 家 湾 M4 与 M5⑧、墩 墩 山

M1 与 M2⑨、凤 栖 原 M8 与 M25⑩、马 王 堆 M1 与 M2、

阜 阳 汝 阴 侯 夫 妻 墓輥輯訛等。夫 人 墓 位 于 侯 墓 一 侧，规 模 一

般 较 列 侯 墓 小 ，处 于 从 属 地 位 ，是 列 侯 墓 地 的 重 要 墓

葬。 少 见 同 坟 异 穴 合 葬，有 的 与 主 墓 位 于 同 一 封 土 下，

如 永 州 鹞 子 岭 M1 与 M2輥輰訛位 于 所 属 的 第 三 封 土 堆 下，

存 在 同 坟 异 穴 合 葬 的 可 能 ；如 簸 箕 山 M4、M5輥輱訛，是 列

侯 墓 组 成 部 分。 至 于 同 穴 合 葬 更 是 少 见，如 徐 州 东 郊

陶 楼 M1輥輲訛、聊 城 吴 楼 M1輥輳訛等。 除 此 之 外，根 据 现 在 掌

握 的 考 古 资 料，西 汉 时 期，当 列 侯 确 定 冢 地 下 葬 之 后，

其 子 孙 常 常 祔 葬 列 侯 墓 地。 这 种 现 象 在 湖 南、陕 西 等

地 表 现 突 出 (见 表 二)。

祔 葬 是 指 子 孙 或 相 关 家 庭 成 员 葬 在 父 祖 或 家 庭

相 关 人 员 茔 地 或 墓 域 的 方 式， 形 成 家 族 聚 葬 的 情 况，

既 区 别 于 夫 妻 间 合 葬，也 不 同 于 因 等 级 差 别 而 形 成 的

陪 葬。 西 汉 列 侯 墓 的 袝 葬 墓 有 独 立 的 封 土，墓 穴 基 本

位 于 规 划 的 地 点 ，规 模 亦 较 一 般 陪 葬 墓 大 ，墓 主 人 可

能 为 列 侯 的 嫡 系 子 孙 或 家 族 中 的 亲 近 人 员，部 分 则 为

列 侯 的 妾 或 其 他 女 性輥輴訛。 如 湖 南 永 州 鹞 子 岭 墓 地 发 现

的 刘 彊 墓 为 某 代 泉 陵 侯 墓 的 祔 葬 墓，刘 彊 为 泉 陵 侯 的

家 族 成 员輥輵訛；西 安 凤 栖 原 列 侯 属 于 万 户 侯，其 墓 地 东 部

靠 近 祠 堂位置有几座规模略大的墓葬，当为祔葬墓，而

墓地东南及 西 部 的 一 些 小 规 模 的 墓 葬，当 属 陪 葬 墓輥輶訛；

南 昌 海 昏 侯 墓 地 主 墓 北 侧 的 M5、M6 规 模 略 大 ，有 祠

堂 类 建 筑，均 属 祔 葬 墓，部 分 墓 主 人 可 能 为 女 性輥輷訛。 至

于 陪 葬 墓 并 不 常 见 ，规 模 一 般 不 大 ，陪 葬 物 品 也 相 对

较 少。 只 有 等 级 高 的“万 户 侯”，才 会 出 现 小 型 的 陪 葬

墓。 如 南 昌 海 昏 侯 墓 的 陪 葬 墓 位 于 垣 墙 内 东 部，排 列

有 序。 凤 栖 原 墓 地 的 陪 葬 墓 位 于 兆 沟 之 外，分 组 排 列，

墓 向 均 朝 着 主 墓，时 代 延 续 较 长。

马 王 堆 汉 墓 M1、M2 为 夫 妻 合 葬 ，M3 为 祔 葬 墓 ，

当 是 他 们 的 儿 子 之 墓。 这 种 墓 地 成 员 构 成 可 以 说 是 现

实 生 活 中 家 庭 和 家 族 结 构 的 再 现。 西 汉 时 期 核 心 家 庭

表一 轪侯世袭表（公元前 193～前 110 年）

传 位 谥 号 姓 名 在 位 年 数 在 位 时 间 备 注

第 1 代 轪 侯 利 苍 8 年 公 元 前 193～前 186 年

第 2 代 轪 孝 侯 利 豨 21 年 公 元 前 185～前 165 年 利 苍 子

第 3 代 轪 侯 利 彭 祖 24 年 公 元 前 164～前 141 年 利 豨 子

第 4 代 轪 侯 利 秩 31 年 公 元 前 140～前 110 年 利 彭 祖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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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考古发现的西汉列侯墓地

时间 地域 墓地名称 时 期
列侯家族墓地

列侯谥号 印章、封泥、铭文
数量 主墓 袝葬(陪葬)墓

1972 湖南长沙 马王堆汉墓 西汉早期 3 利苍和夫人 袝葬墓(儿子)
轪 侯（第

一代）

M1：封泥“轪侯家

丞” M2：“轪侯之

印”“长沙丞相”铜

印；“利苍”玉印

M3：封泥“轪侯家

丞”，“利豨”

1984

湖南永州 鹞子岭汉墓

西汉中期

3

袝葬墓(家族成员)
“刘彊”铜印；封泥

“臣敞”

1991
西汉末年 刘庆和夫人

泉陵侯

（第三代）
漆器铭文“泉陵家”

1995

1999 湖南沅陵 虎溪山汉墓 前 162 年 2 吴阳
未发掘（推测为夫人

墓）

沅陵侯

（第一代）
“吴阳”玉印

1976 陕西咸阳 杨家湾汉墓 西汉早期 73 周勃和夫人 长陵陪葬墓
绛 侯（第

一代）

或推断为周勃或周

亚夫墓

1986 陕西长安 机砖厂汉墓 西汉早期 1 刘婴 被破坏，不详 利乡侯

陶罐肩部有“东园口

□”；封泥“利成家

丞”

2008 陕西西安 凤栖原汉墓 西汉中期偏晚 14 张安世和夫人 袝葬墓、陪葬坑 富平敬侯
“张”字铜印；封泥

“卫将长史”

1977 安徽阜阳 双古堆汉墓 公元前 165 年 2 夏侯灶和夫人
汝阴侯

（第二代）

M1：漆、铜器铭文

“女阴侯” M2：封泥

“女阴家丞”

1987 河北邢台 南郊汉墓 西汉晚期 3 刘迁和夫人 袝葬墓（未掘，不明） 南曲侯 “刘迁”铜印

1994 江苏徐州 簸箕山汉墓 西汉早期 3 刘埶
陪葬坑、袝葬墓（未

掘，不明）
宛朐侯 “宛朐侯印”金印

1989 江苏徐州 陶楼汉墓 西汉中期 4 刘颀 袝葬墓（已掘，不明） 君 侯

M1：双面铜印“刘

颀”“臣颀”；“ 城

宋父”铜印；“君侯之

印”银印

1997 山东聊城 吴楼汉墓 西汉晚期偏晚 5 王禁 袝葬墓（家族成员）
阳平侯

（王禁）

据史籍推断为阳平

侯家族成员

1982 山东五莲
张家仲崮汉

墓
西汉中期偏晚 4 刘祖 袝葬墓（未掘，不明）

刘祖（曾

封为侯）

M4：“刘祖私印”铜

印（东昌趮侯刘成曾

孙）

2000 山东平度 界山汉墓 西汉中期 3 刘行
夫人墓、袝葬墓（未

掘，不明）
平度侯

M3：耳杯铭文“平度

口口”

2001 山东济南 腊山汉墓 西汉早期 1 傅 列侯夫人

傅 水晶印，妾

玛瑙印，封泥“夫人

私府”

2007 江西莲花 罗汉山汉墓 公元前 116 年 1 刘苍
安成侯

（第一代）

“安成侯印”金印（汉

景帝之孙、长沙定王

刘发之子）

2012 江西南昌 墎墩山汉墓 西汉 9 刘贺和夫人
7 座祔葬墓、1 座车

马坑

海昏侯

（第一代）

M1：“刘贺”“大刘记

印”玉印；墨书“海昏

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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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由 夫 妻 和 子 女 组 成，主 干 家 庭 由 父 母 和 一 对 已 婚

子 女 组 成 的 两 代 或 三 代 人，兄 弟 同 居 的 联 合 家 庭 在 父

母 在 世 或 离 世 都 存 在 兄 弟 分 财 异 居 现 象。 “汉 代 的 人

均 寿 命 不 会 超 过 40 岁， 而 汉 代 人 的 成 婚 年 龄 又 大 多

在 20 岁 左 右，三 代 同 堂 必 定 不 多，而 夫 妻 子 女 的 核 心

家 庭 在 汉 代 家 庭 结 构 中 占 有 相 当 的 比 重”輦輮訛。家 庭 和 家

族 结 构 直 接 影 响 家 族 墓 地 的 构 成，考 古 发 现 的 列 侯 墓

地 多 由 列 侯、妻、子 构 成，反 过 来 可 证 列 侯 家 庭 多 为 核

心 家 庭 形 式。

（二）尚 未 发 现 数 代 列 侯 墓 毗 邻 的 现 象

已 发 现 的 15 处 列 侯 墓 地（表 二），有 始 封 侯 墓 地，

也 有 第 二 代 或 第 三 代 嗣 侯 墓 地。 如 虎 溪 山 汉 墓 为 第 一

代 沅 陵 侯 吴 阳， 墎 墩 山 汉 墓 为 第 一 代 海 昏 侯 刘 贺，鹞

子 岭 汉 墓 为 第 三 代 泉 陵 侯 刘 庆，双 古 堆 汉 墓 为 第 二 代

汝 阴 侯 夏 侯 灶。 可 以 看 出，第 一 代 列 侯 的 墓 地 并 不 见

第 二、三 代 嗣 侯 之 墓。 第 二 代 或 第 三 代 列 侯 各 自 有 独

立 的 墓 地，并 未 祔 葬 于 第 一 代 列 侯。 杨 家 湾 汉 墓 虽 然

可 能 是 周 勃 或 周 亚 夫 墓， 但 可 能 非 绛 侯 家 族 墓 地，而

是 长 陵 的 陪 葬 墓，属 例 外。 至 于 河 北 邢 台 南 郊 西 汉 墓

东 侧 有 两 座 规 模 等 同 的 大 墓，发 掘 者 认 为 墓 主 人 是 两

代 南 曲 侯輦輯訛，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认 为：“目 前 尚 未 发 现 过 数

代 列 侯 墓 毗 邻 的 现 象，推 测 墓 主 人 更 有 可 能 是 列 侯 夫

人 或 家 人。 ”輦輰訛

依 此 规 律 来 看，各 代 列 侯 有 各 自 独 立 的 墓 地。 马

王 堆 汉 墓 有 利 苍 及 夫 人 合 葬 墓 地，不 太 可 能 嗣 侯 利 豨

祔 葬 于 此，而 应 该 是 利 豨 之 弟 才 符 合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葬

俗。 如 果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是 嗣 侯 利 豨 的 话，与 普 遍 存 在

的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构 成 葬 俗 相 抵 牾。 因 为 嗣 侯 也 会 有 自

己 的 核 心 家 庭 成 员 ，如 果 继 任 了 丞 相 之 职 ，其 显 赫 的

身 份 不 大 可 能 让 其 夫 人 或 子 女 祔 葬 于 始 封 侯 墓 地。

三、“轪侯家丞”“利豨”封泥缄封随葬物品

已 发 现 的 汉 代 列 侯 墓 多 数 被 盗 掘，印 章 位 置 多 有

错 乱，或 被 盗 走。 虽 然 如 此，列 侯 墓 地 主 墓 出 土 印 章 的

现 象 较 为 多 见。 有 学 者 根 据 汉 代 部 分 列 侯 级 别 墓 葬 出

土 玺 印 资 料 的 整 理 分 析，同 时 结 合 相 关 文 献 资 料 的 记

载，对 汉 代 列 侯 级 别 墓 葬 中 随 葬 玺 印 的 类 别 及 其 相 应

的 位 置 进 行 大 致 的 推 测，随 葬 玺 印 的 位 置 通 常 情 况 下

有 墓 主 人 腰 部 、腹 部 、头 部 等身体附近，有的随葬于墓

葬主室内，有的随葬于墓葬边箱内，而且在不同历史阶

段内随葬玺印的类别、 位置情 况 又 具 有 一 定 的 差 异輦輱訛。

这 些 印 章 是 判 断 列 侯 主 墓 身 份 的 重 要 物 证。 而 封 泥 一

般 是 由 丧 家 办 丧 事 的 人 用 来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的，或 者 是

赗 赠 者 缄 封 遣 送 物 品 的。 马 王 堆 三 号 墓 所 见“轪 侯 家

丞”“利 豨”封 泥 亦 是 如 此。

（一）以 印 章、封 泥、铭 文 等 判 断 列 侯 墓 地

西 汉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墓 葬 规 模 一 般 可 分 大、 中 、小

型 墓。 规 模 大 或 规 格 高 的 墓 为 主 墓，是 列 侯 及 夫 人 墓。

规 模 较 主 墓 小 的 墓 为 袝 葬 或 陪 葬 墓。 已 发 掘 的 15 处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 或 依 据 主 墓 发 现 的 印 章 确 定 列 侯 身

份，或 根 据 封 泥、铭 文 判 断 墓 主 人 身 份，或 依 据 文 献 与

考 古 材 料 结 合 推 断 墓 主 人 身 份。 只 有 推 断 出 墓 地 主 墓

的 身 份 后，才 能 判 定 是 否 为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如 马 王 堆

2 号 汉 墓 出 土 了 三 颗 印 章 ，即 爵 印 “轪 侯 之 印 ”、官 印

“长 沙 丞 相”铜 印 和 名 章“利 苍”玉 印，可 知 为 轪 侯 利 苍

家 族 墓 地 ；沅 陵 虎 溪 山 汉 墓 出 土 一 枚 “吴 阳 ”玉 印 ，判

断 其 为 沅 陵 侯 家 族 墓 地；河 北 邢 台 南 郊 汉 墓 出 土 一 枚

“刘 迁 ”铜 印 ，判 断 其 为 南 曲 侯 家 族 墓 地 ；江 苏 徐 州 簸

箕 山 汉 墓 出 土 一 枚“宛 朐 侯 印”金 印，判 断 其 为 宛 朐 侯

家 族 墓 地；江 苏 徐 州 陶 楼 汉 墓 出 土 一 枚“君 侯 之 印”银

印 ，判 断 其 为 君 侯 家 族 墓 地 ；江 西 莲 花 罗 汉 山 汉 墓 出

土 一 枚 龟 纽 金 印“安 成 侯 印”，判 断 其 为 安 成 侯 家 族 墓

地 ；南 昌 墎 墩 山 汉 墓 出 土 一 枚 “刘 贺 ”玉 印 ，判 断 其 为

海 昏 侯 家 族 墓 地。 至 于 封 泥，如 陕 西 西 安 凤 栖 原 墓 地

出 土 的“卫 将 长 史”封 泥、安 徽 阜 阳 双 古 堆 汉 墓 出 土 的

“女 阴 家 丞 ”封 泥 、山 东 济 南 腊 山 汉 墓 出 土 的 “夫 人 私

府 ”封 泥 、江 西 南 昌 墎 墩 山 汉 墓 出 土 的 “昌 邑 令 印 ”封

泥 等 ，虽 然 是 用 来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的 ，但 也 是 佐 证 列 侯

墓 地 的 物 证 之 一。 从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发 掘 情 况 来 看，一

般 是 列 侯 墓 或 夫 人 墓 有 身 份 认 证 的 印 章，祔 葬 墓 只 有

鹞 子 岭 汉 墓 发 现 一 枚 “刘 彊 ”（泉 陵 侯 家 族 成 员 ）铜 印

和 墎 墩 山 汉 墓 发 现 一 枚“刘 充 国 印”（海 昏 侯 刘 贺 第 一

个 早 逝 的 嗣 子）铜 印。 即 便 如 此，列 侯 墓 地 还 没 有 发 现

以 墓 主 人 私 名 封 泥 能 确 定 身 份 的 列 侯 墓。

（二）封 泥 一 般 为 办 丧 事 者 缄 封 用

近 年 来 发 掘 的 汉 墓 出 土 封 泥 现 象 较 为 多 见，但 一

般 多 是 为 办 丧 事 者 或 赗 赠 物 品 者 缄 封。 汉 墓 发 现 的 封

泥 比 较 多， 而 列 侯 家 族 墓 地 发 现 的 封 泥 并 不 多 见，一

般 为 职 官 名。 如 济 南 西 郊 的 腊 山 汉 墓 出 土 一 枚“夫 人

私 府 ”封 泥 ，据 发 掘 报 告 考 证 ，“私 府 ”当 是 官 职 名 称 ，

秦 代 即 设 置 此 官，汉 代 沿 置。 可 见 这 枚 封 泥 当 为 某 位

诸 侯 夫 人 的 私 府 官 所 有輦輲訛。 安 徽 阜 阳 双 古 堆 M2 出 土

“女 阴 家 丞”封 泥 3 枚，因“女 阴 侯”是 汉 高 帝 刘 邦 对 其

功 臣 夏 侯 婴 的 封 号， 推 断 双 古 堆 Ml 主 人 是 第 二 代 汝

（女）阴 侯 夏 侯 灶輦輳訛。陕 西 新 安 机 砖 厂 汉 墓 出 土“利 成 家

丞”封 泥 1 枚，推 断 其 为 利 乡 侯 刘 婴輦輴訛。 这 类 职 官 名 封

泥 是 判 断 列 侯 墓 地 的 重 要 依 据 之 一。

汉 墓 私 名 封 泥，一 般 为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之 用。 带 有

死 者 私 名 的 封 泥 ，不 可 能 为 死 者 死 后 所 封 ，因 为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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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轪 侯 家 丞”封 泥（M1）“轪 侯 家 丞”封 泥（M3） 图 二 “利 豨”封 泥（M3）

死 者 给 自 己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的 道 理。 湖 南 永 州 鹞 子 岭 汉

墓 出 土 1 枚 封 泥，出 土 时 封 泥 粘 在 左 外 藏 椁 之 首 发 现

的 126 号 陶 壶 壶 盖 凹 形 捉 手 上，壶 盖 上 的 凹 字 形 捉 手

有 封 泥 托 匣 之 用。 封 泥 为 有 篆 书“臣 敞”二 字。 “臣 敞”

封 泥 即 可 说 明 墓 主 人 生 前 的 地 位 并 拥 有“家 臣”輦輵訛。 汉

阳 陵 外 藏 坑 出 土 的 众 多 封 泥 中 有 不 少 私 名 封 泥輦輶訛，如

“吴 贤”“杨 充 私 印”“赵 明”“杨 周 ”“张 忠 信 印 ”“郑 勋 ”

“吴 贺 私 印”等 约 20 种，应 是 协 助 阳 陵 办 丧 事、提 供 随

葬 物 品 的 人 移 交 时 缄 封 的 封 泥。 毕 竟 阳 陵 的 规 模 大，

埋 葬 物 资 丰 富，需 要 多 方 提 供 随 葬 物 品。 而 广 州 西 汉

南 越 王 墓 西 耳 室 出 土 9 件 封 泥輦輷訛， 有 出 于 铜 匜 内 和 铜

伞 柄 饰 旁 的 第 二 代 君 主 赵 眜 的“帝 印”封 泥 2 枚，有 从

泥 土 中 筛 选 出 来 的“眜”封 泥 2 枚（已 被 扰 乱），有 出 于

大 铜 盆、丝 织 品 旁 和 门 道 器 物 地 底 层 的“ ”和“衍”封

泥。 “ ”“衍”当 是 缄 封 者 的 名 字，或 应 是 负 责 缄 封 的

官 员 名 字。 这 些 封 泥 的 存 在 形 式 比 较 特 殊，或 在 器 物

内，或 在 器 物 旁 边，或 掉 在 地 面 上，都 不 在 需 要 封 合 的

物 品 附 近，与 其 他 汉 墓 所 见 封 泥 的 使 用 情 况 不 完 全 相

同，属 特 例。

我 们 知 道 ，秦 汉 时 期 使 用 玺 印 的 地 方 很 多 ，首 先

是 用 来 封 缄 书 信。 《后 汉 书·祭 祀 志》载：“自 五 帝 始 有

书 契。 至 于 三 王，俗 化 雕 文，诈 伪 渐 兴，始 有 印 玺 以 检

奸 萌。 ”说 明 玺 印 的 主 要 用 途 是 封 检，而 封 泥 就 是 玺 印

这 一 用 途 的 具 体 体 现。

墓 中 所 见 封 泥，一 般 是 用 来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的。 而

这 些 随 葬 物 品 处 于 封 合 状 态 ，才 需 要 发 生 缄 封 ，即 便

是 像 鹞 子 岭 汉 墓 所 见 “臣 敞 ”封 泥 也 是 缄 封 在 陶 壶 盖

上 的，否 则 墓 中 所 有 随 葬 器 物 都 需 要 悬 挂 封 泥 匣 了。

（三）“轪 侯 家 丞”缄 封 随 葬 物 品

马 王 堆 汉 墓 发 现 的 印 章、封 泥 相 对 较 多，M1 出 土

“轪 侯 家 丞 ”封 泥 27 枚 ，“右 尉 ”封 泥 2 枚 和 “□买 之 ”

字 样 1 枚 ；M2 因 被 盗 ， 仅 发 现 “轪 侯 之 印 ”“长 沙 丞

相 ”铜 印 和 “利 苍 ”玉 印 3 枚 ；M3 出 土 “轪 侯 家 丞 ”封

泥 12 枚，“利 豨”字 样 封 泥 1 枚。 关 于 两 座 墓 所 见“轪

侯 家 丞”封 泥，有 学 者 根 据 其 字 形 风 格，认 为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轪 侯 家 丞 封 泥（图 一）輧輮訛。 第 一 代 轪 侯 利 苍 的 家 丞

是 谁，无 法 得 知。 三 号 墓 出 土 纪 年 木 牍 记 录 该 墓 下 葬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168 年，家 丞 名“奋”。 对 照 轪 侯 世 袭 年

表 可 知，三 号 墓 墓 主 人 应 该 是 第 二 代 轪 侯 利 豨 在 位 时

离 世 ，利 豨 的 家 丞 名 奋 ，且 有 可 能 是 第 一 代 轪 侯 的 家

丞 继 任 第 二 代 轪 侯 的 家 丞 ，近 三 十 年 过 去 ，家 丞 年 事

已 高。 一 号 墓 墓 主 人 为 公 元 前 168 年 以 后 数 年 离 世，

当 时 轪 侯 爵 位 已 经 由 利 苍 之 孙 利 彭 祖 世 袭，利 彭 祖 的

家 丞 不 是 奋 而 是 另 有 其 人 也 不 是 没 有 可 能 的。 如 果 是

这 样 的 话，可 以 解 释 两 墓“轪 侯 家 丞”封 泥 印 文 风 格 不

同 的 现 象。

依 葬 俗 而 言 ，丧 家 自 备 、需 要 封 合 的 丧 葬 物 品 或

缄 封 或 不 缄 封 ， 而 来 自 他 人 赗 赠 的 物 品 一 般 加 以 缄

封，如 一 号 墓 所 见“右 尉”封 泥。 鉴 于 一 号 墓 墓 主 人 为

第 三 代 轪 侯 利 彭 祖 祖 母，三 号 墓 墓 主 人 为 长 沙 国 军 事

将 领 （第 二 代 轪 侯 利 豨 在 位 之 时 ，史 籍 记 载 死 于 公 元

前 165 年）， 两 个 墓 主 人 虽 非 嗣 侯 利 豨 和 利 彭 祖 的 核

心 家 庭 成 员 ，但 都 是 轪 侯 家 族 的 重 要 成 员 （一 号 墓 墓

是 主 干 家 庭 成 员），由“轪 侯 家 丞”主 理 丧 事、缄 封 自 备

或 赗 赠 的 随 葬 物 品 应 该 是 没 有 问 题 的。

（四）“利 豨”缄 封“受 中”物 品

三 号 墓 出 土 竹 笥 严 重 腐 朽 ， 根 据 残 件 及 木 牌 推

断，应 有 52 个。 发 掘 报 告 称“轪 侯 家 丞”封 泥 散 落 无 法

确 定 应 属 哪 个 竹 笥 ，而 “利 豨 ”封 泥 出 土 时 系 在 东 94
号 竹 笥 上 ，编 号 为 94 附 ；“唐 笥 ”木 牌 出 土 时 脱 落 ，与

实 物 对 照，疑 属 东 94 笥（图 二）。 这 枚 封 泥 让 人 直 观 地

认 为 是 证 明 墓 主 人 为 利 豨 的 物 证， 也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但 需 要 经 得 起 多 方 推 敲，封 泥 的 存 在 不 同 于 印 章 更 能

认 证 身 份 ，毕 竟 死 者 已 不 能 自 行 发 生 缄 封 行 为 ，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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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发 生 由 谁 来 代 替 死 者 缄 封 的 行 为。

根 据 三 号 墓 遣 策 所 见 小 结 木 牍 记 录，随 葬 竹 笥 分

别 来 源 于 “临 湘 家 给 ”和 “受 中 ”：“右 方 凡 用 笥 六 十 七

合，其 十 三 合 受 中，五 十 四 合 临 湘 家 给”。 所 谓“受 中”

是 省 称，为 当 时 人 人 皆 明 白 所 指 的 地 方。 发 掘 报 告 称

“受 自 长 沙 王 禁 中”。也 有 学 者 认 为“中”是 列 侯 居 住 的

侯 宫，即“禁 中”之 意輧輯訛。 “侯 府 禁 中”之 说 有 道 理，但 似

乎 理 解 发 生 了 偏 差 ，小 结 木 牍 所 言 “受 中 ”，如 果 理 解

为“受 自 禁 中”，就 不 是 丧 家 自 备 物 品，而 是 来 自 他 处。

出 土 的 52 枚 木 牌 全 部 从 竹 笥 上 掉 落 ， 如 果 每 个

竹 笥 都 有 缄 封 ，至 少 有 50 枚 封 泥 ，现 存 封 泥 不 过 13
枚，包 括“轪 侯 家 丞”和“利 豨”字 样 两 种 封 泥。 这 种 现

象 也 可 以 说 明 可 能 有 的 竹 笥 并 未 加 缄 封。 从 现 存 竹 笥

木 牌 书 写 的 文 字 来 看 有 两 种 风 格（图 三）。 根 据 仅 存 的

“利 豨”封 泥 出 土 位 置 及 其 对 应 木 牌 来 看，其 木 牌 文 字

与“唐（糖）笥”木 牌 属 同 一 种 风 格。这 种 风 格 的 木 牌 还

有 熬 鰿 笥、无（芜）夷 （荑 ）牛 脯 、熬 鸡 笥 、豚 载 （胾 ）笥 、

牛 炙 笥、卵 笥 、牛 载 （胾 ）笥 、熬 兔 笥 、枇 梨 笥 、熬 豚 笥 、

葸 笥 、濯 鸡 笥 等 12 种 ，都 是 些 食 品 之 类 ，与 小 结 木 牍

记 录“其 十 三 合 受 中”基 本 吻 合。 而 另 一 种 文 字 风 格 的

木 牌 包 括 食 品、衣 物、随 葬 明 器、钱 币 等 等，当 属 于“临

湘 家 给 ”的 物 品 。 “唐 （糖 ）笥 ”来 自 “禁 中 ”，又 见 “利

豨 ”封 泥 ，正 好 说 明 “受 中 ”可 能 是 来 自 嗣 侯 “利 豨 ”的

赗 赠 物 品。

对 于 考 古 现 象 而 言，有 时 候 随 葬 物 品 在 墓 中 所 处

的 位 置 比 物 品 本 身 更 能 说 明 问 题。 纵 然 有“利 豨”字 样

的 封 泥 出 现 在 缄 封 的 “唐 笥 ”竹 笥 上 ，作 为 身 份 认 证 ，

能 说 明 墓 主 人 身 份 的 当 是 墓 中 随 葬“利 豨”印 章，而 不

应 是 缄 封 在 竹 笥 上 的 一 枚“利 豨”字 样 的 封 泥，毕 竟 死

者 不 能 给 遣 送 自 己 的 随 葬 物 品 进 行 缄 封，更 无 需 由 别

人 代 为 缄 封。由 此 看 来，三 号 墓“利 豨”封 泥 是 个 孤 例，

它 不 同 于 汉 阳 陵 外 藏 坑 所 见 私 名 封 泥，也 不 同 于 南 越

王 墓 所 见“眜”封 泥，不 能 说 明 这 是 墓 主 人 亲 自 使 用 的

封 泥，而 应 另 有 他 人。 毕 竟 墓 中 不 见 利 豨 印 章，只 见 封

泥，封 泥 当 是 生 前 缄 封 之 用，若 死 后 缄 封“唐（糖）笥”，

显 然 不 合 常 理。 可 能 的 情 况 是，经 第 二 代 轪 侯“利 豨”

缄 封“受 中”物 品 之 后 送 给 丧 家（墓 主 人 家）办 丧 事，然

后 丧 家 将 其 作 为 随 葬 物 品 葬 入 墓 中。

结 语

总 而 言 之，从 考 古 学 的 视 角 观 察 分 析 西 汉 列 侯 的

分 封 与 传 袭 特 征 、家 族 墓 地 成 员 构 成 葬 俗 、汉 代 家 庭

与 家 族 关 系 以 及 汉 墓 封 泥 的 使 用 现 象 等 方 面，推 断 轪

侯 家 族 墓 地 祔 葬 墓 应 非 嗣 侯 ，而 应 是 嗣 侯 之 弟 ，其 合

理 性 比 较 而 言 显 得 明 显 一 些。

其 一 ，从 汉 初 列 侯 普 遍 存 在 的 继 承 权 来 看 ，嗣 侯

既 继 承 爵 位，也 可 以 继 承 丞 相 之 位。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在

其 父 利 苍 离 世 时 可 能 尚 未 成 年， 即 使 可 以 继 承 爵 位，

却 无 法 继 承 职 位，而 应 是 年 长 于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的 利 豨

继 承 了 爵 位，甚 或 继 承 丞 相 之 位。 另 外，从 墓 中 出 土 的

各 种 兵 器 及 机 密 军 事 地 图 等 实 物 来 看，三 号 墓 墓 主 人

可 能 是 长 沙 国 高 级 军 事 将 领“中 尉”，而 非 统 领 众 官 的

丞 相。

其 二， 从 考 古 发 掘 的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葬 俗 来 看 ，列

侯 墓 地 一 般 只 葬 列 侯 夫 妻 及 祔 葬 子 孙，不 见 祔 葬 嗣 侯

现 象 。 这 种 现 象 与 汉 代 核 心 家 庭 的 存 在 形 式 基 本 一

致。 依 此 现 象 推 断，轪 侯 利 苍 家 族 墓 地 祔 葬 应 非 嗣 侯，

而 有 可 能 是 嗣 侯 之 弟。

其 三 ，从 近 年 来 汉 墓 发 现 的 封 泥 来 看 ，封 泥 一 般

为 办 丧 事 者 或 赗 赠 者 缄 封 随 葬 物 品 所 用。 鉴 于 一 号 墓

墓 主 人 为 轪 侯 利 彭 祖 祖 母，三 号 墓 墓 主 人 为 长 沙 国 军

图 三 两 种 文 字 风 格 不 同 的 木 牌（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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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将 领，都 是 轪 侯 家 族 的 重 要 成 员，由 两 个 不 同 的“轪

侯 家 丞”缄 封 随 葬 物 品 应 该 不 成 问 题。 “利 豨”封 泥 缄

封 的 竹 笥 是“唐（糖）笥”，与 糖 笥 木 牌 文 字 风 格 一 致 的

木 牌 都 是 食 品 一 类 ，有 可 能 是 来 自 “受 中 ”，即 嗣 侯 利

豨 侯 府 禁 中 赗 赠 的 随 葬 物 品。

如 果 推 断 三 号 墓 墓 主 人 是 利 豨，那 么 就 得 认 可 两

个 唯 一 的 存 在：一 是 迄 今 发 现 的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始 封 侯

与 嗣 侯 墓 相 毗 邻 现 象 的 唯 一 存 在；二 是 迄 今 发 现 西 汉

列 侯 墓 地 不 葬 墓 主 人 私 印 而 葬 其 封 泥 现 象 的 唯 一 存

在。因 此，推 断 三 号 墓 主 人 为 利 豨 尚 存 疑，直 接 证 据 已

成 为 不 可 能，期 待 今 后 发 现 更 为 契 合 的 旁 证 再 来 作 这

种 身 份 推 断。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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