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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汉是两千年前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东方大国，它创造的灿烂文明，不仅照亮了古代东方，而且照
亮了整个古代世界。
但是，两千年的尘土和风霜，掩盖了它光辉的容颜，而中外史籍对它的记载，简单又朦胧。
遥远的西汉王朝在人们的心目中，像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又像一个渺无涯际的大海，渺茫而神秘，
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
    1972年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的发掘，使古老的西汉文明又重现在我们面前。
墓中数千件随葬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世界文明古国昔日的迷人风采。
这里边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彗星图，最早的太阳黑子图，最早的通过实测的地形图，最早的城市图：
有许多最古老的乐器，最古老的医药，最古老的兵器和光亮如新的漆器；有虽经两千多年仍然红艳艳
的杨梅和黄澄澄的稻谷；有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精美木俑；有许多最古老的彩绘帛画；有数以百
计、品种繁多的丝绸；有帛书、竹简、古籍数十种，既有历史、哲学、文学、军事、宗教、艺术、绘
画等社会科学著作，又有天文、地理、医药、历法、气象、建筑、畜牧等自然科学著作，宛如一座地
下图书馆。
一号墓的女尸，经两干多年仍旧面目如生，似沉睡未醒。
有道是“山中自有千年树，世上难寻百岁人”。
两千多岁的人有谁见过？
总之，马王堆汉墓是一座世界古代文明的宝库，里边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文明宝藏。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是愿意到这个神奇的古代文明世界去旅游的吧，那么，就让我来当您的向导，
现在就开始我们愉快的西汉文明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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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王堆汉墓不朽之谜》记录的是二十世纪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过程，这座汉
墓因出土千年不腐女尸而名震天下。
《马王堆汉墓不朽之谜》中作者讲述了如电影般亲身经历，妙释出土文物，修正《史记》错误，再现
西汉墓主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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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举有
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白鹭湾。
196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
曾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现为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曾参加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和帛书整理工作。
著有专著《马王堆汉墓文物》等，作品曾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在国内外三十多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专业文章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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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年之谜    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有一座方圆半里的小山，山上有两座高约十八九米的大土堆
，当地人称它为“马王堆”。
    站在马王堆顶上向远处眺望，东边和南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稻田，西边是繁华的长沙市市区，湘江
支流浏阳河从东边转向西北蜿蜒而过。
    天上白云悠悠，地上河水潺潺，马王堆上芳草萋萋，这里没有墓碑之类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可供
考证的遗迹。
有人说，从马王堆这个名字，也许可以找到它的来历吧。
    查阅史料，在清朝光绪年间(1875一1908)编撰的《长沙县志》卷四的“北关外山水图”中，我们找到
了“马王堆”的名字。
据《湖南省通志》引《善化县志》(善化县在明清时属长沙府，在今天长沙市境内)记载：“马王疑冢
，在县东南五里，楚王马殷筑。
”又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编撰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记载：“五代楚王马殷疑冢在省城东北。
”    所谓疑冢，就是假坟。
因为古代盗墓成风，五代时期就在湘地建国的楚国国王马殷(852—930)，生怕他死后坟墓被盗，于是
在建造生坟时，故意建造了许多假坟，让盗墓者真假难分，这就是所谓的疑冢。
如果马王堆真是马殷所造，那么，距今就有一千多年了。
    关于这个墓地来历，史书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北宋时期《太平寰宇记》上的记载，说这两个坟堆叫“双女冢”，葬的是西汉长沙王的母
亲、汉景帝的妃子唐姬和程姬。
清光绪年间编撰的《大清一统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另一种说法是《湖南省通志》引《旧志拾遗》记载，认为这两个坟墓是长沙王刘发和他母亲唐姬的墓
。
不管上述记载如何，总之，这两个坟堆与西汉长沙王刘发是有关系的。
既然与西汉长沙王刘发有关系，那么我们就从他那儿去寻找线索。
我们在《汉书·长沙王传》中查阅到下述记载：唐姬原是汉景帝的妃子程姬的侍女。
有一天，景帝召程姬侍寝，不巧的是，程姬正是经期，不便同床，便叫她的侍女唐儿去伺候。
景帝宴罢归来，醉眼朦胧，就和唐儿同床共寝。
唐儿因此怀孕，后来生了个儿子，取名发，封为长沙王。
景帝死后，唐姬就到长沙国和儿子一起生活。
据说唐姬死了以后，就埋葬在长沙国首都临湘，即今天长沙市马王堆这个地方。
    民间传说远比《汉书》记载生动有趣。
据传，汉代有一位皇帝60多岁了，虽妻妾成群，但都没有生儿子。
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皇嗣比什么都重要，它关系到政权的维持和国家的兴亡。
宰相建议皇上再找一个女子，但后宫都招满了，再找怕招人笑话，于是只能秘密进行。
他们在湖南找了一个名叫肖彩娥的民间女子。
彩娥进宫后，深受皇上宠爱。
一年后就生了一位皇子。
皇上非常高兴，就在孩子满周岁的那天，把他立为太子，还亲手写了一份“太子诏”，说他百年之后
，传位给太子。
彩娥有了“太子诏”，就向皇上提出，要与皇后平起平坐。
皇上对此十分为难：同意吧，彩娥出身微贱，皇太后和文武百官不会答应；不同意吧，又怕彩娥闹。
于是召来宰相商议。
最后决定秘密杀死彩娥，把彩娥之子说成是皇后之子。
此事交给一位老太监去执行。
谁知老太监是个慈心人，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彩娥，要她火速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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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娥逃走之后，老太监就自尽了。
    彩娥先逃回湖南，后辗转于广西、云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饱尝辛酸痛苦。
一日，她感到今生今世再无出头之日了，于是心灰意冷，纵身跳下悬崖。
也是她命不该绝，就在跳下悬崖的刹那，她被在崖下打柴的曹二亮所救，背回家去。
经过细心调理，她慢慢养好了伤，后来，她与曹二亮结为夫妻。
    斗转星移，15年之后，她的儿子登基，继承了皇位。
彩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曹二亮，要曹二亮到京城去找皇上。
几经周折，曹二亮见到了皇上，把彩娥的实情一一说了。
皇上是个孝子，为了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也为了报答曹二亮救母之恩，就封曹二亮为长沙王，彩
娥也就成了贵夫人。
彩娥死后，就和曹二亮合葬于长沙东门外。
这就是马王堆的来历。
    上述所引有史书，有方志，还有民间传说，但是马王堆里究竟埋葬的是谁，是什么时候下葬的，仍
然无法找到科学的定论。
马王堆几千年来依然是当地人无法解开之谜。
    “火洞子”    为了弄清马王堆的真相，195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组织了一个长沙考
古工作队，在副所长夏鼐的带领下，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长沙，对马王堆进行实地勘察和钻探，初步
断定是一处汉代墓葬群，时间比所谓马殷墓要早一千多年。
    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它正式确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在1961年竖立了省级文物保护标
志。
但是后来这块保护标志在“破四旧”的喧嚣声中，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正是这一疏忽，为揭开马王堆真相创造了契机。
    1970年，当时国家提倡“深挖洞”，到处开挖备战工事，进驻马王堆的军区医院的同志看到马王堆
，以为它们只是两座小山，认为是一个“挖洞”的好地方。
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决定在这座“山”里建造地下病房。
    这个地下病房开始时准备开东西两个巷道口。
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刚一实施就受到了挫折：东边的巷道才掘进10多米，就严重塌方，无法继
续施工，并且发现了像糯米糍粑一样软的白膏泥。
他们用钢钎去探查，立刻从钢钎穿透的小洞里喷出一股气流。
大家以为地里面是空的，就用水去浇灌，谁知气体冲劲很足，水立刻被冲走；抽烟的人好奇地用火去
点，竟然燃起蓝色的火苗。
施工人员大为惊异，以为遇到了什么古怪的东西。
医院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军区后勤部，接着又报告湖南省委。
电话在长沙城里辗转了三天，最后才到达博物馆。
博物馆立刻派人直奔马王堆。
当他们进入施工现场时，还见到不少人在那里点火抽烟！
看来火苗烧了三天三夜还没有熄呢。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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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汉武帝小时候，听说表妹陈娇要嫁给他，他高兴地说：“要是阿娇嫁给我，我就盖个黄金宫殿给她住
。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源。
我们这里说的“金屋藏娇”，有另外的意思，就是给软侯夫人辛追盖了一座地宫。
    在地下长“眠”两千多年后，软侯夫人重见天日。
如何将她保存下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地下两千年，地上至少也要保存两百年。
为了做到这一点，经专家们认真研究之后，决定在湖南省博物馆大院内，依照一号墓的情况，给她建
造一座地宫。
这座地宫的最初设计，是打算完全依照原墓的样子，挖一个墓室，墓室周围填塞大量木炭，木炭之外
，填塞厚厚的白膏泥，然后，把软侯夫人置于墓室中央。
墓室有入口，可供人们参观。
墓室上面，盖一座大楼，将陈列马王堆汉墓文物，以供游客观赏。
给轶侯夫人建地宫的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李先念同志亲自批给建筑经费100万元。
    地宫的建筑从1974年初开工，到7月建成。
这是一座4层的房子，其中二层在地下，二层在地上，最底层是用白瓷砖镶嵌的。
室内一端放置着透明的棺材，棺内放置着用福尔马林防腐药水浸泡着的软侯夫人：另一端放置解剖取
出的内脏器官。
墓室周围虽然没有照原设想的放木炭和白膏泥，但用空调保持着8—10℃的温度和60度左右的湿度。
这种恒温恒湿。
对女尸的保护有着重要作用。
    一层和二层之间，有个2米长、1．5米宽的窗口，游客可以从窗口俯视软侯夫人的全貌。
第二层室内放着一号墓的锦饰内棺、红地彩绘中棺和黑地彩绘外棺。
第三层(即地面上第一层)陈列着马王堆汉墓各种精美的随葬品，计有数百件；另外的随葬品，保存在
第四层(地面上第二层)特制的库房内。
这座地宫是防震的，能抗住六七级强度的地震。
    现在，软侯夫人在地宫中已安居了30多年，她接待来访的客人恐怕已有千万人之多，而且，还常常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亲切问候：“软侯夫人近来可好？
”最近，国家计委和湖南省政府又联合出资，资金近一个亿，将在地宫前面，建造一座完全现代化的
艺术宫，目的是希望两千多岁的软侯夫人迁入新宫后延年益寿：由她带来的数千件珍宝，亦在新宫永
久存留，让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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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
还要多⋯⋯    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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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举有所著的《马王堆汉墓不朽之谜》记录了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的发掘，使古老的西汉文明又重
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彗星图，最早的太阳黑子图，最早的通过实测的地形图，最早的城市图。
还等什么？
就让本书作向导，开始一场愉快的西汉文明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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