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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被废后，武帝曾孙，
“巫蛊之祸”后幸存下来，长于
民间的刘洵（初名刘病已）被择
立为帝。霍光之所以选择刘
洵，自然还是觉得他容易控制。

然 而 ，霍 光 再 次 看 走 了
眼。霍光生前，汉宣帝委政于
他，表面恭敬有礼，内心却非常
忌惮。霍光死后不足三年，汉
宣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腕将
霍家族灭，成功剪除了霍氏的
势力。

当然，汉宣帝仍然面临着

废帝刘贺的遗留问题。刘贺被
废后，依然回到昌邑，但并无封
爵，仅仅赐予他汤沐邑二千户，
而原来王家的财物都赐予了
他。

最初，汉宣帝对刘贺是忌
讳和防范的，曾命令当地太守
张敞暗中进行监视。张敞多次
跑到刘贺家中调查暗访，并将
情况汇报给汉宣帝，说刘贺“年
约二十六七，身体萎靡，仪态不
端，妻儿成群，行为言语略显白
痴呆傻”。汉宣帝这才终于放

心了，并封刘贺为海昏侯（今江
西南昌），以彰显自己的“仁
德”。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刘贺去世。从公布的海昏侯墓
厚重的随葬品来看，即便是在
废黜之后，这位昔日天子仍然
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
这显然与被废时仍被允许继续
享用原来的王家财物有关。更
多的细节，只有期待考古资料
的早日公布，以揭开其神秘面
纱了。 （北青）

汉宣帝多方防范废帝刘贺

在位27天
海昏侯刘贺的传奇经历

随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挖
掘的深入，人们都在期待更多
的考古成果。专家们根据信息
判断，墓主有可能是第一代海
昏侯刘贺。在谜底揭开之前，
不妨探究一下这位身世奇异的
海昏侯的真实面目。

刘贺？谁啊？历史上，他
既被封过列侯，又做过诸侯王，
甚至还当过皇帝，经历之精彩
丰富秒杀一众网络小说。不
过，虽然很多人对他都感觉很
陌生，但说到他的几个“小伙
伴”——汉武帝刘彻、西汉权臣
霍光、汉宣帝刘洵，大概多数读
者都不陌生了。下面我们以这
几位人物为线索，简单说说刘
贺的传奇经历。

首先来看汉武帝和刘贺的
关系。

汉武帝是刘贺的祖父，刘贺
的父亲刘髆，正是有“倾国倾城”
之貌、深受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
所生（对对对，就是那个“一顾倾
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
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的李夫人
啦）。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
刘贺被封为昌邑王（约在今山东
巨野县境）。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
皇帝，他继文景之后，开创了西
汉王朝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
然而在他晚年也出现了严重的
统治危机，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
对外扩张、个人的奢侈、用法的
严苛，使得国库空虚，社会矛盾
尖锐。另一方面，汉武帝与太子
刘据之间因个性及治国理念的
差异潜伏着矛盾，加之武帝晚年
身体不好，于是奸臣江充从中挑
拨，认为是有人利用巫蛊作祟，
酿成了“巫蛊之祸”。

最终，戾太子及卫皇后自
杀，卫氏均被诛杀，唯一的幸存
者仅有太子之孙，汉武帝的曾
孙，即后来的汉宣帝。

“巫蛊之祸”发生后，汉武帝
也逐渐意识到戾太子是被人冤
枉的，又大肆处置因迫害太子而
上位的那些人，来为太子平反昭
雪，并下罪己诏，追悔以前的过
失，将国家战略由对外扩张转向
与民休息，这就是著名的“轮台
诏”，因此避免了西汉王朝倾覆
的危险。

“巫蛊之祸”后，继承人的选
择便成了问题。征和三年（公元
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夫
人之兄）与亲家丞相刘屈氂密谋
立刘髆为太子。然而刘髆并不是
汉武帝中意的人选，事发后，李广
利投降匈奴，刘屈氂被腰斩。

后元元年（公元前 88 年），
即汉武帝去世的前一年，刘髆去
世，其死因不明，或许其中有隐
情。最终，汉武帝选择了少子刘
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并以霍
光、金日 、上官桀、桑弘羊辅
政，霍光成了“话事人”。

汉武帝“惹祸”

霍光本是西汉名将霍去
病同父异母之弟，他谨小慎
微，加上霍去病的关系，受到
汉武帝的信赖，故最终能受遗
诏辅政。汉昭帝统治期间，霍
光通过一系列举动排除了桑
弘羊、上官桀等异己，最终总
揽朝政，政由己出。

可是，汉昭帝年仅二十二
岁便去世了，又无子嗣，谁来
做新皇帝？这个难题自然也
落到了霍光头上。

昭帝无子，新皇帝自然首
选汉武帝的其他儿子，当时唯
独广陵王刘胥尚在，在群臣讨
论时，多数人主张立广陵王。
不过，广陵王“力能扛鼎，手
格猛兽”，颇为出众，霍光对
他很不放心，生怕他日后成为
一大威胁。恰好这时有人上
书迎合霍光的想法，于是，霍
光以上官太后（霍光外孙女）
的名义下诏，派人迎接昌邑王
刘贺（刘髆死后袭位为昌邑

王），以奔丧的名义入长安即
位。

至于为何选择刘贺，有专
家推测大概是基于以下几点
考虑：第一，刘贺辈分比刘胥
低，更便于利用上官太后来

“称大辈”；第二，刘贺还不到
二十岁，没准儿在政治上太年
轻；第三，据说刘贺还“很傻
很天真”，更易为霍光掌控。
就这样，刘贺传奇性地君临天
下了。

霍光挑中了“软柿子”刘贺

然而，刘贺的传奇并未结
束，才刚刚开始。

按理，这么一位仁兄被霍
光控制顺理成章，然而事情的
发展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即位
短短二十七天后，刘贺就被霍
光废黜了。

史书记载，刘贺被废的主
要原因是他淫乱，不守礼法。
包括什么奔丧途中违反各种规
定好似旅行啦；到长安城外应
该哭丧，刘贺却说嗓子痛，哭不
出来啦；即位之后，又行淫乱，
沉湎于酒色啦……总之各种不

靠谱儿，以至在废黜时，皇太后
听取大臣汇报，罗列他的斑斑
劣迹，都听不下去了，直说“够
了”！

当然，事实果真如此吗？
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历史
是胜利者书写的，对于被废的
刘贺而言，历史的记载免不了
有丑化渲染的成分。

根本上来说，刘贺被废还
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从刘贺
即位后的一些举动来看，他貌
似在着手恢复皇帝权力，自然
引起了霍光的警惕和不满。

这应该是霍光废刘贺的主要
原因。

从废立的过程来看，几乎
也是霍光的个人权势在主导。
霍光先是私下与车骑将军张安
世密谋废立之事，而后在未央
宫召集群臣会议。当提出要废
皇帝时，事出突然，吓得没人敢
表态，这时霍光的亲信田延年
拿着剑站出来说：“今天的事情
得当机立断，谁不赶紧表态，我
就把他给斩啰！”震慑之下，大
臣们只得纷纷叩头，表示听从
大将军安排。

不到一月废黜，大跌眼镜

明末大商人汪然明是徽州
盐商之子，富甲一方。更因其重
情任侠，义薄云天，被士人称颂，
甚至可以说，凡有诗文处，皆有汪
然明。而他居然和柳如是（明末
清初名妓、女诗人）是“好闺蜜”。

河东君柳如是和松江才子
陈子龙分手后，心高气傲的她立
誓要嫁给比陈子龙更有名、更出
色的人。柳如是在杭州的时候，
就寓居在汪然明的湖庄上。柳
如是长得“风姿逸丽，翩若惊
鸿”。汪然明不可能不为她动
心，但他知道柳如是的心迹后，
不但放弃了爱的幻想，还主动帮
助柳如是促成和钱谦益的婚姻，
足见汪然明君子本色。柳如是
现在留下的三十一通尺牍，就是
写给汪然明的。汪然明帮她刻
印出版后，还引起钱谦益的嫉
妒，老钱虽为文坛领军人物，论
气量，实不及商人汪然明。

汪然明富甲一方，仗义疏
财，又爱结交天下名士，生活奢
华当然也不可避免。他在西湖
造了一艘画舫，取庄子《列御寇》
中“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
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
舟”之意，请陈继儒题为“不系
园”，意为流动的园林，为当时西
湖上最大的画舫。汪然明还为
这艘画舫制定了十二宜九忌的

“不系园约”。十二宜为：“名流、
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
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
簋、却驺从。”九忌云：“杀生、杂
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
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
借。”而能有幸登上这条船的，都
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人墨客，名
优美姬，为时人羡慕。

当然，这种极尽奢华下的风
雅生活，旁人也只有羡慕嫉妒的
份。而汪然明作为富豪，邀天下
名士共一醉的豪兴，也无可厚
非。何况，汪然明并非胸无点墨
的俗商，他曾有赠友人诗云：“一
槕能轻万里尘，只缘无系世缘
轻。漫随流水禅心静，转向丛林
道念生。”可见绝非俗类，而当时
名士喜欢与他结交，并不纯粹是
因为他富裕。否则崇雅黜俗，标
榜清流的士人也不愿和他走得
太近，以免沾染清誉。

汪然明是性情中人，虽因当
时流俗，常与风尘女子结交，但
并无轻慢的意思，相反还倍加怜
惜，柳如是就是一个例子。

女诗人王薇，出生风尘，苦
恋竟陵派诗人谭元春，但落花有
意，流水无情。绝望之余的王薇
回到杭州后，心如死灰，自号“草
衣道人”皈依佛教。汪然明知道
后，不但为她接风洗尘，还出资
在西湖断桥为她建造了别墅“净
居”，无偿供她居住。此等急公
好义，让人感觉汪然明人性的温
情和人格的正派。

汪然明晚年曾有一诗：“世
事看来总场戏，如何偏我独多
伤。每逢按剑无男子，尤喜谭诗
遇女郎。”性情之真，恐非一般士
林俗生可比。

作为明末从浮华到苍凉的
一个见证人，汪然明不但是西湖
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更是一个艺
术赞助人。在汪然明去世后，钱
谦益在写他的传记中说：“然明
殁，湖山遂无主人矣！”这应该是
一个客观的评价。

（综合）

重情义的巨商
汪然明

石单

电视剧里的刘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