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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馆藏西汉刑具概述

程艳妮 

    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公元前141）与其皇后王氏(?-公元前126年)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寝。坐落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村北原

上。汉阳陵始建于公元前153年（即其即位的第四年），完全建成于公元前126年。规模宏大，布局合理，保存完好，内涵丰富，体现出西汉一朝鼎盛时代追求壮丽宏阔的社

会风貌和气息，为第五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汉阳陵除其主体建筑汉景帝陵封土和王皇后陵封土外，尚有南阙门遗址、“罗经石”遗址、司马道遗址、南北区从葬坑、大臣

陪葬墓园、阳陵邑遗址等文物遗存多处。近20年来，经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彩绘着衣式陶俑、彩绘塑衣式陶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尤为引起社会关注，在此基础上发表的

大量考古发掘简报、研究论文、学术著作等科研成果为研究文景之治、西汉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祭祀制度、陪葬制度等提供了更加翔实和有

意义的资料。相较于上述遗址区域考古、历史、文化内涵研究的丰富繁荣，阳陵另外一处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重要遗址——修陵人墓地的关注度就显得十分不足。忽略了修

陵人墓地及其出土遗物的研究，就等于是割裂了汉阳陵从最初规划、修建到最终修讫、入葬这一整体过程的完整性，也就使人们无法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文景之治和汉

景帝的历史形象，更无法对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特别是西汉前期所处于的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刑罚制度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因此我认为介绍研究刑徒墓地遗址及其

出土文物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撰写此文的原因所在。 

    一、汉阳陵修陵人墓地的发现 

    1972年春，当时的咸阳市红旗公社九张大队村民在修建水库时，于距汉阳陵帝陵封土西北方1．5公里处，发现了大量带着铁质刑具的骨架。在接到当地群众报告后，原

陕西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发掘清理了这些墓葬，自此揭开了汉阳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因为在此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尸骨都带着铁钳、铁釱等刑具，专家据此推测这里

可能是当时在修建汉阳陵时因各种愿意死去的髡钳刑徒的墓地，便将这处遗址命名为“汉阳陵钳徒墓”。据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1]一文介绍：在修建水库的

过程中共挖出29座刑徒墓，有35副骨架。经过探测，墓地的实际面积有8万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万具以上的刑徒尸骨。这些墓葬排列无序，葬式不一，墓坑多呈长方形或不规

则形状，墓坑深度距现在地面不深，约0.85米至1.7米左右，压在汉代文化层下。单人墓葬的面积较为狭小，填土褐红色，夹有少量绳纹筒瓦和夹砂红陶釜残片。刑徒的死亡

原因不一，有的死于斩刑，身首异处（如1号墓所葬刑徒），有些则死于腰斩，骨盆以下躯体与躯干脱节（如2号墓第4号骨架），埋葬方式也有不同种类，有些为单人葬（如

1号墓），有些则为数人合葬或叠压葬（如2号墓所葬六人，1—4 号骨架在上层，5—6号骨架在下层 ）。死者死亡方式悲惨，尸骨埋葬杂乱无章，没有任何棺椁葬具和陪葬

品以及反映死者姓名身份的墓砖文字等资料，相较于河南洛阳发现的使用棺椁装殓，埋葬有大量刻有刑徒名字、身份等信息的墓砖文字及少量陪葬物品的东汉刑徒墓葬[2]而

言，汉阳陵刑徒墓地不但时代更早，而且官方处理死者的生前身后也更加残酷凄惨，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西汉前期刑法制度的严苛残暴和对罪犯惩罚制度的严厉。也为研

究包括汉景帝阳陵的西汉帝陵的建筑及使用劳役情况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1978 年初，杜葆任先生发表《汉阳陵附近的钳徒墓》一文，确认了此处即为修建汉阳陵的刑徒

墓地。 

    二、秦汉时代使用刑徒举例 

    秦朝是一个严苛残暴的时代，大量的工程建设动用了为数巨大的军队、平民以及刑徒。而使用刑徒则是秦汉时期司空见惯的情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

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嬴政东巡经过衡山（今湖南湘潭县西）、南郡（今湖北荆州），欲渡江拜谒湘山祠时，突遇大风，几乎难以过江，不禁勃然大怒，即下令命刑徒

三千人砍伐青草山上的树木。可见秦始皇时期刑徒的数量相当多，皇帝临时性的一道命令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纠集到刑徒三千人，如果这三千刑徒不是跟随秦始皇巡视队伍从

咸阳带出的，则说明在地方上，可能也有数量众多的刑徒。又如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3]这条记载，

透漏出几方面信息：首先，这些刑徒在从事工程建设之前都已经被处以了宫刑。似乎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只有用这种残忍的刑罚才能让犯人们死心塌地的劳作而不致反抗。

数十年后的汉景帝也于中四年三月秋天，准许修建阳陵的刑徒以受宫刑的方式免于死罪。第二，刑徒的人数有70余万。70余万的人数是否确切，现在考证起来已属不易，但

有一点可以证明，在刑法严苛、罪网密布的社会中，触犯刑法而遭到惩处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法令越是严苛，罪责越是严酷，刑徒的数量也就越多，70余万的人数在秦

始皇时代总人口中所占极高的比例，也可以说明当时刑法的严苛程度。其三，人口数量的刑徒同时开工参与当时几个大型工程的建设活动，这表明，使用刑徒作为主要劳动

力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很有可能当时许多地方和领域大都是以使用刑徒劳动为主。正是这些刑徒，不堪秦王朝的残酷剥削，奋起反抗暴政，成为了秦朝的掘墓者。《史

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4]鉴于这种情况，刘邦最终决定释放这些刑徒，而刑徒也自愿和刘邦一起反抗秦朝，于是这些刑徒便奠定了刘邦日

后抗击秦将，抵御项羽，最终统一中国的军队的基础。 

    西汉时代，中央政府和三辅地区的大型工程一般包括都城长安城墙的修建、宫殿官署的建造和帝后陵寝及其它附属设施的建设等几部分。汉长安城城墙自汉惠帝即位的

第三年春天（公元前192年）开始修建，西汉中央政府一次就征发了14.6万人，征用劳动力范围达到长安周围六百里之内，这其中不仅仅有男丁，大量妇女也被征用。[5]在

此，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汉长安城的修建有刑徒的参与，但是如此众多的人数也可以证明当时工程建设的难度与强度。 

    三、西汉刑罚制度与汉阳陵刑徒的种类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代的劳役徒刑有髡钳城旦、完城旦、鬼薪、隶臣、司寇以及罚戍等六种。众所周知，西汉时期的刑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变化过程。

西汉建国伊始，统治集团意识到秦二世而亡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刑罚太重。因此在进入关中之始，首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6]并且减轻了秦朝烦



苛的赋税徭役，得到了关中父老的拥戴，也为刘邦集团最终建立汉朝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不久之后，统治阶级又发现，在天下尚没有最终安定，战火硝烟仍然四处弥漫

的混乱时期，过于简略的约法并不足以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于是丞相萧何等人又在继承秦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删繁就简，作律九章。此后，经过惠帝、吕后

直至文帝在位期间一直使用，没有做出较大的更改。史载文帝时期，社会上“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

风” [7]。其后，又因为齐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文帝，指出当时刑罚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而使文帝下令“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 [8]废除永久性伤害犯人身体的肉刑，并按罪行大小厘定刑罚，同时又给予安分守己的罪犯已服刑期满，即可赦免为庶人的优厚处置，这不但是汉文帝遵从黄老

之术，无为而治，宽厚治国的显著体现，更是西汉刑罚制度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然而到了景帝时期这种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在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的主持下，景

帝最终下令：“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

人”。颜师古注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9]分析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何种法令该受到相

应的惩罚，但是将责罚的措施和相应的服刑方式的变更作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即由该段中最重的刑罚“城旦舂”，经过三年服刑减轻为“鬼薪白粲”，再经过一年的惩处降

为“隶臣妾”，再经过一年服刑就可以被赦免为庶人，重新获得自由。这道命令看似宽容，可是后文紧接着就对此项政策评价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

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其后，虽然景帝又对刑法作出相应调整，减轻了部分刑罚程度。可是终汉一代，刑法制度都没有再出现过更大调

整。在汉阳陵修建过程中，使用刑徒几乎与其相始终。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三月，刘启正式下令修建阳陵、渭桥。至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再至

中四年（公元前146年）秋，赦徒作阳陵者。[10]并且格外开恩，死刑犯如果愿意被处以宫刑则可以免除死罪。据此，我们分析，修建汉阳陵的刑徒的罪责主要有髡钳徒和死

刑徒两种。较轻的一种是髡钳徒，所谓髡钳就是就是城旦。城旦的职责是边境筑城和防备。使用这部分刑徒修建帝陵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死刑徒较之髡钳徒罪责更大，

因此势必也会使用铁钳、铁釱等刑具。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中所展出的铁钳(图1)和铁釱（图2）等刑具，便向我们展示了阳陵修造过程中的辛酸与残酷。铁钳是带有与圆形圈

成直角的铁杆——翘的一种刑具。展出的铁钳重3斤左右，翘长在30厘米，是戴在颈部的。另一类称为铁釱，铁釱分为两种，圆形和马蹄形，重达2到3斤，是戴在脚上的。据

推测当年修建阳陵时役使了数万刑徒，虽然远不如秦始皇驱使72万人那样残暴，但是与西汉最鼎盛时期的6000万人口相比，这个数目在景帝时期已经显得十分巨大！铁釱铐

在脚上，刑徒的步伐会变得沉重、蹒跚。铁钳套在刑徒颈部，只要其稍稍直立，铁翘就会刺到脊背。刑徒修陵或从事其他工程建设时就是在这样的痛苦和残酷的侮辱中摧毁

人的躯体、意志和尊严。刑徒墓地中埋葬的刑徒死因是明确的，但是他们的身份则很难确定，因此，我们认为，这部分刑徒既有可能是髡钳徒，也有可能是死刑徒。可能是

其在修陵中，劳累伤病或是企图反抗而死亡或被杀的。 

   人们不禁疑惑，难道文景时代的社会矛盾如此复杂严峻，以至于竟使得数万人践踏王法，身陷囹圄，既而又承担修筑皇陵这种令人九死一生的繁重劳役。历史总是令人难

以琢磨，匪夷所思，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现的汉阳陵刑徒墓地和大量身戴刑具的刑徒尸骨，成了证明帝王将相万恶不赦，奢靡残暴的“罪证”，今天我们并没有任何苛责封建

帝王的意思，这些刑具和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所陈设的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陶俑、金银器、玉器、青铜器相比似乎显得愈发落寞，甚至无人问津，它们在阳陵文物中又占有

如何地位？我们应该明白，阳陵的建设应该归功于这些无名甚至有些污点的刑徒。通过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使用刑徒从事大型建设是秦汉时代普遍通用的一种惩罚方式。文

景时代，号称服膺黄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可汉阳陵在长达28年修建工程中所役使的大量刑徒，又会对这座盛世高峰增添一个沉重而真实的注解。这样做，一是为了弥

补因徭役与兵士数量不足而带来的劳动力缺乏，缓解百姓徭役的负荷和军队劳作的压力，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国防、朝廷安全等不受影响。二是可以使刑徒在劳动中有所悔

过，由于身上带着铁钳、铁釱等厚重的金属刑具，管理起来也相对容易，难以发生刑徒逃亡或反抗等对抗性事件。既耗费了刑徒的精力，又把刑徒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值，这

种做法可谓是在人格精神与身体两方面惩罚刑徒，第三则在于，用繁重的劳役和厚重的刑具惩治刑徒，对于震慑犯罪或恐吓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持社会治安都有帮

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可能有过违背律法，作奸犯科的罪行，让他们修筑帝陵也不失为一个良策，既减轻了民人的徭役负担，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恢复提高，同时

也使刑徒有了一个赎罪自省的过程，这种政策，大概就是使用刑徒从事工程建设的立足点了。今天我们回顾汉阳陵修陵过程中使用刑徒的情况，撰成此文，也算是我们对这

些逝者的一些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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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8][9]班固：《汉书•刑法志第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9页、第930页、第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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