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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梅花 张艳

古代统治阶级内部因争权夺利的需要，充
斥着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善良的人性往往被
遮蔽起来。

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中，京师长安弥
漫着告密、诬陷的腥风血雨，数万人无辜惨
死，西汉的国本受到严重动摇。

在惨烈的屠戮中，却也保存着些许动人的
人性之光。当时的狱官丙吉，冒着自身甚至全
族性命危险，不惜违抗武帝的命令，始终保护
着尚在襁褓的皇曾孙（后来的汉宣帝）。而当
皇曾孙即位后，他却不言过去的付出，令时人
和后世钦佩感动。

“丙吉悉心照料皇曾孙，并没有任何的政
治企图。起初皇曾孙还是一个要犯，后来虽然
恢复皇族身份，但想即位无疑是天方夜谭。我
更相信丙吉的付出源自他性情中的怜悯和善
良。”曲阜文史馆馆员、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
授孟继新说。

以命相护巫蛊犯人
丙吉的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他出身司法小

吏，熟悉刑律法令，早先在鲁地担任过狱官。因为
决狱果断准确，他逐渐升迁至朝廷中的廷尉右监

（廷尉的属官）。
西汉时期刑律苛刻，许多人动辄得咎。丙吉

也因触犯律令而丢掉了京师官职，重新回到地方
担任州从事（州刺史的属官）。

丙吉此时被贬到地方，既是仕途的不幸，也
是人生的幸运。汉武帝晚年时期，随着年事渐高，
猜忌善妒之心日重，政治环境高度紧张，许多官
员接连惨死。对刚直敢言的丙吉来说，此时离开
京师无疑是一件幸事。

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廷动荡接连
爆发。先是大侠朱安世告发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
敬声和武帝女儿阳石公主有染，及公孙贺在驰道
旁埋人偶诅咒皇帝。此事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
下，牵连越来越广，最终，公孙贺父子、卫青长子
卫伉、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被处死。公孙贺的
夫人是卫皇后的姐姐，卫伉是卫皇后的侄子，他
们的惨死是对卫家势力的重大打击。

不久，汉武帝又派宠臣江充清查巫蛊案。江
充和太子刘据早有嫌隙，就用酷刑拷问大臣和百
姓，最终将巫蛊祸水引向太子。大臣和百姓为求
自保胡乱供认，致使数万人冤死。

刘据想为自己申辩，却无法见到汉武帝。他
只得起兵反抗，虽然成功杀死江充，最终却被武
帝镇压。因为涉及谋反，卫皇后与太子不得不相
继自杀。刘据的妻妾和三子一女也都被杀害，只
有襁褓中的孙儿刘询（即刘病已）逃过一劫。他虽
然没被杀死，却也被关押在京城监狱中。

“巫蛊”案件爆发后，京师刑狱案件激增，狱
官人手捉襟见肘。丙吉因为熟悉律令，又担任过
廷尉属官，就被从地方调到中央管理巫蛊案的监
狱。

丙吉知道这次赴任凶险万分，必须谨慎勤
勉。但他不知道这次调动将谱就一段感人至深的

“人性”佳话。
刘据因无法自辩而被迫起兵，令天下人都感

到惋惜，许多官员对太子冤死心怀同情。丙吉也
“心知太子无（谋反）事实”，所谓巫蛊诅咒完
全是奸邪小人诬陷。因而丙吉“重哀（皇）曾
孙无辜”，见到婴儿刘询分外怜悯。虽说丙吉
没有能力让皇曾孙离开监狱，但也尽己所能呵
护他。丙吉在监狱中挑选了两位谨慎厚道的女
囚胡组、郭徵卿，让她们哺育照料婴儿。为了
皇曾孙健康成长，他还特意把他们安置在清静
宽敞的牢房里。

因为秉承一颗怜悯之心，所以丙吉处理巫
蛊案件谨慎认真，并不草草决断他人性命。两
年之后，巫蛊风暴渐渐平息，丙吉的案件还没
有审理完，许多无辜囚徒也因此保全了性命。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年近古稀的汉
武帝患病，居住在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里休
养。当时谶纬学说盛行，皇帝也对此深信不
疑。武帝为了尽快康复，特意请了一位“望气
者”来诊断自己患病的“祸源”。这位“望气
者”也许是信口开河，也许是对京师囚徒不
满，因而对武帝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
他还建议，皇帝若要尽快恢复健康，必须根除
这股天子气，也就是对囚徒大开杀戒。

古往今来，一些皇帝为祈求延年益寿，往
往通过大赦天下来制造祥瑞。但武帝却对“望
气者”的诊断信以为真，马上派遣使者，命令
他们巡视监狱，将巫蛊案的犯人资料抄录清
楚，无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

当内侍郭穰连夜抵达监狱时，丙吉直接紧
闭大门，坚决阻止他进入。郭穰提醒丙吉违抗
皇命的严重后果，丙吉严肃且无畏地说：“皇
曾孙在里面，其他无辜的人尚且不能随意杀
害，何况是皇帝幼小的亲曾孙？”为了保护皇
曾孙和其他犯人，丙吉在牢房外寸步不离，和
郭穰一直对峙到天明。

次日拂晓，郭穰眼看实在无法进入监狱，
就回到皇宫弹劾丙吉。

西汉刑律严厉，违抗命令下场凄惨。巫蛊
之祸中，北军将领任安因“坐观成败”而被武
帝腰斩；官员田仁因不忍而私放太子，武帝将
其诛杀。御史大夫暴胜之替田仁求情而下狱，
在牢房中惶恐自杀。

按照武帝平日性情，丙吉恐怕难逃死亡命
运。但这次天公作美，武帝似乎有所悔悟，难
能可贵地说：“天使之也。”他不仅没有为难
丙吉，反而宣布大赦天下。监狱中关押的巫蛊
案犯人因丙吉而得以存活，纷纷赞颂他“恩及
四海矣”。

尽己所能照顾皇曾孙
大赦之后，丙吉对守丞令谁如说：“大赦之

后，皇孙不应当再在官狱之中受苦。”他让谁如撰
写一份官府文书送给京兆尹，要求京兆尹妥善安
置皇曾孙和胡组。但京兆尹因没有得到诏令而拒
绝接受，还把胡组和皇曾孙送了回来。

丙吉只能尽己所能为皇曾孙提供最好的生
长环境，他选择最舒适的牢房给胡组和皇曾孙生
活。但牢房阴暗潮湿，条件毕竟恶劣，导致皇曾孙
时常患病，有时甚至“几不全者数矣”。丙吉每每
寻找名医诊治，并一再嘱咐胡组悉心照料皇曾
孙。为了改善皇曾孙生活条件，丙吉“视遇甚有恩
惠”，经常自己出钱为他购买衣食。

胡组是一年刑期的女囚。当服刑期满后，她
就要出狱回家了。皇曾孙因长期和她在一起，恋
恋不舍，嗷嗷大哭。丙吉便用自己的俸禄继续雇
用胡组，让她留下来和郭徵卿继续抚养皇曾孙。
几个月之后，丙吉见胡组特别思念家人，才让她
回家团聚。

皇曾孙渐渐长大，对营养的需求也日益旺
盛。丙吉找到掌管掖庭府藏的官吏，希望能多提
供一些米肉。官吏无奈地对丙吉说：“我们也想供
给皇曾孙上等食材，但因为没有得到诏令，所以
没有办法这样做。”当时丙吉俸禄虽然微薄，但还
可以保证自己每月吃到米肉。为了皇曾孙成长，
丙吉就拿出俸禄的大部分给皇曾孙购买食物。

丙吉只要一有空，就亲自去探望皇曾孙，查
看他的抚养情况，送去好吃的食物。有时丙吉生
病或抽不出身，就派遣一位叫伍尊的士卒代替自
己去。他每次都交待伍尊，必须仔细查验被褥的
干湿厚薄，还要告诫胡组、郭徵卿，不许她们离开
皇曾孙。

在丙吉的关照下，皇曾孙虽然身在牢狱，也
曾患病，但还是茁壮成长起来。

后来，丙吉将皇曾孙从监狱里接出来，送到
皇曾孙外祖母史家抚养。经过丙吉和一些官员努
力，皇曾孙顺利恢复了皇室族籍。但因为皇曾孙
当时年幼，对丙吉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

丙吉从不对人夸耀自己所做的一切。除了胡
组、郭徵卿，以及那位名叫伍尊的士卒外，只有极
个别的人对此稍稍知情。随着胡组、郭徵卿出狱
返乡，伍尊听从丙吉要求守口如瓶，故丙吉的善
举一直不为人所知。

举荐皇曾孙接任帝位
在汉武帝晚年，最受皇帝信任的大臣是霍

光。武帝临终前，特意赐霍光一幅《周公背成王朝
诸侯图》，希望霍光能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刘
弗陵。当时朝廷内一切事务，都由霍光来决定。

此时皇曾孙在外祖母家中快乐成长。而丙吉
也受到霍光器重，先后担任车骑将军市令、大将
军长史。霍光很欣赏老实忠厚、办事勤勉的丙吉，
相继提拔他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

年轻的汉昭帝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继位，
霍光就派丙吉等人去迎接昌邑王刘贺即位。太后
的玺书上说：“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

（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
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在正史《汉书》记载中，刘贺是一位昏庸无道
的人物。他于傍晚时分接到诏书，迫不及待地令
人掌烛阅读。次日正午，刘贺就急急忙忙带领数
百人从封地巨野向长安出发。不到傍晚，车队到
达定陶附近，4小时左右就疾驰一百多里地，导致

“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
一路上，刘贺购买长鸣鸡、积竹杖，又搜罗年

轻女子，行事鲁莽而欠周密。到达长安郊外时，有
人劝谏刘贺应遵从丧葬礼仪，“望见国都哭”，以
表达对昭帝和群臣的尊重。刘贺却以咽喉肿痛不
能哭为由一再拒绝。

刘贺的草率和急躁，丙吉全部看在了眼里，
深觉他不是一位合适的皇帝人选。

刘贺到达长安后，其放肆滑稽的表现，很快
让朝臣大跌眼镜。根据正史记载，他即位仅仅二
十七日，就干了多达1127件坏事。但也有一些历
史学者认为，昌邑王刘贺被废的根本原因，是他
自昌邑国带来数百名官员，希望用他们立即取代
霍光等朝臣。掌握朝廷大权的霍光难忍大权旁
落，代表朝臣群体当机立断废黜了刘贺。

霍光决定废黜刘贺后，一时无法定下能让各
方接受的新君人选。在这关键时刻，丙吉发挥了
关键作用。他向霍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能
尽快定下皇帝人选：“将军侍奉孝武皇帝，受襁褓
之托，担当天下重任。现在孝昭皇帝英年早逝而
没有继承大统的人，天下为此感到忧虑，都想快
点有能继位的国君。昌邑王虽然是按照礼制所
立，但不是理想的国君人选，所以您以大义废掉
他，天下没有人不服从的。现在社稷宗庙群生的
命运，都掌握在将军手中。”

在催促霍光尽快决定人选后，丙吉郑重推荐
了皇曾孙刘病已：“我在民间曾考察打听过，皇室
子弟、同宗诸侯，没有谁拥有很高的声誉。而遗诏
所养的武帝曾孙刘病已，如今生活在宫廷外。我
以前送他到民间时，他还非常年幼，如今有十八
九岁了。他了解经术，也有才干，而且办事稳重有
礼节。希望将军能够仔细考察，再参验蓍龟占卜
的显示。如果他是合适人选，可让他先入宫侍奉
太后，好让天下百姓知晓他，然后再决定皇位大
计。”

皇曾孙与武帝、昭帝血脉亲近，又没有任何
权力基础，利于霍光继续控制朝政。因而霍光对
丙吉举荐的人选非常满意。霍光派刘德与丙吉去
迎接刘病已入宫，不久立他为新皇帝，就是后来
的汉宣帝。

因为拥立有功，汉宣帝大封功臣，丙吉也被
封为关内侯。

有大恩不与外人道
汉宣帝年幼被关押在监狱时，处于生死一

线。武帝滥杀的关键时刻，是丙吉舍命抗旨，才使
襁褓中的宣帝免遭杀害。后来丙吉又极力呵护照
料，使他能够多次病愈、健康成长。昌邑王被废
后，又是丙吉上书推荐宣帝为新的皇帝人选。可
以说，没有丙吉的付出，宣帝恐怕早已夭折。

按理说皇曾孙成了新皇帝，丙吉飞黄腾达的
时候到了。但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
绝口不提前恩”，以致朝臣没人清楚他所做的事。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丙吉升任御史大
夫，继续埋头朝政，丝毫不以旧功为念。

后来，一个名叫“则”的老宫婢让丈夫上书朝
廷，陈述自己曾对宣帝有过抚育之恩，想求得一
些赏赐。因为事关身世，宣帝非常重视此事，命令
掖庭令认真调查。在调查中，宫婢提出丙吉了解
全部情况，可以当自己的证人。掖庭令接着将宫
婢带到丙吉面前，让丙吉回忆核实。丙吉表示自
己确实认识这个宫婢，但对她说：“你当年的确曾
抚育过皇曾孙，但是你照顾得并不尽心周到。为
此，我还曾责罚过你，你哪有什么功劳？”接着他
对掖庭令说：“当时只有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徵
卿，对皇曾孙有过精心抚育，确实是有大恩的。”

掖庭令就将调查所得向皇帝作了详细汇报。
宣帝立即下令全国寻访胡组和郭徵卿，要给予丰
厚褒奖。他还要求群臣知晓相关情况的，可以上
书畅所欲言。之前受丙吉委派的伍尊，上书颂扬
丙吉的功劳。奏章送到丙吉那里，却被他删除许
多词句，把抚育功劳归功于胡组和郭徵卿二人。

经过细致寻访，朝廷才得知胡、郭两人已经
去世。宣帝只好对她们的子孙给予赏赐。而对那
个自称有功的宫婢，宣帝也下令让她成为庶民，
并赐给十万钱。

为了尽可能了解自己早年身世，宣帝特意召
见宫婢来谈话。通过宫婢的讲述，宣帝才稍稍弄

清丙吉对自己的无私付出，心中大受触动。更令
宣帝感慨的是，丙吉虽然有大恩于他，却从不透
露出来。宣帝在给丞相的制诏中，动情地说：“朕
微眇时，御史大夫吉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诗》
不云乎‘亡德不报’。其封吉为博阳侯，邑千三百
户。”

丙吉不愿接受宣帝的封赏，一再上书推辞，
并“自陈不宜以空名受赏”。宣帝感慨地对他说：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
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
医药，以自持。”

五年之后，丞相病故，宣帝就以丙吉为丞相。

心系百姓，问政于牛
丙吉虽然出身狱吏，但自幼生活于孔子故

里，耳濡目染下对《诗》《礼》等儒家经典非常熟
悉。他担任丞相后，对关系民生的事务，牵挂在
心，极为关注。

《汉书·丙吉传》记载了一件有趣但颇有深意
的故事。有一次丙吉外出巡查吏治，当车马队伍
经过一条大街时，发现一些人正在清理现场。稍
稍了解后，丙吉知道这里刚发生了恶性械斗事
件。因为双方大打出手，血流满地，道路一片狼
藉，死尸和伤者胡乱躺在道路两旁。

令同行官员奇怪的是，丙吉知晓事情大致缘
由后，并没有让车马停下来，而是径直往前驶去。
大家觉得丙吉身为丞相，怎能对人命之事漠不关
心。

车队继续前行，经过一个偏僻的乡野，丙吉
发现有农夫正赶着耕牛慢慢行走。耕牛不断粗声
喘气，一副非常疲惫的样子。同行官员没有在意，
丙吉倒是非常关心。他马上命车夫把车停下，并
派官员去打听，问问农夫：“耕牛走了多少路，为
何这么疲惫，为何这样喘气？”

同行官员目睹这情形，就对丙吉更为不满。
他认为丙吉对人命大事不理不睬，对牛劳累却牵
肠挂肚。此事随即成为朝廷的一件笑谈，大家都
觉得丙吉不符合丞相的要求。

议论越传越广，最后连丙吉也知道了。他没
有大动肝火，反而莞尔一笑，对官员解释说：“如
果有人打架斗殴造成伤亡，这种事情交给长安令
或京兆尹就可以。他们的职责是负责治安，这是
他们的分内事。作为丞相，我会奏明皇上，对处理
结果进行考核，以定赏罚。耕牛喘得厉害，性质就
不一样了。现在还不到夏季，耕牛不应该太疲惫。
我担心如果牛走得不远，就这么喘气粗重，是不
是气候比较反常。如果今年气候不正常，那么有
地方就会遭灾，威胁百姓生活。这样的事情应该
引起丞相警觉。对这样的事，我哪能不细致过
问？”

临终举荐，人服其知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丙吉患了重病，延

医诊治也没效果。在他病重卧床的时候，宣帝亲
自来看望，并且认真问他：“如果您百年之后，谁
可以担任丞相？”

丙吉依旧秉持谦虚的性格：“大臣的品性才
能，陛下都很了解。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哪能分得
清楚呢？”宣帝因为非常关心此事，又一再问他。
丙吉这才表露自己的看法：“西河太守杜延年明
于法度，晓国家故事，为九卿十余年，在郡治有能
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
万年惇厚备于行止。”丙吉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
已经推荐了杜延年、于定国和陈万年。

宣帝听取了丙吉意见，很快重用此三人。当
御史大夫黄霸担任丞相后，宣帝就任命杜延年为
御史大夫。杜延年因年老一再推辞，宣帝就任命
于定国为御史大夫。于定国转任丞相后，陈万年
也成为御史大夫。事实证明，这两人都非常称职，
延续了丙吉为政时的良好作风。

汉元帝时期，年老的士卒伍尊上书朝廷，袒
露了当年丙吉如何照顾年幼宣帝、如何删去自己
上书中夸奖丙吉的言辞。伍尊希望在自己有生之
年，能以上书让丙吉的功德昭示天下。元帝读完
奏疏后非常感动，特意免去了丙吉子孙的一些
惩罚。

■ 齐鲁名士

内侍郭穰连夜抵达监狱，丙吉紧闭大门，阻止他进入。郭穰提醒违抗皇命后果严重，丙吉无畏地说：“皇曾孙在里面，，

其他无辜的人尚且不能随意杀害，何况是皇帝幼小的亲曾孙？”丙吉在牢房外寸步不离，一直对峙到天明……

丙吉：血雨腥风中的人性光芒

□ 本报记者 鲍 青

昌邑王刘贺即位二十七日后被废，成为中
国帝王史上的一场闹剧。但在闹剧的背后，是
他所携带的两百多位封国官员的惨死。在屠戮
的刀锋下幸存的，只有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和中
尉王吉二人。

二人的幸存，皆因多次苦谏昌邑王节制欲
望、收敛锋芒，尊重霍光等大臣。但两人也没
有逃脱刑罚，被黥为城旦，一直到宣帝中后期
才再度被起用。

龚遂刚毅有节操，数次规劝昌邑王。他不
仅劝谏昌邑王，还批评昌邑王的太傅、丞相等
大臣。

龚遂曾数次当面指责昌邑王，以致昌邑王

一边捂着耳朵离开，一边说：“郎中令太会羞
辱人。”昌邑王曾经长期饮酒作乐，没有节
度。龚遂就哭泣着用膝盖爬行入宫，昌邑王奇
怪地问：“郎中令为什么哭泣？”龚遂便说：
“我为社稷危亡而感到痛惜。”然后又说：
“如今大王亲近众小人，沾染各种恶习，这是
存亡关键，您不可以不谨慎啊……应该平时起
居多诵读《诗》《书》，熟悉礼仪，应该大有
益处。”

龚遂苦口婆心地劝说，昌邑王总是听不进
去。

后来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承嗣即位，
最终因淫乱被废黜。昌邑群臣因犯“陷大王于
恶行不道”之罪，绝大多数都被处死。龚遂因
多次直谏而免去死刑。

宣帝即位后，渤海郡盗贼四起。皇帝此时
任命70多岁的龚遂为渤海太守。召见时，皇帝
就问龚遂：“你准备如何去平息盗贼？”龚遂
则答：“那里百姓为饥寒所困，官吏却不知救
济，致使子民揭竿而起。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
们，还是去安抚他们？”宣帝说：“选拔贤良
之臣前往，是想进行安抚。”龚遂说：“那我
希望朝廷对我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一切
事请允许我见机行事。”宣帝同意了他的请
求，还为他增派驿车。

龚遂进入渤海郡后，很快罢免了专管追捕
盗贼的官吏。龚遂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贫
民。接着他选任循良官吏，用心安抚百姓。郡
中很快安定下来，盗贼也随即散去了。

几年之后，宣帝因龚遂年老让他任水衡都

尉，龚遂在任上寿终。
王吉曾与龚遂一同辅佐昌邑王。刘贺喜欢

游猎驰骋，欲望膨胀而没有节度。王吉因此数
次上疏，刘贺也知道王吉忠心可鉴，却始终听
不进去。他下令说：“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
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
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刘贺此后照常行
乐，王吉也照常规劝。虽然没有达到理想效
果，但昌邑国百姓无不敬重他的。

刘贺受命继承皇帝大位后，王吉以古代明
君初继帝位时的表现来告诫他。他劝说刘贺
“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他还
提醒，“大将军（霍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
过”，要求刘贺即位后必须尊重霍光。他希望

刘贺进入长安后，能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
一听之”。王吉认为，如果刘贺能做到这些，
必能稳固皇位。讽刺的是，汉宣帝后来的表
现，和王吉对刘贺的告诫几乎如出一辙。

刘贺当然没有听进去这些逆耳忠言。刘贺
被废黜后，王吉被黥为城旦。

宣帝继位后，对王吉重新考察任用。王吉
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后因病去官，复征为博士
谏大夫。

后来，宣帝开始背弃汉昭帝时代与民休
戚的政策，效法汉武帝的做法，变得任人唯
亲，而且奢侈糜费，“宫室车服盛于昭帝”。
王吉上疏言朝政得失，对宣帝的一些做法提出
了直切的批评。他劝宣帝选贤任能，废除荫袭
制度，爱惜财力，以整顿吏治，淳厚民风。王
吉甚至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提出
了“晚婚”的主张。他认为：“世俗嫁娶太
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
而多夭。”王吉主张晚婚目的是要达到“不
夭”和“明教化”，意即“优生优育”，提高
婴儿的存活率。但宣帝认为王吉的建议非常
迂阔，难以施行，对王吉的态度也不再如从
前信任。

王吉见状就以多病请求归乡，自此离开了
朝堂。

·相关链接·

因为不断苦谏昌邑王，龚遂和王吉得以死里逃生，成为昌邑王群臣中硕果仅存的二人。

在汉宣帝时代，他们重新获得任用，并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龚遂王吉：硕果仅存的昌邑王旧臣

丙吉问牛图

乾隆《曲阜县志》对丙吉的记载 (孟继新 供图)

西汉名臣丙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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