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52022 年第 5 卷第 19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溯源红阳侯历史  探讨东汉由拳县经济文化发展
郑张敏 1　张丽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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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桐乡市博物馆，浙江 桐乡 314500）

摘要：在实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嘉兴作为

红船起航地备受瞩目，而在东汉时期史称由拳县的嘉兴也是不容

小觑的富庶之地。红阳侯王泓从河南舞阳西北红山之南，迁封会

稽郡由拳县语儿乡，可见东汉时期，嘉兴城市的建置得到一定程

度的发展，也带动了这一地区文化和商业的进步。红阳家铜锺、

青铜灶、陶屋、陶井等文物随其主人王泓长眠于由拳县语儿乡地下。

两千年后偶然的机会，考古工作者拨开了历史的尘埃，让这些国

宝重现人间。红阳侯迁居秀水江南，他们保留中原文化，对这一

区域在思想、心理、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溯源嘉兴桐乡红阳

侯历史文化与河南省长葛市的两汉红阳侯国的综合性研究，探索

发展红阳侯国遗址旅游业生态文化品牌符号价值生产，不断提升

嘉兴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数字化资源保护和热点开发。桐乡红阳

侯国相关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播及其有关学术研究，推进东汉由拳

县（今嘉兴）县级政区地理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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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耿维祜纂修的光绪版《石门县志》中对于西汉御儿侯辕终

古有一个很锐敏地观察。如卷一《建置》说：“春秋战国时，檇李、

御儿俱望地。秦易檇李为由拳且为县，则御儿为乡” ，而“辕终

古之封，止是亭侯”。由于这种重要的指示，课题组深感嘉兴桐

乡与列侯食邑的密切，故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就有此

课题的产生。

本课题基于出土实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的方式，从

技术的角度，对东汉列侯授封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其爵制的源流

关系，有补于东汉嘉兴政区的研究和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突破了清代学者的研究窠臼，为后来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打开方

便之门。

《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

于 2020 年 3 月正式开题。该项目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张梅坤前辈

就已着手研究。东汉红阳侯王泓墓是于 1983 年在浙江省嘉兴市桐

乡县崇福镇芝村星火地东村发现的，至今已有近四十年之久。但是，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和历史专题来说，相关学术研究工作

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已完成，下一步

就需要专家学者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让红阳侯国真实面貌尽可

能还原于世人面前，从而更深层次地揭示嘉兴桐乡，即东汉由拳

县语儿乡的文化现象，进一步提升嘉兴桐乡汉代历史文化的地位。

二、课题研究价值

本课题属于东汉列侯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其时空自然在“东

西两汉”的范围内。汉代列侯不是官职，是爵位。两汉时期，在

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国，实行郡国并

行制。再次，东汉永建四年（129 年）之前，浙江地，属会稽郡

十之八，属丹阳郡十之二，则红阳侯王泓墓在当时的由拳县语儿

乡，属会稽郡，是和丹阳郡交界。最后，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

就是科学的佐证，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记

载相衔接，侯国历史与汉代县级政区地理分布又接近，考虑红阳

侯王泓墓与汉代侯国历史的紧密时空关系，本课题就从动态方面

考虑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的研究价值。

1. 课题组对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揭示了红阳侯王泓墓出土

文物的主要来源、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包括青铜器铭文的解读、

铜器的称谓和性质、制作工艺等研究成果，将以往学术界的有关

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一是铜锺、铜灶等随葬品，与当时社会“意

识、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从全国汉墓出土实物显示，大多

数汉青铜锺，一般出土于帝王或高级贵族的墓内及陪葬坑中。有

的自铭曰“壶”，有的自铭为“锺”，锺和壶应是同一类型的器

物，即一件盛酒器皿。锺又代表一定的容量。用它度量的应为粟

而非酒水。就厚葬而言，又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证明。遵循“事

死如事生”的原则，即死者生前享受的东西作为随葬品埋入了墓

中，幻想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享受荣华富贵。二是就制作者与使

用者而言，课题组已经初步判断红阳家铜锺，属于地方工官制作，

地方及王侯使用的这类铜器。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如果能证实这件铜锺由红阳侯所属的制造机构造作的，那么，“红

阳家”三字，具有现代社会中“商标”的意义。

2. 这件“红阳家铜锺容一石第三至廿”带铭文的青铜器，是

桐乡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铭文中称“家”，

即汉代列侯的食邑。东汉侯国无传表。谨按红阳侯有二：一见于

班固《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河平元年（前 28 年）六月乙亥，

红阳荒侯王立以皇太后弟关内侯建侯，元始四年（4 年），侯柱（王

立之子）嗣，王莽败，绝。二见于《汉书·元后传》：建武元年（25

年），红阳侯王泓以父丹（王立次子）为将军，战死，往与上有旧，

由武桓侯绍封侯。

东汉红阳侯王泓墓中出土的铜锺，课题组研究证明此锺的确

是代代相传，其铸造年代从西汉晚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早期。吴小

平《汉代铜壶的类型学研究》东汉红阳侯王泓所以留居由拳县语

儿乡，固然与光武复汉的过程中不间断地封置侯国有关，但这些

侯国根本没有处于光武帝的管辖之下，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

素。可见这件红阳家铜锺及其铭文在东汉学术发展源流研究方面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课题研究目标

1. 桐乡红阳侯王泓墓和侯国遗址中的大量考古信息，可以填

补东汉桐乡区域无侯国的空白，以及红阳侯国相关研究成为秦汉

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2. 以墓葬及文献资料为中心，开展桐乡红阳侯历史文化与河

南省的两汉红阳侯国的综合性研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嘉兴

桐乡，或河南省长葛市（两汉红阳侯家族墓葬群在长葛市石固镇

发现）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3. 桐乡红阳侯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课题研究，构建了

如何进一步保护与开发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框架，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发展红阳侯国遗址旅游业

生态文化品牌符号价值生产，不断提升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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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护和开发。

四、课题研究成果

1. 红阳侯王泓迁封会稽郡由拳县语儿乡，当时称为“江南下

湿”之地。可见东汉时期，嘉兴城市的建置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相应地带动了这一地区商业的进步。所以桐乡红阳侯国相关历史

研究和文化传播及其有关学术研究，推进了东汉由拳（今嘉兴）

县级政区地理研究的进程。

研究显示，红阳家铜锺随其主人王泓长眠于语儿乡地下。世

事轮转，斗转星移，两千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古工作者拨开

了历史的尘埃，让这件国宝重现于人间，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

乡发现，解释了红阳侯国相对应的红阳县。

2. 红阳，《汉书》注曰：红山之阳。《汉书·地理志》记载：“南

阳郡有红阳侯国。”而元以后《叶县地方志》记载，红阳城位于

叶县叶邑镇倒马沟村。然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

故城在今舞阳县西北，红山南。

3. 研究显示，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对相关文献记

载进行辨析和考订，认为墓主人死于建武六年（30 年）之前。一

是墓葬制度体现出中原地区视死如生的厚葬文化，墓主人享用中

原特色的随葬品。如果遵循古代人入土为安回望家乡的传统思想，

王泓应当归葬南阳郡，根据上述的，建武六年（30 年）之前，南

阳郡还未纳入光武帝刘秀的东汉政权的统治之下。二是红阳侯王

泓的另一个封号武桓侯，根据武桓侯这个爵位，可知王丹、王泓

及其“曾孙”一脉是骁勇善战，从军有功的。迁居秀水江南，有

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庇，王泓在语儿乡应该

是当地一方大户。我们课题组认为，他们保留的中原文化，事实

上对这一区域在思想、心理、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课题研究展望

（一）东汉桐乡青铜冶铸技术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就桐乡考古发现而言，青铜器物以饪食器（鐎斗、甑、

竈）、酒器（锺、温酒鐎）、水器（洗、盆、鋗、鉴、瓿）为主，

这些随葬品与东汉中原器物一致。这不仅反映了运用中原的冶金

技术的情况，也说明了对传入地区桐乡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

响。按《浙江通志》记载，明清桐乡生铁冶金技术，闻于时。其次，

铜锺具体表现为礼制在古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知东汉红阳侯

王泓墓在桐乡发现，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

因为在当时伴着汉室中兴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稳定南方之必

要。可是在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内，战火连天，有分裂，

有统一，政权无数，从而土地失去活力，文明也随之消逝。现在

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考察东汉语儿乡富庶的情形，及由

拳县（今嘉兴）经济发达的表现和影响。

（二）汉代由拳县语儿乡区域的研究

根据《东观汉记》记载：“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

盗贼髃起，四方溃畔。”然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对会稽郡影响较小，

中原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

方来。按王充《论衡·自纪篇》：“其先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

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他祖上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

郡的阳亭侯。魏郡元城王氏势力迁居秀水江南，红阳侯王泓墓在

桐乡发现，从而证明王氏一部分势力在当时的由拳县（今嘉兴）

语儿乡（今崇福），有据可考。进一步了解郡国并行制对嘉兴政

治经济的影响。会籍郡—由拳县—语儿乡，为郡 - 县二级地方行

政管理制度，同时又有分封制的存在。袁康在《越绝书·外传记

越地传》记载了“语儿乡”，显而易见，语儿乡已然是一个认可

的地域概念。从而说明南方土地的开发，县邑数量的增多，这些

县邑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这是没有疑义的。固然，当时经济重

心在北不在南，但是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

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推动了

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主要参考范志军《东汉江南经济发展探

讨》。

（三）南阳村，南阳祠庙等以南阳命名的研究

由于历史久远，我们想对周边“村名”的诠释亦到了不知所

以然的地步，比如崇福镇下属南阳村，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隐

现出桐乡历史最遥远的背影。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说

明了这里曾是桐乡红阳侯国所在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

阳郡有红阳侯国”。唐李白的《南都行》：“走马红阳城，呼鹰

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南阳郡出了许多英豪，他

们的业绩巍巍，渺然不可攀。可见“南阳”，对于偏安江南一乡，

大片肥沃封地被占据的东汉第一代红阳侯王泓，其意义非同一般。

南阳得名由来，文献记载较为明确。《元和郡县图志·山南

道二》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

故曰南阳。”南阳，联系游子的乡愁，因凝结为一个家族的眷恋

而发生伟大的力量。

综括上所述，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其贡献在于解

决二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红阳侯国国除之年”“红阳县省并时

间”，以及光武复汉之初承袭的是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 1 年 -5

年）的政区，基本沿用了郡县制为实体、州刺史部为监察的体制。

至东汉末年，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

制演变为州郡县制。因此，东汉时期会稽郡由拳县语儿乡，我们

课题组可以说，一方面这片肥沃土地价值早在东汉时期日益体现

出来，它连接着南阳郡红阳县的红阳侯国，这与光武复汉，稳固

皇权来封置侯国有关。另一方面，东汉初期会稽郡由拳县（今嘉

兴）实行郡国两制并行，随着东汉政权坚固而势力雄厚，财富与

日俱增，县级政区发生激烈的变动，形成州、郡、县三级制的地

方管理体系，即扬州会稽郡由拳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

后，会稽郡析吴郡，只有其东部注明侯国。范晔《后汉书·郡国志》

可见在光武帝刘秀时确定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改革式调整。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成果需要向公众传播，这样的遗址需要

长久保存、科学利用。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的工作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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