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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遵臣

昌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威海市文登
区宋村镇，因为位于昌山之南、昌水之北
而得名，故城南北长506米、东西宽356米。

据秦封泥“昌阳丞印”，秦初就有了
昌阳县，而且是威海境内最早的县治，当
时属于即墨郡，西汉时，昌阳县属东莱
郡。西晋武帝泰始元年，昌阳县被废除，
结束了近五百年的历史。

清代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昌阳
故城，汉县，莽曰‘夙敬亭’，在城西南三
十里。”

西汉时，文登境内首次设置县级行
政机构——— 昌阳县。据《汉书·地理志》记
载，“东莱郡，高帝置。属青州”“昌阳，有
盐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
曰夙夜”。昌阳县治在昌阳城，北依昌山、
南临昌水(今昌阳河)，位于今天文登境内
宋村镇驻地城东村西侧。

昌阳故城始建于何时，史书中没有
记载。自汉高祖时置昌阳县，至昌阳县撤
销，近五百年间，昌阳故城一直是昌阳县
治所。

1957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昌
阳故城被认定为汉代建筑，昌阳故城遗
址为长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20世纪
50年代初，故城西南的“寨角子”和西北
的“城角子”以及部分残垣仍在，城墙残
迹高处尚存4-5尺。1958年后，遗址全都辟
为耕地，地表城墙已无痕迹，仅地下保存
着夯土墙基。故城遗址内外曾发现房基、
窑址、陶井等，还出土过汉代砖瓦、柱础
石、石臼、铜车饰、陶罐、五铢钱等文物。
农民耕作时，也捡到过刀币和五铢钱。

清代光绪版《文登县志》还说，昌阳
故城西侧宋村集，古有“昌阳侯庙”，清代
时，庙碑已失，仍存有“庙三楹，中坐王侯
像，二宫女执升龙扇立侍，实为王侯仪
制。”清代《登州府志》称此庙为“刘公
庙”。

关于昌阳侯的记载，相关史料不多，
学者各有推论。其中一个说法是，《汉书·
诸侯王表》称，西汉永始四年，“封泗水侯
戾王子霸为昌阳侯”，昌阳侯庙所祀，应
为西汉宗室昌阳侯刘霸，刘霸封侯21年
后，王莽篡汉后，刘霸被免爵。

另一个说法是，汉高祖年间，置昌乡
县，属胶东郡。西汉元封元年，始设昌乡
盐官，昌乡城为昌阳县署、盐署驻地。汉

成帝二年，第四代胶东王刘音之子刘宪
被封昌乡侯，这时昌乡称昌阳，为昌阳侯
国，昌乡城更名为昌阳城，为昌阳侯国首
府，归属东莱郡。汉代元寿二年，刘宪被
免爵，撤昌阳侯国，恢复昌阳县，属东莱
郡。新莽元年，昌阳县改成夙敬亭县。西
汉更始元年，恢复旧称。东汉建武五年，
不夜县并入昌阳县，县辖面积为历史最
大，属东莱郡。西晋泰始元年，昌阳县废
除，辖地归长广县。

汉代昌阳侯的确认，还需要相关史
料进一步证实，但是从西汉设昌阳县，再
到东汉昌阳县成为昆嵛山以东、胶东唯
一的县级行政机构，足以证明，到东汉
时，今文登境内已发展成为胶东东部的
经济、文化中心。

昌阳故城周围分布着龙山文化遗址
和多处汉墓群。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昌阳
故城城址南石羊村北100米处，面积约7万
平方米。这说明，四千多年前，已有先民
在这里狩猎和农耕。汉墓群主要分布在
昌阳故城城址周围2 . 5公里内，规模较大
的有石羊汉墓群、九顶埠古墓群、二马汉
墓群等。已列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石羊汉墓群，出土的文物有汉画
像石、铜镜、铜壶等，从战国到汉代皆有。

1955年，昌阳故城南石羊村附近，发
现了一座双顶墩式西汉晚期“一棺三椁”
墓葬。考古专家赶到调查时，大墓已被挖
毁，墓主为谁成了一桩迷案。两墓都是一
棺三椁，正中间的墓葬较大，外椁与二重
椁之间分为前后两室；南邻的一墓略小，
二重椁外只有一室。

高规格的葬制和出土的精致漆器及
彩画陶壶，使当时到现场做调查的文物
专家都感觉意外。这种类型的墓葬和出
土漆器，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发现，就是陶
器上面的题字，在山东也是初见。当时到
现场调查的山东省文物管理处蒋宝庚和
殷汝章两位专家给出的结论是，该墓葬
属于西汉晚期。

根据这一结论，并结合近年昌阳侯
国的研究成果来看，被挖毁的西汉墓应
该与昌阳侯国有关。特别是中间那座较
大的墓葬，出土了漆案、漆羽觞、漆奁、漆
三格盒、漆虎形器、漆盘、漆碗、漆杖等众
多精美漆器，此外还出土了十二件彩画
陶壶等高档酒器。

据此推断，墓主很有可能是昌阳侯
刘宪。如此推断的依据，一是人物身份相
符，此墓为西汉晚期一棺三椁墓，并且棺
椁“统以楸木做成”，有资格享受这样高
规格葬制，符合刘宪昌阳侯的身份；二是
墓葬位置合理，大墓距离昌阳城500米左
右，昌阳侯有可能安葬于此；三是墓葬时
间与刘宪做昌阳侯的时间相吻合。

当时到现场做调查的考古专家，对
墓葬时间做出这样的判断：“两个墓葬的
时代，据遗物和文字书体推证，大抵属于
西汉晚期。”这与刘宪在西汉建始二年被
封侯、西汉元寿二年被免爵，直至去世，
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另外，墓中还发现了八个近似近代
神主牌位的木牌 (棺两端各一，两侧各
三)，这是很不寻常的。据推断，这八个木
牌或有可能是刘宪的先祖八代的神主牌
位，即从其太祖汉高帝刘邦，到其父第四
代胶东王刘音，四帝四王，正好八代。随
葬先祖牌位，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古
墓葬唯一一例。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刘
宪家人对逝者的一种慰藉，刘宪爵位被
免、侯印被收缴、身份被降为庶民，刘宪
及家人受到沉重打击。

现在，表明墓主身份的侯印未见出
土，最大的可能性是与刘宪被免爵有关。
当然，也不排除大墓被挖毁时丢失的可
能，虽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在汉代，文登地处东部边陲，远离都
城，西汉晚期在此僻远之地有资格享用
一棺三椁高规格墓葬的人，极有可能就
是昌阳侯刘宪。

(本文作者为威海市环翠区传统文化
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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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1902年11月
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
山县寒水乡南湾村。
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
收起义，经三湾改编，
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
1939年初，在代理师长
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
下，115师师部及主力
一部组建东进支队，挺
进山东西部。

从1939年到1945
年，罗荣桓在山东整
整工作了六年时间。
抗战后期，罗荣桓担
任山东分局书记、山
东军区司令员，发挥
出了极高的军事和管
理才能，为以沂蒙地
区为中心的山东根据
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
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罗荣桓是一位非常擅长做部队政治工作的
将领，他做思想政治工作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搞“花架子”。
他经常说：“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工作，不要
搞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
上毫无意义，劳民伤财的事。”他还用家乡的俗
话形容某些人就是喜欢干些“堂前点灯，灶下不
烧火”的事。

1941年夏，山东刮起了一阵演大戏的风。由
于敌后条件的限制，戏台、灯光、布景的设置都
费了好大的劲儿，大戏从天黑演起，一直演到天
明才结束。罗荣桓看后，找到相关剧社的领导，
提出宣传工作要符合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人民
群众的实际情况，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去照搬
别人的做法，这样，才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工作。

经过罗荣桓耐心细致的沟通，剧社的同志
们认识到了演出存在的问题，心悦诚服地接受
了改进演出的意见，创作和表演了一大批为广
大战士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起到了良好
的鼓动宣传作用。

长期过度劳累的军旅生活，使罗荣桓同志
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以至于出现了尿血的症状。行军打仗，指挥
作战，他只能躺在担架上，由警卫员抬着转移。

1943年的一天，罗荣桓随部队驻扎在山东
省莒南县的一个村庄里。警卫员在驻地周围的
水沟里，偶然抓住一只甲鱼。大家很高兴，终于
可以熬一碗甲鱼汤，给司令员补补身体。当甲鱼
汤端上来，罗荣桓问明原委，二话没说，忍着身
体的疼痛，颤颤巍巍地端着这碗甲鱼汤，送到了
房东老大娘的床头，由于年老体衰，老人已经卧
床不起好几年了。几番推让，甲鱼汤还是让房东
老大娘喝上了。

对于罗荣桓的病情，反法西斯战士奥地利
医生罗生特诊断为肾脏肿瘤或多囊肾，限于医
疗条件，只能保守治疗，要求病人静养休息。但
当时战斗频繁、工作紧张，有时罗荣桓一夜只能
睡上两三个小时。罗生特十分敬佩罗荣桓的自
我牺牲精神和坚毅性格，除了积极治疗外，无法
阻止他超常工作，只能禁止他吃湖南人最喜欢
吃的辣椒。

正是这种爱民为民又严于自律的精神，使
罗荣桓做思想工作时少有阻力，成为思想政治
工作的一代巨匠。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罗荣桓说：

“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
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
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
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年12月，罗荣桓离世，毛泽东异常悲痛，
赋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
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
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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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昌阳阳故故城城附附近近出出土土的的双双系系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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