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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辘蜩器在丧鼷中的作用

所谓明器'即
“
有形无实之器

”, “
送

死之器
”

C。 据记裘,真正的明 器 应 具 有
“
则冠有鍪而毋纵,瓮煦虚而不实

”, “
木

器不成斫,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笙竽

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
”

⑦

的特征。囚此,大凡那些有形元实的,仿实

用器制作的,或形为实用器实为专供
“
送死

”

的等等随葬物均为明器之屁。

随葬物在阶级社会 中是反映丧奔礼制的

重要内容。明器在丧葬 中n官作用如何 ?这与

丧葬礼制的兴起和发展启、唐,相关。

丧礼在我国吐i现为时尚早。 《后汊 书 ·

赵咨传 》说: “
古之葬考衣以薪 , 藏 之 中

野。茇 白陶唐,逮于虔夏冫犹尚简朴,或瓦

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宝因之,制兼

二代,其典稍乖。
”

撂此看未,夏 以甫丧葬

的种种形式仅是人亻氵:生存 中的习俗反决,并
不含有汾级t识。 I氵;月 时期,丧荠茬原有习

俗基础上注入统氵f∶ 泓级的意汐l,宙有阶级意

识的丧葬礼制 i=1)氵 兴乜'并述步发展,逐渐

完善。丧礼在当时数十种
“
礼

”
中是最受重

视者之 -。 它有着严格t钅级内涵,是用于

维护法制和族 ;以 的思想武器。这样,明器在

反映丧礼中的作用就不能不予重祝了。

考古资料证明,在阶级社会 的 不 同 时

期,不 同地区,不 同类型墓葬中,,I器和实

用器一样,往往在质料、品类、 形 制 、 组

合、数量等等方面部有一定差异。随葬物即

永 华

或是J1嚣,也贯穿着
“
秩爵畀级 , 贵 贱 殊

等
”③的等级关系,同时在历史进程中随着

丧葬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考古资料,将商末

至秦汉这一较长历史时期丧礼的变化分为三

个阶段,反映其变化的明器就有不同的表现 ,

起不同的作用。

笫一,商末至西周。商末,在奴隶主墓

中9时葬明器的品类不多,形制与实用器类

似。如在安阳艹拔晚商墓中所出明器仅有制

作粗劣的陶厌觚、爵等。用这类器物随葬,按

《衤ij记 ·记器篇 》的
“
宗庙之架,贵者献以

爵,贱孝献以敬,车者漱以捎,卑者举角
”

等记载,应是死者地位的一种表示。

西月'明器乩讯芙有所增加'反决礼制

的范圈略有扩大。如洛阳东郊西周初期荽中

出的奴隶俑,玉质,身著短衣,短裟,不露

脚,两耳之上另主两只兽形太耳9双手戴有

大手铐,形象地表明奴隶的i也位 与 动 铆 同

类。做过种
“
偶人氵l待尸柩

″,与当时杀殉

奴隶一梓,都是为着显示奴隶主 享 有 的 特

权。又如用玉、石等涮‖fnt仪仗兵搽。这种
“
师旅,饰威

”
的明器,无疑反映着死者的

身汾。在洛阳等地的小型墓中,随葬不见用

真车实马,而是骨制车乏器,少量的铜制车

窖、马钍、当卢、拐泡等象征性车马明器。

小型基用这类车马明器随葬,其实质与奴隶

主贵族大量使用真车实马殉荠一样,既反映

宥死者生前所据肿宫的多寡,冂时从量的差



异和质的不同等方面又表明了当时的丧礼确

实饱含着严格的等级关系。

随葬物中,最能反映丧礼的是鼎、簋、

壶等类的礼器。西周晚期,随葬 明器 已扩

及到礼器之中。如赞国墓地的西周晚期中小

型墓出的青铜礼器就有不少粗制滥造、无使

用痕迹的鼎、簋、壶等明器。这 一新 的 现

象,至少说明丧礼已在中小奴隶主阶层中开

始了变化。

综上所述,商末至西周这一阶段,明器

在丧葬中ρ在严格遵守等级规定的基础上,

着童反映死者生前身份、地位和财富,西周

后始成为反映丧葬礼制变化的重要标志。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在
“
法度衰毁,

上下僭杂
”

的社会大变革中,明器在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墓葬中不仅是丧礼表现之物,

且赋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赞国墓地东区和

洛阳中州路属春秋初期以及浚县辛村属卫国

等地的大墓,仍承袭着商周以来的墓葬形制

和车马坑制度 ,人殉制度 ,随葬中的用鼎、用

乐制度,但这些地区及其附近的小墓却发生

了一些变化。如洛阳中州路,安阳后岗和山

西侯马上马村等地的春秋中、晚期小墓的随

葬物就是以组合为鬲、豆、盆、罐,或鼎、

鬲、罐、盆等仿铜礼器的陶质明器为主ρ有

的还随葬少量骨制车马明器。按丧礼规定,

奴隶主阶级的下层,没有一定身份者一般没

资格用鼎随葬。这些小墓较多地用了仿铜陶

鼎等明器,表明至迟从春秋中期,已不满足

于原有地位的小墓主人,即使用仿铜陶质明

器的鼎也要表现自己应有的身份,力 求跻身

于有一定特权的统治者中。这实际上是社会

各阶层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雨 明 器 在 这

里,如按礼制来权衡其所起的作用,则无形

中成了小墓主人僭越礼制的工具。

此时,集聚于关中地区的秦人,虽长期

直接受周文化的影晌,但丧葬并 非 全 按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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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这里的铜器墓所葬青铜札器的纹饰、组

合虽与中原地区同期春秋墓有相似之处,而
陶器墓所葬礼器的组合仍为鼎、簋、瓯、盘

等,纹饰风格等与铜器墓基本一致,但品类

却不甚完整,形制不全相同,且都是陶质明

器。其与中原地区比较,虽组合相似,但前

者的器物纹饰却仿铜器。说明这时秦人丧葬

虽还没完全
“
违德废法,灭三代之制

”,随

葬礼器保持着周文化的一些因素,但也不全

恪守宗周丧礼。在此基础上,秦逐步产生了

自具特征的丧葬礼俗,突出地反映在使用独

具风格的仿铜陶质明器代替整套青铜礼器。

明器承担了双重使命,它既是随葬礼器的替

代者,叉是秦丧葬礼俗
“
标新立异

”
之物。

战国时期。各地的大中小型墓先后均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如三晋两周地区,早期大

墓还保持传统葬俗,但至中期随葬便有了明

显变化:用成组的陶质仿铜礼器和生活用器

中的陶质灯、小壶、鉴等明器随葬;中小型

墓中,明器更居主导地位。到晚期,就是周

文化传统地区的中原,中 、小型墓的随葬几

乎全用仿铜陶质礼器,且有多种形式,有的

为鼎、盖豆、壶、囤,或鼎、敦、壶,较多

的变成了壶、敦或罐、敦及尊、敦等等。组

合形式增多,内 容趋向简化,有的甚至连典

型礼器鼎也没有了。这说明丧礼在这一地区

的变化既普遍又深刻,反映这变化的恰恰又

是形为实用器,实为专供
“
送死

”
的明器。

长江流域的楚地,大墓的变化比三晋两

周地区要早,在战国初期,随葬中不仅用了

一套青铜礼器,而且还另加一套仿铜礼器的

陶质明器,两者同时并存。与此同时,还将

生活用具 中的豆、耳杯、案、俎、几等漆木

器葬人墓中冫其彩绘耳杯、豆等形似实用器 ,

却无使用痕迹,实际上也是
“
送死

”
之器。

所有这些,再加上用侍俑、镇墓兽、本质模

型的编磬、兵器、车马等明器,对传统丧礼

的冲击既广泛又深叨,还多少呈现出—些死



者生前生活的气息。此时此地的中型墓,一

般随葬就不再用青铜礼器,而主要是用仿铜

礼器的陶质明器,组合常是鼎、盖豆、壶、

盘等等。总之,南方楚地,无论大墓,还是

中小型墓,随葬明器的品类、质料、多寡等

等充分显示出传统丧礼在这一地区的变化和

强烈的地方色彩。

这时关中秦墓,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

独具一格的随葬特征进一步发展。如陶器墓

的组合,除个别用鼎外,多数都是以陶质的

鬲、盆、罐、壶等明器为主;有的墓中还加

进茧形壶、盒、瓶等具有秦典型特征之物。

第三,西汉时期。如以武帝为界,按其

墓葬形制、随葬等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

个阶段,有大、中、小等类型。大墓属早期

的有咸阳杨家湾M在 、M5,长沙马王堆跖1、

〃2和砂子塘等墓葬;属 中晚期的有 河 北 满

城陵山、曲阜九龙山等墓。这些墓的主人应

是王侯一级的贵族。中型墓,属早期的如湖

北云梦大坟头3F1,属 中晚期的有 长 沙 五里

牌公f【f1,长沙伍家岭,广西合浦望 牛 岭 等

墓,墓主当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 层 。 小 型

墓,除平民墓外,当 属统治阶级中下层,如
长沙杨家山铁~llf3,洛 阳舟山等地的墓 葬 。

这些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墓葬,随葬物总

括起来可分以下几类。

一是礼器。一般承袭了战国时期中原墓

葬的组合形式,大墓为鼎、盒、壶、钫或加

盘和瓿等物;小墓有鼎、盒、钫,有的还有

小壶等。按墓的等级和规模,葬器套数和品

类多少有所差异,个别组合器物的形制也不

完全相同。其中,如关中地区的秦墓随葬物

的形制和组合形式就有独自的风格。其外,

一般的大墓,都有最能表现传统丧礼的鼎等

等器物存在。综观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各类

型墓葬,所葬礼器质料,大致有青铜、漆、

陶三类。中原地区的太墓,如早期的杨家湾

汊墓,所出均为仿铜、漆器制作的同类陶质

明器,器物上一般都在烧制成器后再施彩绘

纹饰;中期的满城、九龙山汉墓则是青铜礼

器和陶质礼器并存。属早期的马王堆汉墓是

仿铜礼ェ器的陶质明器和漆制礼器兼有,有浓

厚的楚文化特征,但组合不完整 , 与
“
遗

策
”

所记多不相符。严格说来,这些不同质

料的礼器中,仿铜,漆器的陶质品无疑是明

器,而漆制和青铜制品无使用痕迹,实际上

也当是
“
送死

”
之物。从这些随葬礼器中我

们看到:礼器中的明器,在大墓中至少占一

半以上,在中小型墓中几乎全是。

二是车马及其佩饰。从早、中两个时期

的墓葬来看,大墓随葬分两种类型:←一)瘗

埋实用车马和非实用车马明器并存。如满城

和九龙山汊墓。(二 )随葬车马模型明器。如

马王堆、杨家湾大汉墓。中小型 墓 与 此 类

似。车马模型明器可分木制、泥塑和金属铅

质小型车马等三种。车马佩饰也 多为 铜 、

铁、骨等明器。看来,至西汉,随葬车马明

器较过去更为普遍,且越往后越有被明器代

替的趋势。

三是生活用具。有铜、漆、陶、木、竹

等制作的耳杯、卮、盆、盘、案、镜、窳、

灯、熏炉、缶、孟、鍪、仓、灶、井、勺、

觞、带钩等等。因有大、中、小墓的区别,

墓主的等级身份不同,而随葬的数量、质量

及品类等也有差异。大墓较小墓所葬物的品

类、数量要多,质量一般都好。这些虽多为

实用器,但如杨家湾、马王堆等汊墓所出的

漆、陶制耳杯、勺及其它墓所出漆衣的瓮、

缶等等与战国时期同类物一样,实际上还是
“
送死

”
的明器。在这个时期,随葬生活用

物较前更普遍,量更多一些,反映生前生活

的气氛较前更浓。

四是乐器。早期大墓,如杨家湾汊墓不

出乐器,马王堆汉墓出竹、木制琴、瑟等明

器,甚至有用绘画作象征性乐器代替。中小

型墓更为少见。中晚期的满城、九龙山墓也



不见出乐器,南越王墓出整套铂 疋乐器当属

例外。总之,西汊时期随葬乐器 尽管有,但
不多,不普遍,且多为明器。

五是俑。其种类似较战国略多。可分真

马俑、舞俑、乐忄甬、侍俑等 等,均 为 陶、

木、泥等制作的明器。地区不同,俑的质料

也不尽相同。南方楚地,多用漆本、竹等,

°
北方似用陶、泥较多。

六是钱币。除随 葬 实 用 的
“
四铢

”
、

“
五稣

”
等币外,南方常出泥质 五 妹 、 郢

爰、泥金饼等。

以上说明:西 汉时期泔彝明掭在表示死

者身份、地位、财宙等反映丧弁礼钮发展变

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较前更为突出。

综合上述,明器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基葬中所显示的作用,大致有如

下特征:其一,有明显的阶段性 。 商 末 周

初,随葬明器晶类较少,内 洒单调,反映的

是死者生前的身什、地位和炖富。置西周晚

期初步形成丧葬礼钿,反映在踺 葬 礼 器 之

中。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团,明器已成

为反映丧葬礼制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威了

中小型墓銮主肆意僭越礼制的一种工夂、 与

此同时,在南方楚地,已开始炳明器反决死

者生前的生活。在封建社会上升 时 期 n饣 秦

汊,特别是汉代,除以明掭的品类、多寡、

器物的糕劣等反映死者的身俭、地位相财富

外,还采用广泛随彝生活器物的方式表现死

者的生前面貌。总之,各个时期用明器反映

丧礼的重点、内容等等各有不同,叫 间性差

异特别明显。其二,地区性差异。春秋初期

秦墓,战国初期楚大墓,隧葬明器在形制、

晶类、组合等方面先后开姑变化,并逐步形

成 自具风格、有浓厚地方性色彩 n饣 随 葬 特

征;而宗周地区的大墓却泷葬依丨卩,慢于富

于改革的秦、楚地区。其三,等级差别贯穿

于各个时期的随葬中。大小墓比较 ,主要表现

为质和量的羞异。莎b明 器在随葬物中所 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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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看,小墓比大墓要大一些;从明器总的

量和套数看,大墓比小墓多;从 明 器 的 质

看,大墓较小墓精,大墓中的明器往往是当

时最为时兴、贵重之物,象漆器、铜器、鎏

金制品等等多战于贵族太墓,而小墓极为少

见。 自丧礼开始变化之后,大墓虽逐步伎用

明器表瑰这种变化,但 以
“
札

”
制规定,各

类随葬物,如礼、乐器配套基本成列。而小

墓却比大芏花葬有着更多犯
“
礼

”
谮 越 因

素,如小墓主人越划随郭杜,器 中的鼎等等。

总之,丧礼变化在大小荽中存在程度芳异 ,

这是镩级茔异的另一表现形式,而这往往又

是通过明器来反 u。 归纳品t葬明器在其三个

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反映死者身伦、i也什、知

¨
氵∷和生活面猊 ;

二是表现丧葬礼钅嚣刂的变钅L;三是贯穿维护统

治者利益的等级关系。这二者,归 根到席 ,

坯足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

实行统冶沟一个反映。

马克思说: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亻i一时

代都是 占统沽地位白t思尔
”

。丧葬是志识形

态颔圹 n饣一个阵坫。叨搽怍为丧葬‖;机 的重

要表现物,很 自舛茁L珧成丁表现统治阶级 旨

意的工其。只是所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9使
用这一工具的方式和程度右所不同而已。

商代虽已建立了诒如攻祆机构、军队等

等之类的奴隶击j国 家机条,以 维持其统治,

但如何通过丧葬这个瓴域来加强本阶级”思

想统治,看来还没形成制度。这与当时统治

阶级利用丧葬来加强思想统治的程变有密切

关系。当时殷人曲于
“
扭帝一元碎

”
的思想

占着统治 ,除 了王是最高统冶古外 .其 余均为

臣民,而奴隶则与牲宙冂类。这种初具形式

的等级区分反映到丧葬礻L刳 中,只是在夏人

葬俗基础上
“
加焉

”
而已。因此,在随葬中,

即使使用献
“
贵

”
者之物的明嚣也仅有

“
尊

卑之劈
'’

。

西周, “
由于用人政治宗教化,在思想



意识上便发生了所 诃
‘
礼

’”
。 “

礼
”

是
“
别贵贱序尊卑

”
的依据。以

“
札

”
为基础

的制度, “
藏在尊爵彝器神物之中

”,实际

上就使这些
“
神物

”
戚了专制制度的象征。

正因为如此,在西周初、中期芏 中, 所 葬

鼎、笠等札器,以及反睽丧葬札制的明器,

诸如奴隶镉及玉石等制的其器仅仗相象征性

的车马等类,既足专制制皮蚂产奶,也舟这

种制度的一种反映。

西周末苁,由 于社会经泞虍'△t扌,阶级

的分化,矛盾 日益尖锐夕出现了
“
上 帝 祆

板,下民卒礻
”, ￠

出诉不熔,为犹不远
″

的局面`统清扌恕在丧弈屮 t铒表现出
“
上下

奠瘗,庠神不宗
”C的动擗,出 琪了有如西

周晚期赞国中小型基那样的一揸套粗制滥走

的青铜明器9对周札|既苹艹)i不定全尊崇。

明器在培里显然是已动扛了螃攻冲思扭的反

映物。

苷秋艹J期,封碎的土J也 所有 制 逐 渐 确

立,新兴地主玢级势力锊以增长,奴隶制时

期建立疳i各项衤t变 已庄了△△竹们发展的桎

梏。恩想领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历谓
“
田

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

的拟
“
民

”

为主的思想逐渐替代了西周氵,窝 来的
“
民神合

一
”

的敬天保民思想。这种
“

F适
”

、 “
神

″

思想沁主次关系垧颠倒实际是封建恩愈 而益

占据主导圮位的反映。这样,维 护 奴 隶 制

度、奴隶主利芏等等反映世袭、等级关系的

各种
“
礼 i∶∶

”
必艹遭到破汀。他们玻者

“
僭

越
”,成者部分改变其内容,或 者爽变其屮

的鄱分表现形式年等。站就是这一时期中原

地区的中小型基以仿△质明器为主,具有丨西

的纽合形式,但组合中叉并丰全以鼎为主,

有的再加以盆、弘官扌等等之类;扌 即使用鼎,

也以分躬的陶鼎充数;那些不够资格的小奴

隶主也畋于用魍鼎来。秦人则在萼崇月札陆t

同时`叉加辶反映岛己文化特色的东西;大
惑 有的仍丿弓i千 i∷ L器,盛用仿 铜 陶质 明

器。

r|I战囝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如呆说奴隶杜

会时期统治者主要依仗至高元上的地位,使
用茔套囝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同时也兼瑕

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丧葬9用等级关系·夕|为

系绳来继护内部利益的话,那末,到封建社

会之后,统治者则更方Ⅱ注重衩力统治与思扭

统治同时并举。封建地主阶级为巩圃统治两

用的功夫,以及采取的措炖沌奴隶社禽吕钅
·
期

要广泛和有力得多。在丧葬方面表现出:r泸

使处于封建化过程的一些地区, 如 战 闼 初

期,中原地区大墓9虽钺然残留若一定的扭

已有所变化妁旧札l制 的传统,但封嫦化过程

较快而又耽于
“
慢于礼仪

”
的秦人却拄原洄

制基础上增添了有着犰镥风格9盟示本身特

点的葬俗;南方楚地虽沿用了lB礼形式9却
掺入了地方特色的随葬物;各地中小型荽几

乎全用明器代替了礼器。这些变化,尽管形

式多种夕却没全抛弃旧的丧葬砹J秀j9特别是

札器的基本组合形式。这也讠氵色明:封建地主

阶级,为 了本身利益,也窭承袭丨日礼制中对

白己有用鄱分并按新形剪‘需要使 英 逐 浙 完

苷。不然,战囡时期'怎么会先后瑚现那么

多形式、内容的随葬体系呢 ?马 克 恩 说 :

“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曲于

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所有j苤些傩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麦

展为基础的,是拟蚧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

歧治的逋德的哲学的以及其儆的后果为基础

的
”

●。在这过程中'明糌显然趣了承袭河

妾,反 映变化的作用。

西汊王朝以刘邦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

十分注意恩想领域里的统治 ,“重其礼角j” 是

其表现之一。 《史记 ·封禅书》鼗,刘邦曾

下诏:“吾甚重诃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丿扌:

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而柯之如故。
”

当

时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也鼓吹
钌
礼者,则

(下转笫⒛△ )



纩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跟当时一

般士大夫的传统偏见有关。唐代,特别是它

的中后期 ,士太夫判别人物流品高下,一般看

里两条:一是科笫文词,二是门第根底。不

具各这些条件的人,要进入仕途,特别是任

禽捕大员,是很困难的。即使进去了,也将

受飘歧枧、诬蔑、排斥 (见陈寅洛《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上篇及中篇 )。 王 |丕 、王叔文正是

不具各这些条件而又一度左右朝政的人, 自

然为士大夫所怀疑、酃薄、不满了。 “
小人乘

时偷国柄
”

、 “
天位未许庸夫干

” (《 永贞

行 》)之类的话,正是困为这种偏见而产生

不满的反映。 “
亻Ⅰi以 侍书幸

”
、 “

王叔文以

樵进
”

之类的记叙 (《 顺宗实录》),也是这

不满的反映。

既肯定其措施,又不满其人,是韩愈在

对待永贞苹斯上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说

明韩愈同以宪宗方首的一批反对永贞革新的

人不同。正因为有这种矛盾和不同,韩愈写

的 《1趿 宗实录 》,才毁誉参半,而又老不能

使宪宗等人满意。

(上接笫33页 )

天地之体;因人之情而为之 节 义 者 也
”

,

“
因时世人情为之节义者也

”
③。对

“
礼

”
不

仅要用,还需因人囚事雨为之。西汊早中晚

期的大中小墓的随葬既承袭传统札制又有新

的因萦,并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分。诸如:依

礼从葬,不 同程度地用丧礼规定中的鼎、盒、

壶、钫等等之类的礼器,大墓多用明器再加

实用器夕中小墓用明器;按等级从葬,这时

的大中小薯随葬物的多寡,品芙区分等都很

清楚。其中改变随葬物的表现形 式 也 很突

出。如用多种厌料冉1明 器代替青铜礼器,礼
器配套不成列,陈放无序,及用大量生活用

具裘现生前生活面貌等。所有这些,那 一宗

不是哎搽杏起啻突出的表现作用呢 ?

综上所述,明器在反映丧葬礼制所起的

作用主要是;(一 )明器在阶级祉会的各个历

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丧葬礼制,丧礼

i氵 :i}∶ 释 ;

① 《盐铁论·散不足~篇 》。

⑦ 《荀子·礼论筏》。

③0⑥侯外庐《中国玫治思、想通史》。

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凡思想控制较严,或

影响较深的地区,一般变化较缓。然也有虽

受其影响,但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改

革的前列'变化就快。秦富有 自身文化因紊

的随葬内容和形式就是最好的说明。(二 )统

治阶级中的下层,在变革中走在最先,最能

触动汩制度的要害。随葬中,最先使用明器

代替礼器,或 用明器表现留越的是中小墓葬

的主人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三冫丧葬中

的眈荠,按其最初的本意当是所谓
“
藏主

”

“
明子之恩

”
。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逐渐

成了被F弓 于表现统治阶级权力、地位、等级

等等的工具,卫.随着社会的发展,反映日益

扩大,内 容日益广泛,含义不断加深,表现

形式繁多。在整个过程中,明器起着标志进

程,深化内涵,突出特点,贯穿等级关系的

作用。

④⑦ 《马克思恩格男i全 集》笫五卷第 52、

5亻 页。

③ 《韩诗外传 》卷五,《 史记·叔孙 通 列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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