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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语言

汉文帝 、 武帝诏书浅论
＃

杨 允

【提 要 】 汉文帝 、 武帝诏 书是 出 于天子特定身份的 文章制 作 。 尽管诏 书 所言都是关 系

国 家长 治久安的 大事 ， 但除 了 具体 内 容的 差异外 ， 该 文体还表现 出 不 同 帝王 处理 问 题 的 不

同 方式 、 态度 ，
以及他们相异的性格 。 诏 书较为 集 中地表达 出他们 的政治理念 ， 同 时 ， 也表

现 出作者的素养乃至感情 。 诏书是政令 ， 也是个性与 审 美的 艺术结 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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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 、 武帝 的诏书是汉代文学 的重要成专用 文体 ， 是最 能体现 天子 身份特 点 的 文学

果 。 比较分析二位帝王 的诏 书制作 ， 有助 于厘样式 。

清汉代诏书 的文体形态特征 ， 揭示汉代天子身 《文心雕龙 ？ 诏策 》 云 ：

“

夫王言崇秘 ， 大

份与文学个性的关系 。观在上 ， 所 以百辟其刑 ， 万邦作孚 。 故授官选

、＾贤 ， 则义炳重离之辉 ； 优文封策 ， 则气含风雨
―

、 诏书的文体定性之润 ； 敕戒恒浩 ， 则笔吐星汉之华 ； 治戎燮伐 ，

诏书是汉代天子专用 的文体样式 。 ￥ 《史
则声有Ｗ之威 ； 青灾肆赦 ’ 则文有春露之滋 ；

记 ？ 秦始皇本纪 》 载 ， 灭六 国后 ， 秦王 与丞相
明罚敕法 ’ 则 辞有秋 霜之烈 ： 此诏 策 之大 略

王绾 、 御史大夫冯劫 、 題李斯等讨论帝号 ，

Ｉ
”？策 、 制 、 诏 、 戒等

＾
体 的作 品 因 内 容不

确定皇帝之命称为
“

制
”

， 令称为
“

诏
”

。 这则
同 ’ 或表现出声威 ’ 或展 ７＾恩泽 。 但这些都＆

记载说明 了诏书文体的起源和基本定性 。 蔡屋

《独断 》 曰 ：

“

汉天子正号 曰
‘

皇帝
’

， 自 称 曰

‘

朕
’

， 臣 民称之 曰
‘

陛下
’

， 其言 曰
‘

制 诏
’

。

？＾
－

ｐｉ二
＊ 基金项 目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

 —曰 ， 一 曰２“

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类型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

（项 目批准

曰
‘

诏 书
’

， 四 曰
４

戒书Ｖ
’？

《文心雕龙 ？ 诏号 ：
１ ３ＹＪＡ７ ５ １ ０ ６ ０ ） 、 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 目 （ 资助 编

策 》 亦云 ：

“

秦并天下 ， 改命 曰 制 。 汉初定仪号 ： ２０ １ ５Ｍ ５ ７ １ ２ １ １ ）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

汉代文

贝 丨

Ｊ ， 则命有 四 品 ：

一 曰 策书 ，
二 曰 制 书 ， 三 曰化转型与文学流变研究

”

（项 目 批准号 ： １ １ ＦＺＷ００ ６ ） 的

诏书 ， 四 曰戒敕 。

”？将制 、 诏等确定为天子御用
－ ① 蔡邕 ： 《独断 》 卷上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〇 年版 ， 第 ２ 页 。

文体 ， 这是秦王朝文化建构 的 ？
？且成部分 。 汉王

② 刘雜著 、 范文雛 ： 《文心雕龙注 》 ，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１ ９ ５ ８

朝建立之初沿用秦文化 ， 全面承袭秦的朝仪制年版 ， 第 ３ ５ ８ 页 。

度 。 于是 ， 诏书便成为汉天子用 以表达意 旨 的③ 《文心雕龙注 》 ， 第 ３ ５ ９
￣

３ ６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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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的 。 故 《文心雕龙 ？ 诏策 》 又云 ：

“

皇帝御第三类诏书涉及法度建设 ， 特别是废除秦王

宇 ， 其言也神 。 渊嘿黼雇 ， 而 响盈 四表 ， 唯诏朝的严刑酷法 。 秦法规定一人有罪 ， 全家人连坐

策乎 ！

”① 天子专用的文体样式虽可分为策 、 制 、 受刑 。 文帝认为连坐的法律制度既使无辜的亲属

诏 、 戒等细类 ， 而泛称则 以诏书涵盖 。 汉代诏遭受刑罚 、 扩大了打击面 ， 也失去了法律的公正

书的内容都是关系朝廷 的大事 ， 与政治 、 文化原则 。 文帝曰 ：

“

朕闻法正则 民悫 ， 罪当则 民从 。

等重要问题紧密相关 。且夫牧 民而导之善者 ， 吏也 。 其既不能导 ， 又

以文帝诏书为例 ， 《汉书 》 所载的文帝诏书以不正之法罪之 ， 是反害于 民 为暴者也 。 何 以

按内容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禁之 ？ 朕未见其便 ， 其孰计之 。

”？ 他明确提 出

第一 ， 调 整 王 朝 上 层 关 系 ， 如 《 即 位赦对前代法令公正性 的思考 。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

诏 》 、 《修代来功诏 》 、 《封赐周勃等诏 》 。 第二 ， 下 ， 文帝连颁诏书 ， 废除连坐 、 肉 刑 、 除诽谤

关注民生 ， 如 《振贷诏 》 、 《养老诏 》 、 《劝农妖言等律条 。

诏 》 、 《耕桑诏 》 。 第三 ， 法度建设 ， 如 《 除诽谤通过以上对文帝几类诏 书产生背景的分析

妖言法诏 》 、 《议除连坐诏 》 、 《 除 肉 刑诏 》 。 第可以看 出 ， 这些诏 书反映的都是王朝政治 的 当

四 ， 求贤求言 ， 如 《 日 食求言诏 》 、 《策贤 良文务之急 ， 包含安社稷 、 抚黎 民 的重要举措 ， 是

学诏 》 、 《求言诏 》 。 第五 ， 礼制建设 ， 如 《增神以天子之尊发布 的政令 、 训诫 。 这些作 品亦都

祠制 》 、 《 除秘祝诏 》 、 《议郊祀诏 》 、 《开籍 田表现出诏书作者的尊贵与责任 。

诏 》 。 第六 ， 与匈奴的关系 ， 如 《遣灌婴击匈奴值得指 出 的是 ， 有 的诏书并非 出 自 天子御

诏 》 、 《与匈奴和亲布告天下诏 》 。 文帝这些诏书笔 ， 而是大臣代笔 。 这些代笔大臣不仅要充分理

都以安社稷 、 抚黎 民为宗 旨 ， 都是关系 到 国家解天子的意图 ， 还要表现出天子的身份 、 气度与

建设的 、 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大事 。 口吻 。 因此 ， 本文对这类诏书不作特殊区分 。

其中 ， 第一＇类诏 书是在文帝从一＇方诸侯王ｙ

转变为汉王朝天子的背景下所作 。 文帝刚 刚登＝
、

ｉｆｆｆ 尽管诏书所言都是关系 国家长治久安 的大
自 晚 ’

事 ， 但除了具体内容的差异外 ， 每个帝王处理问
卫 军 ’ 保

３ 题的方式 、 态度 ， 他们的情感 、 个性也都不同程

？

， 舰觸棚书 巾 。 正娜瓶麵各体诗文作
勃 平

品都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才情 、 个性一样 ， 诏书也

表现出作者思想 、 感情乃至个性 的差异 。 对 比

＾
文韵棘哺撕 ＠诏书 ， 就可 １＾感觉翻

第二类诏书是 因更广泛严峻的社会现实而

作 。 汉初 ， 天下 已历经数百年战乱 ， 民生凋弊 ，

、

〃笛胳 白 寸举 彳 ￥

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 《汉书 ？ 食货志 》 云 ：

“

汉^

針有 五 年 九 月 壬 子 ， 皇 帝 曰 ： 昔 者

ｆ
五

：
相

大 禹 勤 求 贤 士 ， 施 及 方 外 ， 四 极之 内 ， 舟

二
民

咖

汉 。

车 所 至 ， 人 迹 所及 ， 靡 不 闻 命 ， 以 辅 其 不
？ ， 自 天子不能具Ｍ ’Ｍ相 或乘牛 车 。

”②

逮 ； 近者献其 明 ， 远者通厥聪 ， 祕 戮 力 ，

Ｓ

这 发＿天子 。 是 以 大 禹 能 亡 失 德 ， 夏 以 长楙 。

展 ， 正是稳固王朝 的关键 。 因此 ， 振贷 、 劝农 、

养老等成为王朝 的 当务之急 。 这类诏 书表现出 ＾

^

文帝对社会现头 问题的清醒判断 ， 表现 出 他对
② 班固 ： 《汉书 》 ， 中华书局 １ ９ ６ ２ 年版 ， 第 １ １ ２ ７ 页 。

民生问题的关心 、 关注 。③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１ ９ ５ ９ 年版 ， 第 ４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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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肤获执 天 下 之 正 …… 故 诏 有 司 、 诸咸 以 书 对 ， 著之 于篇 ， 朕 亲 览 焉 。

②

侯王 、 三 公 、 九 卿 及 主 郡 吏 ， 各 帅 其 志 ，

以选 贤 良 。 明 于 国 家 之 大体 ， 通 于 人事 之此诏书作于武帝 即位第六年 。 在这之前 ， 武帝

终始 ， 及 能 直 言 极谏 者 ， 各 有 人 数 ， 将 以身边多老 臣 ， 后起之秀惟严助一人 。 东方朔 、

匡 肤之 不 逮 。 二 三 大 夫 之 行 ， 当 此 三 道 ， 枚皋 、 司马相如也先后入朝 ， 但都是文学之臣 ，

肤甚 嘉 之 。 故 登 大 夫 于 朝 ， 亲 谕朕 志 。 大能承大任者 ， 唯严助而 已 。 他需要提拔贤才 ，

夫其上 三 道 之 要 ， 及永 惟 朕 之 不 德 ， 吏 之帮助 自 己大力推进政治文化建设 。 于是 ， 诏书

不平 ， 政 之 不 宣 ， 民 之 不 宁 ， 四 者 之 阙 ，中 ， 武帝鲜 明地表达了 自 己对唐尧 、 虞舜 、 成

悉 陈 其 志 ， 毋 有 所 隐 。

…… 著 之 于 篇 ， 肤康之政的心仪向往 。 作为大汉君主 ， 他期冀 自 己

亲 览 焉 ， 观 大 夫所 以 佐朕 ， 至 与 不 至 。 书的王朝有朝一 日 能达到
“

刑错不用 ， 德及鸟兽
”

之 ， 周 之 密 之 ， 重 之 闭 之 ， 兴 自 朕 躬 ， 大的太平盛世 。 为此 ， 他热情地期盼贤士 的到来 ，

夫其 正 论 ， 毋 枉执 事 。 乌 乎 ， 戒 之 ！
二 三希望贤士帮助 自 己实现嘉瑞并臻的盛世理想 。

大夫其 帅 志 毋 怠 。

？“

麟凤在郊薮 ， 河洛 出 图 书
”

， 这种胸襟和

怀抱 ， 绝非寻常帝王所有 。 文帝 的治世理想是

这份诏书作于文帝十五年 （公元前 １ ６ ５ 年 ） 九月 。 长治久安 ， 而武帝的 目 标却是德胜化钧 的太平

此时文帝的统治已经稳固 ， 因此他希望求得贤才盛世 ； 文帝的人生楷模是身体力行 、 勤政务实

而有新的作为 。 诏书中 ， 文帝称赞大禹广求贤俊 ， 的大禹 ， 而武帝所尊崇 的则是唐尧 、 虞舜 ， 是

使贤士都发挥聪明才智 ， 以此确保夏王朝 的长治较之大禹更具有典范意义的盛世贤君 。

久安 。 这表明他要以大禹为榜样 。 文帝提出贤 良在这之后 的两年间 ， 董仲舒 、 公孙弘 、 严

的标准要合于三道 ， 即应 明 晰王朝 的政治决策 、 助 、 朱买臣 、 吾丘寿王 、 主父偃 、 徐乐 、 严安 、

治理臣民和直言进谏三个方面的道理 ， 能在天子终军等构成的新锐群体 ， 在武帝实现其雄才伟

德行缺失 、 官吏办事不公 、 政令执行不畅 、 人民略方面发挥 出 极大的创造性 ， 其作用是无可替

不安宁等四方面发挥补救作用 。 他言辞恳切地叮代的 。 然而 ， 这些大 臣 中 ， 只有董仲舒 、 公孙

嘱有司 、 诸侯王 、 三公 、 九卿及郡守要直言不讳弘 、 严助是通过举贤 良途径被发现的人才 。 至

地举荐贤 良 ， 正言直论 ， 无须顾及当权官吏的阻于主父偃 、 徐乐等人 ， 甚至包括东方朔 、 枚皋

烧 。 对于大夫们的奏书他将亲 自观览 ， 最终 目 的等 ， 都是 自 己上书展示才华而受到武帝擢拔的 。

是希望 自 己能像大禹一样勤政 、 求贤 ， 不失君德 ， 于是 ， 在元朔元年 （公元前 １ ２ ８ 年 ） 十一 月 ，

希望汉王朝能够长久存在 。武帝针对荐贤不力 的 问题 ， 再颁诏书 《议不举

同为求贤诏 书 ， 武帝之作与文帝相 比 ， 则孝廉者罪诏 》 。 其文云 ：

有显著差异 。 元光元年 （公元前 １ ３ ４ 年 ） 五月 ，

武帝颁诏求贤 ， 其文 曰
：公卿 大 夫 ， 所 使 总 方 略 ， 壹 统 类 ， 广

教化 ， 美风俗也 。 夫本仁祖 义 ， 褒德禄 贤 ，

朕 闻 昔 在 唐 虞 ， 画 像 而 民 不 犯 ， 日 月劝 善刑 暴 ， 五 帝 三 王 所 由 昌 也 。 肤夙 兴 夜

所烛 ， 莫 不 率 俾 。 周 之 成 康 ， 刑 错 不 用 ，寐 ， 嘉 与 宇 内 之 士 ， 臻 于 斯 路 。

 今 或

德及 鸟 兽 ， 教 通 四 海 。

 麟 凤 在 郊 薮 ，至 阖 郡 而 不 荐 一 人 ， 是 化 不 下 究 ， 而 积 行

河洛 出 图 书 。 呜 乎 ， 何 施 而 臻 此 与 ！ 今朕之君子雍于上 闻 也 。
二 千 石 官 长 纪 纲 人伦 ，

获奉 宗 庙 ， 夙 兴 以 求 ， 夜 寐 以 思 ， 若 涉 渊将何 以 佐 朕 烛 幽 隐 ， 劝 元 元 ， 厉 蒸 庶 ， 崇

水 ， 未 知 所 济 。 猗 与 伟 与 ！ 何行 而 可 以 章乡 党 之训 哉 ？ 且进 贤 受 上 赏 ， 蔽 贤 蒙 显戮 ，

先 帝 之 洪 业 休 德 ， 上 参 尧 舜 ， 下 配 三 王 ！

朕之不 敏 ， 不 能 远 德 ， 此 子 大 夫 之 所 睹 闻① 《汉书 》 ， 第 ２ ２ ９ ０ 页 。

也 。 贤 良 明 于 古 今 王 事 之 体 ， 受 策 察 问 ，？ 萧统编 、 李善注 ： 《文选 》 ， 中华书局 １ ９ ７ ７ 年版 ， 第 ４９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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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道 也 。 其 与 中 二 千 石 、 礼 官 、 博 士 议

不举者 罪 。

①武帝要求公卿 、 州郡正确认识贤才 ， 不求全

责备 ， 特别是对那些特长突 出而又有明显缺陷的

此时武帝即位已 １ ２ 年 ， 血气方刚 、 政治经验丰士人 ， 也要根据其特长与需求予 以举荐 。 这表现

富 ， 正欲大展宏 图 ， 迫切需要大批人才 。 可是出武帝求贤若渴 ， 不拘一格地对待臣属 ， 善于用

公卿 、 州郡却举贤不力 ， 有 的州郡甚至一人都人所长 ， 善于掌控人才 。 这与文帝在诏书 中所提

不推荐 ， 以至于有品行的君子不能被天子闻之 。 出 的合于
“

三道
”

的贤才观是有巨大差别的 。 武

面对这种情形 ， 武帝强调 ， 举荐贤 明将受上赏 ， 帝在不同时期颁布求贤诏 ， 内容有所不同 ， 但其

遮蔽贤人匿藏知名人士将被处死 。 这是古代通广求贤才 、 希望他们帮助 自 己实现宏伟的盛世 目

行的办法 。 借古鉴今 ， 他希望朝 中 的二千石 、 标的愿望却是始终如
一的 。

礼官 、 博士拿 出 不举荐人才 的惩治办法来 。 可仅从文帝和武帝的求贤诏书即可看出 ， 尽管

见 ， 武帝此诏书 的宗 旨就是要纠正蔽贤不举 的面对的政治需求和现实问题较为接近或类似 ， 但

过失 ， 督促公卿 、 州郡发现人才 。 诏 书 中武帝在诏书文本中二位帝王却表现出 了不同的精神气

以不容置疑 、 不可推卸 的语气希望并要求公卿 质 。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见 ， 诏书这一文学体裁

举荐贤才 ， 充分表 明 他求 贤 的 志 向
＾
坚定 的 、 虽都是出于天子身份的文章制作 ， 但又能展示 出

热切的 ， 同时也足见他的霸气 。 他行事 的风
， 不同帝王个性特征的差异性 。 它既出于最高统治

是说一不二的 。 面对举贤不利 ， 文帝 的戒敕言 集团的政治利益 ， 又传达出帝王个体的思想诉求 。

辞是
“

帅志毋怠
”

， 而武帝则在诏 书 中 明确要求
“

中二千石 、 礼官 、 博士议不举者罪
， ，

， 二人行三、 地位、 个性与审美差异的生成

事风

ｓｓｍ 
１ 〇 ６ 年 ） ， 汉王朝政治 、 严

都居于最繊治地位 ， 但，
帝

ｊ

汉武

军事 、 文化取得 了 巨 大成就 ， 并仍在强势发展
細气质素养却相异 。 他们在治国安民的各项活

中 ， 急需大批文 臣武将 。 为 了解决人才资源不
动 中所表现細个性亦有显著的差别 。 因而汉文

足的现状 ， 赫不翻 ：评公卿 、 娜賴不举 ，

帝与減 １細诏书絲删不同麵神风貌 。

酿纠正他細人才观 ， 让働ｍ雛 的誠文棘位 ２ ３ 年 ， ＊健 宫 室
二
苑 囿 ’ 车

看待人才刚。 娜上 ， 武雜掌最高權二
马 、 健 １也不输 ， 实賊鮮措前多先考虑

三十年后 ， 他 ｂ 经有 了 丰 富成熟馳雜验 。

胃

在当时 ，

－些受武帝重用并有所作为 的人 ， 却 听说要投资百金 ’ 马上说 ：

‘ ‘

百金 ， 中人十家之

在道德操守方面受到士大夫诟病 。 如主父偃是ｄ

众贤士中仕途得意之人 ， 他 向武帝建议的事项 ，

此事于是作罢 。 他 自 己 身穿戈涕制作 的衣服 ’

多被采纳并制定律令颁布 。 但他的人生信条是 宫殿帷帐不用文绣 ； 他为 自 己修建霸陵 ， 随葬

“

丈夫生不五鼎食 ， 死则五鼎亨
， ，

。

② 他的 乡 里关 物都用 瓦 器 ’ 不用 金 、 银 、 铜 、 锡作 为 装饰 ，

系亦十分紧张 ，

“

诸儒生相 与排傧 ， 不容 于 为节省 民力 。 霸陵建在 山坡 ， 不另起坟 。 武帝

齐 。

”③ 如此为人怎能被州 郡视为 贤才 ？ 于是 ，

的人生则是另一番景象 。 《汉书 方朔传 》

武帝针对这类现象颁布求贤诏云 ：载 ， 武帝年轻气盛 ， 精力充沛 。 建元初年 ， 常

常微服出猎 ， 与侍 中 、 常侍武骑等亲信晚 间在

盖有 非 常 之 功 ， 必 待 非 常 之 人 ， 故 马

或奔鞮 而 致 千 里 ， 士 或 有 负 俗 之 累 而 立 功① 《汉书 》 ， 第 Ｉ ６ ６
？

ＩＮ 页 。

名 。 夫 泛 驾 之 马 ， 跅 弛 之 士 ， 亦 在 御 之 而
② 《汉书 》 ， 第 ２ ８〇 ３ 页 。

已 。 其令 州 郡 察 吏 民 ， 有 茂 材 异 等 可 为 ＊｜页

页 。

相及使绝 国 者 。

”④⑤ 《汉书 》 ， 第 １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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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门集合 ， 假称平阳侯 ， 至山下驰射鹿豕狐兔 ， 以博大的仁爱精神安排 自 己 的后事 ， 以超然的

手格熊罴 ， 驰骛农 田 ， 毁坏庄稼 ， 惊扰 百姓 。 态度谈到 自 己 的死 ， 认为
“

死者 ， 天地之理 ，

后来 ， 为狩猎方便 ， 更划 出 大片 区域建成上林物之 自 然
”

， 讲述 自 己死亡时 的心情极为平静 ，

苑 。 此外 ， 武帝还扩建昆 明池 ， 池边馆阁环绕 ， 就像在谈一次外 出巡视般轻松 。 谈到死后种种

又造楼船 ， 高 十余丈 。 船上竖立旌旗 ， 十 分安排时 ， 又十分清醒 、 周 到 ， 他要求 臣 民不必

壮观。过分悲伤 ， 要 臣 民哭祭从简 ， 丧服从俭 ， 陵墓

可以说 ， 文帝和武帝的生活态度差异巨大 。 要因 山川 自 然而建 ， 处处体现 出 敦朴 的精神 。

文帝节俭 、 淳朴 ， 处事常考虑人 民 的负担 ； 而文帝享年四 十七岁 ， 身边的嫔妃还很年轻 。 他

武帝则追求感观刺激 ， 追求享乐 、 奢华的生活 。 明确安排后 宫包括夫人 、 美人 、 良人 、 八子 、

文帝 、 武帝同为天子 ， 却具有显著的个性差异 ， 七子 、 长使 、 少使等七个等级 的嫔妃都要放 回

这是由他们成长生活 的种种条件造就的 。 文帝本家 ， 令其嫁人 ， 让她们过新 的生活 。 文帝 的

刘恒因其母薄姬少有亲幸 的机会 ， 所以无法与《遗诏 》 表现 出 他 的节俭之德 ， 表现 出 他对百

其他王子 的地位相 比 。 而刘彻不仅血统纯正 ， 姓 、 对后宫嫔妃的仁爱情怀 。

且一直享受宫廷最深厚 、 最周 到 的关爱 。 他 四文帝和武帝 的个性差异体现在他们治 国 的

岁立为胶东王 ， 七岁 为皇太子 ， 十六岁 即皇帝举措中 ， 而诏书文本是他们治 国安 民 的重要政

位 。 尊贵 、 宠爱 、 荣华伴随着他成长 。 这是其令 。 这类作 品较为集 中地表达 出他们不 同 的政

他皇子无可 比拟 的幸运人生 。 二位帝王在众多治理念 ， 同时也表现 出 不 同 的性格 、 素养乃至

皇子中的地位 以及成长 的具体环境 、 条件 ， 都感情 ， 是他们个性与审美的艺术结晶 。

在他们的性格 、 气质 的形成 中 留 下鲜 明 、 强烈

的印记 。 而不同 的性格 、 气质会通过天子身份本文作 者 ： 文 学博士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外

显示在当时 的政治 、 文化生活 中 ， 并在诏 书 的文所博 士 后 ， 渤 海 大 学 文 学 院 副 院 长 、

写作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教授、 硕士生导师

这种差异性在前文 以求贤为主题的诏 书 中责任编辑 ： 左杨

便可寻见踪迹 。 如果纵览两位帝王 的诏书作品 ，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 比如 ， 文帝有关礼制建
设的诏书多体现出对人民 的关怀 ， 他的 《遗诏 》

乃是一篇千古佳作 。

？在这份 《遗诏 》 中 ， 文帝① 《汉书 》 ， 第 ｉ ｓ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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