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简介 

国宝100，件件精彩! 

003西汉皇后之玺 

开篇 

今儿讲的故事有点儿传奇。这故事发生在1968年，距

今正好50年。陕西咸阳有个韩家湾，那年有个13岁的

初中生，他年纪跟我一般儿大，1968年，我也13岁。 

这个初中生放学回家，他就边走边踢，见什么踢什么，

突然在水渠边上发现一枚发亮的白色小石块儿，方方的。

他捡起来一看，这东西有点儿奇怪，回家以后掏给他爹

看。他爹一看说：“这是一印章啊！”那印上有四个字，

其中两字他爹认得，他爹就告诉他这俩字叫“皇司”，

剩下俩字就不认得了。他爹觉着这东西有可能是件文物。

第二天就领着儿子，去上交。 

当这爷俩儿把东西拿到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的人说，

这东西可不是石头，是新疆的和田羊脂玉。上面趴着的

这动物，叫螭虎。汉印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素印，上头

什么都没有，另外一种呢，它就是上面有个兽钮，有装

饰。再往下一看印文，工作人员说你这东西不得了，这

写的是“皇后之玺”。 

皇后之玺的主人 

这印章肯定是皇后用的，问题是，哪个皇后？你看看这

方印离谁的墓葬近呢？它出土的地点，在刘邦与吕后陵

墓的西边，不到1000米。这个距离走着也就十几分钟

的路程，还没有出皇家陵园，所以文物的指向很清晰。 

（汉高祖陵寝） 

再看印的形制，它就是个四边方形，式样也非常简单，

字数呢，也都与文献相符。最终，所有的专家一致认定，

这就是吕后之印！虽然这不是在吕后墓葬里直接出土的，

但至今，这方印是吕后的不存任何争议。 

（汉高祖皇后陵） 

后来，这方印成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多件镇馆之宝中的

一宝。你说这么小的一方印，它怎么就成为了镇馆之宝

了呢？ 

汉唐两代，我们可以确认的皇帝的印玺，一个都没有，

能够确认皇后的印玺，只此一方。查阅一下古代文献，

发现《汉官旧仪》上有这样的记载，说“皇后玉玺，文

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你看在汉代，皇上和

皇后平起平坐，王与妃也平起平坐。此方印虽不是皇上

的，是皇后的也成啊，况且是吕后。西汉女人地位高，

讲究平起平坐，看到吕后的印章，那刘邦的制式应该也

差不太多。没准儿将来，谁再去那边踢两脚，也踢出个

汉高祖刘邦的印来。 

刘邦的皇后就是吕后，她姓吕名雉。吕雉本来随他的父

亲吕公住在今天的山东单县，后来因躲避仇家，迁居到

江苏的沛县。这吕公跟沛县县令关系好，听说县令有重

要的客人要来，沛县有本事的人，纷纷前去祝贺。负责

欢迎吕公一家宴会的人，叫萧何，就是“萧何月下追韩

信”的萧何。他是沛县县衙的主吏，萧何负责排定宾客

的座次。他叫手下把贺礼不到一千铜钱的，都安排在堂

下。匆忙间，见一人走过来，胡乱地填上了“贺钱一

万”！这可是个大数目。其实，他根本没钱，就打一白

条。这人谁啊？他是县里的一个小官：亭长，相当于现

在乡镇的治安队长，他叫刘邦。  

刘邦因为奉贺礼一万钱，被引入上席，与吕公同坐。吕

公会看相，看他面相不凡。萧何看两人相谈甚欢，就借

机悄悄告诉吕公，说这刘邦就会吹牛说大话，成不了大

事儿。可见，当年身居高位的萧何根本没有把刘邦放在

眼里。但吕公不以为然，一边聊天，一边仔细观察刘邦。

（刘邦画像） 

宴会过程中，吕公就打定了主意，他对刘邦说，我很会

看相，但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相貌不凡的，你是拥有异相

的人。我有一女儿，叫吕雉，希望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为

妻。吕雉当年不到二十岁，青春美少女，而刘邦比她大

15岁，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叫刘肥。刘邦心说这是哪

儿来的好事啊，立刻满口答应，乐不可支。 

吕公的女儿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为刘邦生下一儿一

女，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后来的事儿不

用我说了，你们都知道，这两位在历史上有多重要。刘

邦称帝后，不断平灭造反的藩王，没享受多久就去世了。

吕后接着控制政权长达15年。《史记》有《吕太后本

纪》，是全书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做的传记。可见吕后

的重要性。开国皇帝刘邦的印，目前还没有找到，但开

国皇后的印找到了，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印章制式有非

常大的帮助。这下你知道，这玉印有多重要了吧？ 

为何以玉为印 

古人为什么用玉来做印呢？是因为它有不可逆的特性。

古人以玉为信，比如我们老说“天降祥瑞”，说文解字

解释“瑞”字，就是“以玉为信也”。这个“瑞”字就

是个斜玉边嘛，就是一种作为凭信的玉器。天降祥瑞就

是上天遵守承诺。 

做印的材料后来很多，金银铜铁锡，竹木牙角漆，都可

以用来做印。但为什么重要的印要用玉做呢？因为玉刻

成了以后就不能更改。比如你说，铜的，它可以融化了

重新铸啊，玉就不成，玉你刻了它以后它就有石性，任

何一方玉印你再重新刻，石性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 

最牛的玉印 

历史上，最牛的玉印是哪一枚呢？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

玺。我们现在除了在电视剧能偶尔地看见，跟肥皂块儿

似的，真正的，我们实在看不到了。传国玉玺，简称传

国玺，相传是奉秦始皇之命用和氏璧雕刻而成。正面刻

有秦代丞相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

这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凭证，但后来失传了，何时丢

的，谁都说不清。 

印章的演变 

我们能看到最早的帝后印章，就是这枚“皇后之玺”。

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边长只有2.8公分，重33克。

那乾隆时期最大的印章有多大呢？边长就得20多公分，

一个章的面积是汉代这章的50倍呢！ 为什么“皇后之

玺”这么小呢？这是因为当时跟现在不同啊。过去啊，

对印章的涵义认识不深，使用也仅是功能性的，所以印

章小就便于携带，方便。 

战汉时期，印还有保密作用，所以也不能做得太大。比

如，我们现在的文件都有加密功能，没有密码解不开。

战国、秦汉时期，纸还没有发明，当时的书籍、公文、

信件都是写在木牍、竹简或帛书上。有些公文、信件在

传递时，需要保密，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用丝绳把简

牍或帛书捆扎起来，打上结。然后，用一块软泥将绳结

封住，再在软泥上按下印纹。这样，重要的简牍或帛书

在传递过程中，信使就无法、也不敢私拆偷窥了。这个

东西叫封泥，有的博物馆里有展出。 

（汉阳陵博物馆“大官令印” 封泥） 

那么，印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目前没有定论。但最

早的应用是在商业交流中开始的。现在可见最早的印，

大概是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皇帝用的

印叫玺；臣子、官吏用的印，那才叫印。汉代又规定，

将帅使用的印，叫章。到了唐代，武则天又把玺称之为

“宝”。唐代有两个改动：第一，把钱由计重制改为宝

钱制——“开元通宝”；第二呢，印，由“玺”改为了

“宝”。后来宝、玺并用，一直延续到清朝。你看清朝

有“乾隆御览之宝”，还有“三希堂精鉴玺”。那老百

姓的叫什么呢？叫“戳子”，过去领个钱物什么的，常

说“盖个戳儿”。 

马爷说 

时至今天，中国人对印章依然有情结和信任感。过去我

们领工资时都得盖章，签名不管用。现在你看重大文件，

都需要盖章，很多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句，叫：盖章有

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印章的重要记忆。 

皇后之玺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印章，今日重现啊，实属不

易。它不仅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中国人

以玉取信的物证。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