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的“多金”，是历代史学

家的定论。其黄金库存，即现代

所谓“黄金储备”，可谓中国古代

历朝之最。《魏晋南北朝史》载，西

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

万斤以上。如果按照《中国历代

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 1 斤

折合今日 248 克来计算，西汉的

百 万 斤 即 今 日 的 248

吨，而2003年我国的黄

金储备为 600 吨，达到

了 2003 年黄金储备的

41.3%。

翻开《汉书》，会发

现西汉帝王赏赐黄金

的例子数不胜数，动辄

千斤万斤，仿佛说的是

萝卜白菜一般。比如：

刘邦的长子刘盈，即位

后便大肆用黄金打赏

为父亲办理丧事的人

员，尤其是亲自参与挖

墓穴的人，将军一级的

给40斤黄金，年俸2000

石 的 官 员 给 20 斤 黄

金。可以想象，巨大的

帝陵必然有很多文武

官员参与其中，如此一

算，赏赐的黄金金额令

人瞠目。

那么，哪儿来这么

多黄金？

不可否认，西汉黄

金之巨得益于前朝的

积累：春秋以前，黄金

已成为人们珍藏的东

西；到战国时，各诸侯都视金为

宝，无不尽力搜罗。当时秦楚两

国势力最大，财富最多。楚国汝

汉地区盛产黄金，有方形的爰金

流行于世。秦国盛时，“黄金万镒

为用”。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国的

“子女玉帛”都集聚在秦王朝的宝

库，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黄金，而这

些历代积累的黄金最后又随着改

朝换代而被西汉接收。

铁器时代的到来，带动了西

汉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更多的黄

金被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也充

实着原本就藏金颇多的西汉国

库。时人通过不断的实践，除了

继承前代的方法外，又发现了按

矿脉分布关系寻找新矿和察看金

光寻找金矿的方法，这在《史记·
货殖列传》和《史记·天官书》中都

有记载。黄金产地也比过去有所

增加，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扩展

到两大流域的纵深地区。参与采

金的人数之多也有例子可以说

明：汉元帝时的大臣贡禹，看到当

时农业人口大量减少，曾提出了

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就

有一条为“罢采珠玉金

银铸钱之官”，可见至

少当时政府设立了开

采珠玉金银的专门机

构，而在这个机构下面

从事采金的人员也一

定不在少数，否则也不

至于严重到要罢免。

除此之外，罗马史

学家的抱怨也值得一

提。他们对西汉时期

罗马与中国的外贸交

易耿耿于怀，认为罗马

花费了数量巨 大 的 黄

金来购买中国的丝绸

及其他货物。比如一

种名为“缣”的双经双

纬 的 粗 厚 织 物 ，在 西

汉 时 期 时 价 是 400 到

600 多个铜钱一匹，但

在罗马市场却与黄金

同 价 ，即 一 两 黄 金 一

两 缣，一 匹 缣 约 25 两

重，即 可 换 取 25 两 黄

金。据统计，西汉时，

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

超过5吨的黄金流入中

国、印度和阿拉伯。难怪罗马的

史学家会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

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

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带回来的大量

黄金，不仅来自有着充实国库的

罗马，还包括沿途的叙利亚和埃

及等国。另一方面，由于西汉时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和文

化都很发达的国家，商品输入相

对较少，因此黄金几乎不外流，

只有少量的黄金流到西域、南海

各国购买奇珍异宝，如汉武帝时

常向大宛购买良马，向海外购买

珍珠、琉璃等，仅此而已。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0 年

第 8 期）

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

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

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等 11 个国家。东南亚自古以来便

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

主要目的地。唐宋时期，中国海

商远及东南亚沿海地区，商民往

来频繁。15 世纪初，爪哇、苏门答

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中

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

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

东 南 亚 的 人 依 然 有 增 无 减 。 然

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

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

南洋”的移民潮。

贫困战乱造成移民浪潮

晚 清 出 现“ 下 南 洋 ”移 民 浪

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7 世

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

远 东 地 区 ，荷 兰 、西 班 牙 、葡 萄

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

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

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需要

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

18 至 19 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

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

多 的 中 国 ，鼓 励 华 人 前 往 东 南

亚 。 就 国 内 而 言，“ 闽 广 人 稠 地

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自

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

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之前，下南

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

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

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

许 西 方 国 家 在 东 南 沿 海 招 募 华

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

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

“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 60 年代

至 20 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

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

阶段。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

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

历 太 平 天 国 和 两 广 洪 兵 起 义

（1854 年至 1861 年，在太平天国起

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反

清 大 起 义 ，起 义 军 自 称 为“ 洪

兵”。有 40 多个县的天地会先后

举事，参加者达 100 万人，并一度

围攻广州城，后辗转进入广西，建

立“大成国”等农民政权）以及广

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

生活更加艰难。时值美洲发现金

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

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

国 东 南 地 区 设 立 招 工 公 所 。 洋

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

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

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

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 契约华

工”。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

架手段掠夺华工的现象。数十年

间，仅在东南亚就有约 200 万华

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

园和印尼等国矿山。

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

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

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迫于

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

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 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

“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

苦力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也有

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

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

活动。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

峰期。20 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

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

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

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

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

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

一步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0 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

顶峰，仅 1922 年至 1939 年间，从

厦 门 等 港 口 出 洋 的 移 民 就 超 过

500 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

华 人 社 会，大 量 华 人 回 迁 国 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

的华人大幅减少。随着共和国的

建立，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

民潮基本停止。

飘流海外的辛酸

“下南洋”是中国人走出国门

的 移 民 潮 ，其 中 充 满 了 辛 酸 与

艰险。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

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允许的。朝廷

认 为，迁 居 海 外 无 异 于“ 弃 绝 王

化”，因此，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

护，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直

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

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

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

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解除

华侨海禁。进入民国，华人参与

当地政治、经济、教育事业，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艰险。早期移

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

与海盗行劫，海上风险难测，帆船

时有倾覆的危险。近代出洋华工

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

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

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

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

狱”。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

渡 船 主 的 讹 诈 与 各 色 人 等 的

刁难。

再次是登陆后，移民同样面

临着凶险的环境。一方面，需要

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

题；另一方面，还受到当地各种势

力的多重压迫。殖民者急需华人

参与地区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

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

担忧，因而有意压制华人，以致迫

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

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

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土

著政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限制

华 人 的 政 策 。 一 旦 政 局 出 现 动

荡，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

发泄不满的对象。

漂流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

各种压迫，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

式来保护自己、寻求慰藉与帮助，

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 与 土 著 通 婚 。 早 期 移

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妇女

数 量 少，男 女 比 例 严 重 失 调，不

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

融 入 当 地 社 会，“ 华 人 有 数 世 不

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

衣番衣，读番书”。19 世纪末，随

着有关禁令的取消，华人妇女迁

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华人华侨

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

二是创立同乡会馆。移民迁

入早期，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

合作团体，马六甲的青云亭、槟榔

屿的广福宫、新加坡的天福宫都

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随

着 移 民 增 加，来 自 同 一 省 份、府

县、方言区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

前者，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

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

三 是 加 入 秘 密 会 党 。 早 在

1799 年，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

会党（“私会党”）的存在，后来会

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

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力量。

在早期华人社会中，会党在一定

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在

华工贸易中，私会党大多充当“猪

仔头”角色，其势力还遍布赌场、

妓院、烟馆等场所。私会党内部

派 系 林 立，经 常 发 生 械 斗 事 件。

到 20 世 纪 20 年 代 ，会 党 遭 到 取

缔，逐渐转入地下活动。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

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

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华

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当地政府

的认可，但 限 制 华 人、排 斥 华 人

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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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于 1974 年被发

现，世 人 称 之 为“ 世 界 第 八 大 奇

迹”。威武雄壮的兵马军阵为“千

古一帝”秦始皇陪葬，这本是不争

的事实。可是，最近中央电视台

的一个节目中说，中国建筑学学

者陈景元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

为兵马俑陪葬的不是秦始皇，而

是秦始皇的祖母秦宣太后。在电

视节目中，陈景元提出了一个又

一个论据，被誉为“秦俑之父”的

袁仲一先生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

批驳，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战，

似乎说得都有道理。

其实并非如此。首先，电视

里把秦宣太后与秦始皇的血缘关

系搞错了，整整差了两代。电视

里 说 ，秦 宣 太 后 是 秦 始 皇 的 祖

母。这是不对的，秦宣太后应是

秦始皇“祖父的祖母”。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姓嬴

名子楚，他的母亲夏太后才是秦

始皇的祖母；秦庄襄王的父亲秦

孝文王姓嬴名柱，是秦始皇的祖

父；秦孝文王的母亲唐太后，是秦

始皇的曾祖母；秦孝文王的父亲

秦昭王姓嬴名稷，是秦始皇的曾

祖父；秦昭王的母亲是宣太后，宣

太后是秦始皇曾祖父的母亲。曾

祖父的母亲应称呼什么呢？称高

祖母吧！所以，秦宣太后是秦始

皇的高祖母。

从 秦 宣 太 后 到 秦 始 皇，共 5

代 ，世 系 表 是 ：秦 宣 太 后（高 祖

母）→秦昭王嬴稷（曾祖父）→秦

孝文王嬴柱（祖父）→秦庄襄王嬴

子楚（父亲）→秦始皇嬴政。

从“芈八子”到宣太后

秦 宣 太 后 是 秦 惠 文 王 的 妻

子，是楚国的姑娘嫁到秦国来的，

姓芈氏，称“芈八子”。

秦惠文王有多位妻子，第一

妻子称王后，第二妻子称夫人，其

余妻子的名号顺序是美人、良人、

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当时，

宣太后是“八子”，因此被称为“芈

八子”。芈八子在秦惠文王家庭

里的地位一般，不过她有 3 个儿

子，还有一个优势是她的同母异

父弟弟魏冉在朝里做官。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

秦 孝 公 任 用 商 鞅 变 法 ，富 国 强

兵。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作了

秦王，用“车裂”酷刑残忍地杀害

了商鞅，但仍继续推行商鞅所制

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秦惠文王死

后 ，他 的 王 后 的 儿 子 秦 武 王 继

位 。 秦 武 王 体 魄 健 壮 ，喜 欢 运

动。公元前 307 年，好胜心极强的

秦武王与大力士比赛举鼎，不慎

折断了胫骨，不久去世。

秦武王没有儿子，王位由谁

继 承 呢 ？ 秦 武 王 有 许 多 异 母 兄

弟，相 互 明 争 暗 斗，都 想 继 承 王

位。芈八子的大儿子嬴稷是秦武

王的异母兄弟之一，当年 19 岁，在

燕国做“人质”。芈八子和弟弟、

也就是嬴稷的舅舅魏冉经过一番

努力，使得嬴稷继承了王位，就是

秦昭王。他的母亲芈八子的地位

立即上升，升格为“太后”。从此

以后，芈八子就被称为“宣太后”。

秦昭王年轻，他的母亲宣太

后掌管秦国大权。宣太后任命魏

冉为国相，封为穰侯；又封同父同

母弟弟芈戎为华阳君；还封了两

个 儿 子 也 就 是 秦 昭 王 的 两 个 弟

弟：嬴 悝 为 泾 阳 君，嬴 显 为 高 陵

君。穰侯魏冉、华阳君、泾阳君、

高陵君这 4 人的权力极大，当时人

们称之为秦国“四贵”。

秦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执掌秦

国朝政后，继续执行商鞅制定的

一套耕战政策，启用著名将领白

起，不断对外用兵，各诸侯国都很

畏惧。公元前 288 年，秦昭王不满

足 于“ 王 ”的 称 号 ，自 称 为“ 西

帝”。这一切，都是宣太后和穰侯

魏冉的功劳。

范雎游说夺了太后权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

有的一个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

时代。说客们来往于各诸侯国，

到处游说。公元前 271 年，也就是

秦昭王三十六年，从魏国来了一

个说客，名叫范雎。范雎提出了

“远交近攻”的军事、外交战略，受

到秦昭王的重用。过了几年，范

雎乘机挑拨秦昭王与宣太后、“四

贵”的矛盾，建议秦昭王做一个真

正的“王”，加强自身的权力。秦

昭王于是废掉太后，将穰侯魏冉、

高 陵 君、华 阳 君、泾 阳 君 迁 往 关

外，同时任命范雎为国相。

秦昭王在位 56 年，是一位很

有作为的秦王。公元前 266 年，秦

昭王已经 60 岁，就在这一年，秦昭

王废了太后。宣太后身体本来就

已衰弱，受此打击以后，第二年就

忧郁而死。宣太后去世后，被埋

葬在骊山芷阳。

宣太后与兵马俑无关

秦宣太后的晚年无权无势，

是很悲惨的。在这样的形势下，

秦昭王不可能为宣太后修建大规

模的陪葬墓。因此，规模巨大的

兵马俑陪葬墓与宣太后是没有关

系的。

退一步讲，秦宣太后有大规

模陪葬墓的话，也不会用兵马俑

陪葬。因为，宣太后没有领兵打

过仗，生前没有同兵马在一起，死

后怎么会用兵马俑陪葬呢？！

宣太后住在王宫里，是需要

人陪伴的。《战国策·秦策》里就记

载 说，宣 太 后 很 爱 一 个 叫“ 魏 丑

夫”的男人，与他有私情。魏丑夫

名叫“丑夫”，“丑”是“子丑寅卯”

的“丑”，不是“丑陋”的“丑”。此

人应该长得很帅，不然宣太后怎

能看得上呢？

《战 国 策·秦 策》记 载：太 后

病，将死，发出指令说：“为我葬，

必 以 魏 子 为 殉。”魏 丑 夫 非 常 忧

虑。秦臣庸芮为魏子说服秦宣太

后，说道：“您认为人死了还有知

觉吗？”太后说：“不会有知觉了。”

庸芮说：“像太后这样无所不知的

人，明明知道人死了不会有知觉，

为什么还要凭白地把自己所爱的

活人与无知觉的死人埋葬在一起

呢？如果死人有知觉的话，那么

先王早就生气了，太后纠正错误

还来不及，哪里有功夫去私爱魏

丑夫呢？”太后说：“好。”于是就撤

销了要魏丑夫陪葬的指令。

按照《战国策》的记载，由于

宣太后相信人死后没有了知觉，

因此没有让魏丑夫陪葬。当然，

她也不会让兵马俑陪葬。

还有，宣太后的墓在芷阳，位

于骊山西麓，不在兵马俑坑所在

地。宣太后是秦始皇的高祖母，

如果高祖母的墓在兵马俑坑所在

地，自诩“上荐高庙，孝道显明”的

秦始皇，就必然要避让，不会在这

里修建自己的陵墓。

在秦兵马俑坑中，截至目前

发掘出的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

的陶俑、陶马约有 8000 件，还有其

他各种陪葬品。在秦王朝，修建

如此大规模的陪葬墓，只有到了

秦始皇时代才有能力做到。

秦国从襄公封侯、穆公称霸，

到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才真正开

始强大起来。秦惠文王时，开始

称“王”。秦昭王时自称“西帝”，

派使者尊齐湣王为“东帝”，不料

齐湣王背叛盟约，与诸侯国会盟，

出 兵 逼 迫 秦 昭 王 取 消 帝 号 。 可

见，直到秦昭王时，秦国的实力仍

然不够强大。之后，秦始皇的祖

父秦孝文王继位只有 3 天，秦始皇

的父亲秦庄襄王继位也只有 3 年，

他们都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修

建如此庞大的兵马俑陪葬墓。

帝 王 陵 墓 是 帝 国 的 形 象 工

程，帝国越是强大，帝王陵墓也就

越是宏伟。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后有力量了，“天下徒送诣七十余

万人”修建骊山陵墓。汉代学者

刘向说：“自古至今，葬未有盛于

始 皇 者 也。”今 天 发 现 的 兵 马 俑

坑，就是秦始皇陵墓盛况的一个

表现。

秦兵马俑陪葬的绝对不是秦

宣太后，只能是“千古一帝”秦始

皇，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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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 150 万之多；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招至东南亚的“契约华工”约 200 万人；1922 年至 1939 年间，
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 500 万……

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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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秦宣太后：传奇一生折射战国波澜
安 文

秦始皇兵马俑是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陪葬，这本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最近却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兵马俑是为秦宣太后陪葬的——

当年贩卖“猪仔”的情景

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中国城内建于 1928 年的中华总商会，记载着当

年华人奋斗的历史。

20 世纪 40 年代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工会的会员证（左）和当时

国民党政府驻马来西亚怡保领事馆签发的华侨证（右）。

秦兵马俑

华工在东南亚劳作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