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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2009年9月中旬，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朔平文化之

旅”会议在朔召开，全省100多位历史研究专家集聚一

堂。我有幸认识资深高级记者傅业先生，他对我过去的

几篇拙作大加赞赏，希望我在历史文化方面有点研究，

并建议从研究朔州的杰出女性做为起点。

受到老前辈的当场指点，我受宠若惊，接受任务后

又很惶恐。历史人物研究，我从未搞过，怕闹出笑话；再

者，以前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一味地重复，并没有什么

实际意义，心想只能做较深的挖掘。虽然困难重重，但

为了不辜负老前辈的期望，还是开始着手查找整理。

在查找整理过程中，李尧会长为我找到了《中国皇

后传》《中国古代宫廷之谜》等书作参考。副会长高海与

符新基老师在人物选材、写作方法等方面给我许多建

议。赵甫仁老师将各位巾帼精英出生年代、简要事迹以

及参考书目，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支配勇先生对本书

的资料完善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会的各位专家也给

予一定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上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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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筛选，系统整理，书中写了朔州历史上的

10位巾帼精英，其中有几位是鲜为人知的皇后，也有朔

州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杰出女性。书中难免有与其他作

品相同之处，因为大家都是取材于相关史志；也有不同

之处，因为以前写的多是简介，本书略作详细介绍，与

大家观点不同之处，也在情理之中。为了大家共同查找

考证，特将所引用的部分原文附在每个人物之后。

本书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文章虽简单却前后

历时二年，对每个事件都逐一考证，但仍不免有遗漏或

错讹之处，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望有识之士批评指

正。

再次感谢傅业老先生赠予的亲笔书法“天道酬

勤”，他时时刻刻激励着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王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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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刘骜之婕妤班氏

班氏（前48—前2），汉成帝刘骜之婕妤，西汉时期

雁门楼烦（今朔城区梵王寺村）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

女作家，也是山西最早的女作家、文学家，擅长辞赋创

作。后迁居长安延陵（今陕西西安）西郊。

“婕妤一作 ，为古代帝制时期后宫嫔妃的称

呼，位列皇后、昭仪之后。汉武帝时始置，自魏晋至明多

沿置。”（《辞海》）因此，婕妤并不是班氏的名字，因为班

氏入宫被封为婕妤，后人一直沿用此称呼，以致她的真

实姓名无法考证。

班婕妤是班氏第四代孙，从她的曾祖父班壹开始，

世代为官，成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原是楚国

人，与楚同姓，是令尹子文的后代，以班为号，秦国灭掉

楚国，迁徙到晋国、代国之间，以“班”为姓，名班壹。秦

始皇末年，班壹到楼烦避难，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适宜

畜牧，且百姓善于畜牧，他便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开始大规模地搞畜牧业，他所养的牛、马、羊达数千群，

因此而成为山西北部第一豪门大姓。班壹每次出入射

猎都是旌旗招展，鼓乐喧天。

“父子昆弟侍帷幄”，班氏家族出入皇宫辇前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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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威风。班壹的儿子班孺，为人行侠仗义，受到本州

本郡百姓的称颂；班孺的儿子班长，官至上谷太守；班

长的儿子班回，凭借才能出众升为长子县令；班回的儿

子班况，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在汉武帝出击匈奴的后

期，驰骋疆场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后任左曹越骑校

尉。

班况生有四个儿女，班伯、班 （游）、班 （稚）及

女儿班氏（即后来的婕妤）。班况的四个儿女都有上乘

表现，班伯是一位精通《诗经》《尚书》《论语》的学者，曾

数次出使匈奴，任定襄太守。班 学识渊博，才智出众，

深受皇帝器重，在朝中任谏大夫、右曹中郎将，其子班

嗣，名显当世。班 方正刚直，洁身自好，年轻时任黄门

郎中常侍，哀帝即位后贬任广平相，其子班彪“唯圣人

之道然后尽心焉”。班彪之子班固著《汉书》；班超投笔

从戎，出征西域，著有《西域记》，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史做出重大贡献；班彪之女班昭续写《汉书》《八表志》

《天文志》。

班况唯一的女儿班氏自幼聪明，相貌俊秀，端庄贤

淑，勤学多才，广知通辩，熟读《诗经》《窈窕》《德象》《女

师》等文章，文学造诣极高。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才貌俱佳的班氏被选入

宫。因成帝在做太子时就常饮酒作乐、“湛于酒色”，继

位后依旧不改旧习，沉溺于酒色谗言之中，不能自拔，

朝政委任于王凤等外戚家族，班氏常常感慨妇人祸国，

引以为戒。“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

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班婕妤《自悼赋》），她在居

室陈列妇女图自戒，不断加强自己在妇德、妇容、妇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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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工等各方面的修养，渴望对成帝刘骜产生更大的影

响，使他成为一个有道的明君。

班氏尤其熟悉史事，每当成帝遇到棘手的问题，内

心郁闷时，经常召见班氏与之讨论问题。班氏每次见到

成帝都谨守为妇之德，依照古礼行事，从不逾礼法、谄

媚争宠。而且，她常常能引经据典，为成帝分忧解难，她

的谏言多被成帝采纳。不仅如此，从《捣素赋》中班氏对

琴瑟之描写可以看出，她还极具音乐天赋。多才多艺的

班氏在成帝眼里不只是侍妾，已成了他无话不谈的朋

友，堪可交心的知音。他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班氏的德行在后宫有口皆碑，成帝对她宠爱有加，

很快便由少始升为婕妤，迁居增成舍。嫔妃的级别除皇

后外，分为十四级，少始最低（据《汉书·外戚传》）。婕妤

原来仅次于皇后，汉元帝又增加了昭仪，婕妤位在昭仪

之下，爵位与列侯相当，在后妃中地位较高。

汉朝时期，皇帝在宫苑巡游，经常乘坐以绫罗为帷

幕、锦褥为坐垫、两个人在前面拖着走的豪华车子———

辇，而皇后、嫔妃所坐的车子，仅有一人牵挽。为了随时

将班婕妤带在身边，成帝特命人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

车，邀她同辇出游。这种邀请对于后宫的每一位嫔妃来

说，应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是班婕妤却以古代的贤

君是大臣在侧，而亡国之主才是宠爱的姬妾相随的史

实加以拒绝。成帝认为她言之有理，同辇出游的意念只

好作罢。王太后听说班婕妤以理制情，不与皇帝同辇出

游，非常欣赏，高兴地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汉书·孝成班婕妤》）樊姬不但贤惠、聪明，且知人善

任，她为楚庄王推荐文武兼备的孙叔敖为宰相，使楚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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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年时间就称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史记·

周本纪》）王太后将班婕妤与樊姬作比，无疑给了班婕

妤最大的嘉勉与鼓励，使班氏的地位在后宫更加突出。

建始二年（前31），成帝立许氏为后，班婕妤与许氏

都很受皇帝的宠爱，后宫其他女子很少被召见。王太后

担心日益强大的许氏家族与几乎垄断政权的王氏家族

发生权力和利益之争，借口许皇后专宠影响皇帝继嗣

（许皇后曾有一对儿女，都夭折了），便减省皇后宫内的

开支，借以裁抑皇后的势力。成帝也渐渐远离许皇后，

专宠班婕妤，而她的庄重自持、拘泥于礼法，时间久了

也埋下了成帝对她失去热情的隐患。

“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自悼赋》），班

婕妤曾经在阳禄宫与柘馆生产婴儿，几个月后均不幸

夭折。一直以来，成帝都没有子嗣。自鸿嘉元年（前20），

班婕妤和许皇后都失去宠幸，很少被成帝召见，他宠爱

的姬妾逐渐增多。为了便于规劝成帝，班婕妤把自己的

侍女李平进献给成帝，李平得到宠幸，被封为婕妤，并

赐姓卫。

虽然班婕妤费尽心机规劝成帝，但收效甚微。佳丽

如云的后宫并不能使成帝满足，他常扮作下人，与年纪

相近、情趣相投的富平侯张放，一起外出猎艳寻欢。一

次，成帝拜访阳阿公主，公主命人为之歌舞助兴。歌伎

表演时，其中一名舞女长得倾国倾城、无限娇羞，她那

摄人魂魄的眼神、婀娜多姿的身影、优美的舞姿，一下

子就迷倒了成帝。此女由于能歌善舞，身轻如燕，人称

赵飞燕。成帝对赵飞燕一见钟情，便将她带入后宫。赵

飞燕不仅漂亮，而且阴谋多端，她使尽浑身解数，博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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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的欢心，为了紧紧抓住成帝的心，进宫不久便将容

貌更胜她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成帝，姐妹二人很

快都被封为婕妤。

赵氏姐妹受到成帝专宠，在后宫飞扬跋扈，对后宫

之首许皇后造成严重的威胁，许皇后十分痛恨她们。鸿

嘉三年（前18），为巩固后位，许皇后的姐姐许谒等人，

在后宫设置神坛，晨昏礼拜，为皇帝祈福，诅咒赵氏姐

妹灾祸临门，并诅咒后宫怀有身孕的王美人与外戚王

氏家族。宫内有人将消息报告赵氏姐妹，一心想要得到

后位的赵飞燕乘机诬陷许皇后，行妇人媚道，诅咒后

宫，甚至谩骂皇上。王太后得知后，非常愤怒，下令将许

谒等人投入监狱，严刑拷问。事情调查清楚后，皇后许

氏被废，许氏亲族都被迁回原籍，许谒等人被处死。

这件事情使昔日极受宠信的班婕妤也受到牵连，

色令智昏的成帝审问她时，她从容不迫地回答：“我听

说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人的贫富也是上天注

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我极力修身持己，尚且没享受

到福分，做这些邪僻之事想得到什么呢？假如鬼神有

知，绝不会接受这种丧失为臣之礼的祷告；假如鬼神无

知，向它们祷告有何益处？所以我非但不敢做这种事，

也不屑做！”成帝认为她说得有理，又念在之前的恩爱

之情，心中顿生怜惜，不但不予追究，还赏赐她黄金百

斤。

永始元年（前16）六月，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然而她

不再那么受宠，她的妹妹赵合德被升为昭仪，其地位仅

次于赵飞燕。赵合德住在昭阳舍，庭院以黄金、汉白玉、

蓝田玉、明珠、翠羽装饰，整个后宫没有这样奢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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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姐妹骄妒恣肆，贵倾后宫。她们专宠十几年，

始终都没有生育，但也容不得别的嫔妃生育。赵飞燕为

了保住自己的后位，与赵合德勾结起来，为所欲为，多

次暗杀成帝子嗣，但无人敢与其抗争。成帝对赵氏姐妹

的所作所为也充耳不闻。元延元年（前12），一位姓曹的

宫女生下一男孩，赵氏姐妹暗中派人将此男婴害死。成

帝知道后，只是呆呆地发愣。又一次，赵昭仪得知许美

人怀孕的消息后，在宫中肆意撒泼，她用头撞墙、在地

上打滚，责怪成帝违背誓言，并以绝食抗争。成帝陪伴

她一起绝食，但赵昭仪仍不依不饶，成帝无奈发下重

誓：“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

忧也！”（《汉书·孝成赵皇后》）元延二年（前11），许美人

生下一子。色迷心窍的成帝，不顾年已不惑，膝下尤虚，

在赵氏姐妹的逼迫下，残忍杀子。

“将天命不可求”（《自悼赋》），班婕妤因受赵氏姐

妹嫉妒，遭诬陷、受排挤，她“常恐”自己如秋后的团扇，

再也得不到汉成帝的宠爱。设坛诅咒之事，自己虽得免

罪不究，但宫中的不太平，使她恐日久见危，再者希望

成帝成为圣君的心愿破灭，她想到急流勇退，明哲保

身。于是她写了一篇奏章，请求去长信宫侍奉王太后。

成帝的心思全部在赵氏姐妹身上，很快就同意了。

聪明的班婕妤将自己安置于太后的羽翼之下，避

免了赵氏姐妹的陷害。西汉经学家刘向在《续列女传》

中对班婕妤有高度的评价：“班婕妤辞同辇之言，盖宣

后之志也；进李平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释诅祝之谗，定

姜之知也；求供养于东宫，寡李之行也。”

班婕妤退居东宫，居住环境大不如从前，更加深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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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的思念。她每日除了陪侍王太后烧香礼佛之外，

便是“洒扫于帷幄”（《自悼赋》），闲暇之时，便把自己的

感情倾注于笔端，作赋感叹自己的命运。“华殿尘兮玉

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她的辞赋大多描写后宫生活，

一字一吟，字字见泪，篇篇饱含无限的凄怆情怀，极其

哀婉。班婕妤的诗作具有较高的水平，曾被魏晋南北时

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品评专著《诗品》评为上品诗人

第十八位。《隋书·经籍志》本有《成帝班婕妤集》，但此

集已佚。现仅存《怨歌行》《捣素赋》《自悼赋》三首：

怨歌行

新制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怨歌行》又名《团扇歌》《怨行》《急歌行》等，是一

首咏物言情诗，借团扇道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南朝文

学家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

匹妇之致。”清人吴淇在《选诗定论》中对此诗评价：“裁

成句，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也”。

自悼赋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

汉
成
帝
刘
骜
之
婕
妤
班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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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
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
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城。
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
每寤寐而垒息兮，申佩离以自思。
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
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
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
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
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
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
岂妾人之殃昝兮，将天命之不可求。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
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
奉共养于东宫兮，讬长信之末流。
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
愿归骨于山在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
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
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冷冷。
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綷縩兮纨素声。
神渺渺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
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
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消忧。
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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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
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
《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

此诗分为两部分，以“重曰”为界。前一部分是叙述

班氏自己从入宫到失宠的遭遇，后一部分是抒发她退

居长信宫后的凄苦心情。整首诗突出了班氏的悲哀命

运，从增成舍显贵到长信宫每日洒扫，班氏的地位有天

壤之别。

捣素赋

测平分以知岁，酌玉衡之初临。
见禽华以麃色，听霜鹤之传音。
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沉。
虽松梧之贞脆，岂荣雕其异心。
若乃广储悬月，晖水流清，
桂露朝满，凉衿夕轻。
燕姜含兰而未吐，赵女抽簧而绝声。
改容饰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
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

若乃盼睐生姿，动容多制，
弱态含羞，妖风靡丽。
皎若明魄之生崖，焕若荷华之昭晰；
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
胜云霞之迩日，似桃李之向春。

汉
成
帝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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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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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黛相媚，绮徂流光，
笑笑移妍，步步生芳。
两靥如点，双眉如张。
颓肌柔液，音性闲良。

于是投香杵，叩玫砧，
择鸾声，争凤音。
梧因虚而调远，柱由贞而响沉。
散繁轻而浮捷，节疏亮而清深。
含笙总筑，比玉兼金；
不埙不篪,匪瑟匪琴。
或旅环而舒郁,或相参而不杂,
或将往而中还,或已离而复合。
翔鸿为之徘徊，落英为之飒沓。
调非常律，声无定本。
任落手之参差，从风飚之远近。
或连跃而更投，或踅舒而长卷。

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
苟是时也，钟期改听，
伯牙驰琴，桑间绝响，
濮上传音；萧史编管以拟吹，
周王调笙以象吟。

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
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
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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