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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时期的几位丞相

 

     王团战 

     丞相是我国古代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有时也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其职能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统领朝官。丞相制度起源于战国，《史记•秦本纪第

五》：“武王元年……,二年，初置丞相，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从秦悼武王开始，设左、右丞相，但有时也设相邦，秦统一后只设左、右丞相。西汉初萧何为丞相，后

迁为相国，何死，曹参继任。惠帝、吕后到文帝初年，设左、右丞相，以后只设一个丞相。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

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秋千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丞相一职被彻底废除。 

    汉景帝在位16年，先后任用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等五人担任丞相一职。申屠嘉从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起至前元二年（前155），任期跨汉文、景帝

两朝。二年（前155）丞相申屠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七年（前150）冬天，丞相陶青被免职。二月乙巳日,任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中元三年

（前147）丞相周亚夫被免职，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后元元年（前143）丞相刘舍被免职。八月壬辰日，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景帝时期丞相任职表： 

    1、申屠嘉   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前元二年（前155） 

    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 

    2、陶青     前元二年（前155）—前元七年（前150） 

    3、周亚夫   前元七年（前150）—中元三年（前147） 

    4、刘舍     中元三年（前147）—后元元年（前143） 

    5、卫绾     后元元年（前143）—建元元年（前140） 

    跨汉景帝-汉武帝两朝 

    “无私守节有谁如？天子弄臣犹胆虚。何事一腔男子气，劾晁却作一欷嘘。” 

首先说一说名相申屠嘉。 

    《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载：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

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

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申屠嘉（？--前155），汉景帝统治时期的第一位丞相（汉文帝末年任丞相），先后经历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四个朝代，他从一名能拉

强弓硬弩的武士开始，先后担任过高祖时期的队卒、都尉；汉惠帝时担任过淮阳郡守一职，孝文帝时封为关内侯爵位，升迁御史大夫，后官至丞相。 

    史书上对申屠嘉多以廉洁著称，其事迹主要从三个方面有所记载。 

其一“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即为人廉洁，公私分明，从不在家里接受私事拜访。 

    其二：严肃朝礼，欲惩弄臣。文帝时太中大夫邓通深得文帝宠幸，文帝对其经常万贯赏赐，邓通在朝中地位也是无人比拟，傲慢而无视朝礼。上朝时坐在皇帝身旁，按

朝礼制有怠慢之礼。 

《史记》载：“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申屠嘉奏事毕，直言不讳对文帝谏言：“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罢朝后回到

府中，申屠嘉不顾忌皇威，硬是令人将邓通招来府中，如若不来定当斩首。邓通非常惊慌恐，在文帝的示意下才来到丞相府，“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

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听后，邓通连连磕头求饶，脑袋都磕出血了。此时，文帝感觉丞相已经为难

过邓通了，变派使者持节召邓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由此看来，虽然邓通最后被文帝以符节召回而躲过惩罚，但申屠嘉肃于朝政、刚直不阿的行为可称

得上一代忠臣。 

    其三：景帝时，晁错为内史得到重用，对诸多法令多有变更，由此，申屠嘉的话很少被景帝采纳而不满晁错。晁错因出行方便，改门时穿凿宗庙外墙，申屠嘉按当时法

律制度欲借此事奏请景帝诸杀晁错，岂料事情泄密，终因景帝袒护，弑杀晁错未成。 

    《汉书卷四十二•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申屠嘉为自己未先斩后奏而懊悔，回府后愤恨吐血而死，谥曰节侯。 

    司马迁对申屠嘉做了评价,肯定了申屠嘉大案刚毅守节,但又认为申屠嘉缺乏韬略学识。“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陶青——景帝时期第二任丞相、继承其父开封侯爵位，任职丞相六年，史书对陶青记载甚微，其父陶舍功封开封侯（济阳郡），子孙世袭其职并家于当地。 

    周亚夫（前199～前143年），汉景帝时期第三任丞相，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袭父爵为降侯，史书以善于将兵、直言持正而著称。西汉时期著名将军。 

    周亚夫一生可谓戎马生涯，战功卓著，据《史记•降侯周勃世家》记载；文帝之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边，文帝细柳劳兵，周亚夫军营“军士吏被甲，锐兵

刃，彀弓弩，持满，”“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阵营、军貌与宗正刘礼驻守的灞上，祝兹侯徐厉驻守的棘门有天壤之别，他带兵有方，军纪严明，文帝曰：“嗟

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文帝对周亚夫很是赏识，经过细柳劳军这件事，周亚夫从河内太守官迁至



中尉，负责京师警卫，掌管京城兵权。文帝死后，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据《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

制。”上许之。 

    公元前154年，即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胶东王刘印等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景帝于是升周亚夫为太尉，统帅汉兵平叛。周亚

夫避叛军锋芒，采取走蓝田、出武关迂回叛军后方，劫取叛军粮食，掐断粮草补给要道，扰乱军心，伺机击溃叛军。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危机西汉王朝的七国叛

乱。通过这场战争，周亚夫的才能进一步得到了汉景帝的器重，被升为丞相，统领众官。 

    周亚夫作为汉朝的有功之臣，治军严谨有方，指挥胸有成竹，在汉室危难时刻，为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和巩固中央政权立下了大功。但他为人过于耿直，敢于表达自

己的真实想法，对待君王缺乏恭顺之道，特别是在景帝废除栗太子刘荣；窦太后请封王信（皇后兄长）为侯；匈奴降将封侯等事件处理上，周亚夫言辞凿凿，刚直不阿，没

有揣摩和顺应皇上意图，继而被景帝冷落、疏远。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 

    不久，因皇上召见在赏赐酒食时，周亚夫刚直个性最终导致了汉景帝的不满，后来以子乌虚有视为谋反之罪而被打入牢中，周亚夫受此屈辱无法忍受，最终落得个五日

拒食，吐血而亡的悲泣下场。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典型牺牲品。 

    《史记•孝景本纪》载：“中三年冬……，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刘舍——汉景帝时期第四位丞相，降将刘襄之子，项氏宗族，项王死后归顺汉军，被高祖赐姓刘，汉高祖十二年始封其父项（刘）襄为桃侯，所封桃即桃丘，在汉东郡

东阿县境内。文帝十年，刘舍继承父亲刘襄桃侯爵位。（《汉书•功臣表》作“桃安侯”，《百官表》作“桃丘侯”，今从《史记•项羽纪》及《申屠嘉传》。）景帝时官至太

仆，后升任御史大夫。中三年（前147年），取代周亚夫为丞相。后元年卒，谥曰懿侯，一云哀侯。 

    接下来说说一生中庸，被史书评为无所建树、中规中矩的第五位丞相卫绾。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 ‘绾长者，善

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诮呵绾，绾日以谨力……”《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卫绾，西汉代国人（今山西文水县）。他膂力过人，有高超的御车之术，主要负责护驾文帝出行，由于他寡言忠厚、谨言慎行，取得了文帝的信任，被文帝封为郎官

（相当于马夫，负责皇帝出行），汉景帝时期，先后担任过中郎将、河间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后被景帝封为丞相。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卫绾一生可谓谨守职守，中规中矩，从史书记载来看他是一位碌碌无

为、尊规守道的当权者，既无拾遗补缺，更谈不上政绩卓著，不过他能从一名马夫踏入仕途，步步迁升，最终成为一国之相，可见论做官御驾之术远在周亚夫之上。他做了

三年的丞相，景帝驾崩，武帝继位。建元年间，丞相因为在景帝卧病时各官署的囚犯大多是无辜受到牵连的，被武帝认为不称职，随卫绾被免去丞相职务，死后，谥号哀

侯。 

    丞相虽然位高权重，富贵显赫，但其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朝夕祸福、威危在即。皇帝既可以让他统领朝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行法立度，驰骋朝野，尽

显人间富贵，也可以随时将之弹劾，甚至置之于死地。 

    申屠佳可以说是一个教条的法律机械主义者，是维护西汉制度的坚决执行者，有法必遵、违法必究的行政理念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和赞誉，但从欲惩弄臣、弹劾晁错等

方面来看，可以说他在为官处事、制度执行中方式刻板、激进，缺乏谋略。而在与晁错争宠上，不得不让人对其胸襟产生狭隘之嫌。 

    周亚夫可谓一员武将，性格耿直刚烈，治军严明、打仗有方，是西汉时期的军事家。官至丞相后，在皇权与相权的政治斗争中，他即不会揣摩圣意，又不会阿谀奉承，

不能把握官场上的瞬息万变，招致杀身之祸，最终成为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此看来带兵打仗才是最适合他的职业。 

    卫绾史书多以中庸著称，汉家遵循“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给后人留下个“既无功可赏又无过可责”的印象，但是他既无显赫功绩，又非名门望

族，从一名马夫做起，经郎官、中郎将、河间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后官至丞相，游刃与权贵之中，可见其处心积虑、周到圆滑，官场悟性非常人能比。 

    至于陶青和刘舍两位丞相，事迹史书记载很少，其功过与品行无以评述。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在我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形形色色的角色，或被赞扬、或被唾弃，因为，他们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无不制

约着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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