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土《蒼頡篇》版本探討

周　飛

《説文解字·叙》：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

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漢書·藝文志》：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

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

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

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

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

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

《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

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隋書·經籍志》：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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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書斷》：

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

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根據上述文獻記載，我們可以知道《蒼頡篇》的版本演進大致是這樣的：

首先是秦代的李斯《蒼頡》七章，趙高《爰歷》六章，胡毋敬《博學》七章。 （又稱“秦

三蒼”）。

漢初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爲一，斷六十字爲一章，共五十五章，是

爲閭里書師五十五章本。

平帝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

章，是爲揚雄八十九章本。

後班固復續揚雄八十九章本，作十三章，此爲一百零二章本。

和帝永元中，賈魴將班固所續十三章擴爲三十四章，是爲《滂喜篇》。 《滂喜篇》三

十四章續在揚雄八十九章之後，共一百二十三章。

綜上，《蒼頡篇》實際分爲兩個版本系統，一個是秦本系統，即李斯《蒼頡》七章，趙

高《爰歷》六章，胡毋敬《博學》七章，未經閭里書師改造。 一個是閭里書師本系統。 所

謂揚雄八十九章、班固一百零二章和賈魴一百二十三章，都是在閭里書師五十五章本

的基礎上順續而來，因此都應屬閭里書師版本系統。

然而隨着《蒼頡篇》字書的增加，其所收之字必然漸漸超出常用字的範疇，再加上

《急就篇》等七言字書的興起，《蒼頡篇》漸漸淡出日常生活視野，最終亡佚。

２０世紀以來，出土《蒼頡篇》不斷面世，使得我們能够一窺《蒼頡篇》的原貌。 但通

過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各地出土的《蒼頡篇》相互之間在分章、文字、句式上有不少差

異，這就提示我們出土本《蒼頡篇》應當屬於不同的版本系統。

梁靜先生指出目前出土的《蒼頡篇》分爲兩大系統，一爲閭里書師本（水泉子七言

本應是在閭里書師本的基礎上增益而來），一爲非閭里書師本。 指出對《蒼頡篇》版本

的考察應從簡文年代、文本内容等多方面進行。 〔１〕

梁靜先生的觀點是非常有啓發意義的。 事實上，出土《蒼頡篇》體現出的這兩大

系統，與我們根據古籍記載梳理出的《蒼頡篇》版本系統是一致的。 下面我們對出土

本《蒼頡篇》的版本進行進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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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梁靜： 《出土〈蒼頡篇〉研究》第８１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轉抄自秦本的《蒼頡篇》

一、北大簡《蒼頡篇》

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學入藏一批西漢竹簡，這批簡中的《蒼頡篇》是迄今内容最完整、

保存最完好的一批材料。 整理者認爲這批簡的原主人應屬於王侯一級。 〔１〕

朱鳳瀚先生指出北大簡《蒼頡篇》的成書年代與阜陽簡《蒼頡篇》較爲接近，而抄

寫年代可能較阜陽簡稍晚，當不晚於武帝晚期。 朱先生進一步將北大簡《蒼頡篇》與

阜陽簡《蒼頡篇》進行了比對，指出漢初閭里書師合併《蒼頡》、《爰歷》、《博學》爲一篇

時，因删定、修改及文字隸定的程度不同，可能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而北大簡《蒼頡篇》

可能是保存秦本原貌較多的本子。 〔２〕北大簡整理者在《北大藏漢簡蒼頡篇的新啓

示》 〔３〕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北大簡《蒼頡篇》保留了秦簡標題在首簡與第二簡頂端横寫

的形式，且與阜陽簡《蒼頡篇》一樣有“飭端修法”這個避諱的句子，因此基本保留了秦

本原貌。

我們認爲北大簡《蒼頡篇》可能直接從秦本轉抄而來。

北大簡《蒼頡篇》是分章的，而且每章字數與閭里書師本不同。 以下九支簡寫有

該章字數：

百五十二　簡７

百廿八　簡２６

百廿八　簡３１

百一十二　簡３７

百卌四　簡４５

百卅六　簡５２

百四　簡５８

百五十二　簡６７

百廿八　簡７７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計算，《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共２０章，總字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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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説》，《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５５頁。

朱鳳瀚： 《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６１頁。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第１７７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爲３３００字，平均每章１６５字，與北大簡章尾數字相距並不算大。

從文字角度，北大簡《蒼頡篇》不少字明顯與小篆相合，而與同時期的漢簡文字有

别，如：

“甄”字北大簡作 （簡１５）。 此字秦簡作 （里八７３５），漢簡作 （張·引

９９），所從的“垔”下部均從“壬”，與《説文》古文有一定相似。 這種從“壬”的寫法主要

存在於秦及西漢前期，之後則主要以從“土”爲主，如 （居延新簡ＥＰＳ４．Ｔ２：

５６）所從。 從 “壬”的 “垔”的消失，可能即爲文字規範化的結果。 而北大簡 “垔”從

“土”，與《説文》小篆相合，符合文字演進序列，應是比較規範的寫法。

“麻”字北大簡作 （簡１５）。 此字秦篆作 （秦印編１３７），秦簡作 （睡·

秦律十八種３８），漢簡作 （武４２）。 秦、漢簡的“麻”所從的“■”筆畫相連，形似

“林”，而北大簡則與秦篆一致。

“擾”字北大簡作 （簡１６）。 此字秦文字作 （珍印２３９）、 （珍印２１９），漢

簡作 （張·奏１０４）。 秦、漢出土文字右邊所從均爲“憂”，而北大簡同《説文》小篆，

右邊從“夒”。

再看北大簡《蒼頡篇》一些字與小篆的對比：

小篆　 北大簡

　 （簡２）

　 （簡３）

　 （簡４）

　 （簡６）

　 （簡１４）

　 （簡２０）

從文字形體上來看，以上這些字很可能是從篆文直接隸定而來。

綜上，北大簡《蒼頡篇》可能就是由秦小篆本《蒼頡篇》隸定而來，只是爲了適應當

時的政治形勢，將個别字加以替换。

二、阜陽簡《蒼頡篇》

阜陽簡《蒼頡篇》出土於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其版本問題已有多位學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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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刊載的《阜陽漢簡簡介》一文簡單提到阜陽簡《蒼頡篇》與居

延漢簡中的《蒼頡篇》有若干異文，且阜陽簡《蒼頡篇》中“飭端修法”一句是在避秦王

嬴政的諱，以此判斷阜陽漢簡《蒼頡篇》是未經漢人修訂過的秦本。

胡平生、韓自强先生對《阜陽漢簡簡介》中的觀點進行了具體説明，指出“阜陽漢

簡《蒼頡篇》是以秦代《蒼頡篇》爲底本的漢初抄本”。 〔１〕

林素清先生在胡、韓兩位先生論證之外又補充兩條證據，一條是阜陽簡《蒼頡篇》

有秦國的方言文字，另一條是有些字形保留秦國的特殊寫法，以此説明阜陽簡《蒼頡

篇》與秦本很接近。 林先生並根據阜陽簡《蒼頡篇》中的簡首墨點（篇章起始標志）、簡

末空白及每簡字數的推算，認爲阜陽簡《蒼頡篇》在分章上不是閭里書師的五十五章

本，而是與秦本相同。 〔２〕

李學勤先生指出阜陽漢簡《蒼頡篇》“有些文句和漢以後的流傳不同，很可能還是

秦代的原貌”。 〔３〕

福田哲之先生認爲阜陽簡《蒼頡篇》有“依據秦本而成的可能性”。 其證據有三：

一是“阜陽漢簡《蒼頡篇》中很難認出本文在漢代被修改的顯著痕迹”；二是對依據避

諱判斷版本是秦是漢提出質疑；三是指出阜陽簡《蒼頡篇》與敦煌簡《蒼頡篇》在分章

形式上有所不同。 〔４〕

黄雅茹先生從阜陽簡《蒼頡篇》的避諱、用字、押韻三方面論證其是介於秦李斯原

本和漢閭里書師改造本之間的閲讀習字範本，未經漢初閭里書師的改定。 〔５〕

諸位學者雖然論證角度各有側重，但是基本上都認爲阜陽簡《蒼頡篇》與秦本關

係密切，是介於秦本與閭里書師改造的五十五章本之間的版本。

我們下面通過阜陽簡與北大簡的對比來進一步討論阜陽簡 《蒼頡篇》的版本

問題。

通過比較阜陽簡與北大簡《蒼頡篇》，我們不難發現阜陽簡與北大簡的關係應當

是相當密切的。

首先，兩者在文句方面的差别是很小的，主要是下面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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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生、韓自强： 《〈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６頁。

林素清： 《蒼頡篇研究》，《漢學研究》第五卷第一期，１９８７年，第６１頁。

李學勤： 《新發現簡帛與秦漢文化史》，《李學勤集》第３１３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福田哲之著，佐藤將之、王綉雯譯： 《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研究》第２３頁，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

黄雅茹： 《書法風格中“典範”與“類型”的交互作用———以識字書阜陽漢簡〈蒼頡篇〉爲例》，《書畫藝術
學刊（第２期）》，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２００７年，第９頁。



北大簡：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翟給賨　簡８

百越貢織，飭端修灋，變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逐字　簡９

阜陽簡：□兼天下，海内并廁，飭端修灋，變□　Ｃ２

阜陽簡在“海内并廁”之後少了“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翟給賨，百越貢織”四句，而居延

舊簡、水泉子簡、英藏簡中都有這些内容。 因此我們傾向於認爲阜陽簡也應當有這四句

話，只是因爲文句順序與其他簡本有别，而没有寫在“海内并廁”句後。 造成這種文句順

序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因爲抄寫過程中的差錯，也可能是因爲所據原本出現了錯簡。

其次，北大簡與阜陽簡在文字方面的區别也不大。 如：

北大簡９的“抑”字阜陽簡作 Ｃ９。

北大簡９的“啓”字阜陽簡作 Ｃ９，右邊從刀。

北大簡１１的“柩”字阜陽簡作“匛”。

北大簡２９“罘”字阜陽簡作 Ｃ１３，從咅。

按： 字舊釋爲“罯”，趙平安先生提示此字應當爲“■”字。 《説文》：“■，兔罟也。 从

网否聲。” 字應當從罒從咅，咅從否演變而來，咅與否在秦、漢間常作爲異體出現。 古

文字“口”中常加一筆作爲羨畫， 所從咅的“口”中便加了一筆羨畫，因而與“音”形似。

北大簡２９“■”字阜陽簡作 Ｃ１７，從木。

北大簡５５“窖”字阜陽簡作 Ｃ３５，《説文》：“窌，窖也。 从穴卯聲。”

北大簡６２“容”字阜陽簡作 Ｃ３６，作“鎔”。

這些區别都是比較小的，很可能是傳抄過程中産生的差異。

再次，北大簡與阜陽簡中很多相同的地方更值得我們關注。 如：

北大簡５０的“疕”字阜陽簡作 Ｃ２５，阜陽簡與北大簡相同，而水泉子簡作

暫９，從广從比。

北大簡５３“街巷垣蘠”中的“蘠”字阜陽簡作 Ｃ２８，二者都借“蘠”爲“牆”。

北大簡與阜陽簡中有些字共同體現出與秦文字不同的特點，如：

“貇”字秦文字多從“豕”，如 （睡·律·田１）、 （睡·律·金７４）、 （嶽

麓·爲７１）從“豕”。 而北大簡簡２作 ，阜陽簡作 Ｃ７，皆從“豸”。

“篋”字秦文字多作“匧”，與《説文》字頭篆文同，而北大簡與阜陽簡則皆從“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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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説文》或體同。

北大簡５３“巷”字作 ，阜陽簡作 Ｃ２８，“共”字中間都有一横，而秦、漢文字

多没有這一羨畫。

這些文字上的共同點，與文句上的一致，讓我們相信北大簡與阜陽簡所據的原本

在内容上應當是非常接近的。

最後，從分章方面，北大簡與阜陽簡也是相當一致的。

從阜陽簡圖版 〔１〕上看，以下四支簡下有空白，應當處於章尾的位置：

盜 殺，捕獄問諒　Ｃ４１

瀕庾■　Ｃ５６

□篲樂■　Ｃ６１

業未央　Ｃ３８

除Ｃ３８外，其他三支簡都可以與北大簡的章尾簡對應：

卜筮■占，祟在社場，寇賊盜殺，捕獄問諒。百卅六　簡５２

■嬐■■，魁鉅圜■，與瀕庾請。百五十二　簡６７

羽扇聶譽，■梗栘棘，條篲樂■。百一十二　簡３７

既然章末留白，那麽下一章必然另起一簡書寫，Ｃ４４就是如此。 Ｃ４４首兩字“賣

購”，“賣”字之前有一段白簡，其中有一個章節符號，表明這是一章的開頭。 與北大簡

４２的“齎購件妚”對應。

由此可以認爲阜陽簡的分章與北大簡的分章應當是一致的，且章與章之間不聯

寫。 北大簡每章的開頭取首兩字作爲章題，寫在開頭兩支簡上，阜陽簡每章開頭没有

章題，而用章節符號。 北大簡每章結尾有本章字數，阜陽簡每章結尾没有標注字數。

從内容和形式兩大方面看，北大簡與阜陽簡應當屬於一個版本系統，這個系統不

僅僅是未經閭里書師改造的版本，更可能就是秦本的轉抄。

閭里書師本《蒼頡篇》

閭里書師本《蒼頡篇》目前主要有居延舊簡三棱觚９．１與英藏簡，以及在閭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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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簡牘集成·二編圖版選下》，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師本基礎上改造的水泉子簡。

一、居延舊簡三棱觚９．１

居延舊簡有如下内容：

第五　戲叢奢掩，顛願重該，□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望９．１Ａ，行步駕服，逋

逃隱匿，往來眄睞，漢兼天下，海内并廁９．１Ｃ，□□□類，菹■離異，戎翟給賨，百越貢

□……９．１Ｂ

劳榦（１９６０）發現這支三棱木觚每面五句二十字，共六十字，頂部有“第五”二字。

與《漢書·藝文志》記載閭里書師本《蒼頡篇》形制相合，因而判斷此爲漢閭里書師整

理的《蒼頡篇》的第五章。

二、英藏簡《蒼頡篇》

英藏簡均爲削杮，所以文句殘缺不全，學者 〔１〕一直用詞語接龍的形式進行拼接，

成績斐然。 這批簡文字稚嫩，顯爲練習之作，但遺憾的是一直缺少判斷其版本的依

據。 現在隨着北大簡的發布，我們有了可供探討的條件。 張存良先生結合北大簡、居

延舊簡與英藏簡，將閭里書師本前六章整理出來， 〔２〕具體如下：

（第一）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勉力諷誦，晝夜勿

置。苟務成史，計會辯治。超等軼羣，出尤别異。初雖勞苦，卒必有憙。愨

愿忠信，微密瘱■。儇侫□□。

（第二）缺

（第三）賞禄賢知，賜予分貸。莊犯□强，朋友過□。高囂平夷，魍葸善

志。桀紂迷惑，宗幽不識。■穀肄宜，益就獲得。賓剿向尚，馮奕脊北。係

孫襃俗，貇鬵吉忌。瘛■癰痤，

（第四）疢痛遬欬。毒藥醫工，抑按啓久。嬰但捾援，何竭負戴。谿谷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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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成果較集中的爲：

胡平生：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蒼頡篇〉殘片研究》，《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
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梁靜： 《出土〈蒼頡篇〉研究》，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白軍鵬：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的初步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字》第三十
九期，２０１３年。

張存良： 《〈蒼頡篇〉研讀獻芹 （二）》，簡帛網，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３７８。



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涣奂若思。勇猛剛毅，便疌巧亟。景桓昭穆，豐盈

爨熾。嬛■焆黑，■娒款餌。

（第五）戲叢書插，顛願重該。悉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朢，行步駕

服。逋逃隱匿，往來眄睞。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

翟給賨，百越貢織。飭端脩法，

（第六）變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遂字。顫■觭贏，骫奊左右。慠悍驕

倨，誅罰貲耐。丹勝誤亂，圄奪侵弑。胡貉離絶，冢槨棺柩。巴蜀筡竹，筐篋

籢笥。厨宰犓豢，甘酸羹胾。

其中缺第二章。 “蒼頡作書”到第二章結尾應爲“蒼頡章”，即《蒼頡篇》的首章，字

數應爲一百二十。 “賞禄賢知”到“往來眄睞”是北大簡“賞禄章”，共一百五十二字。

“漢兼天下”到“甘酸羹胾”爲北大簡“漢簡章”，其後缺字。

英藏簡中有如下一批簡：

□﹝貇﹞﹝簪﹞吉忌，﹝瘛﹞２２３５

貇簪吉忌，瘛■癰痤３１７６

癰痤，賞□□３５４３

﹝簪﹞吉忌﹝瘛﹞２５３２

癃２２４２

﹝癰﹞痤□２３２５

癃癰痤，▂賞□Ｙ３３８２

賞禄３２８９

禄賢知賜予２４７２

禄賢知賜２５０６

賢知賜予３５８２

分貸□２２６３

□久貸□２９２５

□貸□□３５１７

賢知賜予分貸莊犯３４３０

連綴起來就是“貇簪吉忌，瘛癃癰痤，▂賞禄賢知，賜予分貸，莊犯”。

英藏簡編聯出來的這幾句話與阜陽簡、北大簡順序均不同，阜陽簡作：

□□俗，貇鬵吉忌，瘛癃癰痤，疢痛遬欬，毒Ｃ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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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簡作：

賓勦向尚，馮奕脊北。係孫褒俗，貇鬵吉忌。瘛癃癰痤，簡二

疢痛遬欬。毒藥醫工，抑按啓久。嬰但捾援，何竭負戴。簡三

其中英藏簡３３８２“▂”作 ，胡平生先生指出是章節號，並進一步指出英藏簡

與阜陽簡“不但文字順次不同，分章也不一樣” 〔１〕。 梁靜先生認爲英藏簡“賞”字之後

的内容可能與之前的内容不屬於同一篇， 〔２〕白軍鵬先生認爲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

不同版本間“斷章”不同造成的。 〔３〕現在通過比對閭里書師本前六章的斷章情況我

們可以知道，在閭里書師本《蒼頡篇》中，“賞禄賢知”是第三章的首句，“瘛癃癰痤”是

第三章的尾句，因此英藏簡３３８２的“▂”確爲分章符號。

又如：

英藏簡３２４８：飭端修法▂

英藏簡３６７５：修法▂戲叢

“飭端修法”一句爲閭里書師本第五章的尾句，其後的符號分别爲 （３２４８）、

（３６７５），也應當是分章符號。

從“瘛癃癰痤”後的分章符及“飭端修法”後的分章符與閭里書師本的分章情況一

致來看，英藏簡應當屬於閭里書師本。

但是這裏面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英藏簡不僅將第三章章尾“瘛癃癰痤”寫在了

章首“賞禄賢知”之前，而且第五章章尾“修法”二字也寫在了本章章首“戲叢”之前。 我

們認爲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英藏簡所據的原本出現了錯簡，將本章的首簡編在

“瘛癃癰痤”所在的簡之後。 另一種可能是習字者將閭里書師本裏的一章一遍一遍反復

抄寫，並在每遍抄寫之間添加分隔符區别。 畢竟英藏簡是習字簡，習字的人總是傾向於拿

出字書裏的一小部分反復練習，熟練之後再練習其他部分。 這也是爲什麽出土習字簡中

“蒼頡作書”這一句話反復出現，畢竟這是《蒼頡篇》的首句，研習《蒼頡篇》總是以此句開始。

三、水泉子本《蒼頡篇》

２００８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永昌縣水泉子漢墓群做了搶救性發掘，清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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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胡平生：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中〈蒼頡篇〉殘片研究》，《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

第３７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梁靜： 《出土〈蒼頡篇〉研究》第１１頁。

白軍鵬： 《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第７５４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４年。



一批木簡，其中包括《蒼頡篇》一百多支，存字一千多個。 胡平生先生定水泉子簡《蒼

頡篇》的時間下限在王莽篡漢前。 〔１〕

不論是轉抄自秦本還是閭里書師本《蒼頡篇》，都是四字一句。 而水泉子《蒼頡

篇》是在每句之後另附三字，以成七言。 如：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蒼頡作）書智不愿，以教後嗣世□（暫３１）〔２〕

幼子承詔→幼子承詔唯母（暫３９）

謹慎敬戒，勉力諷誦→（謹）慎敬戒身即完，勉力諷誦槫 （暫４３）

因爲有數支簡寫有“百五字”表明字數，所以可知這批簡每章十五句，與閭里書師

本相同，因此是在閭里書師本基礎上改造而來。

小　　結

最後我們把北大簡、阜陽簡與英藏簡、居延舊簡、水泉子簡進行比較。 北大簡、阜

陽簡都是轉抄自秦本，時間不晚於漢武帝，字體優美，且都出土於貴族墓葬中。 而英

藏簡、居延舊簡、水泉子簡爲閭里書師改造本，時間爲漢武帝及以後，字體質樸，出土

於西北邊塞烽燧或普通墓葬。

顯然，這兩個版本系統的《蒼頡篇》的流傳和性質是有一定區别的。 直接轉抄自

秦本的《蒼頡篇》可能主要流行在西漢初年的貴族之間，這種本子保留了更多的小篆

的特徵，更多被作爲書法作品欣賞。 而閭里書師本《蒼頡篇》則在西漢前期作爲識字

課本，流行於社會中下層，因爲使用範圍廣，實用性强，而被揚雄、班固、賈魴等一再

擴充。

（周飛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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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胡平生： 《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第５１頁。

簡文及編號見張存良： 《水泉子漢簡七言本 〈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 （第九輯）》，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