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
考釋研究（十二則）

姚　磊

　　《肩水金關漢簡（肆）》出版以來，學界研究者衆多。 然其中有很多的殘簡、斷簡，

影響甚至阻礙了我們的研究。 原整理者雖有綴合，但綴合的空間依然很大。 我們提

出新的綴合十二則，並進行了一定的考釋。 寫成此文，敬請方家指正。

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８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１〕

官從者居延西昌里……

誼從者居延利上里公大夫王外人年

元康三年九月辛卯朔壬子□□敢言之 Ａ

印曰居延丞印　　　 Ｂ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長七尺四寸黑色　卩

□張誼逐市張掖酒泉郡中與從者西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３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敢言之□□長……

以令取傳謹踈年長物色謁移肩水金關出來復傳敢言之

·６２２·



〔１〕

本課題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１。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 《肩水金關漢簡（肆）》，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本文釋文圖版均出自此書。



水金關如律令 ／ 掾延年佐宣

三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３３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７３犈犑犜３７∶２８＋６５３

　　

７３犈犑犜３７∶６５３＋１１３３

三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８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３號簡可復原 “敢言之 ”三字，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３與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３３號簡可復原“長誼逐市張掖酒泉郡中與從者西道”等字，知整理者釋

文存有一定錯誤，原釋“張誼”當爲“長誼”。

由此，三簡當可綴合，釋文作：

官從者居延西昌里……

誼從者居延利上里公大夫王外人年□□長七尺四寸黑色　卩

元康三年九月辛卯朔壬子□□敢言之□□□長誼逐市張掖酒泉郡中與從者西

道……

……以令取傳謹踈年長物色謁移肩水金關出來復傳敢言之

……水金關如律令 ／ 掾延年佐宣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８Ａ＋６５３＋１１３３

印曰居延丞印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８Ｂ

綴合後，簡文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是“從者名籍”，第二個部分是“誼逐市

張掖酒泉郡中”。 從者是“吏士等私人所雇傭的隨從”， 〔１〕簡文關於“從者”的記載，也

在肩水金關漢簡中多次出現，有很多相似的辭例，如：

充國從者居延□□里簪褭　　 ７３ＥＪＴ４∶８８

從者居延安樂里大夫曹成年　　　 ７３ＥＪＴ５∶２７

從者居延肩水里大夫蓋常年十三長六尺三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１０∶１３０

從者居延廣地里史昌年十一　　　 ７３ＥＪＴ１０∶２６３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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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侯宗輝： 《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從者”探析》，《敦煌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從者居延廣地里上造張青齒年十五歲黑色　　　 ７３ＥＪＴ１１∶４

不圍從者居延安故里周充國　劍一　　　 ７３ＥＪＴ２２∶３２

食令史廣與從者居延□□里記萬富里公孫世俱來　　 ７３ＥＪＴ２３∶１０４７

從者居延收降里大夫宋南來年十七　長六尺五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３１∶２２８

從者居延雜里官大夫　　 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９３

□從者居延□□里大夫徐□年十二長五尺四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３

對比可知，簡文中的“官從者”、“誼從者”中的“官”和“誼”應是人名，屬於雇主。 相似

辭例可參照７３ＥＪＴ２２∶３２號簡中的“不圍”。

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五鳳四年十一月戊辰朔己丑居延都尉德丞延壽謂過所縣道津關遣屬常樂與行邊

兵丞相史楊卿從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６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事移簿丞相府乘所占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 掾仁屬守長壽給事 Ａ

居延都尉章　　 Ｂ

兩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２與７３ＥＪＴ３７∶

８３６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原

移、簿、丞、相、府、所、占、用、舍、傳、舍、如、律、令等字。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作：

五鳳四年十一月戊辰朔己丑居延都尉德丞延壽謂過所縣道津關遣屬常樂與行邊

兵丞相史楊卿從事移簿丞相府乘所占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 掾仁屬守長壽

·８２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給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２＋８３６Ａ

居延都尉章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６Ｂ

相似辭例見於居延漢簡，釋文作：

地節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肩水候房謂候長光官以姑臧所移卒被兵本籍爲行邊兵

丞相史王卿治卒被兵以校閲亭隧卒被兵皆多冒亂不相應或易處不如本籍今寫所治亭

别被兵籍并編移書到光以籍閲具卒兵兵即不應籍更實定此籍隨即下所在亭各實弩力

石射步數令可知賫事詣官會月廿八日夕鬚以集爲丞相史王卿治事課後不如會日者必

報毋忽如律令　　 ７．７Ａ

印曰張掖肩候

六月戊午如意卒安世以來　□□　守令史禹　　 ７．７Ｂ〔１〕

簡文中的地節、五鳳是漢宣帝劉詢年號，“行邊兵”是指“循行、視察邊塞軍事裝

備”。 〔２〕也即漢宣帝時“丞相史”仍具有監察職能。

《後漢書·百官志》記載：“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

常官。 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 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 〔３〕據此，學界一般

認爲在漢武帝後，刺史替代了丞相史，承擔監察功能，丞相史蜕變爲丞相府吏員。 如《中

國古代職官大辭典》一書認爲：“丞相史，西漢丞相屬官，秩四百石。 初佐丞相掌監察地

方。 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置部刺史後，專門協助丞相處理府事，無定員。” 〔４〕但從居

延漢簡７．７以及新綴合的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２＋８３６簡來看，似“丞相史”的監察職能並未

完全廢止。 傳世文獻中也能得到印證，《漢書·孫寶傳》載：“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

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 〔５〕也即漢成帝時，丞相史仍有監察職能。

由此我們認爲，“丞相史”的監察職能在漢武帝後仍然可見，與刺史併行。

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６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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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壹）》第２３頁，（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１４年。

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５册，第１９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范曄： 《後漢書》第３６１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張政烺主編： 《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第５２０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班固： 《漢書》第３２５８—３２５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



廣地候官寫傳肩　盡十月十日己未　　　 Ｂ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６１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行塞函　　　 Ａ

□水候□□□□□□　　　 Ｂ

兩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且均有五道紋路。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４６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６１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４６犃＋１５６１犅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４６犅＋１５６１犃

兩簡紋路相符，形制、字迹相近，書寫風格相同，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

原“肩”、“未”兩字。 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是０．８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

綴合。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６１號簡Ｂ面“候”下一字，整理者未釋，此處圖版作： ，疑是“官”

字，同簡“官”字圖版爲： ，兩字字形上非常接近。 所以，釋爲“官”字應是可信的。

“官”下諸字非常潦草，且存在殘缺，暫無法識别，亦無法準確判定字的數目。

由此，綴合後釋文作：

廣地候官寫傳肩水候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６Ａ＋１５６１Ｂ

盡十月十日己未行塞函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６Ｂ＋１５６１Ａ

簡文中的“寫傳”是指“抄寫傳達”， 〔１〕“行塞”是指“巡行、省視邊塞”，由於簡文不

完整，推測是廣地候官抄寫後傳達給肩水候官有關“行塞”的相關活動。 因爲“行塞的

職責主要由都尉府和候官承擔，都尉府巡視所轄各候官，候官巡視所轄各部燧”。 〔２〕

另外，此簡對當時的文書傳遞也有一定的啓示。

四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５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０３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

〔２〕

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６册，第２２９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２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肩水橐他候長勇士隧長□□孫宏

肩水

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都尉君司馬莊行丞事以詔書增宏勞十二月廿四日

兩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５０與７３ＥＪＴ３７∶

３５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原

“都”字。 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是１．２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作：

肩水橐他候長勇士隧長□□孫宏

肩水都尉君司馬莊行丞事以詔書增宏勞十二月廿四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５０＋３５

簡文中的“君司馬”當是“郡司馬”，書手存在簡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

律》載“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 〔１〕可爲佐證。

關於“某官行某事”，嚴耕望先生認爲：“大抵漢制，長官有缺，例由佐官中地位

最高者代行其事，謂之行事，簡稱爲‘行’。” 〔２〕簡文中的“郡司馬莊行丞事”，便屬此

類。 此外，我們懷疑簡文“詔書增”三字後也存在簡省的情况。 傳世文獻中有相似

辭例，如《東觀漢記·祭彤傳》載：“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 〔３〕據《漢

書·百官表》載：“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

秩皆六百石。” 〔４〕也即“丞”是“秩六百石”，郡司馬莊已“行丞事”，似存在增其秩的

可能。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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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第７９頁，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嚴耕望：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３８９頁，（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９０年。

劉珍等撰，吴樹平校注： 《東觀漢記校注》第３７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

班固： 《漢書》第７４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



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８１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長樂充□
如律令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１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國爲縣

敢言

兩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８１與７３ＥＪＴ３７∶

６１２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原“國”字。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作：

長樂充國爲縣

如律令敢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８１＋６１２

由於綴合後簡文仍不完整，考釋其意尚存困難。 我們推測是某長（亭長、隧長）樂充國

爲縣辦某事。 肩水金關漢簡中有相似辭例，可爲佐證，如：

□□□長樂調爲郡送五年戍田卒　　 ７３ＥＪＴ１０∶２２７

亭長楊渠爲郡迎三年戍田卒張掖　　 ７３ＥＪＴ１１∶３

五鳳二年六月壬午朔己丑魏郡貝丘四望亭長寬調爲郡迎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０

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２３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昭武都田嗇夫居延長樂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１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里石襃　馬一匹

兩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與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１１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原

“里”字，且兩簡中間斷裂的細縫也能貫通連接起來。 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

是１．０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作：

昭武都田嗇夫居延長樂里石襃　馬一匹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

肩水金關漢簡中有相同辭例，可爲佐證，如：

昭武都田嗇夫居延長樂里石襃年廿七　馬一匹　九月乙卯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５

如果我們對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５兩簡字迹，會發現兩簡出

自同一人之手，對比如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５

昭

武

都

居

延

長

石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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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簡文“馬一匹”所書寫的位置，兩簡也都保持一致，如下：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

　　　　　

７３犈犑犜３７∶７６５

綜上，我們懷疑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５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號簡可能是正本與副本

的關繫。 邢義田先生在論述漢簡的使用時認爲：“日常中央及地方各單位往來行政文

書數量必更爲驚人。 依漢代之制，公文書除起草和送出的正本，各相關單位還要抄録

副本。 其中有些固然定期銷毁。” 〔１〕推測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３＋１１１號簡由於是副本才

被損壞，直至今日被我們綴合後方復原其内容。

七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雒臨市里張年五十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８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八月辛亥出

兩簡均是密集紋路，形制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８５號

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對比知兩簡色澤、紋路相符，茬口吻合。 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是１．３釐米。

·４３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邢義田：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簡帛網，２００８年４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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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

此外，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號簡整理者所釋“雒”字，恐非，此字圖版作： ，高一致

學兄改釋作“雍”，可從。

綜上，兩簡綴合後釋文作：

雍臨市里張年五十二　八月辛亥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１４８５

此簡存在簡省，籍貫、人名等信息並不完整。

八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１８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入亡人赤表函二

其一起廣地守　一起橐他亭顯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１７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林隧　隧

元延三年七月丁巳夜食五分騂北卒賀受莫當隧卒同

兩簡均是密集紋路，茬口處兩列文字，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

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１８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１７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對比知兩簡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經測量，圖版茬

口寬度一致，均是１．１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

綜上，兩簡綴合後釋文作：

入亡人赤表函二

其一起廣地守林隧　一起橐他亭顯隧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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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延三年七月丁巳夜食五分騂北卒賀受莫當隧卒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１８＋１５１７

簡文中的“亡人赤表函”是表的一種特殊形式，陳邦怀先生曾有過考證，認爲：“此乃

搜捕出亡人之函。 ‘赤表’，言函之表面爲赤色。 函表作赤色者，要求傳遞奔赴應速

也。 ……違法之人出亡，恐其遠逃隱匿，故用赤表函移它郡县，以示追捕至

急也。” 〔１〕

九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０８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其一人養

定作九人得茭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７７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五束率人七十五□
兩簡均無紋路，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０８與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７７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對比知兩簡色澤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綴合後，可復

原“十”字殘筆。 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在１．２—１．３釐米之間。 由此，兩簡當可

綴合。

綜上，兩簡綴合後釋文作：

其一人養

定作九人得茭六十五束率人七十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０８＋１２７７

·６３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陳邦懷： 《居延漢簡考略》，《歷史教學》１９６４年第２期。



十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１７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葆雲里上造曹丹年十七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４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二月癸丑出　三月癸酉入南與吏俱吏入

兩簡紋路清晰密集，均爲八道紋路。 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

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１７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４０號簡拼合後，茬口部分圖版如下：

對比知兩簡紋路相符，茬口吻合。 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是１．３釐米。 由此，

兩簡當可綴合。

綜上，兩簡綴合後釋文作：

葆雲里上造曹丹年十七丿　二月癸丑出　三月癸酉入南與吏俱吏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１７＋１１４０

此簡是常見的出入簡，綴合後依然殘缺“葆人”信息。

十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２６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南部候史居延安故里郭循年廿八　追亡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１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月辛卯兼亭長並出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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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簡均無紋路，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２６與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１５號簡拼合後，部分圖版如下：

茬口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０２６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５１５

對比知兩簡色澤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 經測量，圖版寬

度一致，均是１．１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

綜上，兩簡綴合後釋文作：

南部候史居延安故里郭循年廿八　追亡卒　□月辛卯兼亭長並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２６＋１５１５

簡文綴合後形成完整的一枚簡，交代了出入關的人物、年齡、原因，是研究出入關簡不

可多得的資料。

十二

整理者曾綴合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０６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１６號簡，釋文作：

□夫假佐恭敢言之善居里男子莊煙自言取傳乘馬三匹

年長馬齒物色各如牒過所津關毋苛留如律令

過所如律令 ／ 掾承守令史就

整理者的綴合是可信的，然簡文文意未完，還有進一步綴合的可能。 我們找到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０７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建平三年正月癸未朔

……張掖酒泉

我們發現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０７號簡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１６號簡均是密集紋路 ，兩

列文字 ，字形 、形制以及書寫風格等較爲一致 ，我們把兩簡拼合後 ，截取部分圖

版如下 ：

·８３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茬口 ７３犈犑犜３７∶１２０７ ７３犈犑犜３７∶８１６

對比知兩簡茬口雖不能密合，但色澤、紋路相符，字迹、字間距一致。 經測量，圖版寬

度一致，均是０．９釐米。 由此，兩簡當可遥綴。

綜上，三簡綴合後釋文作：

建平三年正月癸未朔……夫假佐恭敢言之善居里男子莊煙自言取傳乘馬三匹

……張掖酒泉……年長馬齒物色各如牒過所津關毋苛留如律令

過所如律令 ／ 掾承守令史就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０６＋８１６＋１２０７

簡文綴合後，復原了此簡的年代信息，對我們研究相同簡文，具有一定的啓發意義。

附綴合諸簡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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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姚磊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０４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