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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肩水金关汉简 （贰）》一书收录了出土于肩水金关汉代烽燧遗址１４号探方到２４号探方中的２３３４

枚汉代简牍。在整理该书释文时，我们发现原释文还存在一些纰漏，如误释 “八”为 “入”、误 “辛”

为 “卒”，未释 “封”“直” “封浅” “守马章”等字，原简 “字子君”三字前有三个未释字，应释作

“守马丞□”，实为四个未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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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３年，肩水金关汉简发掘于肩水金关遗址

（今甘肃省金塔县），共计一万余枚。经过漫长的

三十余年整理工作，在２０１１年７月出版了 《肩水

金关汉简 （壹）》。随后分别刊布了其他三函，现

已刊布完毕。而 《肩水金关汉简 （贰）》在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出版，该书收录了出土于肩水金关汉代烽

燧遗址１４号探方到２４号探方中的２３３４枚汉代简

牍。在阅读释文时，我们发现原释文仍存在一些瑕

疵。为使 《肩水金关汉简 （贰）》释文更加完善，

现就尚未被人讨论过的几处错误作下文探讨，并从

误释、未释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误释

（一）误 “八”为 “入”

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１０
就居延平里梁?年卅入

獉
大车 ［１］２２２

按，上引字 “入”的原简图版是 ，疑是

“八”字之误。此简说的是 “梁?”这个人居住在

居延平里，介绍他的年龄和身份地位。此简为断

简，“大车”一词是表明他身份地位的所有财产，

后面还应有更多的描写。那么从字形上看， “八”



字与 “入”字本就字形相近，上引字一撇和一捺

相交，很可能是因为书写时不小心。再者，从原简

图版来看，“大车”一词与前面文字 “年卅入
獉
”物

理距离相距甚远，且中间毫无笔墨的影子。由此可

知，“年卅入
獉
”是句意完整的，指的就是年龄。且

在肩水金关汉简中类似该简文结构 （某某里 ＋人
名＋年龄＋车）的例子有：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２９
河内郡波县对里宦顺年廿五，大车 ［１］６２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３８
馾得成汉里张□年?六，牛车一两 ［１］６３

７３ＥＪＴ２３∶５５
馾得安世里翟盖年廿七，牛车一乘，用牛

二头，六月辛卯入［１］１２０

７３ＥＪＴ２３∶７８
里李就年?八，大车一两，用牛二［１］１２４

７３ＥＪＴ２３∶７７３
馾得安定里盖汉光年廿五，大车一两，牛

一、剑一、弩一、矢十二［１］２１４

７３ＥＪＴ２３∶７７５
卅井士吏居延龙起里公乘樊德年卅五，轺

车一乘，马一匹，七月甲子入［１］２１４

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２４
馾得千秋里大男曹盼年五十八，牛车一两

□ ［１］２４４

而 “入”字，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是指出入边

塞，一般用在具体某月日后，其用例如 “六月辛

卯入”［１］１２０（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５５）、 “六月丙戌入□∶”
［１］５９（简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０５Ａ）、 “字子严，六月甲午入，
乘方相车一两”［１］３３（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５６）等等。

因此综上所述，上引字当是误 “八”为 “入”。

（二）误 “辛”为 “卒”

简７３ＥＪＴ２４∶２０３Ａ
卒卯日中时出 ［１］３０４

按，上引字 “卒”字的原简图版是 ，应是

“辛”之误。该简是一支残简，上面是对某时出入

关塞的记录，前面指的是时间———某日日中之时。

古人一般用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搭配，来指示某

年或某日；单用地支还可表示时辰。若简文作 “卒
獉

卯日”，文意不通，因为不存在 “卯日”；若作 “辛

卯日”，文意通。再者，从字形上看，肩水金关汉简

中 “辛”字字形例子如下： （７３ＥＪＴ４∶１９７）、

（７３ＥＪＴ９∶１３９）、 （７３ＥＪＴ９∶１４４Ａ）、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３４６）等；而 “卒”字字形例子如下： （７３ＥＪＴ１４∶
６）、 （７３ＥＪＴ１４∶３２）、 （７３ＥＪＴ２１∶３８５）等。
比较其字形可知，“辛”字有四短横，而 “卒”字

两短横之间是 “从”字，两字字形有明显区别。

况且 “辛卯”一词在汉简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是常

见用词。综上所述，上引字并非 “卒”，当作 “辛”。

二、未释

（一）未释 “封”字

简７３ＥＪＴ２１∶４８５Ｂ

为□田□□□□二□直二百卅脯五斤
直 ［１］９０

按，上引字是该简中 “为”字后的第一个未释

字 ，当释作 “封”字。该简虽为左边缺失的残

简，但从 “二□直二百卅” “脯五斤直”等字眼可
知，该简类似记账的账簿。从字形上看，上引字右

部件为 “寸”无疑，左部件残缺了一点，但也可看

出应是 “圭”字。在肩水金关汉简中的 “封”字字

形有： （简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９）、 （简７３ＥＪＴ２４∶２６）、
（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７８）等三种类型。该未释字的左

部件明显可见是五短横，与简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９的例字
可谓是极为相近。且 “封田”一词，在 《春秋左传

词典》中有提及，“封田，给予大夫之田：赋封田以

嫁公女。———哀传一一·二 （一六六一）”。［２］这里指

的是井田制，而由此发展到秦汉时期的 “名田制”。

张家山汉简中的 《二年律令·户律》含有大量汉代名

田制度的法律条文：以二十等爵为基础，规定了有爵

者、无爵的平民和其他特殊人群获得田、宅的标准。

综合上述，该未释字应是 “封”字。

（二）未释 “直”字

简７３ＥＪＴ２１∶４８５Ｂ

为□田□□□□二□直二百卅脯五斤
直 ［１］９０

按，上引字为该简中 “田”字后的第三个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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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当释作 “直”。该简虽为左边缺失的残简，

但从 “二□直二百卅” “脯五斤直”等字眼可知，

该简应是账簿之类的。在肩水金关汉简中 “直”字

的字形例子有： （７３ＥＪＴ２１∶３９１）、 （７３ＥＪＴ２２∶
１５３）、 （７３ＥＪＴ２１∶６）、 （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２０）、
（７３ＥＪＴ２４∶１３４）等等。故上引字在字形上可判断为
“直”字，且本简文上引字的后面又连续出现了两

次 “直”字，其图版分别是 和 ，三者字形上相

差无异。因此，上引字应为 “直”字无疑。

（三）未释 “封浅”二字

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７３
南书一封张掖□

·
□
·
塞尉

诣肩水都尉府十一月□□日下輔时"

北亭

卒贺受莫当隧

卒赏［１］２３１

按，该简中 “张掖”二字后有两个未释字，其

原简图版分别为 和 ，当释作 “封浅”。简文中

记录的是信使将官方书信送达各个地方官，及其受赏

的过程。塞尉，是汉代军事职官名称，为北部边境障

塞候燧系统的职官。汉代制度，大体上百里一候，或

为障、塞，置候官或障、塞尉，隶属于部都尉；候宫

属下还有候长、烽燧帅等。而张掖封浅应是地名。该

简文首先从字形上看，上引二字确是 “封浅”二字。

再者，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有相同简文可作

印证：

简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９Ａ
张掖封浅塞尉二月辛未以来□ ［３］３５

该简文与上引简文一样，都有 “张掖封浅塞

尉”六字。且简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９Ａ中 “封浅”二字的

原简图版分别是 和 ，与上引未释字图版字形

一致，都是 “封浅”二字。

在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类似结构 （南／北书一
封＋地名＋职官名称）的简文，如：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０１
南书一封居延都尉章诣张掖大守府十月戊

子起［１］５８

７３ＥＪＴ２３∶６３４
北书一封张掖大守章［１］１９３

７３ＥＪＴ２４∶６３４Ａ

南书一封居延都尉诣肩水都尉 ［４］

７３ＥＪＦ３∶１４３＋２１１＋４２５
北书一封张掖右大尉［５］３１

７３ＥＪＴ４Ｈ∶１２
南书一封居延都尉闰月丁酉起行诣张掖大

守府［５］１０４

综合上述，上引未释字当为 “封浅”二字。

（四）未释 “守马章”三字

简７３ＥＪＴ２３∶１９４

□亥□□□字子君……［１］１３６

按，原简 “字子君”三字前有三个未释字，

其原简图版如图１所示，本人认为当是四个字，且
应释作 “守马丞□”。该简为残简，主要是记录守
马丞 （□，字子君）这个人在某时做了什么事情。
从该简的行文字距分布来看，这几个未释字不止三

个字，而应是四个字。

首先从字形上看，上引字第一个未释字 “守”

字，其轮廓清晰可辨，上 “宀”、下 “寸”无误。

第二个未释字 “马”字，其字形轮廓亦可识，其

末尾四点省笔，在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这样的字

形，如，７３ＥＪＴ１∶６ ，７３ＥＪＴ２∶５４ ，７３ＥＪＴ８∶６８

，７３ＥＪＴ１０∶１５１ ，７３ＥＪＴ２２∶１１４ 等。第三个

未释字 “丞”字，在肩水金关汉简中与其字形类似

的例子如下： （７３ＥＪＴ２１∶３７０）、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３７３）、 （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５７Ａ）、 （７３ＥＪＴ２４∶２４５）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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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文意上看，“马丞”实为汉代的一个

官名。 《中国简牍集成 （标注本）》一书中有对

“马丞”这一词语的解释： “马丞：王莽时将县丞

分为三种，即马丞、徒丞、空丞。”［６］《秦汉魏晋

南北朝官印征存》有 “马丞”“徒丞”“空丞”之

印。王献唐 《五灯精舍印话》曰：“汉制各县令长

以下，原有丞、尉之设，丞司文书、主民事，尉司

卒役、主盗贼，又有司空主官狱。莽盖以此三吏，

就其原有职掌，改易名称，非新设之丞也。徒丞为

汉制县丞，……马丞为汉制县尉，……空丞为汉制

司空，……权位大小虽异，事则相若，欲别于中朝

三公，故去司言徒言马言空。……”［７］且在西北汉

简中 “马丞”“守马丞”等词出现多次，例子如下：

（１）肩水金关汉简：
７３ＥＪＦ３∶１７９Ａ
始建国天凤元年十二月己巳朔己卯己曹史

阳□
谷愿以令取传谨案宣毋官狱征事当得以令

取传谒移

……城司马守丞以右尉印封守马丞郎写

移□□［５］３８

７３ＥＪＦ３∶２５４
如律令敢言之

十月庚戌乐得行宰事守马丞 ［５］５２

７３ＥＪＦ３∶３２８Ｂ
八月己卯录得行宰事守马丞行马丞事守徒

丞众移过所如律令

／掾齐史并［５］６６

（２）居延新简：
ＥＰＴ４０３９
闲田守马丞冯商诣门下［８］８８

ＥＰＴ６５３８１
居成闲田守马丞赵况叩头白记［８］４４４

（３）居延汉简：
１５６２６
始建国天

马丞前百 ［９］１０９

１７５８Ｂ

□饭饭已欲与马丞［９］１１８

然而，由于本人学力有限，第四个未释字未能

释出，但简文释作 “守马丞□，字子君”亦是可
行的，在肩水金关汉简中也出现过 “官职名 ＋人
名”的结构，如以 “章”字作人名的例子：

简７３ＥＪＴ１０∶１２５
河平二年十二月甲戌，

"

北亭长章敢言

之，治所檄曰［１０］

综合上述，上引字并非为三个未释字，实为四

个未释字，且前三个未释字释作 “守马丞”。

以上便本人是对 《肩水金关汉简 （贰）》释文

进行的几处分析与探讨，以期能对其相关研究提供

帮助。由于本人学力有限，文中不免出现纰漏，敬

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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