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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旧简缀合五则

任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居延旧简多为断简残篇，所以简牍缀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简牍缀合有多种

复杂的情况，本文拣选几个缀合的例子予以说明。

关键词：居延旧简　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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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延简多残断，所以对于居延简的整理而
言，缀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８０多年来，
经过包括前后几批整理者及其他学者的努力，

旧简中很多残简已经缀合拼接恢复或部分恢

复了原貌。我们在学习居延汉简的过程中，又

在旧简中找到一些可以缀合的简，下面就举出

几个例子。

文中引录简牍释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

自《中国简牍集成》；引用图版、释文著录及相

关工具书，一般用简称，全称与简称的对照见

文后参考文献。

简牍形制信息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汉代简牍数据库①。

一：１１．３＋乙附１４（附图一）

１１．３（残长１０．０厘米；宽１．１厘米；厚０．２
厘米）：

　以食亭卒四人，四月庚申尽戊子廿九

乙附１４（残长７．３厘米；宽１．１厘米；厚
０．３厘米）：

９７

①网址为 ｈｔｔｐ：／／１４０．１０９．１８．２４３／ｗｏｏｄｓｌｉｐ＿ｐｕｂｌｉｃ／Ｓｙｓ
ｔｅｍ／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ｉｃ．ｊｓｐ



　 日，积百一十六人，人六升，

附图一：１１．３＋乙附１４

两简笔迹一致，宽、厚均相近，断痕和内容均衔

接，可见确为一简之残。缀合后简文作：

以食亭卒四人，四月庚申尽戊子廿九日，

积百一十六人，人六升。

二：１９．８Ａ＋１９２．２９（附图二）

１９．８Ａ（《集成》简号误作 Ｘ１９．８Ａ；残长
１２．１厘米；宽０．８厘米；厚０．３５厘米）：

　 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次行大守事、

丞步迁，谓

１９２．２９（残长６．２厘米；宽０．９厘米；厚
０．３７厘米）：

　 所县河津关，遣

附图二：１９．８Ａ＋１９２．２９

两简均出自大湾（Ａ３５）。宽、厚相近，笔迹一
致，内容、断痕均衔接。如附图二所示，缀合处

可补足“过”字。缀合后释文作：

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次行大守事、丞

步迁，谓过所县河津关，遣

三：１３９．２０＋１４２．９（附图三）

１３９．２０（残长６．１厘米；宽１．１厘米；厚
０．３厘米）：

令史张宣，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鄣　尉史郭常，粟三石三斗三升□。
　　尉史史承禄，粟三石三斗

１４２．９（残长６．７厘米；宽１厘米；厚０．２６
厘米）：

令史任根，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鄣

　　令史隗忠，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附图三：１３９．２０＋１４２．９

两简均出自破城子（Ａ８），实为一简之左右
两半，文例可参简２６．２１。如附图三所示，简上
端的“鄣”字可拼接完整，拼合处可补足中间一

行字的笔画。缀合后释文作：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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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史任根，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令史隗忠，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鄣　令史张宣，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尉史郭常，粟三石三斗三升□。
　　尉史史承禄，粟三石三斗

四：７８．１３＋７８．１０（附图四）
７８．１０（残长８．４厘米；宽１．２厘米；厚

０．３２厘米）：

书到。食时入。

７８．１３（残长６．４厘米；宽１厘米；厚０．３１
厘米）：

输麦□始，还诣官，十二月乙酉

附图四：７８．１３＋７８．１０

《集成》已指出简７８．１０缀合有误。仔细查看
《图版》１７２页图版，简７８．１０上段简影倒置，上
下段宽度也明显不同，应该剔除。这样，简

７８．１０的简文就只有“食时入”三字，该简实际
上应该接在简 ７８．１３的下端。两简宽、厚相
近，笔迹一致，断痕、内容衔接。简７８．１３中的
“输麦□始”，《新编》作“八赵长伯如”，除“八”
字不能肯定、“如”字似当释为“奴”外，其他则

可从。两简缀合后释文作：

□赵长伯奴还诣官，十二月乙酉食时入

文例可参１６０．７、２５７．３１、２６６．４、３１２．２１等简。

如附图四所示，简 ７８．１３最下部尚残留
“食”字上部的一点笔画。

五： ２３８．３６（附图五）

该简简号有误。释文作：

者，以道次传，别书到，相牛大司农调受

簿编次，不辨者，

《集成》注释〔一〕说“相牛，验牛。”这个说法来源

于劳干。劳干《居延汉简考证·己 边郡生活》

“牛犁”条下据该简立说，谓

“此诏为行于边郡者，令边郡相

牛之善者，由大司农受簿编次，

盖亦为农事也。”①此后就有学

者将该简作为牛耕的材料来使

用，如陈直②、张春树③等。其

实这支简的内容与牛耕之事并

无关系。简文中所谓“牛”字

当释为“午”，为干支的第二个

字，文例可参简 １２２．２８、２５４．

１０（“午”字作 ）。而且从

《图版》的图版上看，该简似由

几段残简拼接而成，“相”、

“簿”两字下均有一道黑线，很

可能是拼接处的缝隙在图版上

又经涂描留下的痕迹。如果这

个猜测属实的话，该简就应该

拆分成三段。从文例上看，第

一段简文“者以道次传别书到

相”可补为“者以道次传别书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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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劳干：《居延汉简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１９８６年，第６１页。简号误作１２２．２１。
陈直：《从秦汉史料中看屯田制度》，见《中国历代土地

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７８～９１页。
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的“牧士”》，《汉代边疆史论

集》，台湾食货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１７１～１７９页。



到相〔报不报者〕”，文例可参简６１．９、１２２．２９、
２０３．２２。第二段简文为“午大司农调受簿”。
第三段“编次不辨者”疑即“报不报者”的误

释。如此看来，第三段实际上应该接在第一段

之下，第二段应该剔除。这样，简 ２３８．３６的
释文就是：

者。以道次传，别书到，相报；不报者

值得注意的是，简１２２．２８简文作：

二月甲午，大司农□受簿丞□□
　　 □以□□簿□书到，□□□□□

该简图版缺失， ２３８．３６的第二段简文“午大

司农调受簿”与简１２２．２８第一行简文相合，简
１２２．２８“农”下阙释之字应该就是“调”字。我
们怀疑 ２３８．３６的第二段简本来就是简１２２．２８
的一部分。劳干《图版》第１５１页上有标号为
１２２的简三支、标号为２３８的简三支，且在《考
释》中又将简 ２３８．３６的简号误作１２２．２１，这
说明两个标号下的简（原简或图版）至少有部

分在整理过程中很接近（指空间位置），出现像

我们这里指出的错乱现象是极有可能的。当

然我们的这种怀疑能否落实，还有待能够见到

原简或清晰图版的学者加以验证。不过，简

２３８．３６的第二段与简１２２．２８系抄有相同或部
分相同内容的两支简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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