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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颉篇》残简辑释

何双全 （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内容提要：《苍颉篇》为秦代的李斯所著，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统一文字时又

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苍颉》、《爰历》、《博学》３篇，断 ６０字以为一章，凡 ５５章。文中分
别从阜阳汉简 《苍颉篇》、北大藏简 《苍颉篇》、居延汉简 《苍颉篇》、敦煌汉简 《苍颉篇》、

马圈湾汉简 《苍颉篇》、玉门花海汉简 《苍颉篇》、水泉汉简 《苍颉篇》、尼雅汉简 《苍颉篇》

中，对 《苍颉篇》的残简加以辑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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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颉篇》是秦汉时期的识字课本，宋

代已失传，无完整本子留存，地下考古发现

的古籍中也无一完整者，因此我们很难了解

该书的原貌。尽管如此，地下出土的残简断

文仍是研究 《苍颉篇》的重要原始资料。几

十年来，地下出土简牍中所见资料凡八批，

如：安徽阜阳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

敦煌马圈湾汉简，甘肃玉门花海汉简，甘肃

永昌水泉汉简，新疆尼雅汉简，北京大学收

藏汉简等。其中除北京大学藏简为征集品外，

其他均为考古发掘品。这些资料仍然破碎不

完整，发表的出处亦为零散，为便于研究，

现将已发表的资料归辑于此。按资料的时代

先后排序，并加以说明，供研究者参考。

一、阜阳汉简 《苍颉篇》

阜阳汉简，出土于西汉汝阴侯墓。①内容

有 《万物》、《周易》、《诗经》、《曰书》等十

６５



余种古籍。《苍颉篇》是其中之一，由于保存

不好，皆为残断简，整理释读费时费力，早

先胡平生和韩自强二先生费了很大的精力将

断简残文逐一整理考释，从中理出头绪，将看

来无用的碎片，整理成有用的文献，第一次

揭露出西汉早期 《苍颉篇》的面容。②后来胡

平生先生进一步研究，做考释，并做了注解，

标点断句，使之成为能读懂的文献，亦成为

整理研究 《苍颉篇》的样本。③现将胡先生的

标点注释本照录如下，全文存５００余字：

已起臣仆，发傅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逋逃隐匿 〔一〕， ＣＯＯ一
盰释：〔一〕《居延汉简》《苍颉篇》第五章９．１＋Ａ＋Ｃ＋Ｂ与 ＣＯＯ一 ＋ＣＯＯ二相近，可

以互校。“□兼天下”一句，《居延汉简》与 《颜氏家训·书证篇》皆作 “汉兼天下”。“饬端


!

，变化 （？）”等字亦与 《居延汉简》不同，可能阜阳汉简 《苍颉篇》是还
"

有经过汉代

“闾里书师”自ＣＯＯ一至ＣＯＯ九，砋字皆押周秦古砋之部 （包括入声职部）。

□兼天下，海!

并厕。饬端
"

，变 〔一〕， ＣＯＯ二
盰释：〔一〕端：即政。避秦始皇名政之讳。《史记·李斯列传》：“甲兵，饰政教。”

《
#

氏春秋·音律》：“法饬刑。”又，《晏子春秋·
$

篇
%

上第一》：“饬法礼以治国政。”

可见这是当时的习常用语。按：据 《居延汉简》（甲乙编）９．１Ａ＋Ｃ＋Ｂ’此ＣＯＯ一可与ＣＯＯ
二相连 （中缺四字），为 《苍颉篇》的第五章。居延简文作：“第五 ? （笺）表书插、颠 重

该、已起臣仆、发傅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逋逃隐匿、往来□□、汉兼天下、海$

并
&

、

□□□类、菹 离?、但致贡诺、□□□□”。

覮綳佐宥， 悍骄裾，诛罚赀耐，政胜误乱 〔一〕， ＣＯＯ三
盰释： 〔一〕覮綳，音委 （ｗěｉ）颉 （ｊｉé），屈曲之状。佐宥，今通作佐佑。 ，傲。裾，

通倨。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吏之道》：“倨骄毋 （无）人， （傲）悍 暴。”“政”字未避讳，

或是汉代人所改，或是当时避讳不严。

绝，
#

棺
$

。巴蜀 磠，筐箧
%

笥。厨宰誹豢 〔一〕 ＣＯＯ四
盰释：〔一〕 ：通作椁。《

'

文·木部》：“椁，葬有木 也。”
(

，柩。
)

，今作奁。

丞。詗 昭穆，丰盈爨炽。 □ □ 〔一〕， ＣＯＯ五
盰释：〔一〕詗：《

'

文》所无，通皓。《汉书·司马相如传》：“詗然白首。”

□牡，雄雌具乌，届宠跃急。迈送□。 ＣＯＯ六

□□俗，狠?吉忌。瘛 痈痤，痛
&

縕。毒 〔一〕 ＣＯＯ七
盰释：〔一〕

*

：今通作嗽，唐本 《玉篇》引 《苍颉篇》：“齐郡谓腦曰縕。”

①阜阳博物馆：《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８期。

②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 〈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③甘肃古籍整理研究中心：《中国简牍集成·安徽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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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谷阪险，丘陵故旧。长 肆延， ＣＯＯ八

惑，宗幽不识。
'

? 宜，益就获得。赏眃向尚 〔一〕， ＣＯＯ九
盰释：〔一〕 “惑”前一字疑为 “迷”。宗，假为崇。

+

，今通作最，古以聚物之聚为
+

。

眃，《
'

文·力部》：“劳也。”

爰历次?，继续前图。辅廑颗 ，?儋 屠。 □ 〔一〕 ＣＯ一
盰释：〔一〕此为 《爰历》篇首。? 《

'

文·贝部》：“重次第物也。”?，《
'

文·车部》：

“出将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树茅以依神为?。既祭犯?，轹牲而行为范?。”即

行路之前的祭礼，或称 “祖道”。《诗·睟风·载驰》：“大夫跋涉。”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段玉裁 《
'

文盰》谓，山行之神主曰?，因之山行曰?。凡言跋涉者，皆字之同音假借。

“?儋”疑当读为跋涉。儋，上古音为端母谈部；涉，定母叶部，音近可通。 ，睡虎地秦简

《魏奔命律》通旅。屠，读为途，上古音为皆端母鱼部字。自ＣＯ一至ＣＯ二三，押鱼部砋。

□引汲 。猝遇弗虞，夤默□(

。 ?□ 〔一〕 ＣＯ一一
盰释：〔一〕 ：音拘ｊū，挹取。夤，《集砋》：“恭也。”《书·

'

命》：“恭默思道。”夤默

即恭默。 ?，疑即翠翡。

茧丝粆 ，布絮絮。双 箪口 〔一〕， ＣＯ一二
盰释：〔一〕 ：络之假字。，恶絮，敝絮。双下一字疑为 “斡”。《

'

文》引扬雄、杜

林
'

，以 “斡”为轺车轮斡。段盰：“小车之轮曰斡。”双斡，双轮。箪，疑通单。

鳖鱼。陷阱 钓， 笱
)

? 〔一〕。 ＣＯ一三
盰释：〔一〕“钓”前一字疑为 “虶”。《

'

文·金部》：“虶，剌也。” ：通罾，鱼纲。
,

，

《广砋》：“鱼纲。”

机杼
*+

，?综 馭 〔一〕。 ＣＯ一四
盰释：〔一〕《

'

文·木部》：“机，主发谓之机。杼，机之持纬者。胜，机持经者。
-

，机

持缯者。”段盰认为 “机持缯者”的 “缯”字不可通，引 《玉篇》作 “绘”，改 “缯”为

“绘”云：“会者经与纬之合也，纬与经合，虑其不紧，则有馭入经之间以紧之。”今按，从段

'

则 《
'

文》“持”字无着落。经纬会而成缯 （缯为丝织品之通称），有一木轴卷而持之，当即

为 “馭”。 ，《
'

文·麻部》：“未练治馭也，从麻后声。”

荼踷 菹。貔獭 ， 貂狐。蛟龙龟蛇 〔一〕， ＣＯ一五
盰释：〔一〕“貔獭”，按：《流沙坠简》有 “?狭 ”四字，罗振玉释 “貔”为 “?”，

误。

须 。瘅 疥疠，〔疟疡商〕 ，□ ＣＯ一六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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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盝 ，收眥萦纡 〔一〕。 ＣＯ一七
盰释：〔一〕萦： 《

'

文·韦部》： “收載也。”段盰据 《砋会》、 《玉篇》改 “載”为

“卷”，云：“收卷长绳，重砯为环，是谓萦。”可作此句盰解。

浅臫，盱复□ 〔一〕 ＣＯ一八
盰释：〔一〕臫：疑为?之假字。?，《

'

文·水部》：“?也，一曰小池为?，一曰涂也。”

□□ ，□□□□，□ 词语，□ 〔一〕 ＣＯ一九
盰释：〔一〕 ：《

'

文· 部》作 ：“目邪也。”音句 （ｊù）。

囫庐无 〔一〕 ＣＯ二
盰释：〔一〕无：通庑。

此云主，而乃之於，纵舍鉦挈，
,

控抵磖，拘取 〔一〕 ＣＯ二一
盰释：〔一〕舍：通。

□ 据 ，等 〔一〕 ＣＯ二二
盰释：〔一〕 ：今通作蕄、

.

。《
'

文·止部》：“ ，
/

也。”
/

即拒。朱骏声 《
'

文通

训定声》：“以足
/

也。” ，《
'

文·走部》：“距也。汉令曰：「 张百人。」”音斥 （ｃｈì）。

盂。?案?几，镫 □□， ＣＯ二三

□腑-

。 □□ ＣＯ二四

紂秓
.

瘘，驣關痍伤。殴伐繳臡，終紼 〔一〕 ＣＯ二五
盰释：〔一〕《流沙坠简》“紂”作 “疵”，《

'

文·疒部》皆训为 “病也”。驣關，《
'

文

·齿部》皆训 “砫也”。 《一切经音义》引 《苍颉篇》云： “齐人谓砫咋为驣。驣，侧齿也。”

《史记·田儋傅》：“则驣關用事者截坟墓矣。”如淳曰：“驣關犹
0

砫。”《索隐》：“驣關，侧齿

鱵也。”繳臡：音 （ｚｈｉ）委 （ｗｅｉ）。《急就章》
1

师古盰：“殴人皮肤肿起曰繳，殴伤曰臡。”

按此两句当时法律用语。《汉书·薛宣传》
1

盰引应劭曰：“以杖手殴击人，
2

其皮肤，肿起

青黑而无创瘢者，律为繳臡。”終：《
'

文·肉部》：“孔也。”紼：《
'

文·肉部》：“骨差也。”

段盰：“谓骨节差忒不相值，故紼出也。”終当指撕裂，紼即脱臼。参见云梦睡虎地秦简 《法律

问答》。自ＣＯ二四至ＣＯ三八押阳部砋。按：《流沙坠简》：“□走病狂、疵秓3

殃。”罗振玉误

释 “
4

瘘”为 “
3

殃”。又，《居延汉简》５９．３８：“ □病汪。”或亦与此节有关。

□娄轸亢。弘 翦 ，霸?緁庚。 峦岑崩，
/

嵬 〔一〕 ＣＯ二六
盰释：〔一〕娄、轸、亢：二十八宿星名。娄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轸为南方朱乌七宿之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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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亢为东方苍龙七宿之一。首字缺，当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霸，通魄。 《
'

文·月部》：

“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暮》曰：「哉生霸」。”此指月初生明亮部分为

魄。一
'

以月体黑者谓之霸。暨， 《
'

文·旦部》段盰： “日颇见者，见而不全也。暨，小食

也。”岑 《
'

文·山部》：“山小而高。”

□邑里。县鄙封瞗。径路口 〔一〕 ＣＯ二七
盰释：〔一〕瞗：通疆，《

'

文》作
5

。

街巷垣?。开闭门闾，阙 〔一〕 ＣＯ二八
盰释：〔一〕?：通墙。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吏之道》“除害兴利”一节，字亦作 “?”。

室
!

， 户房。桴楣榱 ， 桥梁 〔一〕。 ＣＯ二九
盰释：〔一〕

$

：房室。《汉书·鱳错传》：“先为筑家，有一堂二
$

。”
1

盰引张晏曰：“二

$

，二房也。” ，通作牖。《
'

文·片部》：“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从片
6

甫。谭长以为甫

上日也，非
6

也，牖所以见日。”此简即作 “甫上日。” ，今作窗。《
'

文·穴部》：“ ，通孔

也。从穴
7

声。”《
'

文·囱部》：“囱，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象形。”按， 囱，一为形声字，

一为象形字，形不同而实同。桴，《
'

文·木部》：“栋名。”楣，《
'

文·木部》 “秦名屋 联

也。齐谓之檐，楚谓之腛。”榱， 《
'

文·木部》： “秦名屋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 ，

《
'

文·木部》：“腛也”。据 《
'

文》知 《苍颉》此数字皆用秦名。

0

科，萡茎稷 （？），癙娣 〔一〕 ＣＯ三
盰释：〔一〕萡：通树。《广雅·释诂》：“树，本也。” ，字已残，疑为 “粮”字之讹。

□鄣队亭，咸 斥竞，尽抟四荒。酆镐 〔一〕 ＣＯ三一
盰释：〔一〕鄣：《汉书·张汤传》

1

师古盰：“鄣为塞上要险之处，
8

筑为城，因置吏士

而为鄣蔽以磖寇也。”队： 之假字，《
'

文·风部》：“塞上亭，守烽火者也。”斥：《文选·魏

都赋》盰引 《苍颉篇》：“大也。”斥竞：疑指扩大疆域。竞：通境。抟：《
'

文·手部》：“以

手圜之也。”（据段盰本）《集砋》：“擅也，一曰?合制领也。”四荒：《汉书·文帝纪》
1

盰：

“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来无常也。《尔雅》曰：「孤竹、北
6

、西王母、日下，谓之

四荒。」”

□展贲遴，游敖蝜章 〔一〕。 ＣＯ三二
盰释：〔一〕贲：通奔。遴：?，行貌。“展”前一字疑为 “转”。蝜章，通作周章，双声

连
9

字。蝜、周，上古皆端母，蝜为职部字，周为幽部字，音近可通。周章， 《文选·九歌》

李善盰：“周章犹周流也。”《
:

都赋》李盰又
'

：“周章谓章皇周流也。”按，当以 “周流”为

是，谓有 “章皇”义，或受 《
:

都赋》上下文辞义影响。

?鬺黯?， ＣＯ三三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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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黝?〕 〈 〉。 颮赫 ，闞赤白
1

。?? 瘦，儿孺旱阳。恐騐 〔一〕 ＣＯ三四
盰释：〔一〕 ：此处当押砋，应为 “ ”字之讹。 ：通馰。騐：通惧。按：据 《流沙

坠简》ＣＯ三二、ＣＯ三三、ＣＯ三四当相连。《流沙坠简》残文为：“游敖周章、? 黯?、 黝

? 、颮赫赧、闞赤白
;

。”罗振玉释 “鬺”为 “ ”误。

□辬2

，纝廪仓。秉 参斗，升半实当 〔一〕。 ＣＯ三五
盰释：〔一〕： 即 ，今通作概。 《礼记·月令》郑玄盰： “ ，平斗斛者。”参、斗、

升、半：皆量制单位。《急就章》：“蠡斗参升半卮蘨。”半：半斗。参：三分之一斗。实：指容

器
$

盛有?物。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
$

史杂》：“有实官高其垣墙。”义同。

氐羌。赘拾钩軯，铸冶矪镶 〔一〕。 ＣＯ三六
盰释：〔一〕赘：通掇。赘、掇，上古皆端母月部字。軯：《

'

文·金部》：“可以句 （钩）

鼎耳及炉炭。”《集砋》：“钩軯，取炭器。”音欲 （ｙù）。

工。印按 久，被 〔一〕 ＣＯ三七
盰释：〔一〕 ：见於 《武威汉简》甲本 《少牢》第十三简，今本作 “启”。启久即刻久。

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吏之道》：“久刻职 （识）物。”又 《秦律十八种·工律》：“公甲兵各以其

官名刻久之。”

业未央。 ＣＯ三八
盰释：按，“央”下为白简。

褐， 屦 袍， 决 〔一〕 ＣＯ三九
盰释：〔一〕 ：《

'

文》：“羽猎韦
<

。”音冗 （ｒóｎｇ）。

□ 3

偃 〔一〕 ＣＯ四
盰释：〔一〕偃 ：《

'

文》作鱳。《
'

文·黾部》鱳字，“扬雄
'

，鱳，虫名。杜林以

为朝旦，非是。”许慎以为字 “从黾从旦”，据此简则当从黾从日。汉印亦有从日者。

杀捕狱问，谅 ＣＯ四一

，赖秅播 〔一〕 ＣＯ四二
盰释：〔一〕 ：此处似应读为 “阖”，通合，与 “散”为对文。

4

鯝再， 〔一〕 ＣＯ四三
盰释：〔一〕第一字疑当是 “被”。

=

：《集砋》：“被也。”鯝，疑假为 “ ”，《广雅·释

器》：“袂也”。再：疑为 “苳”之假字，《仪礼·士昏礼》：“纯衣?苳。”郑玄盰：“苳亦缘也，

苳之言任。”“ ”下一字，疑当为 “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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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购件 柴箸 ＣＯ四四

柰毒疯断
5

腻 ＣＯ四五

□朋友过□，高嚣平夷，□ 〔一〕 ＣＯ四六
盰释：〔一〕高：读为?，《

'

文·欠部》：“??，气上出貌。”嚣：《
'

文· 部》：“声

也，气出头上。”?、嚣，音同义近。

瞭欧 ， 〔一〕 ＣＯ四七
盰释：〔一〕 ：今通作率，《

'

文》作 ，从行率声，音帅 （ｓｈｕｉ）。

惊 ＣＯ四八

頣 ＣＯ四九

前 ＣＯ五

? 寄 〔一〕 ＣＯ五一
盰释：〔一〕?：《

'

文》：“幼禾也。” 《方言》：“小也。” ，《诗·卢令》：“其人美且

鬈。”郑笺：“鬈当读为 。 ，勇壮也。” ：见 《汉印文字徵补遗》补十第二页。义未明。

手奉 ＣＯ五二

□□思勇 ＣＯ五三

□勿贼 （？）壮犯 〔一〕 ＣＯ五四
盰释：〔一〕末一字疑为 “老”。

□□ □ ＣＯ五五

岁庾 〔一〕 ＣＯ五六
盰释：〔一〕末一字疑为 “ ”。按：“ ”下为白简。

元 〔一〕 ＣＯ五七
盰释：〔一〕元：疑为鼋之假字，末一字或是 “闔”。

库 〔一〕 ＣＯ五八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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盰释：〔一〕按，《居延汉简》２８２．１：“□堂库府。”据此则 “库”下一字为 “府”。

□欢志辱 ＣＯ五九

□ ＣＯ六

□ 栾 ＣＯ六一
盰释：按，“ ”下为白简。

期 （？）旬 〔一〕 ＣＯ六二
盰释：〔一〕期：读为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上下相蒙。”杜盰：“ ，欺也。”

林禁□ 〔一〕 ＣＯ六三
盰释： 〔一〕此句疑当是 “上林禁苑”四字。上林苑，秦都咸阳时置。云梦睡虎地秦简

《田律》：“百姓犬入禁苑中。”

展 ＣＯ六四

举厌 ＣＯ六五

鯾 ＣＯ六六

ＣＯ六七

ＣＯ六八

6

ＣＯ六九

崔 ＣＯ七

□ 挟 ＣＯ七一

□忍 ＣＯ七二

□ ＣＯ七三

□橐 〔一〕 ＣＯ七四
盰释：〔一〕末一字疑为 “ ”，即糗。《书·费誓》：“峙乃糗粮。”孔疏：“糗郷是行军之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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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广砋》：“糗，乾饭屑。”

梃缟给□ ＣＯ七五

冒謖合 〔一〕 ＣＯ七六
盰释：〔一〕冒： 《汉书·卫青传》： “故青冒姓为卫氏。”

1

盰： “冒谓假称。”謖：借。

《
'

文·耒部》：“帝謖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謖。” “合”下一字当是 “耦”，两人共

耕曰耦。《
#

氏春秋·季冬》：“命司农计耦耕事。”高诱盰：“耦，合也。”

颂紧 〔一〕 ＣＯ七七
盰释：〔一〕颂：今通作。 《汉书·王莽传》： “赤炜颂平。”

>

灼曰： “颂，宽颂也。”

《汉书·刑法志》：“常鞠者颂之。”

〔一〕 ＣＯ七八
盰释：〔一〕当为 “祸殃”二字之残。

鉠惕署 〔一〕 ＣＯ七九
盰释：〔一〕鉠、惕：《

'

文》皆训为 “敬也。”鉠：今通作敬。

□7

癚 〔一〕 ＣＯ八
盰释：〔一〕

?

：《
'

文·女部》：“鼻目间貌。”《广砋》作：“鼻目间轻薄曰
?

。”

杞芑 ＣＯ八一

庄建武 〔一〕 ＣＯ八二
盰释： 〔一〕据陆续公布的 《苍颉篇》资料，这的 “

@

建武”有可能是姓名，可读为

“
@

建”、“武□”。

1

ＣＯ八三

学 ＣＯ八四

□□ ＣＯ八五

□ 〔一〕 ＣＯ八六
盰释：〔一〕 ：《

'

文·角部》：“杖癩角也。”《广砋》：“以角饰策头。”

醅 ＣＯ八七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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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ＣＯ八八

躗□ ＣＯ八九

□□ 〔一〕 ＣＯ九
盰释：〔一〕 ：正作 ，今通作

A

。 ，《
'

文》：“恶也，一曰人貌也。”段盰：“许意盖

谓
A

物曰
A

，谤人为 。”

某晏早 ＣＯ九一

□□□翳 ＣＯ九二

均多 ＣＯ九三

ＣＯ九四

药医 ＣＯ九五

为檄 〔一〕 ＣＯ九六
盰释：〔一〕檄： 《

'

文·木部》： “二尺书。”段盰据 《砋会》改作 “尺二书”，是。 ：

《
'

文》作 ，“传信也。”

ＣＯ九七

尉 □ ＣＯ九八

□ ＣＯ九九

思虑 ＣＯ一

卫 ＣＯ一一

寻尺 ＣＯ一二

□ □ □ ＣＯ一三

□□数□ ＣＯ一四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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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盲 □ ＣＯ一五

□ ＣＯ一六

□琐□□ ＣＯ一七

□ □青□卢□□□□ ＣＯ一八

□盛 ＣＯ一九

□□ □ ＣＯ一一

ＣＯ一一一

米 〔一〕 ＣＯ一一二
盰释：〔一〕 ：《

'

文·麦部》：“饼 也，从麦 声，读若库。”《方言》卷十三：“ ……

麴也。自关而西，秦、豳之间曰 。”段盰：“饼者 ，坚筑之成饼也。”

皮 ＣＯ一一三

□ □ ＣＯ一一四

□□□□□□ ＣＯ一一五

□ ＣＯ一一六

蒺 ＣＯ一一七

ＣＯ一一八

□建□ ＣＯ一一九

□ ＣＯ一二

□ ＣＯ一二一

□□□□□□ ＣＯ一二二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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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一二三

□ ＣＯ一二四

（残破不可识） Ｃ碎一

参考书目：

〔一〕胡平生、韩自强 《?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二〕胡平生 《汉简 ?苍颉篇?新资料的研究》， 《简帛研究》２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

二、北京大学藏简《苍颉篇》

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
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经整理，共编号３３４６
枚，其中完整简约有 １６００枚，残断简 １７００余
枚。内容有《苍颉篇》、《赵正书》、《老子》、《日

书》、《医书》等１５种古籍。① 其中《苍颉篇》竹
简８２枚（完整者６９枚，残简１３枚），②完整简
长３０．２～３０．４厘米、宽０．９～１．０厘米。上中
下三道编绳，单面书写，存 １３２５字。字迹清
晰，字形方正，端庄秀丽，隶书写成，字形颇似

云梦秦简，为西汉武帝以前至汉初之物。现存

章名１１个：《颛顼》、《云雨》、《室宇》、《□轮》、
《鸨》、《汉兼》、《□禄》、《阔错》、《币帛》、
《□悝》、《卖购》。这批竹简还在整理中，大部
分未发表，现将已发表者归辑于下：

髉藜蓟叶，荠芥莱荏。　２２０２
陂池沟洫，渊泉盽防。江汉浍汾，河溏

　池漳。伊雒泾渭，　２０５１。
云雨閗零，

B

露 霜。朔时日月，星辰

　纪纲。冬寒夏暑，玄气阴阳。　３８２８、
２１５４

颎鸨牝牡，雄雌俱鸣。届宠跃急，迈征

　觉警。 偻缭，颇科树茎。　３８５５、
３８２７

弘兢 眉，霸暨傅庚。　２１５４
汉兼天下，海

$

并厕。胡无噍类，菹醢

　离?。戎翟给宾，百越贡织。饬端修
　

!

，变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逐字。

　２４６９、２３９６
躗赢，覮綳左右。 悍骄裾，诛罚

　赀耐。丹胜误乱，圄夺侵试。胡貉离
　绝，　２１４８、１５８３

三、居延汉简《苍颉篇》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发掘出土的 ４
万余枚居延汉简中，《苍颉篇》简仅有１４枚，而
且均是残简断文，数量极少。这 １４枚简出土
地点很分散，出土自三个不同的地域：Ａ８破城
子、Ａ２８察汗多可、Ａ３３地湾城。

（一）Ａ８破城子，是汉代居延都尉府甲渠
侯官的遗址，共出土１０枚，其中１９３０年出土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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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

说》，《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朱凤瀚：《北大汉简〈苍颉篇〉概述》，《文物》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



枚，１９７３年出土５枚，分述如下：

简１　苍颉作书以□□□　８５．２１①

该简下段和左半残缺，残长约１３．６厘米、
宽１．７厘米。从照片看，当为木觚之残段。共
存８字，５字可识，３字不识。隶体书写，字形
较大，每字间距较宽，字形略带篆意，为习字之

作，非教课书原貌。

简２　 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　１６７．４②

该简上段残缺，右下侧稍缺。残长约８厘
米、宽１．７厘米。亦为木觚残段。共存 ９字，
其中“嗣”字存半字。隶体书写，字形较大，间

距较小，字体宽扁，大小一不，书写较规整，亦

为习字之作。

简３　苍颉作书以教後□□□　１８５．２０③

该简下段残缺，残长 ９厘米、宽 １厘米。
简面较黑，笔迹模糊。存 １０字，３字不可识。
字体大小不一，间距不规则，书写不规范，字形

隶书简楷意，系习书之作。

简４　刑薄赋宽 关 　２６０．９Ａ
　　　　　第三　２６０．９Ｂ④

该简下段残缺，残长６．３厘米、宽０．９厘
米。简面较黑，笔迹模糊。正背两面书写。正

面存６字，背面存３字，系《苍颉篇》抄本残篇。

简５　 □□敬务
　　　　　 夜起虽劳　２６０．１８Ａ
　　　　　 计嗣幼子　２６０．１８Ｂ⑤

该牍上段及右侧残缺，残长７．５厘米、宽３
厘米。正背面两面书写，正面存两行６字，背
面存一行４字。书写不规整，语句不连贯，系

习书之作。

简６　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昭谨慎
　　　　敬戒勉力风诵画夜忽置苟务成
　　　　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尤别?

Ｔ５０：１Ａ
　　　初虽劳苦卒必有意悫原忠信微密
　　　　絯言赏赏　Ｔ５０：１Ｂ⑥

该简完整，长２３厘米、宽 １．１厘米，红柳
枝削制，正背两面平整光滑。字迹清晰。两面

单行竖写。正面存４０字，背面存１８字，共计
５８字，重１字。全文可连读。以隶、隶草、草三
体写成。书写无章法，用笔随意，多错别字，系

习书者之抄体。

简７　 甲渠河北塞举二烽燔苍颉作书　
Ｔ５０：１３４Ａ

　　　　　 奴入匈奴入 　及　Ｔ５０：１３４Ｂ⑦

该简上下均残缺，中断经拼接，拼接无误。

残长１６厘米，宽１．６厘米。松木削制，正背两
面书写。正面存１３字，其中烽火品约文９字，
《苍颉篇》文４字。背面存６字，皆烽火品约残
文。隶体书写，较规整，但仍为习字之作。

简８　以教後嗣幼子承诏谨敬戒勉
Ｔ５６：２７Ａ

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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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谢桂华、李均
明、朱国绍：《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

同注①。

同注①。

同注①。

同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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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讽诵勉虽子 幼子承　Ｔ５６：２７Ｂ①

该木牍完整，上下两端有长裂缝，未完全

脱离。长１８．６厘米，宽３．１厘米。松木削制，
正背两面书写。牍面有黑渍，字迹多有不清。

单行，隶体书写，书风不规范，字体较大。正面

存１３字，背面存１０字，系习书之作。

简９　苍颉作画以教後子□□史□□　
Ｔ５６：４０②

该简完整，弯曲、中断经拼接。长２１．６厘
米、宽１．１厘米。简表有黑渍，字迹多不清。
单行书写，可识９字，４字不清。字体大、笔画
粗，字距较宽，隶草书风，不甚规整，系习书之

作。

简１０　族姓嫂妹亲戚弟□□病悲□□哭
　　　　　　死□遣心所□　Ｔ５６：１８１③

该觚下段残缺，用木棒削成六个平面，或

称六棱觚。残长２２．５厘米，每面宽１．１厘米。
表面有黑渍，字迹多有不清，能辨识者仅 １４
字。隶书写成，书写较规整。可能系《苍颉篇》

抄件残文。

（二）Ａ２８察汗多可，是长城烽燧遗址，出
简２枚，１９３０年发掘出土。

简１１　第五　戏表书插颠愿重该已起臣
　　　　　　仆发傅约载趣遽观詛□□□□

９．１Ａ
　　　　　□□□□ 类菹 离?戎翟给躴但

　　　　　　致贡……　９．１Ｂ
　　　　　行步驾服逋逃隐□往来时汉兼
　　　　　　天下海内?厕……　９．１Ｃ④

简１２　……讲□……功…………
９．２Ａ

　　　　　……□□□都立其传辞……麋 表

……　９．２Ｂ

　　　　　进□狎习辟爱……　９．２Ｃ⑤

以上２枚皆为残觚。残长约 ５０厘米，四
面，每面宽约２厘米。木质风化严重，表面起
皮，字迹多有剥落。隶体书写，字形扁宽，书写

规整，为习书之作。

（三）Ａ３３地湾城。该处是肩水都尉府遗
址，出简２枚。１９３０年发掘出土。

简１３　苍颉　９７．８⑥

该牍残缺，残长１１厘米，宽２厘米。一面
书写，仅存“苍颉”二字，隶书写成，系习字之

作。

简１４　 子承诏谨慎

　　　　　 置苟务成史　１２５．３８Ａ
　　　　　 幼子承诏

　　　　　 勿书夜勿勿　１２５．３８Ｂ⑦

该木牍上段残缺，中段破裂经粘接，下段

有残孔。残长１０厘米、宽３．２厘米。正背两
面书写，隶书，字形较规整，但无章法，零乱而

多叠字，系习书之作。

四、敦煌汉简《苍颉篇》

敦煌汉简，指斯坦因发掘之木简，王国维、

罗振玉《流沙坠简》有著录。这批木简中有关

《苍颉篇》简共７枚，皆出土于敦煌汉代长城诸

９６

《苍颉篇》残简辑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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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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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编》，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年１月。
同注①。
同注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专利乙种第１６

号《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谢桂华、李均
明、朱国绍《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

同注④。
同注④。
同注④。



多烽隧遗址中，多残简。

简１　游敖周章? 黯? 黝? 颮

　　　　赫郝闞赤白黄　１８３６①

该简完整，长２２．５厘米、宽０．８厘米。字
迹清晰，存２０字。字距较宽，字形扁宽，隶书，
书写规整。从木简形制、字体结构、书写章法

看，似为《苍颉篇》教课书正本遗简。

简２　□走病狂疵秓灾 　２０９８②

该简下段残缺。残长４．５厘米、宽０．８厘
米。存８字，第１字模糊，左半从“走”，右半不
清。“ ”字仅存上半。字形扁宽，字距较密，

书写规整，隶书，亦系正本残简。

简３　?
C

　２１２９③

该简下段残缺，残长１２．５厘米、宽１．２厘
米。仅存４字，下段未写满，有空白。隶书书
写，字形扁宽，字距较宽，书写较规整，亦系正

体残简。

简４　 苍颉作　１９７５④

该木牍完整，长 １２．５厘米、宽 ４．５厘米。
正背两面写字。皆习字随意书写，有信札“叩

头死罪”、“敢言之”、“蒲书一封”、“龙勒长之

叩”等，字多重叠，“苍颉作”３字，皆草隶体，书
定潦草，不规范，系习字之作。

简５　……□□郇□襵郢傅功董仆李□
韩□□ １２６０⑤

该简完整，长３０厘米，宽１．５厘米。正中
通体有竖裂缝，红柳削制。单面书写，隶书，字

形扁宽，字距较宽，书写规整。上下端字迹多

有不清，不可识者较多，能辨识者仅９字。为

《苍颉篇》正本残简。

简６　 寸薄厚广侠好长短　１８５０⑥

该简上下残缺，残长 ２０厘米、宽 １．５厘
米。简表有污渍，字迹多不清。现存９字。隶
书同草书写成，书写随意，少章法，系习书之

作。

简７　不见忽三四姑公六七妹口语
D

多

　　　　　　令肠溃　２００７⑦

该简其坦因编号：Ｔｘｖｑｉｉ：３３，无图版照片，
原简形状、字形、书写风格均不可知，从７字韵
句判断似为《苍颉篇》内容。

五、马圈湾汉简《苍颉篇》

马圈湾汉简系１９７９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
队，在敦煌玉门关以西马圈湾汉代长城烽

8

遗

址中发掘出土的资料。这次发掘共获木简

１２１７枚，有关《苍颉篇》者仅 ５枚，已发表于
《敦煌汉简》一书。

简１　□□□□□愿杜屏赤庞襎 ▲柳喜
满丹禄钱乔连曹□□□□□　５６２Ａ
　　　　　　九 ５６２Ｂ⑧

该简完整，长２４厘米，宽１．２厘米。正背
两面书写，正面通体竖行书写，为正文。背面

仅一“九”字，系全书册页编号。正面字迹模

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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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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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上下段不可辨识，中段可识者１６字，皆人
名。字体隶书稍带篆意。书写不规整，字体结

构松散。系习书之抄件。

简２　▲焦党陶圣陈?魏婴程颀賬平梁
　　　　　　贤尹宽荣雍尚　６３９Ａ
　　　　　赣岑庭露骞彭绩秦参涉竞夏连乐
　　　　　　恢 更　６３９Ｂ
　　　　　唐癸耿 沓 黄文訾山肥赦

　　　　　　柳贾兰邓　６３９Ｃ
　　　　　难季偃田 　６３９Ｄ①

该简为四面长觚。完整，长３０厘米，面宽
１．５厘米。弯曲不直，两端削呈斜角。Ａ、Ｂ、Ｃ、
Ｄ四面均书写。字迹清晰。字体隶书稍带篆
意。字形结构松散，字距较宽，书写较规整，内

容皆人名，四字为句，有韵脚。系习字觚。

简３　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诏谨慎
　８４４②

该简完整，长２３．５厘米、宽１．２厘米。单
行书写，字迹清晰。字形扁宽。隶书，书写规

整，字距较宽。存１４字，下段空白末写满，系
《苍颉篇》抄件残简。

简４　 巳朔酒上多丁壮相佻奈老何　
７７４③

该简完整，长２４厘米、宽１厘米。单面书
写，字迹清晰。文字靠上段，下段空白未写满。

隶体书写，字距紧密，书写规整。七字为句，有

韵脚。疑为《苍颉篇》残文。

简５　昆弟宾昏善相闻邻里对门与亲友
　　　　　　坐虽不乐好相乐　８４５④

该简完整，长２３厘米、宽１厘米。单面书
写，字迹清晰。文字靠上段，下段空白未写满。

隶体书写，字距紧密，书写规整。七字为句，有

韵脚，似与简４同册，疑为《苍颉篇》残文。

六、玉门花海汉简《苍颉篇》

玉门花海汉简，１９７７年出土于甘肃玉门市
花海附近汉代长城烽

8

遗址，共９０余枚，有关
《苍颉篇》者６枚。

简１　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调谨慎
　　　　　　敬戒勉力诵　１４５９Ａ
　　　　　昼夜勿置务成史计会辨治超等　

１４５９Ｂ⑤

简２　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调谨慎
　　　　　　敬戒勉力诵诵　１４６０Ａ
　　　　　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超等
　 １４６０Ｂ⑥

简３　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调谨慎
　　　　　　敬戒勉力调诵昼夜　１４６１Ａ
　　　　　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超等　

１４６１Ｂ⑦

简４　曰书人名姓胡芷韩阳范鼠张猜翟
　　　　　　 如窦钱 中冯鄹陈涓　１４６２⑧

简５　曰书人名姓胡芷韩同上阳范鼠张猜翟
　　　如钱 １４６３⑨

简６　 □营 邵
E

襵郢傅赣董仆

　　　　　　李贝　１４５１瑏瑠

以上６简，１－５简保存完整，长２３厘米、
宽１．２厘米。简６残缺，上段缺失，仅存下段，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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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长１１．５厘米、宽１．２厘米。６枚简皆用红柳
枝削制，弯曲不直。简 １至简 ３正背两面书
写，为《苍颉篇》第一章开头８句半，４字为句。
简４至简６仅正面写字，背面无字，所书皆人
名。统观６简，形制一致，书风相同。书风拙
劣，结构不严。隶书间篆意，多错别字。字体

缺笔少划，随意增减。或漏字，或重字，显系一

人习字之作。非正本册书。

七、水泉汉简《苍颉篇》

水泉汉简，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２００８年８月在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中发掘
所获。木简出土于５号墓，出土时均残断，计
有１４００余枚（片）。２００９年发表了发掘简报和
发掘者张存良、吴茳二先生的论文。① 这批木

简有《日书》和《苍颉篇》等古文献，其中《苍颉

篇》的１３０余枚（片），后来张存良研究发表论
文，确定《苍颉篇》为七字句文献，是《苍颉篇》

的一种新文本。② 应该说是一次新发现。这批

资料还在整理中，全部资料尚未发表，现将已

发表的７１枚（片）归辑于此。简的编号依张、
吴二先生所发表的编号为准。无编号者，本文

冠以顺序号。部分简文的释读，参照已发表的

照片，有所修改。

简１　 开灸疾偷延婴　Ｓｚ：１
　　简２　 白黑分初 　Ｓｚ：２
　　简３　 耳齿口中罚手足蹇隹一胫 　

Ｓｚ：３
　　简４　 肤膏盲乐府师 囚东　Ｓｚ：４
　　简５　□赢 用载粟 备 箱敝　Ｓｚ：５
　　简６　牺羊辟道旁 小 　Ｓｚ：６
　　简７　给死固当诎折

F

亡离其乡　Ｓｚ：７
　　简８　 昼夜勿置功　Ｓｚ：８
　　简９　 胱回?庇秃屡头伤齐 　Ｓｚ：９
　　简１０　 疾材复　凡百五字　Ｓｚ：１０
　　简１１　 牛羊　百五字　Ｓｚ：１１
　　简１２　 □□主变大制裁好衣服男女蒲藩

　Ｓｚ：１２

　　简１３　不亡雍州葆德富且强广大四　Ｓｚ：
１３
　　简１４　 □□□不平汉兼天下尽安宁海内

　Ｓｚ：１４
　　简１５　 离?毋入刑戎翟给宾赋銂　

Ｓｚ：１５
　　简１６　 杨棺椁朴

G

棣桃李入所欲　百
　　　　　五字 Ｓｚ：１６
　　简１７　 勿有术黔首 康歌鼓瑟爵　Ｓｚ：
１７
　　简１８　 未得行驱驰徒踢乐未央　Ｓｚ：１８
　　简１９　贵富万石君瞻被卑贱不　Ｓｚ：１９
　　简２０　 责未塞丹胜误乱有所惑　Ｓｚ：２０
　　简２１　 偃 运粮载?行Ｓｚ：２１
　　简２２　雒泾渭流汤汤维楫船方芖Ｓｚ：２２
　　简２３　 当食黍梁君侯整龠坐有行·百

　　　　　五 Ｓｚ：２３
　　简２４　鄙封疆垣聚土径路术通　Ｓｚ：２４
　　简２５　 □冢椁棺柩不复出巴蜀　Ｓｚ：２５
　　简２６　 蔡宋卫故有王 　Ｓｚ：２６
　　简２７　 耕山籵鍮阮嵬? 水不行阿尉

　　　　　豖 　Ｓｚ：２７
　　简２８　夜宿在张弘

H

前眉不可量　Ｓｚ：２８
　　简２９　 磨次?少巧功继续前图　Ｓｚ：２９
　　简３０　 习督不愿以教後嗣□ 　Ｓｚ：３０
　　简３１　 虽廷劳苦後必安卒必有　Ｓｚ：３１
　　简３２　堆丘怒阙廷庙郎列 马　Ｓｚ：３２
　　简３３　秃央文文若若麋鹿熊　Ｓｚ：３３
　　简３４　鼓冒冒?瑟尧簧 应　Ｓｚ：３４
　　简３５　 □□移豢肥突突甘荕羹

　Ｓｚ：３５
　　简３６　 肺心肾藏中央脾 腹　Ｓｚ：３６
　　简３７　 □臣仆母老丁发　Ｓｚ：３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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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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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尼雅汉简《苍颉篇》

尼雅《苍颉篇》木简，由林永建先生于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在尼雅遗址中采集，共２枚，①其
中王樾先生曾做过研究。②

简１　?谷阪险丘陵故 长缓肆延涣

　　简２　艹牡

从以上记述中可知，到目前为止，从地下

出土的有关《苍颉篇》的木简共有３７０余枚，其
中北京大学藏简和甘肃水泉汉简尚未全部发

表，因此我们看到的实有资料不到３００枚。尽
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窥其持论：

１．出土地域的广泛性。从安徽、甘肃至新
疆都有出土，说明其文化分布的广泛性。由此

可以设想，在两汉时代的版图内，今后会有相

同的文献不断问世。

２．出土环境的差异性。从上述资料中可
以看出，这些木简出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中，即：墓葬和边塞长城建筑遗址。出土于墓

葬者，大都数量较多、内容相对完整，书写规

整、章法明显，看来当时是将整本书作为随葬

品埋入墓葬的，具有完整性，且基本保存了该

书的原貌，应是研究《苍颉篇》的主要版本。而

出土于长城建筑遗址者，正好相反，数量少，大

都是残简断册，非常零散，内容亦单纯，且多为

当时学习者的抄本和习字之书。从这些资料

中，我们很难看到《苍颉篇》原书之貌，但却活

灵活现地反映出边塞人民学习《苍颉篇》的热

情。由此可以看出《苍颉篇》在当时社会文化

教育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基本教科书

在全国颁行并实施。

３．两种资料的互校与互补性。墓葬简与

３７

《苍颉篇》残简辑释

①

②

林永建：《梦幻尼雅》，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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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简，二者有其相同的文字、相同的语句，可

互相校补。但我认为，墓葬简要可靠些，而遗

址简多错别和增漏字，应谨慎对待。

４．七言本的特殊性。过去学界一直认为
《苍颉篇》都是四字为句，未听说有七言句。阜

阳、北京大学、居延、敦煌、花海、尼雅均如此，

唯独水泉简与其不同，确为七言句，将原四言

句增改至七言句。因此，有学者将居延（简１０、
简１２）、敦煌（简６、简７）、马圈湾（简４、简５）
简中过去认为是文学作品的资料，现认为亦是

七言句《苍颉篇》的遗文。所以本文一并辑此，

供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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