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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额济纳汉简“专部士吏典趣辄”册书首简文字争议很多，尤其“辄”字至今缺乏
善解，经研究，它应该是名词连用的“条辄”“辄条”之“辄”，指“专部士吏”主持、督促相关工作可以依
据的规条。拿首简文字为册书命名没有问题。（二）松柏汉墓“献枇杷令”中“至不足，令相备；不足，
尽所得”一段话过去标点和理解有误，其中“至”当看作连词，从动词“至”语法化而来，仍含有运动、
位移的语义要素。（三）天长纪庄１９号墓“丙充国”书信牍中旧被释作“槿”的字当释为“栈”，读为
“贱”；旧被释为“廌”的字当释为“寄”。

［关键词］　辄／辄条；　至；　栈吏／贱吏；　寄；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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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额济纳汉简“专部士吏典趣辄”疏解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
域出土简牍五百余枚，其中有一编由八枚木

牍编成的册书（９９ＥＳ１６ＳＴ１：１－８）［１］７３－７５。

该册书编绳完整，内容重要，引起众多学者关
注，对其命名、性质、字词、内容等展开讨论，

如李均明［２］５４－７０［３］１３０－１３９、王子今［４］３９１－３９５、马
怡［５］４１５－４２８、张俊民［６］［７］３１－３４、黎明钊［８］１５－３３、

胡 平 生［９］２７６－２８６、雷 长 巍［１０］４１５－４２３、李 均

明［１１］１５０－１６０、吴方浪［１２］１４４－１５４等等。后出的安
艳娇［１３］、吴方浪［１２］１４４－１５４对学者的意见做过
较为系统的梳理，可以参看。

册书首简文字“专部士吏典趣辄”关系册
书的性质，争议最多，“专”“部”“典”“趣”“辄”

的词义以及“士吏”的归属都曾引发讨论。最

新发表的王志勇对首简仍多采信误说并加推

阐［１４］２０６－２１６。我们下面讨论，除了重点讨论

的问题外，均直接采用我们认为正确的看法，

对误说不再一一评述。

吴方浪已经明确指出“专部士吏”是郡都

尉府下专管某部（都尉辖区划分出的某块地

区）的士吏，“专”即内郡刺史专州、郡太守“专

郡”、郡督邮专部之“专”［１２］１４４－１５４。

“典”，李均明、王子今解释为主持，王子
今举出《曹全碑》：“出典诸郡，弹枉纠邪。”《鲜

于璜碑》：“出典边戎，民用永安。”［４］３９１－３９５

“趣”，王子今解释为督促，举证如：①《史

记·陈涉世家》“趣赵兵亟入关”，司马贞《索

隐》：“上音‘促’。‘促’谓催促也。”②《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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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志上》“驰传督趣”，同书《翟方进传》“不

宜移书督趣司隶”。③悬泉汉简《四时月令五

十条》：“谓趣民种宿麦，毋令□……。”（６０
行）④居延新简 ＥＰＴ６８：１６７：“当作治隧靳

幡，部候长王良数告尊趣作治幡。”王氏指出

“趣作治”可与《开通褒斜道摩崖》“典力乍”对

读［４］３９１－３９５。

争议最多的是“辄”的理解。李均明认为
“趣辄”指立即执行，当与后面诸简首字连读，

包括 “趣 辄 告 ……”“趣 辄 察 ……”两
类［１１］１５０－１６０。王子今认为“辄”指纠止，将
“典”“趣”“辄”都看作动词，不过不能肯定“典
趣辄”是偏正结构（典／趣辄，负责趣、辄）还是
并列结构（三个动词连用）［４］３９１－３９５。黎明钊
举出《晋书·王浚传》：“案《春秋》之义，大夫
出疆，由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君之道，

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
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将“专辄”解释为专
制一方、自行决断［８］１５－３３。胡平生认为“趣
辄”是副词连用，修饰后面诸简开头的动词
“告”“察”［９］２７６－２８６。这些意见均不妥当，唯雷
长巍在校注中提出的意见颇值得留意（引文
中原有个别错误，径改）［１０］４１５－４２３：

辄，专擅、擅自。《玉篇·车部》：“辄，专
辄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辄，凡
专辄用此字者，此引申之意。凡人有所依恃
而妄为之，如人在舆之倚于輢也。”笔者认为
简文中的“辄”理解为“依据”“凭依”比较妥
当。

雷长巍认为“辄”当理解为依据、凭依，不
过他对“专部士吏典趣辄”整体的理解则含混
不清，将“典”解释为法令、制度，将“趣”解释
为督促、催促，将“辄”理解为依据，认为“专部
士吏典趣辄”的语法形式是“专＋部士吏典趣

＋辄”，又将“专”解释为传递，将“辄”解释为
“专辄”。难以看出他对“辄”的词性和词义到
底如何理解。

王志勇认为“专部士吏典趣辄”应读为
“转部士吏典趣，辄”，意思为“向各部转（传）
达命令的士吏主掌督促，立即”，下接动词
“告”“察”［１４］２０６－２１６。

雷长巍将“辄”理解为依据、凭依的看法
颇可留意（虽然他对词性的看法不明），不过
“辄”的这种用法跟通常的理解不同，需要加
以解释［１０］４１５－４２３。

《说文解字》：“辄，车 （两）輢也。”段玉
裁《说文解字注》云：“车 輢谓之辄。按，车
必有 輢，如人必有 耳。”輢是古代车箱两
旁立起的、供人依靠的木板。段玉裁认为“专
辄”之“辄”用的是此“辄”的引申义，是有道理
的［１５］１２５４。

“专辄”，多解释为专断、专擅。单用的
“辄”也多有相似用法，多被解释为擅自、专
擅。如《汉语大词典》（第２版）“辄”字下列有
义项［１６］９，１２５２：

擅自；专擅。《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义、训吏兵，以侯
就第。”《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八年》：“朝廷
猝闻召万兵，必不听；不如辄召，设当见却，功
夫已成，势不得止。”胡三省注：“辄，专也。”

“专”字下收词条“专辄”，解释说［１６］２，１２７７：
专断，专擅。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

证》：“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
就，不为专辄耳。”《晋书·刘弘传》：“敢引覆
餗之刑，甘受专辄之罪。”宋文天祥《提刑节制
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司存不过奉行指
挥，每事无所专辄。”

《辞源》（第三版）“辄”字下据上揭《三国
志·魏志·曹爽传》文立义项“独，特；专
擅。”［１７］３９８０

义为车两輢的“辄”为什么能引申出义为
专断、专擅的“专辄”之“辄”，又怎么产生立
即、就、每每等副词义？葛佳才解释说［１８］１１１：

说“专擅”义是由“辄”直接引申而来，也
不无可能。同时，“专擅”指“专横，武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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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一旦出现某种相同或类似的情形，都会
如何如何”的意思，自然蕴藏了“一……就
……”的时间因素，这样，“专擅”也就可能引
申出“每每，总是”“即，就”的时间副词义来。

另外《春秋穀梁传》对《春秋·昭公二十
年》“秋，盗杀卫侯之兄辄”中“辄”的解说也值
得注意：

辄者何也？曰两足不能相过，齐谓之綦，
楚谓之踂，卫谓之辄［１９］６４５。

陆德明《释文》引刘兆云：“辄，如见絷纠
也。”［２０］５１０“两足不能相过”盖正取义于车两
輢始终齐头并进，如同相互羁绊纠缠的属性。
“辄”所包含的表示顺接的即、就、每每等义大
概也是由于车两輢成对出现，提起一事，必然
有一事相配而成，也必然只有一事相配，所以
它又包含独、特等义。

古书中还有连用的“辄条”和“条辄”，
“辄”的词性不易判定。如《汉书·艺文志》
云：“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
意，录而奏之。”“辄条”可以有两种解释：

“辄”为副词，“条”为动词。宋人杨时《论
时事》：“某以疏远，虽欲有言，无由上达，辄条
具十数事，皆今日之急务。”［２１］６９“条具”连用，
“辄”为副词。

“辄条”动词连用。《高僧传》载东晋隐士
刘遗民致释僧肇书云：“但闇者难晓，犹有余
疑，今辄条之如左。”［２２］２４９北宋苏舜钦《上范
公参政书》云：“今辄条数事，布于左右，非出
于浅见寡识，盖得之群言焉。”［２３］５４

南宋岳珂《山阳辨》（为其祖父岳飞受人
诬告欲弃山阳所作辩白）引古事云：

翟方进以厚淳于长败露，而辄条长所善
者，所善被黜，而方进之愧可谢也［２４］１０５６。

“辄条”也应是动词连用。
古书中还有“条辄”作名词的用例。《汉

书·翟方进传》云：“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
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
举，甚有威名。”［２５］３４１２又《全宋文》载汪藻所拟

《范冲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制》云：“汝其谨视官
邪，应条辄举，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
朕临遣之意。”［２３］３２１“应条辄举”盖类似于《说
文解字序》“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
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中的
“应制作”，“应”为动词，勉强可以译为应和，
“应条辄举”就是应和、对应或者照应“条辄”
来举劾，“应制作”就是应和皇命而作。这里
的“条辄”当看作名词连用。

郴州苏仙桥遗址Ｊ１０出土西晋简牍有：
左户曹谨条应祠社稷齍吏用物如牒【３－

１１６／１４３】
谨条祠先农月者（猪）羊如牒【３－１８９／

１５２】
祠社稷辄条齍吏如右请属功曹差用吏【３

－２０８／１５８】
直收应祠社稷辄条齍吏如右请属功曹差

【４－２７／１６０】（前面的编号是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２６］９３－１１７，后面的编号是赵宁［２７］）

“应祠社稷齍吏用物”“祠社稷辄条齍吏”
“应祠社稷辄条齍吏”应该是一回事，就是指
可供（应和）祷祠社稷所需的诸般用物。３－
１１６／１４３简、３－１８９／１５２简的“条”为动词，义
为条列。３－２０８／１５８简、４－２７／１６０简中的
“辄条”也当是名词连用。

“辄条”“条辄”无论是动词连用还是名词
连用，二者的意义应该是相似的。“条”的词
义不用解释，名词连用的“条辄”“辄条”就是
指相关的规条。“辄”有此义，盖如段玉裁所
谓“凡人有所依恃而妄为之，如人在舆之倚于
輢也”。“妄为之”是他为解释专擅义而加的，
不过他说“辄”是人可以依恃的，而规条也是
人可以依据的，具备相似性。

“专部士吏典趣辄”中的“辄”也应该看作
“条辄”“辄条”之“辄”，就是指“专部士吏”主
持、督促相关工作可以依据的规条。黎明钊
对“辄”的理解虽然不妥当，但他推测册书所
列是与刺史周行郡国所奉行的六条相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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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则是十分正确的。
再来看“专辄”，过去将其解释为专擅、专

断，其实此义只来源于“专”，与“辄”无关。
《汉语大词典》将单用的“辄”也解释为擅自、
专擅（见上引），也欠妥当，这种用法的“辄”就
当理解为辄条。《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辄敕主者”就是按照辄条（名词）来敕令主
者。《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八年》“不如辄
召”就是不如依据辄条来征召（以突显正当
性、常规性）。如此，所谓“专辄”似当理解成
专擅辄条，或者是在辄条范围内有专擅之权，
或者甚至专擅辄条的制定。

综上，将册书首简文字“专部士吏典趣
辄”看作册书名称是没有问题的。

二、松柏汉墓“献枇杷令”中“至”的用法考察

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一方木牍上记
载有西汉孝文帝时期的《令丙》一篇，李松
儒［２８］、彭浩［２９］３３３－３４４、胡平生［３０］２６４－２７３、曹旅
宁［３１］、凡国栋［３２］１６０－１６８、李松儒［３３］４２３－４２５等对
释文做过订正和研究。现据晚出的李松儒将
释文引录如下：

令丙第九
丞相言：请令西成（城）、成固、南郑献枇

杷各十，至。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先
告过所县用人数，以邮亭次传。人少者，财
助。献起所为檄，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
时，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诣大
官，大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穉（迟）者。
御史奏请许。

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
加粗的一小段文字有多种断句和理

解［２７］１３９－１４０，区别的关键在于对“至”字的释
读和理解。

“至”字李松儒怀疑是“筐”，所以将其属
上读作为枇杷的容量单位，将其后文字标点
为“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意思是“如
果有一县的枇杷不够十筐之数，让其他县补

足其数；如果这三县的枇杷都不能够十筐之
数，就把它们已得到的枇杷全献上来”［２９］。

彭浩正确释读出“至”字，断句作：“至，不
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意思是送至长安的
枇杷不足规定之数，责令三县尽其所得补足。
将“至”看成动词［２８］３３３－３４４。

胡平生将“备”误释为“补”，断句作：“至
不足，令相补（？）不足，尽所得。”意思是如果
枇杷在运送过程中发生问题（如丢失、被盗、
扣留等），以至于送到长安后不足应有之数，
就责令有关责任方追讨流失的贡物补上“不
足”［３０］２６４－２７３。

李松儒后来改从彭浩之文对“至”的释读
和理解，不过将“至”属上读作“献枇杷各十
至”，意思是献枇杷各十到长安［３３］４２３－４２５。

凡国栋将“至”看作连词，表示另提一事，
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至于”，标点作：“至不
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意思是“丞相在发
布该命令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三个上供枇杷
的产地可能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而如果出
现这种情况的话，命令已经给出了解决问题
的 办 法，那 就 是 要 求 三 地 互 通 有
无。”［３２］１６０－１６８

上述解读没有一种是完全妥帖的。
按照李松儒的理解和断句，令中开头既

然说丞相向皇帝上言请令某某地献枇杷各
十，这其实就包含送至长安献给皇帝之义，不
大会紧接着再单加一个动词“至”字表示送至
长安之意。

按照彭浩、胡平生的理解，不管是将“至”
看作动词还是连词，不管是已经送至长安而
追加任务还是计划之中、尚未实行的事情，都
是说送至长安以后才发现不足而要求三地补
足或追讨。但是木牍中不管是“先告过所县
用人数”还是“献起所为檄”都是针对“献起
所”（进献之举的兴发地）而言，按照行文的顺
序和情理，前面的也应该是针对“献起所”而
言，而非说到长安再转回头说“献起所”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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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所收３０８－３１１
号简记载的一条关于购赏贳责的秦令中说：
“丞相御史请：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
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请其属所执灋，执灋调
均；不足，乃请御史，请以禁钱贷之。”［３４］１９７这
条秦令中的两处“不足”跟上揭“献枇杷令”中
的两处“不足”的用法完全一致。使用单个
“不足”的句子蕴含有假设关系，使用“不足”
的句子连用就又蕴含递进关系。上揭秦令是
说如果县的现钱（不禁者）不足就请执法调
均，如果还有不足，就请御史贷以禁钱。“献
枇杷令”中的那一小段文字只能标点作：“至
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得。”意思是（先不管
“至”的用法）：如果出现（枇杷）不足的情况，
就令三地互相供给补足；如果仍然不足的，尽
其所得即可。

“献枇杷令”中“至”的用法，凡国栋看作
另提一事的连词，胡平生看作假设连词。另
提一事还是假设，区别在于后面要提起的话
题或者事情是实在的或已经发生的，还是虚
构或尚未发生的。如果是后者，这种句子就
有假设的意义，但是这种由句子表示的假设
意义并不能归到虚词上，也就是说不能因为
句子有假设意义就将前面的“至”看作假设连
词［３５］１０８－１３１。

古汉语虚词“至”除了连词用法还有介词
用法。古汉语中的介词、连词基本上是由动
词虚化（语法化）而成的，介词尚带有一定程
度的动词性。目前学者普遍认同对连词和介
词的规定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后面带体词性成
分的是介词，后面跟谓词性成分的是连
词［３６］４４。“不足”是谓词性成分，据此似应将
“至”看作连词，其功用就是提起一事。只不
过这个提起一事的意思，就是从“至”的动词
义虚化而来的，表示后面要提起的对象或事
情跟前面提到的对象和事情相似而且有某种
程度的差别，这是跟动词“至”有运动、位移这
种语义要素相关的。“献枇杷令”中“至不足，

令相备”前面说“请令西成（城）、成固、南郑献
枇杷各十”，“至不足”隐含着“不足”所指的情
况跟前面提到的“献枇杷各十”有相似性，但
是在数量上达不到“各十”。

另外，彭浩曾怀疑令文“献枇杷各十”后
似有脱字，有可能是表示批次的“辈”。胡平
生则认为“十”下的量词应当不是贡献批次的
单位，而可能是表示数量多少的单位。汉代
表示数量不一定需要量词，单用数词的情况
比较普遍，这从汉代遣策中量词的使用也可
以看出来［３７］４２１－４２４。所以“十”下不必再有量
词，如果为了理解要拟补量词，也应该像胡平
生所说加上表示数量多少的单位。《西京杂
记》卷一《上林名果异树》记载：“（汉武帝）初
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
为美名，以标奇丽。梨十（下列十种美名）
……枇杷十株……。”［３８］５２－５３汉武帝扩建上林
苑，群臣远方所献枇杷尚且只有十株，崇尚俭
约的汉文帝要地方献“枇杷各十”也极可能以
“株”计。

三、安徽天长纪庄１９号墓“丙充国”书信牍释字

《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发表的《安徽天
长西汉墓发掘简报》公布了一批木牍，其中有
一方是丙充国写给墓主谢孟的私信（Ｍ１９：４０
－５）。何有祖［３９］２６１－２６８、刘乐贤［４０］２６９－２７４对其
释文和所涉问题已做了研究和讨论，不过有
较为关键的两字仍未释出。

先将刘乐贤所作释文引录如下：

丙充国谨伏地再拜请：

孟马足下：春气始至，願孟马侍前强幸酒
食，慎出入。谨伏地再拜言：充国所厚善槿
吏，充国愿孟幸厚廌左右。充国伏地，幸甚。

有□□，充国愿得奉闻孟缓急毋恙。□ 伏 地

再拜。

本文要讨论的是加粗的两个字，因笔画

模糊，故旧释多误。第一字写作“ ”，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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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释“槿”，读为“勤”，认为“勤吏”即典籍所言

“勤事吏”。第二字写作“ ”，发掘简报及何
文均释为“廌”，刘乐贤从之并将其读为“荐”，

训为“推荐”“推举”。此外，宋艳萍引用木牍
材料时将第一字释为“榬”，认为“充国愿孟幸
厚荐左右”的意思是丙充国希望谢孟能举荐
他的好友为官［４１］２７８。

我们认为第一字当释“栈”（笔画有残缺，

可拟摹作 ），读为“贱”；第二字当释“寄”
（可拟摹作 ）。可参如下字形：

戋： ［４２］１３２２

寄： 、 ［４３］２２４

“充国所厚善栈（贱）吏，充国愿孟幸厚寄
左右”中的“厚”当看作动词“善”“寄”的状语，

表示程度、关系较深。“幸”的语义则十分复
杂，《汉 语 大 词 典 》列 有 １９ 个 义
项［１６］２，１０８７－１０８８，但核心语义仍是幸运、侥幸，

很多义项不过是从如下一些角度分析得出的
语境义：

１．于他处求幸、得幸。
《韩非子·奸劫弒臣》：“若复幸于左右，

愿君必察之。”《管子·任法》：“是以群臣百姓
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

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

２．使他人、他处得幸。
《吕氏春秋·至忠》：“王必幸臣与臣之

母。”《史记·孝文本纪》：“帝初幸甘泉。”战国
宋玉《高唐赋》序：“梦见一妇人……王因幸
之。”

３．某种情况侥幸发生。
《周礼·天官·大宰》：“一曰爵，以驭其

贵；二曰禄，以取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郑
玄注：“幸谓言行偶合于善，则有以赐予之，以
劝后也。”《史记·曹相国世家》：“相舍后园近
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

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
之。”《汉书·高帝纪下》：“诸侯王幸以为便于

天下之民，则可矣。”
“充国愿孟幸厚寄左右”中的“幸”当从第

３种角度分析，是说将贱吏“厚寄左右”这种
情况侥幸发生。

总的来说，“充国所厚善栈（贱）吏，充国
愿孟幸厚寄左右”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丙充
国将自己所厚善的某位贱吏推荐给谢孟，期
愿谢孟或能侥幸将其好好地安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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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ｎａｍｅｄ“专部士吏典趣辄”ｉｎ　Ｅｊ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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