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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東漢墨家」相關的志石為範圍，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東漢獻帝初平元

年的〈墨祁冢志〉與〈張齊造石〉為同一石、〈楗罕墓志〉與〈廷庫造石〉為同一

石、〈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為墨書、〈戛魯志石〉、〈孫仲隱墓誌〉、〈墨孚

志石〉、〈墨梁志石〉等共六件志石加一件墨書為研究對象。首先解讀其文字内容事

蹟，透過漢書、後漢書等文獻資料相互對照，印證當時的史實。另，考察其文字通假

情況與文字結構、形體，與東周六國文字、秦漢文字、說文篆文等做相互比對分析，

以釐清其文字結構之傳承，並試圖以書法表現的布局、章法、用筆體勢等，與墨跡、

硬筆刻書的特色來探究其「刀筆相生」的書法藝術表現。 

 

 

 

 

 

 

 

 

 

【關鍵詞】志石、墓誌、東漢、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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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志石原是漢代軍隊將士的磨刀用石，其磨刀石上有刻有文字。這些志石於

近幾年出土於中國天津以北，為漢代的遼西海陽地區，為文字學與漢文物上的

重要發現。 

 

    將文字雕於磨刀石上的文物目前較少見，而且尚未有較全面性的先行研

究。這批出土的磨刀石上鐫刻的文字記載了關於邊疆戰爭、討賊擊盜的歷史事

件。文字內容中對於將士姓名、籍貫、職官、所在軍隊、征戰對象、陣亡時間

皆能清楚辨明。將戰場中所常用的礪石上刻字以做墓誌，為祭祀漢朝和北方民

族的戰爭而逝去的重要人物或罪人。 

 

    本文主要以志石文字特色以及書法特徵為研究重點。就書法藝術的角度而

言，從秦朝到漢朝之間剛好是文字從篆逐漸演變到隸、行、楷、草等各種書體

產生的過渡期。且志石文字和所謂的古字，如：商周、春秋戰國、秦篆、同一

個時代的漢代墨跡、刻石、金文等有許多共通之處。志石文字的形式應該偏屬

於漢代日常書寫的文字，但其並非墨跡文字而是使用刀來刻寫，在形式上亦可

以反映出當時墨跡的筆法及書寫方式。志石文字中可窺見當時文字發展的諸多

面貌，加上非墨跡文字獨特的線質表現，為非常具備特色且值得研究的一個題

材。 

 

    本文以「東漢墨家」相關的志石為範圍，以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東漢獻

帝初平元年的〈墨祁冢志〉與〈張齊造石〉為同一石、〈楗罕墓志〉與〈廷庫

造石〉為同一石、〈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為墨書、〈戛魯志石〉、〈孫

仲隱墓誌〉、〈墨孚志石〉、〈墨梁志石〉等共六件志石加一件墨書為研究對

象。 

    本文大約可以分成三段部分，其一為解讀其文字内容事蹟，藉由漢書、後

漢書等文獻資料相互對照，印證當時的史實。其二是以漢代志石為中心，去比

對從西周、東周、秦代至兩漢等各階段文字，從青銅器金文、刻石、竹簡、墨

跡文字等來對照，考察其通假情況與結構、形體，與東周六國、秦漢文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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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篆文等做相互比對分析，以釐清其文字結構之傳承，印證志石文字的形式究

竟為受古字影響、具有古風的文字、或因為書寫者獨特的書寫習慣而產生的文

字、亦或演變過程中的過渡期的文字與否。其三為書法特徵的部分，試圖以書

法表現的布局、章法、用筆體勢等，與墨跡、硬筆刻書的特色來探究其「刀筆

相生」的書法藝術表現。 

 

二、礪石墓誌書寫內容分析 

 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東漢獻帝初平元年 

（一）、（正面）〈墨祁冢志〉 東漢光武帝建武廿一年（45 年）秋 

       （側面）〈張齊造石〉 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31 年） 

  

圖 2-3-1〈墨祁冢志〉 圖 2-3-2側面：〈張齊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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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漢故遼東郡都尉墨君冢（誌） 

    君諱祁，字來叚（假），無慮(山+郘)人，本孤竹君之胄裔也。菅(管)夷 

吾北伐， 其先祖遷辟(闢)遼東。君少有才埶(藝)，習詩書，嫺弓馬，志

節清峻。時逆莽篡漢， 數徼不就，躳畊自給。大漢中興，辟襄平縣尉。

方三胡寇邊，太守祭公嘉其勇略，擢為郡都尉。建武廿一年秋，隨太守擊

虜，中矢亡身，春秋五十。烏乎！何人不死，英彥慘悽。頌曰：潁川洗

耳，清音遙聞。雝厈采薇，仁德嗣存。寜邊康國，乃有斯人。 

 

（側面） 

建武七年，遼東庫工師皮境，石工張齊。 

 

此件〈墨祁冢志〉墓誌全文有界格，整體文字整飭嚴謹，內記載漢代將

領墨祁，隨太守擊虜，中矢亡身一事。墓誌側邊有記〈張齊造石〉，為工匠

之物勒工名，或為因戰地石材取得不易，將原礪石代為墓誌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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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楗罕墓志〉 東漢光武帝建武廿一（45 年）八月辛未朔庚辰 

  

圖 2-3-3〈楗罕墓志〉 圖 2-3-4側面：〈廷庫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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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漢故守鄯突騎都尉楗罕巽權墓志 

    都尉楗罕本鄯善國人也。父兄族眾內坿隗囂滅莽，復漢埶(勢)，效勳勞。

囂敗隨父兄奉詔戍東邊，屯田令支，遂家焉。習漢義文，式昭明德，勇猛

知兵。歲建武廿一，北胡頻犯，迺徵屯騎，拜君為都尉，突伐寇讎，惟八

月辛未朔庚辰，敗韋(圍)於群寇，數矢穿身，年退沙幕四十有三。懷哉！

懷哉！天難啿斯，乃其隊(墜)命，夫魂魄歸化，何必昂首故丘，燕山遼

水，爰知兮，幽泉匽息。 

 

（側面） 

遼西廷庫，大磨刀石，第五十四。 

 

此件〈楗罕墓志〉與前件〈墨祁冢志〉形式相類，墓誌全文有界格，整

體文字整齊不紊，內載漢代將領楗罕，擊寇亡故。墓誌側邊有記〈廷庫造

石〉，於前件同為物勒工名，取戰地之礪石代為墓誌。這兩件墓誌年代相

同，且做工精良，並皆取礪石為用，或為二人身居官職有戰功故如此。在

《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列傳》有載：建武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

1」雖不知二人所交戰之寇是否為鮮卑，但地點與年代相同，或為此事件。 

  

                                                 
1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一）》列傳第卷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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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 

 東漢光武帝建武廿五年（49 年）八月辛酉 

  

圖 2-3-6〈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背面 圖 2-3-5〈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 

惟漢建武廿五年八月辛酉，鮮卑大都護扁何親使曳厄魯，奉大都護之命，

與漢遼 東太守祭肜，奉皇帝命，盟誓於襄平。玉敦既奠，牲耳方鮮，齊

(齋)沐已畢，敬㠯(以)嘉辟(璧)、犠牲，敢晧于皇天垕(厚)土。其詞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瘼)，迺眷四顧，此维與宅。

夫天生烝民，宅茲萬國。民之秉彝，又(有)勿(物)又(有)則。匈奴、鮮

卑、夷狄諸方，世居中國之北，因水艸(草)畜牧，居無常所，名號屢變、

嚴(玁)允(狁)、渾粥，其先世也。常與諸夏交於幕邊，旹(時)互侵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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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秉彝之宜，不利民人安和，當釐定畺(疆)畍(界)，遷化殘暴。今大漢統

諸夏，其畺(疆)土肇自軒袁(轅)。禹平水土，奠定九州，九州之冀雍，今

分為幽冀并涼。戡定疆畍(界)， 

 

（背面） 

菞庶迺安。何天之休，以生以番。奈旹(時)有亂常之徒，豈(覬)谷(欲)中

國，侵暴吏民。匽（燕）、秦筑長城，孝武帝親征，㠯(以)幹不庭，良有

以也。但旹(時)移則事異，今春遼東太守遣使勸化鮮卑諸部大人，巨帥扁

何，明於大義，先通睪(驛)使，獻良馬、輕裘。太守奏報朝廷，承大漢天

子恩寵，令扁何都護部眾，多有賞賜。都護扁何，慕義朝貢，願自效功，

都率歸化，部眾為漢貞(偵)察。凡不服化，行寇憂(擾)者，當斬不赦。斬

首最功，獻虜者首及(級)一，詣漢直(値)萬錢，或㠯(以)粟榖當者，皆由

遼東郡府庫兌付，準此以往，其利斷金。叀(專)㠯(以)此書，質諸天墬

(地)鬼神。赫赫在上，明明在下，祗立厥配，受命永固。 

 

在《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

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

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

皮。2」其建武二十五年所記的烏桓朝貢一事，或為〈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

書〉所載之事。 

  

                                                 
2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列傳卷第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3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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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戛魯志石〉  

東漢順帝永建六年（131 年）秋九月己亥 

釋文如下： 

 

（正面） 

漢故歸義烏桓突騎都尉戛魯，

其先以建武廿六年夙衛漁陽。

君之挺生，倬犮（拔）舍靈，

壯具才略，乃統突騎，作漢爪

牙。唯永建六年秋九月己亥，

追毄（擊）鮮卑物故，神歸赤

山。 

 

（背面） 

     生建初四年五月甲子。

歾永建六年九月己亥，㘸（葬）

永建六年 月。 

 

《後漢書·東夷列傳》載，

安帝永寧二年「夏，（高句驪）

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

隊，殺略吏人。蔡諷等追擊於

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

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

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

3」 

 

                                                 
3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列傳第七十五卷東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

印行）1285 頁。 

  

圖 2-3-8〈戛魯志石〉

背面 

圖 2-3-7〈戛魯志石〉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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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孫仲隱墓誌〉  

東漢靈帝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卒、四年（175 年）二月廿一日戊午，葬。 

 

釋文如下： 

青州從事，北海高密孫仲隐，故主簿、

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長。年卅，

以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 病卒，其

四年二月廿一日戊午，葬于此。 

 

 

 

 

 

 

（六）、〈墨孚志石〉  

東漢靈帝中平五年十月己酉朔廿六日甲戌亡、六年（189 年）三月七日葬 

 
 

圖 2-3-11〈墨孚志石〉背面 圖 2-3-10〈墨孚志石〉正面 

 

圖 2-3-9〈孫仲隱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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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漢故遼西營長墨君霝(靈)冢 

 

 （背面） 

君諱孚字孟荺，孤竹之賢裔也。殷文埶(藝)，富勇略，德紹清。歷為功

曹、塞尉。甲子蛾亂，盜寇蜂起，眾舉為義營長。中平五年十月己酉朔廿

六日甲戌，擊胡大□，終五十又一。於乎！州里亡覆，□懷功剌（烈）。

乃卜宅兆于顯河故廬，六年三月七日葬，壽以萬年。 

 

（七）、〈墨梁志石〉 東漢獻帝初平元年（190 年）三月告成 

  

圖 2-3-13〈墨梁志石〉背面 圖 2-3-12〈墨梁志石〉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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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墨梁字文艁，漢故遼西義營長孟荺公之大子也。中平四年，內外寇盜蜂

起。翊年十月隨父引兵毄（擊）胡，父被刃，遂賁（僨）發復讎，犯險出塞

天。經歲未還，傳聞死聲，喪失元 

 

（背面） 

身，折命廿九。于嗟痛哉！惨乎。邑人憫之，乃建此靈穴，初平元年三月

告成。爰銘辭曰：貊砂寒塞，㪥莫裴迴，海陽輿故，環丘龍隈，魂兮來歸。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載「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

陽。建康元年（144），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

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4」 

 

    《後漢書·孝靈帝紀》載中平四年（187）「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

叛，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舉（兵）自

稱天子，寇幽、冀二州。5」 

 

    中平五年（188）「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 

等。……十一月，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 

 

    中平六年（189）「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 

 

 

 

 

                                                 
4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列傳第七十九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

行）1363 頁。 

5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一）》帝紀第八卷孝靈皇帝，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

印行）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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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比較 

（一）、刻製者自身的書寫習慣，與具有古風的文字表現 

在此通過與古文字的字例比較之下，來推斷礪石墓誌中的文字特徴。在依

照書寫習慣與文字表現，希冀能判別出礪石墓誌文字結構的省略情形、受何地

區、時代古文字的結字影響等等，首先筆者會分析共通部首的字例，其次是以

數量來排列，再來是以石頭種類例來排列。 

 

火「灬」部 

      

2-A045-1-58

漢 

3-A049-2-348

漢 

3-A049-2-374

漢 

4-A131-1-42

漢 
6-A189-1-1 漢 

1-A045-1-18

無 

   
   

2-A045-1-139

燕 

2-A045-1-38

勳 

4-A131-1-23

漁 

4-A131-1-12

魯 
6-A189-1-7 墨 

3-A049-1-12

鮮 

 

漢 

  

無 

  

 金文 里耶秦簡  金文 秦簡 

燕 

 
 

勳 

  

 商·前甲骨文 馬王堆  金文 璽印 

魚 

 
  

魯 

  
 

 
周中金文

《遹簋》 
戰國陶文 睡虎地秦簡  

周早金文

《井侯簋》 
戰國陶文 

東漢《史晨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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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鮮 

   

 睡虎地秦簡 
戰國（曾侯

墓簡） 
  

周晚金文

《伯鮮盨》 

戰國 

《青川櫝》 
睡虎地秦簡 

 

志石「漢」字的右旁下方的寫法保留篆字的結構，與金文、秦簡的寫法相

似，因此志石採用古字。 

關於「燕」字、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十一中敘述「甲骨文像燕鳥鑷

口、張翅、枝尾之形。戰國楚文字從从鳥，妟聲（《包山》此字《楚系簡帛文

字編》釋鸚，當正），所從妟聲與『 （瓔，《曾》57）』字右旁近似而有

別。隸楷下部訛成『火』形。6」因此「燕」字的下部原本不是「火」字旁，從

隸楷開始訛變了。不過馬王堆（西元前二世紀）的字例就已經變成「火」部，

雖然變成「火」部，但它的形狀是接近篆書，而且跟志石的字例非常相似，因

此可能志石有受到前面的寫法。 

 

關於「勳」字《說文解字 卷十三》一文中提到說「 古文勳从員。7」可以

看到金文字例也是如此，漢璽印中也看到現在的左旁用「熏」的勳字造型，不

過它的造型是依照篆書的寫法，因此可以推測志石作者用當時使用篆字的書寫

習慣。 

 

「漁」字的寫法在金文裡面的寫法是後來有「火」部的寫法是有點不一

樣，看到秦簡和戰國的字例便能知道有受其影響，因此這志石雖然是後漢時期

但這裡用到上一個時代的寫法。 

 

志石「魯」的寫法，把「魚」部下方的「火字旁」從中間的豎連在一起一

氣呵成的寫下來而沒有像東漢石碑的「田」部和「火」部分開的寫法，這寫法

反而是跟金文、陶文相同。至於「魯」字下部「日」旁寫成「口」這寫法也是

跟金文相同。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四中敘述「魯是魚的分化字，甲骨文

                                                 
6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十一（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頁 855。 
7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頁 1267。 



                                                               東漢墨家志石書法研究                                                              

 73 

『在圃魚』或作『在團魯』可證。甲骨文从魚，『口』形為分化符號。魚尾漸

與口型相連8」。因此可以知道志石的結構採用古字。 

 

志石「墨」字的形狀，看到篆書的字例即能知道它採用古字。 

 

「鮮」字左側的「魚」旁，做篆字的形狀，與戰國文字、秦簡的造型很相

似。從這一點可以知道志石採用古字。 

 

「辶」部 

      

1-A045-1-3 遼 
1-A045-1-39

遼 

2-A045-1-141

遼 
6-A189-1-3 遼 7-A190-1-8 遼 

1-A045-1-57

逆 

 
   

 

1-A045-1-37

遷 

3-A049-1-180

遷 

7-A190-1-38

遂 

7-A190-1-51

還 

7-A190-2-98

迴 

 

遼 

  
 漢 璽印 說文解字 

逆 

  
 金文 秦簡 

遷 

 
   

 
璽印集粹 戰

國 
說文 馬王堆 張家山漢簡 

                                                 
8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十一（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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𠨧 

    

 說文解字 
郭店五行 戰

國 

雲夢秦律 戰

國 
睡虎地秦簡 

遂 

   
 史遂簋 金文 馬王堆 璽印 漢朝 

還 

   
 散盤 包山楚簡 睡虎地秦簡 

 
    上表「辶」部的結構共通的地方在於保留篆字的結構，可以藉由格字仔細

分析、跟其他字例比照來印證志石的字體究竟有沒有受到古字影響。 

 

    首先「遼」字的結構非常接近組篆書，尤其是「6-A189-1-3 遼」完全是篆

書的寫法。另外「7-A190-1-8 遼」的「辶」部把第一點往左彎，下面的撇跟捺

的部分的開頭連在一起。這樣的寫法相當特別，簡直篆跟隸書的融合體的感

覺。因此這是志石作者的獨特寫法，換句話說志石有獨特的文字演變發展的現

象。 

 

     「逆」字的「辶」不也是跟「遼」字一樣有篆書的筆意。和金文、秦簡的

寫法有點類似，下面拉筆的方式有後來隸書的感覺。等於志石結構是篆隸的綜

合體。 

 

同樣是「遷」字「1-A045-1-37 遷」和「3-A049-1-180 遷」的寫法稍微不

同，「1-A045-1-37 遷」有「辶」部，反觀「3-A049-1-180 遷」沒有「辶」部。

馬叙倫在《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四》敘述「𠨧即遷省9」。從這一點可以知道

「𠨧」字和「遷」字是同字。「1-A045-1-37 遷」字跟馬王堆、張家山漢簡的結

構非常的相似，這可能因為時代比較接近，「3-A049-1-180 遷」的字例跟「郭

                                                 
9 李團，《古文字詰林》卷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3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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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五行 」（戰國）、「雲夢秦律」（戰國）、「睡虎地秦簡」的結構非常相

似，因此可以推測志石結構有受到上一代的結構影響。 

 

「遂」字，「7-A190-1-38 遂」字的「辶」部的結構保留篆字的結構，看上

表字例「史遂簋 」（金文）、「馬王堆」、「璽印」（ 漢朝）就能知道志石

的結構有篆書的痕跡。 

 

「7-A190-1-51 還」字的結構也是有篆書的韻味，它的「辶」部捺的部分寫

的相當短，這結構等於是上表的「散盤」（金文）、「包山楚簡」、「睡虎地

秦簡」有相同。因此可以推測志石結構採用古字的形狀。 

 

「7-A190-2-98 迴」雖然其他字例沒有看到很多，但從它的結構「辶」部來看，

有篆書的味道。 

 

「 耂」部 

   
  

1-A045-1-94

都 
1-A045-1-6 都 4-A131-1-9 都 

3-A049-2-253

孝 

3-A049-2-406

諸 

 

都 

   

 
 㝬鐘 周晚 

金文 
秦 古陶 

 雲夢法律 

戰國 秦簡 

孝 

  

 頌簋 金文 睡虎地秦簡 

諸 

   

 秦詔權 秦簡 馬王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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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字例都有「 耂」部，其造型像打叉「x」形。這樣的寫法是篆書裡常常

會出現的。可以透過比較來印證到底有沒有受其影響。首先是「都」字，「1-A045-

1-94 都、1-A045-1-6 都、4-A131-1-9 都」這三個都是把「 耂」部，寫成「x」形，

這寫法看到上表篆書的字例就可以知道其影響。尤其秦文字「古陶」、「秦簡」

這兩種的寫法非常接近志石。因此可以推斷志石採用古字的造型。 

 

   「 3-A049-2-253 孝」字也是跟前述的「都」一樣有「 耂」部，寫成「x」形

的現象。看上表中的金文、秦簡的字例便能知道受其影響。 

 

    「3-A049-2-406 諸」字也有同樣「 耂」部的交叉的現象。這跟上表中篆書

相似。尤其非常接近秦簡、馬王堆的結構。可謂志石可能有受其影響。 

 

     
 

4-A131-1-28

生 

4-A131-1-26

之 

3-A049-2-227

之 

4-A131-1-14

先 

6-A189-2-19

德 

3-A049-2-396

往 

 
 

生 

 

    

 
頌簋 周中 

金文 

楚篆 包山 

戰國 
睡虎地秦簡 陶文 戰國 馬王堆 

之 

   
 

 散盤 金文 睡虎地秦簡 詔權 秦 馬王堆 

先 

    

 
大盂鼎 周早 

金文 
璽彙 戰國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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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史頌鼎 周中

金文 
旬邑權 秦銅圖板 馬王堆 

 

    這裡的字例都是把上半部寫成篆書的結構，可以跟古字資歷比照印證。 

    首先是「4-A131-1-28 生」字，其字上半部有左右兩段式折疊的方式，這寫

法是看到上表中的篆書字例就可以知道原來是篆書的書寫方式，尤其楚篆、秦

簡、馬王堆的寫法跟志石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測受其影響以及採用古字的現

象。 

 

    接下來是「4-A131-1-26 之、3-A049-2-227 之」字，一個是非墨跡文字，一

個是墨跡文字，這兩個字的共同點是一樣把上半部寫成左右兩段式折疊的方

式，這樣的寫法是秦簡、秦詔權、馬王堆裡面也有出現，可以推測志石採用古

字的現象。 

 

   「4-A131-1-14 先」也是跟「生、之」一樣，把上半部寫成左右兩段式折疊

的方式，這寫法是從篆書演變過來的。看上表的金文、璽彙、睡虎地秦簡、馬

王堆等文字就可以知道志石採用篆書的造型。 

 

   「6-A189-2-19 德」字的右旁上半部也是同樣的狀況，但「德」字這樣書寫

的例子相對來講比較少，也有可能只是為了修飾。不過在篆字、古字裡面會出

現，表示志石也是採用古字的造型。 

 

    

3-A049-1-60

㠯(以) 

3-A049-2-

258㠯(以) 

3-A049-2-

379㠯(以) 

3-A049-2-

402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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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鼎 周早

金文 

侯馬盟書

春秋戰國 

望山簡戰

國楚文 

 

接下來是「以」字，在〈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中看到許多篆書結構

的字例這樣的字的結構是依照上表字例，可以知它完全採取了篆書的結構。 

 

   
   

1-A045-1-101

秋 

1-A045-1-112

秋 

4-A131-1-50

秋 
6-A189-1-5 營 

6-A189-2-40

營 

7-A190-1-11

營 

  
    

7-A190-1-23

年 

7-A190-2-82

年 

2-A045-1-101

於 

6-A189-2-65

於 

1-A045-1-120

死 

7-A190-1-54

死 

 

秋 

 
 

 

 
戰國晉字璽

彙 

包山楚文戰

國  
古陶 秦朝 

營 

   

 睡虎地秦簡 戰國 上博印 馬王堆 

年 

   
 頌鼎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於 

   

 
春秋余義鐘

金文 
信陽楚簡 秦 兩詔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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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盂鼎周早金

文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首先是「1-A045-1-101 秋、1-A045-1-112 秋、4-A131-1-50 秋」字，一般楷書

左邊是「禾」右邊是「火」的佈局。但在志石的字例卻是相反，左邊「火」，

右邊「禾」的佈局。這樣的佈局在上表中顯示的「戰國晉字璽彙」、「包山楚

文戰國」、「古陶 秦朝」等字例中看到。這都是屬於古字的造型。尤其「1-

A045-1-112 秋」字把「禾」部上面第一筆的撇往左拉長到左旁的空間裡，這樣

的結構是跟楚文相似。但這些「秋」字的「禾」的橫畫沒有像篆書那樣「x」的

方式，而是直接用橫畫水平線來呈現。這寫法反而比較像隸書。因此筆者可以

推測志石字的結構是過渡期當中的文字。 

 

  
  

 
 

4-A131-2-67

初 

7-A190-2-79

初 

3-A049-1-125

居 

3-A049-1-135

居 

2-A045-1-138

丘 

7-A190-2-104

丘 

      

1-A045-1-48

書 

3-A049-2-404

書 

2-A045-1-25

兒 

2-A045-1-44

兒 

1-A045-1-23

竹 
6-A189-2-8 竹 

 

初 

 
  

居 

   

 鐘伯鼎 金文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要君孟 春秋

金文 
古陶 秦朝 睡虎地秦簡 

丘 

     

 
 丘戈春晚

金文 

戰國齊文 璽

彙 

戰國晉虎

（台刁）丘

君戈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漢

朝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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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頌簋周晚金

文 

春秋戰國 侯

馬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漢

朝帛書 

兒 

   

竹 

   

 
昜儿鼎 春秋

金文 
睡虎地秦簡 蒼頡篇 漢初  古陶 秦朝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4-A131-2-67 初、7-A190-2-79 初」這兩個字的寫法稍微不同，「4-A131-2-

67 初」字就很明顯比較像篆書的那種形狀。透過跟篆書的字例對照能夠知道受

其影響。則「7-A190-2-79 初」字的結構尤其左旁看似有點像後來行書楷書的形

狀。這可能是作者獨特的書寫習慣，或是從篆書到隸或楷、行書的演變過程的

字。 

 

    「3-A049-1-125 居、3-A049-1-135 居」這兩個字例都是像篆書的結構，尤其

把「尸」部的寫法完全是篆體。跟上表中的金文、古陶、睡虎地秦簡的結體非

常的相似。 

 

    「2-A045-1-138 丘、7-A190-2-104 丘」這兩個字的字例中「2-A045-1-138

丘」的上橫較往下傾斜，這個寫法跟金文等篆書的結構相似，「7-A190-2-104

丘」的上橫則較水平，這樣的寫法反而比較像睡虎地秦簡、縱橫家書的結構。

因此可以說這些志石採用古字的造型。 

 

   「 1-A045-1-48 書、3-A049-2-404 書」這兩個「書」的結構可以看到中間有

個「x」打叉的兩條線，這寫法就是從篆書演變過來的。跟睡虎地秦簡的結構非

常相似。 

 

    「2-A045-1-25 兒、2-A045-1-44 兒」這兩個兒的寫法也很明顯篆書的結構，

上表中的金文、睡虎地秦簡、倉頡篇漢初的字例非常接近。 

 

   「1-A045-1-23 竹」字的結構是豎旁邊的兩個線條往下垂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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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是兩個傘形，這結構跟古陶（秦朝）、睡虎地秦簡相似。「6-A189-2-8

竹」的重心點比較低，跟馬王堆相似。因此可謂志石的結構參考古字的造型。 

 

      
1-A045-1-52

志 

1-A045-1-92

為 

1-A045-1-63

不 

1-A045-1-75

平 

1-A045-1-149

斯 

1-A045-1-27

商 

 
    

 

1-A045-1-42

少 

1-A045-1-145

康 

1-A045-1-47

詩 

1-A045-1-49

嫺 

1-A045-1-142

存 

1-A045-1-32

北 

 

志 

 
   

 
中山王壺戰

國金文 
侯馬盟書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為 

 
   

 
益公鐘 

周中金文 
戰國 陶文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不 

 
  

 

 
天亡簋 

周早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秦簡 老子甲 西漢 

平 

    

斯 

 
 

 
鄀公鼎 

春秋金文 
璽彙 戰國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禹鼎 金文 余義鐘 

商 

    

 商 甲骨文 睡虎地秦簡 楚文 戰國 
馬王堆 

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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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康 

 
  

 
蔡侯鐘 

金文 
古幣 

信陽楚簡 

戰國 
 

伊簋 

周晚金文 
睡虎地秦簡 

老子乙前 西

漢 

詩 

 
 

  

嫺 

 
 

 
郭店楚簡 

戰國 
說文 漢印 老子甲後  說文 

閒 

睡虎地秦簡 

存 

  
 

 古陶 睡虎地秦簡 漢印 

北 

    
 

 
北伯鬲 

周早金文 
長沙帛書 齊陶彙 戰國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 

西漢 

 

「 1-A045-1-52 志」字的下方「心」部寫成似乎象篆書的造型，跟看上表

中的侯馬盟書、睡虎地秦簡、馬王堆的結構相似。但志石把上方「土」部第一

橫左右分開書寫，反而比較像後來隸書的寫法。因此可以說志石是演變過程中

混雜體的文字。 

 

    「1-A045-1-92 為」字，的結構像篆體，跟上表中的戰國陶文、睡虎地秦

簡、馬王堆的結構很相似，志石的寫法結構雖然屬於篆體但字形比較扁，這一

點可以推測有受漢朝隸書的影響。 

 

    「1-A045-1-63 不」字，把下方的左右撇跟捺寫成「x」交叉形。這是明顯

篆書的結構，像上表中的金文、楚簡、秦簡等。但左右有兩點，這比較像隸書

的寫法，因此可以知道志石是演變過程當中的字。 

 

「1-A045-1-75 平」字，把中間豎的尾巴寫往右彎，這結構顯得跟篆書的寫

法相同。例如上表中的春秋金文、戰國璽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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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045-1-149 斯」字的左邊「其」旁的裡面是用「x」打叉來呈現，這寫

法是所謂的篆體裡面常常看到，例如上表中金文的字例，因此可謂志石採用古

字的結構。 

 

「1-A045-1-27 商」字的第二橫下方用「人人」這樣的方式書寫。除了其中

楚文字有一點點像之外，但其他字例中沒有看到類似的寫法，表示志石本身有

獨特的變化。 

 

「1-A045-1-42 少」字把最後一撇，往右收筆，這樣的寫法是在古字中常看

到，例如蔡侯鐘、古幣、楚文等等，表示志石採用了古字形。 

 

「1-A045-1-145 康」字是把本來中間下方的四點「氺」，用獨特的結構來

呈現，但其他字例中沒有看到同樣的結構，從字形來看睡虎地秦簡和馬王堆相

似，所以可以說是志石自己獨特的造型或許跟書寫者的書寫習慣有關。 

 

「1-A045-1-47 詩」字的「言」字旁中間有一條豎畫，這可以猜測是篆書痕

跡，跟馬王堆的結構非常相似。因此志石也有演變中獨特的面貌。 

 

「1-A045-1-49 嫺」字的「女」字旁跟「月」部稍傾斜的寫法很明顯是古字

的寫法，但字形偏扁有點隸書的意味。 

 

「1-A045-1-142 存」字，的結構跟以往的古字上表中的古陶睡虎地等等很

相似，但，「子」部的左右的橫畫不是分開寫，而是用一筆書寫，這是後來的

隸，行、楷的寫法。 

 

「1-A045-1-32 北」字的結構跟上表中的古字造型很相似。例如帛書、秦陶

彙、睡虎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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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45-1-63

明 

2-A045-1-65

勇 

2-A045-1-136

首 

2-A045-1-144

知 

2-A045-1-53

支 

4-A131-1-10

尉 

   

4-A131-1-7 突 
4-A131-1-22

衛 

4-A131-1-21

夙 

 

明 

   

勇 

   

 
明公簋  

周早金文 

秦公簋  

春早金文 
戰國楚帛書  金文 

包山楚簡 戰

國 
睡虎地秦簡 

首 

    

 
師酉簋  

周中金文 
睡虎地秦簡 

廿六年詔權

秦篆 
馬王堆西漢 

知 

   

支 

 
 

 

 說文 
嶽麓書院藏

秦簡 
馬王堆 西漢  說文 

嶽麓書院藏

秦簡 

縱橫書家  

西漢 

尉 

 
 

 

突 

   

 睡虎地秦簡 官印 戰國 馬王堆 西漢  睡虎地秦簡 古陶 馬王堆 西漢 

衛 

   

夙 

 

 
衛簋 周中金

文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睡虎地秦簡 

 

「2-A045-1-63 明」字的左邊「日」旁的寫法是篆字有相似，例如上表中的

金文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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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45-1-65 勇」字把上下的部件分成左右的寫法，這結構跟楚簡相似，

志石可能有受其影響。右旁看似像「糸」字旁，但是在其他字例中沒有同樣的

例子。 

 

「2-A045-1-136 首」字的上方用三點來顯示，這寫法很像古字造型，跟上

表中的字例相似。 

 

「2-A045-1-144 知」字的結構也是跟篆書相似尤其右邊「口」旁的上橫埋

在旁邊左右豎畫中，這是篆書的特色，跟上表中的字例相同。 

 

「2-A045-1-53 支」字的上方橫畫用左右往下分開書寫，這明顯是篆書的寫

法，跟上表中的說文、秦簡、縱橫家書的結構相似。 

 

「4-A131-1-10 尉」字左旁的結構跟篆書相似，尤其「示」部很像「火」的

造型，這看到上表中的睡虎地秦簡、戰國官印、馬王堆即能了解受古字的影

響。 

 

「4-A131-1-7 突」字的結構跟上表中的幾個字例很相似，可以知道志石有

受古字影響。 

 

「4-A131-1-22 衛」字把「行」部的右邊「亍」往外書寫。這是篆書的寫

法。跟上表中的金文、睡虎地秦簡、馬王堆相似。 

 

「4-A131-1-21 夙」字的結構跟睡虎地秦簡非常相似。 

 

 
    

 

6-A189-1-2 故 6-A189-1-4 西 6-A189-1-6 長 6-A189-1-8 君 
6-A189-2-78

兆 

7-A190-2-8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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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190-1-47

天 

7-A190-1-45

出 

7-A190-1-15

公 

7-A190-2-68

慘 

7-A190-2-105

龍 

7-A190-1-30

翊 

 
7-A190-2-66

痛 

 

 

故 

 
  

西 

   

 班簋 金文 睡虎地秦簡 秦銅圖版  
多友鼎  

周晚金文 
說文 漢印徵 

長 

  

君 

   

 長陵盉 戰國 陶文 戰國  天君鼎 金文 
侯馬盟書  

戰國 

詛楚文  

戰國秦 

兆 

   

月 

  

 車兆觚 商代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伯簋  

周早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天 

   

出 

  

 
頌鼎  

周中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說文  

頌壺  

周中金文 
睡虎地秦簡 

公 

  
  

 盂鼎 
侯馬盟書  

戰國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西漢 

慘 

 
  

龍 

 
  

 說文 衛盉 睡虎地秦簡  
郘鐘  

春秋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睡虎地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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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 

 
 

痛 

   

 
小盂鼎  

周早金文 
漢印徵  

武氏石闕名 

漢代 

許阿瞿墓誌 

漢代 

居延新簡 漢

代 

 

「6-A189-1-2 故」字完全是篆書的結構，但左邊的「古」旁的橫畫是左右

往下兩段轉折的寫法，這應該是修飾的方式，上表中的秦銅圖版的寫法相似，

其他字體上沒有看到同樣的寫法。 

 

「6-A189-1-4 西」字的結構也是跟篆書相似，尤其跟上表的說文、漢印的

結構，可以推測，志石採用古字形。 

 

    「6-A189-1-6 長」字跟上表中的戰國文字有相似，因此可以推測志石或許

有受戰國文字的影響。 

 

「6-A189-1-8 君」字的結構也是篆體，跟上表中的金文、戰國文字相似。 

 

「6-A189-2-78 兆」字的結構跟睡虎地秦簡相似，可以推測志石採用古字

形。 

 

「7-A190-2-84 月」字的結構是稍微傾斜的，這是跟上表中的金文、楚簡相

似表示志石有受古字的影響。 

 

「7-A190-1-47 天」字的結構相當的特別，看起來很像「丙」字但是「丙」

字的篆書很多不會有上面一橫，就算有不會把中間串過去。可能因為刀筆書寫

的關係跟其他字例比起來線質較硬角比較多，在其他字例中也沒有看到同樣的

例子。 

 

「7-A190-1-45 出」字的造型是上面的「凵」部進入下面的「凵」部裡面，

這結構是跟秦簡很像，表示志石有受古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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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190-1-15 公」字的「厶」部的造型是上一橫下面是圓，這寫法是跟上

表中古字的字例很相似。 

 

「7-A190-2-68 慘」字的右邊「參」部的造型很接近睡虎地秦簡。 

 

「7-A190-2-105 龍」字的「龍」部的傾斜度，右旁的寫法是跟篆書的形狀

很相似。 

 

「7-A190-1-30 翊」字看起來把第一橫往外左右分開書寫的感覺，這是和上

表中篆書的結構很相似。 

 

「7-A190-2-66 痛」字下方有「心」部，這結構在別的字體上面很少看到，

在漢朝字例中則可以看到，這表示這是反映了當時的書風。 

 

      

3-A049-1-40

帝 

3-A049-1-52

耳 

3-A049-1-11

酉 

3-A049-1-39

皇 

3-A049-2-279

使 

3-A049-1-17

扁 

  
 

3-A049-1-103

民 

3-A049-2-261

庭 

3-A049-1-132

艸（草） 

 

帝 

 
   

 
畢狄鐘  

春秋金文 
長沙帛書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 

耳 

 
 

  

 
璽彙晉  

戰國 

包山楚文 

戰國 
睡虎地秦簡 

春秋事語  

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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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 

    

 
師遽方彝 

周中金文 

璽彙  

燕戰國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皇 

   

使 

   

 
頌鼎  

西周金文 
秦陶 馬王堆  

詔使矛 戰

國金文 
睡虎地秦簡 陶文 戰國 

扁 

   

民 

   

 
師獸獸簋 

金文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秦公簋 春

秋金文 
睡虎地秦簡 新嘉量二 

庭 

 
  

艸 

（草） 

 
 

 
頌鼎  

西周金文 
睡虎地秦簡 居延簡  商甲骨文 

陶彙 

齊 戰國 

 

「3-A049-1-40 帝」字的結構跟上表中的金文、帛書、秦簡、縱橫家書等古

字字例很相似。 

 

「3-A049-1-52 耳」字的結構也是跟上表中的字例相似，尤其睡虎地秦簡的

結構。 

 

「3-A049-1-11 酉」字的結構也是跟燕璽彙、睡虎地、馬王堆很接近。 

 

「3-A049-1-39 皇」字的上面頭上，有三個點，這結構跟金文很相似，表示

志石採用古字形。 

 

「3-A049-2-279 使」字的「 吏」部撇的中間有折疊，這明顯篆書留下來的

的結構，跟上表中的睡虎地秦簡很相似。 

 

「3-A049-1-17 扁」字明顯是篆書的結構，接近上表中金文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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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49-1-103 民」字的結體也是跟上表中睡虎地、新嘉量二等篆字相

似。 

 

「3-A049-2-261 庭」字，的結構還蠻特別的，看起來跟睡虎地秦簡、居延

簡很相似，但「广」部裡面的寫法相當獨特。筆者推測這應該是書寫者獨特的

風格。 

 

「3-A049-1-132 艸（草）」字，這個常常在篆書、行、草書中看見。季旭

昇在《說文新證》卷一下說「甲骨文象枝莖柔弱的植物之形，即『艸/草』字的

象形初文······偏旁中多作二『屮』，以示百草之意。10」因此「艸」是來自象

形文字，等於志石採用了古字形。 

 

（三）、通假字與古今字 

      
1-A045-1-45

埶(藝) 

6-A189-2-15

埶(藝) 

2-A045-1-36

埶(勢) 

3-A049-1-159

旹(時) 

3-A049-2-234

旹(時) 

3-A049-2-267

旹(時) 

 

埶 

(藝) 

   

埶 

(勢) 

 

 甲骨文 商代 
盠方尊 

周中金文 

春秋事語 

西漢 
 漢帛書 

旹 

(時) 

   

 甲骨文 
中山王壺  

戰國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1-A045-1-45、6-A189-2-15 埶(藝)」都只用中間「埶」來呈現，季旭昇

在《說文新證》卷十四中敘述「種植草木。即『蓺』、『藝』的本字11」，又王

                                                 
10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一上（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68 頁。 
11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三（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1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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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 段玉裁注：唐人樹埶字作蓺，六埶字作

藝，說見《經典釋文》。然蓺、藝字皆不見於《說文》，周時六藝字蓋亦作

埶。儒者之於禮樂射御書數，猶農者之樹埶也。12」。而且上表各代各體字例

中，也都是用「埶」的造型，因此可以知道志石也是用古字的結體。等於可以

知道志石也有通假字的現象。 

 

    「2-A045-1-36 埶(勢)」字也是跟「藝」字一樣只用中間「埶」部來呈現。

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說文》無勢字，蓋古用埶為之，如

《禮運》『在埶者去』也是。13」、「埶讀為勢······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簡

一一～一三：『出眚（性）者埶也······勿（物）之埶者之謂埶······』按

《禮記·禮運》：『在埶者去。』釋文『埶本亦作勢。』14」高亨在《古字通假

會典》中敘述「《漢書·敘傳》地勢作墜埶。顏注：『張晏引勢作埶。』······

15」等等，可以知道漢書裡面的都用「埶」字。也在上表中漢帛書的字例用

「埶」字，可想而知漢朝很普遍用古字的「埶」形。志石也剛好符合這個現

象。 

 

    「3-A049-1-159、3-A049-2-234、3-A049-2-267 旹(時)」這三個「時」字都用

「旹」形，《說文解字 卷七》一文中提到說「 古文時从之日。16」加上以上

表中的甲骨文、金文、楚簡的字例而言，可以推測它採用古字的結體。 

                                                 
12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58 頁。 
13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58 頁。 
14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639 頁。 
15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629 頁。 
16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649 頁。 

    
1-A045-1-105

毄（擊） 

4-A131-1-56

毄（擊） 

6-A189-1-9 霝

（靈） 

4-A131-1-32

霝（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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毄

（擊） 
  

霝 

（靈）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  
此鼎  

周晚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老子甲 西漢 

畺 

(疆) 

  
  

 
毛伯簋  

周晚金文 

𡗮阝子宿車 

春秋 
楚文戰國 

熹平石涇東

漢 

又 

（有） 

  
  

 粹 商甲骨文 
秦公簋  

春秋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馬王堆 西漢 

 

「1-A045-1-105、4-A131-1-56 毄（擊）」這兩個「擊」字沒有下面的「手」

部的「毄」的形狀。在《說文解字 卷三》一文中提到說「 相擊中也。如車相

擊。故从殳从軎。17」。馬叙倫在《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六》中敘述「擊轚蓋皆

毄之分別文。······擊為毄之後起字18」。再加上，上表中的睡虎地秦簡、馬王

堆的字例也是沒有「手」部的「毄」字可以知道這時期很普遍用這結構，志石

也有用古字的趨勢。 

 

    「6-A189-1-9、4-A131-1-32 霝（靈）」在《說文解字 卷十一》中「𩂣各本

作零。今依廣韵正。霝與零義殊。許引東山霝雨。今作零雨、譌字也。定之方

中。靈雨旣零。傳曰。零、落也。零亦當作霝。霝亦叚靈爲之。鄭風。零露漙

兮。正義木作靈。箋云。靈、落也。靈落卽霝落。雨曰霝𩂣。艸木曰零落。19」

                                                 
17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321 頁。 
18 李團，《古文字詁林》卷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545 頁。  
19 古今文字集成 http://ccamc.co/cjkv.php?cjkv=霝&active=sw 2021.4.27 參照。 

    

3-A049-1-178

畺(疆) 

3-A049-1-191

畺(疆) 

3-A049-1-112

又（有） 

3-A049-1-114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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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霝讀為靈······睡虎地秦簡《日書》甲

《衣》：丁亥靈。『靈』福也。又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神得一以

霝。』王弼本霝作靈。20」因此「霝」字古同「靈」，等於同樣是通假字的現

象。 

 

    「3-A049-1-178、3-A049-1-191 畺(疆)」字沒有左旁只有「畺」字來呈現。

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國語·周語中：『疆有寓望。』《補音》疆作

畺。《風俗通義》引作畺。《史記·封禪書》：『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

《漢書·郊祀志》疆作畺。《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漢書·

天文書》疆作畺。」加上上表中的一些字例，周晚、春秋金文、楚文、東漢隸

書也有同樣的現象。從這一點來看「畺（疆）」字是通假字。 

 

「3-A049-1-112、3-A049-1-114 又（右）」，這裡「有」寫成「又」，王輝

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又讀為有······殷墟甲骨文《粹》六九二：

『自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京》三一六三：『己巳卜，王貞：其又𡆥

（禍）。』又讀為有。21」又羅振玉在《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中》中有敘述「不

辭中左右之右，福祐之祐，有亡之有，皆同字22」從這一點來看古文例如甲骨文

是用「又」就能同這些字義。因此可以知道「又」跟「有」是通假字。表示志

石採用通假字。 

 

    
 

 
1-A045-1-29

菅(管) 

1-A045-1-11 

𤥴（誌） 

1-A045-1-17

叚（假） 

1-A045-1-19

慮(山+郘) 

1-A045-1-116

呼（乎） 

1-A045-1-115

嗚（烏） 

                                                 
20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369 頁。 
21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11 頁。 
22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3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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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45-1-100

韋（圍） 

2-A045-1-52

令（命） 

2-A045-1-14

志（𥒺） 

4-A131-1-30

犮（拔） 

4-A131-2-83

㘸（葬） 

6-A189-2-74

剌（烈） 

 

菅 

(管) 
  

叚 

（假） 
   

 
馬王堆 西

漢 
漢印徵  盠尊 周中金文 

周王叚戈 

晉戰國 
楚簡 戰國 

呼

（乎） 

 

烏 

 

  
 

 
粹 商甲骨

文 
 

沈子它簋 

周早金文 
郭店楚簡 戰國 秦陶 

馬王堆 

西漢 

韋 

（圍） 

   

令

（命） 

 
 

 商甲骨文 楚簡 睡虎地秦簡  甲骨文 
免盤 

周中金文 

志

（𥒺） 

 
  

㘸 

（葬） 
  

 侯馬盟書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  武威漢簡 

魏膠東令王

君殘碑 三

國魏黃 

剌 

（烈） 
  

 刺鼎 周中金文 楚文 戰國 

 

「1-A045-1-29 菅(管)」字把「竹」字頭寫成「草」字頭。高亨在《古字通

假會典》中敘述「《左傳·莊公九年》、《國語·齊語》：『管仲。』《隸釋·武

梁祭祠畫像》作『菅仲』。23」以是「菅」字跟「管」字是通假字。 

                                                 
23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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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045-1-11 𤥴（誌）」字是看起來好像把「言」字旁寫成「王」字旁。

但目前在別的字體上或其他地方，還有通假字典上也沒有看到同樣例子。不過

看似應該同樣是通假字的用法。 

 

   「 1-A045-1-17 叚（假）」字把「人」字旁去掉剩下「叚」字。高亨在《古

字通假會典》中敘述「《易·渙》：『亨，王叚有廟。』漢帛書本假作叚。

《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漢帛書本假作叚。24」因而這字例也同樣是

通假字。 

「1-A045-1-19 慮(山+郘)」字把「慮」字寫成「山+郘」這樣的方式呈現。

這是東漢有個地區「無慮」的名稱。但目前在別的字體上或其他地方，還有通

假字典上也沒有看到同樣例子。不過因為「慮」跟「郘」的發音一樣是「ㄌ

ㄩ」因此可以推測應該同樣是通假字的用法。 

 

「1-A045-1-116 呼（乎）」字「乎」字寫成「呼」，王輝在《古文字通假

字典》中有敘述「《陶徵》一〇：『乎平。』姓氏作呼。《廣韻·模韻》：

『呼，姓。《列仙傳》有仙人呼子先。』25」陳英杰又在《字源》中敘述「甲骨

文有乎，作 、金文作 ，用為呼喚，呼召之義。26」是以字例也是通假字的現

象。 

 

「1-A045-1-115 嗚（烏）」字，有「口」部，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

敘述「《書·盤庚中》：『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漢石經》嗚呼作於戲。

27」，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卷四上又說「『於』是『烏』的分化出來的字。

先秦二字無別。28」在古代「於」跟「烏」是通用，所以可以說「烏」跟「嗚」

通假字。 

 

                                                 
24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867 頁。 
25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86 頁。 
26 李學勤，《字源》（天津古蹟出版社，2012.12），80 頁。 
27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830 頁。 
28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四上（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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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045-1-100 韋（圍）」字沒有「囗」部的「韋」字。高亨在《古字通假

會典》中敘述「《史記·曹相國世家》：『渡圍津。』《索隱》：《水經注》：

『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29」。李孝定在《金文詁林讀後記卷五》

中關於「韋」字敘述「甲骨文作 ，實當為 之省文，象眾人圍城之形，乃圍

字本字。30」 

 

「2-A045-1-52 令（命）」字，沒有「口」部的「令」來呈現。林義光在

《文源卷六》敘述「諸彝器令命通用。盖本同字。31」，高田忠周在《古籀篇四

十八》中敘述「令命古元一字。初有令。後有命。而兩字音義皆同。故金文尚

互通用也。32」。因此可以知道志石採用古字以及通假字。 

 

「43-A045-1-14 志（𥒺）」字看似左邊有「石」字旁，但其他字例中沒有

看到這樣的例子，通假字典上也看不到。不過也可猜測這也是通假字的現象。 

 

「4-A131-1-30 犮（拔）」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易·否·

初六》、《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漢帛書本拔作犮。33」因此這字

也是通假字的現象。 

 

「4-A131-2-83㘸（葬）」字，沒有草字頭下方也用「土」部來呈現。在上

表字例中的漢簡、三國石碑也有同樣的結體。在《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

庫》中解釋「㘸」字同「葬」字34。因此可以推測這字例也是通假字的用法。 

 

「6-A189-2-74 剌（烈）」字把「烈」用「刺」來顯示，王輝在《古文字通

假字典》中有敘述「刺讀為烈，······史牆盤：『𣁋（微）史刺且（祖）考迺

                                                 
29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505 頁。 
30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551 頁。 
31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128 頁。 
32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128 頁。 
33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651 頁。 
34 《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chardb.iis.sinica.edu.tw/char/573  2021.5.16 參照。 

https://chardb.iis.sinica.edu.tw/char/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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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見武王。「師虎𣪕：『用乍朕刺考日庚阝尊𣪕。刺文獻通作烈。』
35
」因此

「刺」跟「烈」也是通假字。 

 

 

 

 
  

  

6-A189-2-26

塞 

7-A190-1-39

賁（僨） 

3-A049-2-349

貞(偵) 

3-A049-1-70

垕(厚) 

3-A049-2-248

匽（燕） 

3-A049-1-55

齊(齋) 

 
    

 

3-A049-1-62

辟(璧) 

3-A049-1-143

嚴(玁) 

3-A049-2-401

叀(專) 

3-A049-2-240

豈(覬) 

3-A049-1-196

袁(轅) 

3-A049-1-144

允(狁) 

 

賁 

（僨） 

 

貞 

(偵) 

  
 

 睡虎地秦簡  先周甲骨文 散盤 周晚金文 睡虎地秦簡 

垕 

(厚) 

   

匽 

（燕） 

 

 璽彙 燕戰國 
望山楚簡 

戰國 
說文古文  匽侯鼎 

齊 

(齋) 
  

辟 

(璧) 

  

 
陳侯因𬁼敦 齊 

戰晚金文 

包山楚簡 

戰國 
 

師害簋 

周晚金文 
睡虎地秦簡 

嚴 

(玁) 

 
 

叀 

(專) 

 
 

 睡虎地秦簡 孫臏 漢初  
克鼎 

周晚金文 
秦陶 瓦 

                                                 
35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6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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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 

(覬) 

  

允 

(狁) 

 
 

 睡虎地秦簡 
縱橫家書 

西漢 
 

秦公鐘 

春秋金文 

老子乙前 

西漢 

睪 

(驛) 

  
 古陶 包山楚簡 

 

    「7-A190-1-39 賁（僨）」字省略了「人」字旁，高田忠周在《古籀篇三十

二》中提到「奔賁古通用字。36」因此志石採用古字，這也同樣是通假字的現

象。 

 

「3-A049-2-349 貞(偵)」也沒有「人」字旁。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

述「《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記。』37」表示「貞」與「偵」也是通

假字。 

     

     「3-A049-1-70 垕(厚)」字，《說文新證》卷五中有敘述「 ：古文厚，從

后土。38」，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五中又說「楚系文字上从石，下部或簡

化，或从句聲。燕系文字則訛為从石从土，而為《說文》古文所承。《說文》

釋為从后土，不可從。秦系文字下部訛為从子，而為隸楷所承。39」我們可以推

測志石的「厚」字有受當時說文古文的結構。 

     

     「3-A049-2-248 匽（燕）」字，對於「匽」字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

中有敘述「孳乳作郾，文獻作燕」例如「中山胤嗣𬁼𧊒圓壺：『逢郾亡無

（亡）道······』文獻作燕。40」，吳大瀓在《說文古籀補卷十一》敘述「 古

                                                 
36 李團，《古文字詁林》卷七，（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394 頁。  
37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61 頁。 
38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五下（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458 頁。 
39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五下（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459 頁。 
40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7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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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字。象燕處巢見其首。 字字从此。宴晏匽三字皆當从
41
」從這一點可以知

道「匽」字也是通假字。 

 

「3-A049-1-55 齊(齋)」字，對於「齊」字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

敘述「讀為齋······者𣱼鐘銘：『乃有齊休祝成。』郭沫若《者𣱼鐘銘考釋》

解為：『齋戒祝禱均獲神庥。』讀齊為齋。42」以是此字例亦通假字。 

 

    「3-A049-1-62 辟(璧)」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史記·宋微

子世家》：『子辟公辟兵立。』《索隱》：『《紀年》作桓侯璧兵。』，《漢

書·古今人表》：『辟司徒妻。』顏注：『辟讀曰璧。』43」，羅振玉在《殷墟

書契考釋》中敘述「『辟』為『璧』之早起字形44」因而可以推測這字也是通假

字的用法。 

 

    「3-A049-1-143 嚴(玁)」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嚴文獻作

玁······多友鼎：『唯十月，用嚴 放𤼈（興）······。』『嚴 』即『玁

狁』。
 45
」因此也可以說「嚴」和「玁」也是通假字的例子。 

 

    「3-A049-2-401 叀(專)」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玉篇·叀

部》：『叀，擅也，獨也，壹也，今作專。』46」，季旭昇也在《說文新證》卷

十四中敘述「哀成弔鼎：『君既安叀。』學者多依張政烺讀為『專』（見張政

烺哀成叔鼎釋文）47」從這一點來看，有的「叀」字可以讀為「專」。因此可以

說這也是通假字。 

 

                                                 
41 李圃 鄭明，《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9），1079 頁。 
42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530 頁。 
43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484 頁。 
44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九上（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713 頁。 
45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797 頁。 
46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206 頁。 
47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五下（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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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049-2-240 豈(覬)」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楚辭·七

諫》：『豈盡忠而有功。』《考異》：『豈一作覬』48」，周寶宏又在《字源》

中敘述「《楚辭》中又用豈為覬，可能是先借豈字為之，後加『見』旁作覬。

覬字不見於先秦兩漢出土文獻，最早產生於戰國秦漢時代。49」因此可見志石採

用了古字形，也是通假字的例子。 

 

    「3-A049-1-196 袁(轅)」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左傳·僖

公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史記·魯周公世家》轅作袁。······

《隸釋》六《袁良碑》：『而袁生獨留陳。』洪适釋：『班史以袁生為轅生，

古字通用也。50』 

 

    「3-A049-1-144 允(狁)」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詩·小雅·

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釋文》：『狁本亦作允。』《漢書·匈奴

傳》引玁狁作獫允。下文同。51」從此可以知道，「允」跟「狁」是通用的，這

也是通假字的例子。同時也可以知道漢朝時普遍的用法。 

 

    「3-A049-2-298 睪(驛)」字，在《說文解字卷十》中「从馬。睪聲。52」可

以知道「睪」和「驛」是同樣的發音，雖然沒有看到其他例子但可以推測這兩

個字是通假字。 

 

 
   

 
 

3-A049-2-298

睪(驛) 

3-A049-2-371

及(級) 

3-A049-2-408

墬(地) 

3-A049-1-113

勿（物） 

3-A049-1-90

莫(瘼) 

3-A049-2-236 

（亂） 

                                                 
48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518 頁。 
49 李學勤，《字源》（天津古蹟出版社，2012.12），764 頁。 
50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167 頁。 
51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112 頁。 
52 李團，《古文字詁林》卷四，（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4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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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49-2-337

𡚇（願） 

 

及 

(級) 
  

墬 

(地) 

 
 

 郭店楚簡 延居簡 西漢  
侯馬盟書 

初秋戰國 

郭店楚簡 

戰國 

勿 

（物） 

  
 

莫 

(瘼) 

  

 
師虎簋 

周中金文 
楚簡 戰國 睡虎地秦簡  

散盤 

周晚金文 
睡虎地秦簡 

（亂） 

 
 召伯簋 金文 

 

    「3-A049-2-371 及(級)」字，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級讀為

及······馬王堆竹簡《天下至道談》：『直踵者，罙（深）不及：上㮂（鉤）

者，下不級心也。』影本級讀為及。53」，徐在國於《字源》中敘述「級」字

「通『及』。郭店楚墓竹簡《語叢四》5:『既得其急言，必有級（及）之。』

54」因此可以說這兩個字例也是通假字。 

 

    「3-A049-2-408 墬(地)」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易·

坤》：『地勢坤。』《漢書·敍傳》地勢作墬埶。顏注張晏引地作墬（古本）。

55」以是「墬」字和「地」字也可以說是通假字的例子。 

 

                                                 
53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764 頁。 
54 李學勤，《字源》（天津古蹟出版社，2012.12），1135 頁。 
55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6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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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049-1-113 勿（物）」字，王輝在《古文字通假字典》中有敘述「勿

讀為物······郭店楚簡《忠信之道》簡二：『至忠女（如）土，蟡（化）勿而

不 （伐）。』影本勿讀為物。·····56」等等有把「勿」讀為「物」的例子，

等於這也是通假字的現象。 

 

    「3-A049-1-90 莫(瘼)」字，高亨在《古字通假會典》中敘述「《詩·大雅·

皇矣》：『求民之莫。』《漢書·叙傳》（《詩攷》所據。《文選·齊安路昭王

碑》李注引《漢書》同。今本瘼誤作莫。）、《潛夫論·班禄》、《說文·疒

部》《繫傳》引莫作瘼。57」從這一點可以知道「莫」字與「瘼」字是通假字的

例子。 

 

「3-A049-2-236 （亂）」字金文「召伯簋」的字例為 ，沒有右旁的

「乙」部。又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十四中敘述「亂」字「與『 』同字，

加乙形為無義分化符號。58」我們可以推測志石採用古字以及通假字的現象。 

 

「3-A049-2-337𡚇（願）」字是沒有「頁」部，在《說文解字卷九》中敘述

「从頁。𡚇聲。59」，「𡚇」和「願」的發音是一樣的，所以這兩個字例也可以

說是通假字的例子。 

 

四、礪石墓誌書刻特色 

志石中的連筆、省形、簡化現象 

（一）、橫畫表現 

1、橫畫起筆 

                                                 
56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2），590 頁。 
57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925 頁。 
58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十四下（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960 頁。 
59 李團，《古文字詁林》卷八，（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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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筆 

 
 

 

編號 5-A15-34 二 5-A15-45 一 7-A190-1-19 

側筆 
 

  

編號 1-AD031-2-8 二 4-A131-1-13 其 2-？-2-10 

銳筆 

   

編號 5-A15-42 二 1-A045-1-12 君 1-A045-1-79 三 

 

從橫畫的起筆大致上可以觀察到三種現象：第一種是逆入起筆，此現象殘

留篆書的風格，也可看見當時的隸書筆法的表現。第二種起筆則會出現有如後

世北魏到唐代側鋒起筆方式，此現象帶有些許楷書的筆法，或許與日後楷書橫

畫的起筆方式來源有關。第三種則為使用銳利的刀劃入，有尖細的起筆特徵，

這種表現保留較少的墨跡特徵而呈現較明顯的刀法刻製的效果。從上述三點可

見到志石的橫畫起筆有著豐富多樣的表現方法，如篆隸墨跡的逆鋒表現、楷書

的側鋒等等保留較多墨跡文字的書寫特色的刻製方法，也有使用尖鋭起筆等刀

法明顯的特徵。由此可見漢代正值各式書體筆法表現得過度時期，混合著多樣

的表現方式。 

 

2、橫畫收筆 

使用逆鋒或側鋒起筆

到收尾漸細的橫劃  
   

編號 6-A189-2-88 七 7-A190-1-47 天 4-A131-1-10 尉 7-A190-1-13 孟 

有波磔的收筆橫劃 

  

  

編號 5-A15-24 年 7-A190-2-82 年 5-A15-28 平 4-A131-2-73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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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筆到收筆間無變化

的線質橫劃 
  

 
 

編號 1-A045-1-41 君 1-A045-1-75 平 1-A045-1-44 才 6-A189-2-46 十 

起收筆皆尖銳的橫劃 

 
   

編號 4-A131-1-49 1-A045-1-63 4-A131-1-14 先 2-？-2-7 

起筆尖銳收筆如楷書

加重的橫劃 
  

  

編號 4-A131-2-86 7-A190-2-109 7-A190-1-31 4-A131-1-28 生 

 

關於橫劃的收筆由上表的五種表現方式：第一種為使用逆鋒或側鋒起筆，

到收尾漸細的橫劃；第二種為收筆有向上有波磔的收筆橫劃此波磔為漢代隸書

書寫收筆的特色，可見仿效墨跡文字的表現手法；第三種為起筆到收筆間無較

大變化的線質橫劃，這種筆法與篆書的手法相近，與漢金文有相似的氣質；第

四種為起收筆皆尖銳而中段稍粗的橫劃，如上段的橫劃起筆的第三種鋭筆特徵

相似，使用刀橫線劃入，中段漸漸加入力道，到收筆輕輕劃過，這種方法並非

墨跡文字的特徵而是使用刀法刻製的效果；第五種則是起筆尖銳而收筆如楷書

表現般加重的橫劃，在刻刀收尾時加重力道表現出如楷書收筆般的效果。 

 

除了第四種表現以外，其餘的橫劃皆可窺見如墨跡文字的表現手法。如同

上段橫劃起筆的結論相同，可以從橫劃上的表現看到漢代正處於多樣書體筆法

的混雜過渡階段的特徵。 

 

3、橫劃的彎曲與角度 

彎曲種類  字例  

先向下再於收尾

稍稍上揚的橫劃 
  

 

編號 1-A045-1-43 有 1-AD031-2-13 二 5-A15-25 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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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下傾斜的橫

劃 

  
 

編號 1-A045-1-103 太 2-A045-1-72 廿 2-A045-1-80 屯 

平直 

   

編號 1-A045-1-1 漢 1-A045-1-119 不 1-A045-1-13 諱 

俯勢 

   

編號 2-A045-1-143 爰 4-A131-1-48 六 2-A045-1-138 丘 

仰勢 

   

編號 4-A131-2-87 年 7-A190-2-85 告 6-A189-2-66 乎 

 

橫劃的角度與彎曲的程度大致可分為下面幾種：第一種先向下再於收尾稍

稍上揚的橫劃、第二種為向右下傾斜而末端向下彎曲的橫劃、第三種為平直，

為彎曲程度較為水平的橫劃、第四種為俯勢，前後端向下而中段向上彎曲的弧

線、第五種為仰勢，前後端向上而中段向下彎曲的弧線。 

 

（二）、豎畫表現 

1、起收筆 

起收筆種類    

尖起尖收 

   

編號 2-？-2-11 十 1-A045-1-107 中 1-A045-1-16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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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起尖收 

 
  

編號 4-A131-1-16 建 4-A131-1-49 年 4-A131-1-58 卑 

尖起頓收 

   

編號 5-A15-24 年 4-A131-2-69 年 5-A15-38 卒 

逆起頓收 

 
  

編號 7-A190-1-32 十 7-A190-1-20 中 2-A045-1-82 拜 

 

豎畫可以將起收筆歸類成四種，第一種為起筆收筆皆使用尖鋭刀法的特

徵，這種刀法比較有趣味，可以想像在入刻之際垂直尖銳的下刀，中段稍用力

後再用尖銳的線質收筆；第二種為逆鋒下刀而尖銳收筆，此方法殘留較多墨跡

文字的筆法；第三種為與第二種同樣採用逆鋒的下刀，而收筆則表現出明顯頓

筆拖筆的特色，這種方式較常見於書於竹木簡上的文字筆法；第四種則為逆鋒

下刀，而收筆加重力道按壓的表現。 

 

2、豎畫收筆方向 

種類    

往右 

  
 

編號 1-A045-1-75 平 2-A045-1-127 命 1-A045-1-93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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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左 

 
 

 

編號 4-A131-2-78 年 4-A131-2-87 年 7-A190-2-82 年 

直下 

   

編號 4-A131-1-20 年 4-A131-1-49 年 2-？-2-11 十 

 

字例 

  

時代 商周 秦簡 

 

豎畫的收筆方向大概可以分三種：第一種為向右傾斜的收筆；第二種為向左

傾斜的收筆；第三種為垂直向下的收筆。比例來講向左傾斜收筆較多，此緣故我

們可以想像一般右手寫字把豎畫往下寫的時候的自然反應，通常這時候除非你刻

意去往右寫，你的右手往左的動作是很難的。往右傾斜的比例比較少但「2-A045-

1-127 命、1-A045-1-93 郡」這兩個的寫法參考下方的篆書字例就能了解其結構的

痕跡。 

 

（三）、撇畫表現 

1、志石撇畫收筆表現分析表 

收筆種

類 
字例 

尖出 

 
  

編號 4-A131-1-60 故 2-？-2-5 大 2-A045-1-58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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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出 

  
 

編號 1-A045-1-2 故 1-A045-1-69 大 1-A045-1-119 不 

頓出 

  
 

編號 4-A131-1-2 故 7-A190-1-17 大 7-A190-1-41 優 

 

由筆者所見志石左撇的收筆方法大致上可分為三種模式：第一種為尖鋭的

收筆方法，在收筆的末端漸細，顯得尖銳，這種收筆的方式常見於使用尖銳刀

刻的非墨跡文字上；第二種為沒有太大粗細變化的線質，在起筆到收筆的筆壓

及線條沒有較明顯的變化。這種線條的粗細較為一致，與篆書的書寫線條較為

接近；第三種為頓筆的收筆方法，在收筆處加重力道的書寫，這種表現多見於

肉筆文字或漢碑中隷書的左撇線條。在整體志石的左撇上，第一種與第二種的

表現較為常見，第三種的狀況則較稀少。由此可見志石上左撇線質的豐富變

化。 

 

2、志石撇畫彎曲表現分析表 

彎曲種

類 
 字 例  

平直 

   

編號 1-A045-1-119 不 7-A190-1-7 故 1-A045-1-16 來 

折彎 

  
 

編號 4-A131-1-60 故 2-A045-1-92 八 2-A045-1-117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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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彎 

   

編號 1-A045-1-88 其 1-A045-1-90 略 1-A045-1-138 薇 

 

在志石中撇畫彎曲的情況中，筆者將撇畫彎曲分做三種表現情況：第一種

為平直的線條，從最初到最後的線質沒有彎曲，平直至收筆。這種書寫方式常

見於非墨跡文字，可能因為使用刀雕刻時難以表現彎曲的線條，故採用直線的

方法刻制，這種線條較少見於墨跡文字中；第二種為折彎的線質，到收筆處線

條稍微彎曲的書寫，這種方式較常見於墨跡文字的表現上；第三種情況為反彎

的書寫方式，這種方式與第二種線條方向相反，朝下方彎曲，這種書寫表現在

墨跡文字也是比較少見的表現。 

 

（四）捺畫表現 

1、志石捺畫收筆表現分析表 

收筆種類  字 例  

尖出 

   

編號 4-A131-1-60 故 1-A045-1-62 徼 1-A045-1-85 祭 

頓收 

   

編號 2-A045-1-137 7-A190-1-4 文 4-A131-2-82 亥 

雁尾 

   

編號 5-A15-26 5-A15-50 5-A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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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石中捺畫收筆的表現上大致可區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為尖細的收

筆，這種捺筆纖細無明顯粗細變化，且末端尖銳，常見於非墨跡文字等使用刀

刻的文字表現上。第二種為頓出的收筆，到收尾處漸漸加重力道，頓筆的表

現。這種書寫方式常見於竹木簡上的字型表現，或許是為了表現出墨跡文字的

效果。第三種為雁尾收筆，在筆壓上加重，收筆輕輕上提的書寫方式。這種筆

畫多見漢碑中隷書特徴的波磔書寫方式，為在刀刻中模仿墨跡文字的表現方

法。 

 

2、類似隸、楷的捺筆 

 志石 漢碑 漢簡 

人 

     

編號 7-A190-2-71 曹全碑 銀雀山漢簡 張家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

簡 

被 

     

 7-A190-1-36 
北海相景君

碑 

尹灣漢墓簡

牘 
居延舊簡 

肩水金關漢

簡 

亥 

     

 
4-A131-1-54

亥 
曹全碑 

肩水金關漢

簡 
居延新簡 居延舊簡 

其他字

例 

     

 
4-A131-1-39

突 

4-A131-1-56

擊 

3-A049-2-330

護 

3-A049-1-100

天 

3-A049-1-134

被 

 

 

3、類似行書般的停頓捺筆 
 志石 行書 漢簡  志石 行書 漢簡 

矢 

   

數 

   

編

號 

2-A045-1-128

失 
歐陽詢 居延漢簡 

編

號 

2-A045-1-104

數 
王羲之 居延新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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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45-1-127

命 
啟功 敦煌漢簡  

2-A045-1-19

本 
王羲之 居延新簡 

字

例 

  
 

字

例 

   

編

號 

2-A045-1-53

支 
庾亮 敦煌漢簡 

編

號 

7-A190-2-87

爰 
王羲之 居延漢簡 

 

 
  

 
 

3-A049-2-246

吏 

3-A049-2-362

赦 

3-A049-2-304

裘 

3-A049-2-251

長 

3-A049-1-45

襄 

 

捺筆大致上可分為二種類別：其一為與隷書、楷書相近，向右方斜下捺筆。

其中字例「7-A190-2-71 人、7-A190-1-36 被」等往收筆的方向加重筆壓再往右側

輕題的書寫方式，與楷書的筆法較為相近。「4-A131-1-56 擊、4-A131-1-39 突、4-

A131-1-54 亥」等字形較扁平、且收尾有波磔的書寫則近於漢碑上的隷書表現。

其中會有較為隨意的捺筆表現，可能因為其為非墨跡文字，不易於刻製時表現出

提按，在木、竹簡的文字上亦可見到此特徴，有相似的造型表現。第二種則為行

書般的停頓捺筆表現，於行書中時可見到多為右方按壓的筆法，與楷書的捺筆收

尾相異，收筆向右下方停頓的甚至出現筆勢往左方傾斜的狀，在行書的作品中若

只是單純地向右方收筆會顯得畫面單調，為了追求變化的視覺效果而特意為之，

此處刻石表現也可能是因為追求變化之故。在「2-A045-1-127 命，2-A045-1-53 支，

2-A045-1-128 失」等字例中可見向右方壓筆，収筆短促停止的書寫表現。 

 

（五）、往左方向的旋轉動勢 

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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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A045-1-93

月 

2-A045-1-75

胡 

2-A045-1-63

明 

2-A045-1-96

朔 

2-A045-1-114

有 

4-A131-1-59

物 

字例 

  
    

編號 
2-A045-1-84

為 

2-A045-1-133

何 

7-A190-1-49

歲 

2-A045-1-47

戍 

2-A045-1-86

尉 

4-A131-1-10

尉 

字例 

    
  

編號 
1-A045-1-84

守 

1-A045-1-104

守 

1-A045-1-47

詩 

6-A189-2-66

平 

6-A189-2-79

于 

1-A045-1-50

弓 

字例 

 
     

編號 
7-A190-2-74

乃 

2-A045-1-131

歸 

2-A045-1-79

徵 

1-A045-1-55

峻 

2-A045-1-41

敗 

7-A190-1-37

刃 

字例 

 
  

   

編號 
1-A045-1-87

嘉 
5-A15-20 功 

2-A045-1-38

勳 

1-A045-1-142

存 

2-A045-1-76

頻 

2-A045-1-83

君 

字例 

 
 

  
  

編號 
2-A045-1-40

囂 

2-A045-1-112

四 

2-A045-1-51

田 

7-A190-2-99

海 

7-A190-1-14

荺 

2-A045-1-107

身 

 

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 

 
     



                                                               東漢墨家志石書法研究                                                              

 113 

3-A049-1-9 月 
3-A049-2-415

明 

3-A049-1-81

有 

3-A049-2-347

為 

3-A049-2-225

何 

3-A049-2-377

錢 

 

 
 

 
  

3-A049-2-389

府 

3-A049-1-53

方 

3-A049-2-343

歸 

3-A049-2-340

功 

3-A049-2-280

勸 

3-A049-1-115

則 

  
 

 

3-A049-1-170

利 

3-A049-2-253

孝 

3-A049-2-327

賞 

3-A049-2-336

貢 

 

月部在為迴轉用筆的字例中有相當明顯的特徵表現。將楷書中第一橫畫與第

二縱畫合而為一，書寫成向左迴轉的大弧線。這樣子將兩筆劃合一的書寫可能帶

有行書連筆的意味，亦有可能是受到篆書字形的影響。字例有著中間的線條刻意

拉長向左延伸的特徴。包括其他的字例，這些線條皆有考慮到筆順連貫的意識，

各筆劃皆有著大弧度的向左弧線。在「可」字例中可看見的迴轉用筆的特徴。在

「2-A045-1-133 何、」字例中將「口」上部的橫劃直接連到了往左下迴轉的大弧

線。在其他的字例中亦可見到往左下極端延長的筆畫特徴。從其中「3-A049-2-225

何」的墨跡文字中可知這些字例表現皆明顯有受到墨跡文字影響。在「2-A045-1-

47 戍」字例中撇的收筆方向稍稍朝左横方拖筆，而在墨跡文字的兩個字例「3-

A049-1-182 殘、3-A049-2-377 錢」也可看見相似的表現。在「7-A190-1-49 歲」的

字例則帶有強烈向下方撇去的動勢，也許是為了接連下個文字而做的改變。在「2-

A045-1-86 尉、4-A131-1-10 尉」的二字中有相近的結構方式，其筆畫未有頓挫且

直接接連圓轉的弧線朝左方撇去。這與墨跡文字「3-A049-2-389 府」的書寫方式

相似。在「1-A045-1-84 守、2-A045-1-104 守、1-A045-1-47 詩、3-A049-1-53 方」等

字例中可見在第二劃的縱筆在途中停止再一口氣朝左方拉長撇去。「巾」字部首

第一筆劃和第二筆劃，可以看到具有迴轉向左運動的動勢。這樣用筆的方式，是

為了讓接下一筆，有筆筆相連，氣脈連貫，意到筆不到的作用。作者對這用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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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試圖讓觀者能想像這種書寫的意圖。看到墨跡文字「3-A049-2-343 歸」和

志石「2-A045-1-131 歸」的寫法和結體風格感覺接近，由此處可窺見那時代墨跡

文字的書風。「5-A15-20 功、2-A045-1-38 勳」中「力」筆劃寫法，同樣向左撇寫

出圓弧拉長的筆意，即使在橫豎的轉折點，也不帶方折的圓弧處理。「3-A049-2-

340 功、3-A049-2-280 勸」這兩個例子，可以見到受這樣風格影響，十分的明顯。

「1-A045-1-87 嘉」這字例在轉折雖方折，角度明顯，但是第二筆同樣是向左帶出

圓弧拉長的筆意。「3-A049-2-253 孝」的墨跡可以見到這樣類似的用筆的再現。

「1-A045-1-142 存」這字的用筆線條粗細均勻且較瘦，筆者推測可能是刀刻過程

並沒有做到墨筆書寫時呈現墨韻粗細變化所致。「2-A045-1-76」頻「貝」字的橫

豎轉折同樣具有弧度旋轉的筆勢，和墨跡文字的筆法非常接近，可見受其影響。

這些同一刻石發現的字例具有共通點，可以看到口部的轉折同樣帶圓弧狀的曲度，

且不作方折用筆處理。 

 

（六）、轉折表現 

 兩段式 一筆圓轉 

字

例 

 
     

編

號 

1-A045-1-85

祭 

1-A045-1-102

隨 

1-A045-1-148

有 
2-A045-1-93 2-A045-1-75 

2-A045-1-

114 

字

例 
   

   
編

號 

1-A045-1-84

守 
4-A131-1-7 6-A189-2-73 2-A045-1-3 2-A045-1-18 2-A045-1-5 

字

例 
  

  
 

 
編

號 
2-？-2-7 1-A045-1-89 1-A045-1-106 

2-A045-1-

131 
5-A15-20 2-A045-1-37 

字

例 

 
 

  
 

 

編

號 
4-A131-1-12 4-A131-1-36 1-A045-1-67 2-A045-1-40 6-A189-2-18 

2-A045-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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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例 

 
 

 
  

 

編

號 
7-A190-2-107 1-A045-1-30 1-A045-1-41 

2-A045-1-

136 
2-A045-1-48 2-A045-1-30 

字

例 
   

  
 

編

號 
2-A045-1-112 7-A190-1-24 1-A045-1-146 

2-A045-1-

129 
2-A045-1-97 2-A045-1-83 

字

例 
 

 
 

   
編

號 
1-A045-1-92 1-A045-1-28 1-A045-1-140 2-A045-1-64 2-A045-1-21 2-A045-1-28 

 

 

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 

 
 

  
 

 

3-A049-1-36 3-A049-1-35 
3-A049-2-

359 

3-A049-2-

350 

3-A049-1-

202 
3-A049-2-343 

 
 

    

3-A049-2-416 
3-A049-2-

368 

3-A049-2-

378 

3-A049-1-

141 

3-A049-2-

384 
3-A049-2-358 

    
  

3-A049-2-248

匽（燕） 

3-A049-2-

364 

3-A049-1-

194 

3-A049-2-

269 

3-A049-2-

349 貞(偵) 
3-A049-2-405 

 
  

 
 

 

3-A049-2-375 3-A049-1-33 3-A049-1-23 
3-A049-2-

270 

3-A049-1-

165 
3-A04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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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49-1-107 
3-A049-2-

289 

3-A049-1-

120 

3-A049-1-

116 

3-A049-2-

347 
3-A049-2-265 

 

「又」字部分有兩種不同風格寫法，左邊字體在轉折處似乎用兩筆劃完成或

是具有停頓意念完成其轉折。右邊字體一鼓作氣，用筆呈現出圓弧曲度。前者可

推想因載體是硬質物體，刀刻過程，二次用筆，刀法趣味較強。後者可以看見因

墨的書寫，有隸書過渡草書之用筆特徵的再現，書法的筆法趣味較強烈。月字的

寫法，左邊字體的寫法在轉折處具停頓的感覺且分兩次用筆，右邊字體轉折圓弧，

曲度一筆勾畫完成。前者有非墨跡文字的用筆特徵，後者則可見墨跡書寫的韻味。

此處為「冖」部的書寫字例，左列字例中採完全分段的二筆劃轉折書寫。在中間

列的字例中則是未有轉折角的弧線，可清楚的看見雕刻時橫線並未分段且圓弧轉

向的一筆刻製，在右列的字例中則可以清楚看見刻製時深受墨跡文字字型的影響。 

 

（七）、肥筆現象 

1，豎 

 志石 秦簡 馬王堆 漢簡 

年 

     

編號 
4-A131-2-69

年 
  張家山漢簡 尹灣漢簡 

命 

 
   

 

編號 7-A190-2-61   張家山漢簡 居延新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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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編號 2-A045-1-82   張家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

簡 

于 

   
 

 

編號 7-A190-2-64   張家山漢簡 居延新簡 

聲 

     

編號 7-A190-1-55   張家山漢簡 敦煌漢簡 

月 

 
 

 
 

 

編號 4-A131-2-88   張家山漢簡 敦煌漢簡 

 

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 

 
 

3-A049-2-285

部 

3-A049-2-424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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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捺 

 志石 秦簡 馬王堆 漢簡  
建武廿五年襄

平盟誓墨書 

父 

     

編

號 
2-A045-1-43 

嶽麓書院藏秦

簡 
 銀雀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 

於 

  
    

編

號 
2-A045-1-101 睡虎地秦簡  張家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 

44-A049-1-156

於 

人 

      

編

號 
2-A045-1-22 睡虎地秦簡  居延新簡 尹灣漢簡 

44-A049-2-287

人 

水 

      

編

號 
2-A045-1-142 睡虎地秦簡  張家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 44-A049-1-199 

爰 

  
  

 

編

號 
7-A190-2-87 里耶秦簡  張家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 

長 

      

編

號 
7-A190-1-12 睡虎地秦簡  張家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 

44-A049-2-251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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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5-A15-3 從 
嶽麓書院藏秦

簡 
 張家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 

亥 

    
 

 4-A131-2-82 睡虎地秦簡  尹灣漢墓簡牘 肩水金關漢簡 

 

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的其他肥筆現象 

     

3-A049-1-112

又（有） 

3-A049-2-299

使 

3-A049-2-286

大 

3-A049-2-264

以 

3-A049-2-346

眾 

 

此處為捺筆收筆的字例，向收筆方向漸漸加重筆壓，使線條漸粗，最後朝

內側旋轉的書寫方式較為常見。秦簡和馬王堆的粗細變化比較不明顯但還是有

用毛筆書寫筆壓的感覺。後面漢簡的粗細變化更強烈。在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

墨書中也很明顯肥筆的筆畫，表示它把這時期的墨跡書法的特色帶到非墨跡的

「志石」磨刀石上。 

 

３、「辶」部的字例 

 志石 秦簡 馬王堆 漢簡 

建 

    
 

編

號 
4-A131-2-85 睡虎地秦簡  銀雀山漢簡 

肩水金關漢

簡 

隨 

     
 7-A190-1-34 里耶秦簡  張家山漢簡 居延舊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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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的其他肥筆現象 

 
 

3-A049-2-274

遼 
3-A049-1-3 建 

 

在心字部的字例，第二筆的長線條向收筆處加重筆壓，最後輕輕提起。在

其中「痛」的字例上肥筆特徵很明顯。 

 

4、「心」部的字例 

 志石  漢簡 

痛 

  
 

編

號 
7-A190-2-66 居延新簡 肩水金關漢簡 

 

「痛」字「心」部有往收尾越粗的趨勢，參考墨跡也有同樣的狀況。表示

志石運用墨跡文字的筆法。呈現刀筆書法的特色。 

 

5、其他字例 

 志石 秦簡 馬王堆 漢簡 

建武廿五年

襄平盟誓墨

書 

也 

 

 
 

  

 

 6-A189-2-12 
44-A049-1-

150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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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190-1-19

也 
睡虎地秦簡  

尹灣漢墓簡

牘 

肩水金關漢

簡 

44-A049-2-

265 也 

義 

     

 4-A131-1-4 睡虎地秦簡  
肩水金關漢

簡 
居延舊簡 

 

在「也」字例中的第三筆劃的最後朝右下施加筆壓，為在刻製中有意模仿墨

跡文字的特徵。在「荺」最後劃朝左撇的線條，有加粗的線條，整體線條的粗細

變化非常極端。在「義」與「元」的右捺上有逐漸加重的筆壓，可以看見刻意用

刀刻來再現墨跡文字的筆法。在收筆時徐徐增加筆壓，有著後段比前段粗厚的特

色。 

 

小結 

    透過志石和秦簡、馬王堆、漢簡的比照能夠知道志石確實受到墨跡文字影

響以及再現墨跡文字的筆法和書寫方式。同時發現秦簡和馬王堆的肥筆是不會

很明顯，不過那兩個畢竟是墨跡文字因此還是會有用筆書寫的提按的效果而產

生粗細變化。時代越後面筆壓得越重尤其「肩水金關漢簡」和「居延漢簡」有

很明顯的筆壓的痕跡。志石也有同樣的狀況。像比較後面的〈戛魯志石〉 （東

漢順帝永建六年［131 年］）、〈孫仲隱墓誌〉 （東漢靈帝熹平三年［四年 175

年］）、〈墨孚志石〉 （東漢靈帝中平五年［189 年］）、〈墨梁志石〉 （東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 年］）這些志石中看到比較多的肥筆例子。等於可以說肥

筆是後漢的筆法特色之一。 

 

（八）、字的傾斜度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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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045-1-9 君 1-A045-1-34 其 1-A045-1-75 平 2-？-2-11 十 

往
右
上
斜 

  
 

 

 1-A045-1-7 尉 1-A045-1-6 都 4-A131-2-78 年 1-A045-1-63 不 

往
右
下
斜 

 
 

  

 1-A045-1-92 為 2-A045-1-87 突 2-A045-1-105 矢 7-A190-2-76 此 

部
分
傾
斜
（
水
平

和
往
右
上
斜
） 

 
 

 
 

 1-A045-1-132 音 4-A131-1-62 歸 1-A045-1-149 斯 1-A045-1-1 漢 

部
分
傾
斜
（
水
平

和
往
右
下
斜
）     

 1-A045-1-11 誌 1-A045-1-70 漢 2-A045-1-131 歸 1-A045-1-93 郡 

不
同
角
度
混
雜
的

字
例 

  
  

 7-A190-1-7 故 4-A131-1-10 尉 7-A190-1-54 1-AD031-2-14 張 

 

字結構的傾斜方向和動勢，大致以上面的表格可分成六種類型。第一種是

垂直和水平成方正的間架，無傾斜筆勢。這樣的結構如漢碑隷書字體。第二種

類型是向右上傾斜的結構。橫畫向右斜上收筆，豎劃起筆向左微傾，整個字體

有如人的身軀向前傾的姿態。第三種是右下傾斜的結構。通常書寫的慣性是整

體右上斜的動勢。這裡反而橫劃像右下斜出，豎筆也整個向右傾斜。第四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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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部分傾斜的類型，是在水平的間架中有向右上傾斜的線條或部首的字例。

例如「1-A045-1-1 漢」字，左偏旁是水平的書寫結構，右偏部首「氵」確是極

度右上傾斜對比。第五種也是部分傾斜類型，在水平的間架中出現右下斜的線

條或部首的字例。例如「1-A045-1-93 郡」的「阝」字旁相對較水平，「君」字

反而呈現像右下斜的反差對比。第六種的例子是個種角度搭配，一個字中有兩

種以上角度混合。例如「4-A131-1-10 尉」的左旁是右上斜的角度，但右邊的

「寸」旁是又下斜的角度。這些字讓人感覺倚斜方向不同，沒有統一感。但是

由於這些是非墨跡石刻的緣故，刻劃出的線條粗細較一致。這樣特別字型結

構，反而讓這相對線質單調感的字體，蘊含變化和活潑的感覺。 

 

（九）、三角形筆畫 

秦系 

    

釋文 石 留 造 卯 

骨簽 

    

釋文 石 聖 造 當 

刑徒

磚 
60

  61
 

釋文 嚴 留 盧 

志石 

 
   

                                                 
60
 《書論》（第四号 1947 年 4 月 1 日 京都 書論研究会）第 3 頁。 

61
 《書品》（卷 91 東洋書道協會 1958 年 7 月）第 18 頁 第 11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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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A190-1-56 喪 1-A045-1-53 節 1-A045-1-74 1-A045-1-37 

 

    

 2-A045-1-139 燕 2-A045-1-102 群 
2-A045-1-100 韋

（圍） 
2-A045-1-119 

志石 

  

編號 2-A045-1-40 4-A131-1-62 

 

在志石的字例中有看到原本寫作「口」的字形或四方形的筆畫卻寫作

「△」，或許是因為要刻如此小的刻石又或是因為石頭的材質，刻手以不怎麼

精細的方式刻出，而這樣筆畫的省略或許是隸草化的徵兆也說不定。 

 

從秦系的字例中也有看到同樣的寫法，所以也有可能有受到前一個時代的

影響。在之後晚一點時代的刑徒磚也有類似的情況。而關於這樣的現象小原俊

樹於〈刑徒磚の書美〉說道：「「口」部以「△」表示的字形，可以說已表現

出行草而且日常書寫的真實樣貌。」62因此也可說這樣的表現是邁向草化的進一

步。 

 

刑徒磚就屬於類似礪石墓誌這一類的銘刻，除此之外，骨簽也是擁有相似

特質的漢代的公文書，上述三者各種條件相近，而刑徒磚與本文所探討的礪石

墓誌的時代是更晚些，因此許多字形更加扁平，筆畫的橫向伸展更為強烈，且

帶有波磔的筆法，都可以感受到已經有隸化的情況。筆者認為因為大量出土的

骨簽和本文中的志石二者年代相近，因此有許多特色很類似。 

 

 

                                                 
62
 小原俊樹，〈刑徒塼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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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長垂筆現象 

志石

字例 

    

 2-A045-1-108 年 4-A131-2-78 年 7-A190-2-82 年 7-A190-1-58 元 

 

    

 7-A190-2-67 哉 7-A190-1-20 中 7-A190-2-110 歸 7-A190-1-25 外 

 

   

 7-A190-2-64 于 3-A049-2-424 命 3-A049-2-237 常 

漢代

隷書

字例 

63
 

64
 65

 

釋文 
年〈五鳳二年

刻石〉 
年〈居延〉 下〈刑徒磚〉 

 

上表中顯示的幾個字例有把一個字中某一豎拉長的現象。像「年」字中間

的一豎筆拉長，這現象聯想到在漢代中常見的長垂筆，其他的文字也能看到相

                                                 
63
 藤原楚水《圖解書道史 第一卷》（東京 省心書房 1971.4）第 251 頁 圖 203。 

64
 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雄山閣出版 昭和 60 年 2 刷。) 

65
 《漢代刑徒葬甎》（不手非止第九号別冊 昭和 58 年 11 月 30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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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特色。例如「元」、「哉」、「中」、「歸」、「外」、「于」、墨跡的

「命」、「常」等字。 

 

（十一）、省略現象 

1、連筆 

本來無相連者因自然刻寫下作連寫的文字 

志石、篆、秦漢、行參考表 

 志石 大篆·小篆 秦漢簡 行書 

不 

 

 
  

3-A049-2-260 不 

 

3-A049-2-352 不 

 

 3-A049-2-361 不 商周 秦簡  

都 

 

   

1-A045-1-6 都 

 

 3-A049-2-321 商周 秦簡  

部 

 
 

  

 3-A049-2-323 說文 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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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2-A045-1-141 遼 

 

 3-A049-2-274 遼 說文 秦簡  

邊 

   
 

 2-A045-1-49 邊 商周 秦簡  

也 

 

   

2-A045-1-23 

 

 3-A049-2-265 商周 秦簡  

 

首先是連筆現象，連筆就是本來無相連者因自然刻寫下作連寫的文字。例如

同樣是「不」也有各種連筆的方式。「3-A049-2-260 不」的「不」看起來第一橫

寫完之後，從右往左撇，接著寫中間的豎畫再來寫捺，這樣的寫法已經很像楷、

行書的那種寫法。「3-A049-2-352 不」的「不」是把「一」橫下面的「口」部的

書寫方式改為好像打叉「×」的方式左右伸展。這也可以說是連筆的現象。「3-

A049-2-361 不」的「不」的筆順看似第一筆的橫畫寫完之後寫中間的豎，再來寫

左右的撇跟捺。在同一個載體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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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左旁「者」部中間「×」的部分，在金文中所見的字例是分開寫，後來

的秦簡把它連在一起，從這一點看志石的字型，可以推斷從篆省略而構成的。

至於右旁「 阝」部的寫法是從原本篆體上下分開的寫法，改為用豎來連在一

起。這寫法比較接近後來的楷、行體的寫法。這些省略方式從上面「篆、行參

考表」可以知道志石的省略方式很明顯是從篆書的體型來連筆，而不是使用後

來行書的書寫方式去連筆。首先關於「遼」字，「2-A045-1-141 遼」的「尞」

部下方採用「火」的形式，表示志石將篆書的型態省略，但保留古字的形狀。

「2-A045-1-49 邊」的邊字裡面的「方」部的第一筆的點跟下面的線條連在一

起，這樣的連筆的方式跟秦簡的寫法類似，反之跟行書的連筆方式有稍微的差

距。表示志石的型態是從篆演變的。「2-A045-1-23 也」的左邊的豎跟下方中間

的拉長線連在一起，形式接近後來的行書的寫法，不過它的結構很明顯是篆書

的體態。 

 

志石、篆、秦漢、行參考表 

 志石 大篆·小篆 秦簡 行書 

效 

 
   

 2-A045-1-37 效 商周 秦簡  

護 

    

 3-A049-2-330 護 說文 漢簡  

獻 

    

 3-A049-2-367 獻 商周 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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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4-A131-1-8 說文 秦簡  

何 

 

   

2-A045-1-133 

 

 3-A049-2-225 商周 秦簡  

奉 

 

   

2-A045-1-45 

 

 3-A049-1-38 商周 秦帛書  

秦 

   
 

 3-A049-2-249 商周 秦簡  

叀

(專) 

  
  

 
3-A049-2-401 叀

(專) 
商周 秦陶  



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十一期                                                                

 

 130 

鮮 

 

   

 3-A049-2-282 鮮 商周 秦簡  

此 

 

   

5-A15-51 

 

7-A190-2-76 

 

 3-A049-2-394 次 商周 秦簡  

 

志石「2-A045-1-37 效」基本上是篆書的造型，「效」的「攵」部上面的豎跟

下面的手是本來重新下筆書寫，但志石中的是直接連著書寫，這樣的寫法比較接

近秦簡。「3-A049-2-330 護」的「隹」  部的中間線條串過下方的「又」把這兩個

部件連在一起書寫，其寫法是跟漢簡的寫法是相同。反而與後來行書的連筆方式

是不同的，也許是從篆直接演變中的獨特的書寫方式以及字體。「3-A049-2-367

獻」是墨書而不是刻的文字，跟秦簡的「犬」字旁的寫法一模一樣。左邊的「鬳」

旁的寫法秦簡還是保留篆書的寫法，反觀志石則比較接近漢簡的結構。跟秦簡的

寫法很類似，而不會跟後來行書的連筆方式相同。「4-A131-1-8 騎」字的造型很

明顯跟篆書，秦簡接近，「奇」旁下面的「口」部的上「一」橫跟最後直線連筆。

「2-A045-1-133 何」字也是跟「騎」字一樣「口」部跟最後一筆連起來。「3-A049-

2-225 何」的墨跡的「何」字的結構以及書寫方式就跟非墨跡的志石相同，跟秦

簡一模一樣。「2-A045-1-45 奉」這「奉」字的中間的線串了整個字的中間，這是

連筆的現象。墨跡的「3-A049-1-38 奉」也有類似的寫法，同一件中的「3-A049-2-

249 秦」也是同樣的寫法。看到秦簡的「秦」字就有這樣的寫法。但其他時代或

字體上幾乎沒有看到類似的寫法，表示這是這時期特殊的連筆方式。「3-A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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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叀(專)」把中間線跟下面的「厶」連在一起，一筆寫下來。字的造型最接近秦

陶，而不是後來行書的連筆方式，代表它是演變過程中的字。「3-A049-2-282 鮮」

字的「魚」字旁是以篆書的造型來呈現，但右邊的「羊」字旁的第二筆到第三筆、

第三筆到第四筆之間顯得有行書的那種帶筆。這可以推測書寫著快書的書寫時產

生的連筆現象。主要是因為墨跡文字才可以看到其現象。志石字的結構跟秦簡接

近。「3-A049-2-394 此、46-A15-51 此、7-A190-2-7 此」他的寫法就會覺得跟後來

行書的書寫方式很接近。第二筆橫畫拉長，最右邊的豎串過橫畫後往右轉。這樣

的寫法其實在秦簡上也能看到。表示志石再現墨跡的寫法，這是刀筆書法的趣味。 

 

篆、秦漢、行參考表 

 志石 大篆·小篆 秦簡 行書 

漢 
 

 
 

 

3-A049-2-374 漢 

 

 4-A131-1-42 漢 商周 秦簡  

墨 

    

 1-A045-1-8 墨 說文 秦簡  

魯 

    

 4-A131-1-12 商周 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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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3-A049-1-136 商周 秦簡  

勳 

    

 2-A045-1-38 商周 漢簡  

 

    上表的「3-A049-2-374 漢、4-A131-1-42 漢、1-A045-1-8 墨、4-A131-1-12 魯、

3-A049-1-136 無、2-A045-1-38 勳」字都是把中間線和四點的第二點連在一起。有

這樣的現象。此可以推敲依照篆書的結構來變的過渡期的現象。很接近秦簡的「漢、

墨、魯」的造型。 

 

2、省形 

省略筆畫的文字 

篆、秦漢、行參考表 

 志石 大篆·小篆 秦、漢簡 行書 

齊 

 
   

 
3-A049-1-55 齊

(齋) 
商周 秦簡  

 

  
 

 

 1-A045-1-1 漢 商周 秦簡  



                                                               東漢墨家志石書法研究                                                              

 133 

字 

 
 

  

 7-A190-1-3 字 商周 秦簡  

使 

  
  

 3-A049-2-299 使 商周 秦簡  

永 

  
 

 

 3-A049-2-425 永 商周 漢簡  

之 

 

   

1-A045-1-25 之 

 

 3-A049-1-28 之 商周 秦簡  

塞 

    

 7-A190-1-46 塞 春秋 秦簡  

 

楚文 

 
 

 馬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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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49-1-55 齊(齋)」字的省略方式跟上述的「部」的方式類似，它的書寫

方式跟篆書、秦篆有一點差別，反而跟楚篆較相同，可能也有受楚篆的影響。「1-

A045-1-1 漢」字跟上述的「4-A131-1-42 漢」字比起來，比較接近後來的行書的省

略的方式，已經沒有篆書的影子。「7-A190-1-3 字」省略篆字的「子」的左邊，

其寫法已經是後來的楷、行書的那種寫法。「3-A049-2-299 使」字省略人字旁的

第一撇，以一條線來呈現。這樣的寫法在別的字體上沒有看到其他例子，表示它

有自己獨特的省略方式。「3-A049-2-425 永」這「永」字已經沒有留下篆書的結

構反而比較像後來的行書的那種寫法。「1-A045-1-25 之、3-A049-1-28 之」的「之」

字用兩點來代替中間的線這造型跟秦簡很類似，甚至變成後來隸書的感覺。「7-

A190-1-46 塞」這字的篆字本來中間有四個「工」但這裡的省略成兩個，而且上

下橫都連起來變成兩條線。這省略相當厲害，有點接近後來的草書般的省略。但

因非墨跡線質較硬。這樣的寫法在其他字體上沒有看到同樣的例子。這屬於特殊

的變化，便是過渡期的文字。 

 

3、簡化 

刻寫時因簡省字形將部分部件作省略的文字 

篆、秦漢、行參考表 

 志石 大篆·小篆 秦·漢簡 行書 

年 

 

  
 

1-AD031-2-4

年 

 

 4-A131-2-69 年 商周 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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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7-A190-2-67 哉 商周 漢簡  

建 

  

大 

 

秦  

 1-A045-1-96    

楗 

 
 

 

 

 2-A045-1-17 說文 漢簡  

以 

 
 

 
 

 5-A15-26 商周 秦簡 漢簡  

賁 

（僨） 

 
   

 7-A190-1-3 說文 秦簡  

梁 

 
   

 7-A190-1-2 商周 秦簡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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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049-1-158 商周 秦簡  

塞 

 
   

 6-A189-2-26 春秋 塞  

靈

（霝） 

   
 

 4-A131-1-32 商周 秦簡  

 

    這裡志石的「1-AD031-2-4 年、4-A131-2-69 年」的上半部屬於篆書的感

覺，下半部用三條或四條線來顯示，簡化得相當多。上表中志石的「哉」字，

把原本篆書的「口」部簡化，甚至字上面的直線跟口部、撇都連起來了，這樣

的簡化的方式是跟後來的行草的有差距。1-A045-1-96 建」這字把「辶」字旁以

兩筆來顯示，這樣的簡化是比後來行書還簡略。甚至「2-A045-1-17 楗」字的

「辶」字旁用一筆寫下來，已經是草書的書寫方式。表示志石的字有自己獨特

的簡化方式。通常漢碑的「以」字的左旁會用像「口」字的四角型但「5-A15-

26」字簡化成三角行，這樣的寫法在漢簡中看得到。這簡化是從篆書來的，而

不是後來行書的簡化。「7-A190-1-39 賁（僨）」字省略了「人」字旁，三、文

字比較（三）、通假字與古今字中已經敘述過通假字的現象。「7-A190-1-2

梁」字只留了大篆的左邊。他跟秦篆有點類似。「3-A049-1-158 臱（邊）」把

「辶」部省略掉只剩裡面的「臱」部。這現象如前面所述的通假字現象。唐桂

馨在《說文識小錄 古學叢刊第二期》中指出「 臱即邊之本字。66」可想而知志

石採用「邊」的古字。「塞」字省略「土」部，黃德寬在《古文字譜系疏證》

中「甲骨文从 宀，从工工，从収，塞之初文。周金文从宀，从㠭，从収，晚周

以後又追加土旁孳乳作塞。67」因此志石採用古字的形。「靈」字也是同樣省略

                                                 
66 李團，《古文字詁林》卷四，（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21 頁。  
67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 2007.2.1）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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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巫」部。三、文字比較（三）、通假字與古今字中已經敘述過「霝」

字古同「靈」，同樣是通假字的現象。 

 

小結 

總而言之，志石的結構基本上是以篆書的型態為主，但比篆字更簡略。簡略

的方式前面提到大致上可以分成，「連筆、省形、簡化」的三種。至於簡化的字

例中重疊到第三章第三節中檢討過的古今字通假字的想像。藉由志石與大小篆、

秦漢簡、行書比照的表格和上述的分析，顯示志石的文字不是後來的行草的簡略、

連筆的寫法，而是從篆演變過來的文字，所以可以看到很豐富的字體變化，以及

產生志石獨特的結構。光是志石也有「篆←志石→草」從保留篆體意味的文字到

草化、比較簡略 的文字。比如「都、部、漢、遷、騎」等等的字就比較接近篆

體，反觀「之、年、哉」 等字就已經簡略得很超前，甚至到草書的地步。還有

一些「辶」字旁的省略法如同後來草書的寫法。從此可知，志石從篆字直接簡略，

而不是經過隸、楷、行的演變。除此之外，也有看到接近其他地區文字造型的字，

例如「3-A049-1-55 齊(齋)」這兩個字下方用兩橫來省略，這樣的寫法是跟楚文字

相同。也許也有受到其他地區的文字影響。筆者推測，因為志石是過渡期的字體

所以沒有像小篆，漢碑隸書那種比較固定的書寫方式及文字結構，才能夠看到這

麼豐富的變化及各種各樣的書寫、簡略方式。 

 

（十二）、關於佈局章法 

1、志石形狀影響到佈局安排的分析 

 〈墨祁冢志〉 〈楗罕墓志〉 〈戛魯志石〉 〈孫仲隱墓誌〉 

志

石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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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意

圖 

 
 

 

 

 〈墨孚志石〉    

圖

例 

  

 

筆者挑選其中相較於方正的志石，透過筆者自製紅線格子，可以發現字與

字之間遵循著規律均衡的行氣。特別是〈墨祁冢志〉、〈楗罕墓志〉是依照事

先畫好的格子書寫，因此字與字之間保持整齊而無歪斜。反過來說由於這些碑

石文字必須依循較整齊的格式內書寫，因此文字結構在大小、長短無法做太大

的變化。相較於其他碑石的整體感覺，文字較平整工整，並且節奏和韻律上較

統一且有固定的秩序感。那麼可以發現字體在工整的石碑上有著規律的安排。

由此推測，碑石的形狀或許會影響文字的造型。這些碑石文字的造型以及行氣

傾向於均衡以及統一，並無太大的傾斜波浪式的跳躍。筆者認為碑石的製作是

有計畫性的，風格上是清晰且慎重而整齊。因此推測墓誌主人是重要人物且地

位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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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字大小影響佈局行氣錯落 

 志石 示意圖 

圖例 

 

 

編號 圖 2-3-13〈墨梁志石〉背面  

 

看到〈墨梁志石〉的結構相較於其他志石比起來字跟字之間的關係比較緊

密而行氣的變動較大。章法錯落，字形大小的強烈變化強化了左右行的的不勻

稱感等造就即興不經設計的感受。例如：「兄、于、哉、慘、乃、年、醉、

歸」等突然變大或拉長的那些字剛好分散在整個志石畫面，這樣的佈局的安排

是應該也可以說是刻意做出來的。而且可以發現，大字的數量與小字的數量出

現的很平均，而且大字的旁邊通常圍繞著小字，反之亦然，字體也有扁平與狹

長的諸多變化，讓整個畫面營造一個自然和諧的趣味感，與現今的書法創作時

所考慮的創作手法有諸多相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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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透過「三、文字比較」的分析證明了志石許多受古字形的影響，尤其是

六國（戰國時代）與秦文字，乃至於更久以前的商周文字，或比較靠近漢代

志石的馬王堆等，文字構造結構、書寫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還有一些志

石本身獨特變化的演變過程當中的文字或因書寫者獨特書寫習慣而產生的文

字。另外有常用通假字的現象，這也是古代、漢朝常見的書寫習慣之一。在

「四、礪石墓誌書刻特色」中藉由起收筆、撇捺、線條粗細、筆畫及文字的

角度、往左方向的旋轉動勢、轉折表現、肥筆、三角筆畫、長垂筆、省略現

象等等的個個仔細的文字比照分析，重新印證了再現當時墨跡文字的特色的

同時，並存刀筆書寫非墨跡文字的表現。證明了志石有相當豐富的變化以及

文字面貌，因此不能夠給它只限在一個字體上的定義。 

 

至於佈置章法，透過「（十二）、關於佈局章法」可以知道〈墨祁冢

志〉、〈楗罕墓志〉、〈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戛魯志石〉、〈孫

仲隱墓誌〉、〈墨孚志石〉等志石有字間和行間有對齊，整齊的特色，導致

格子或整齊的佈局安排下文字的結構大小、長短受限於石頭上的佈局安排，

無法展現太大的變化。但相較於其他碑石的整體感覺，文字較平整工整，並

且節奏和韻律上較統一且有固定的秩序感。那麼可以發現字體在工整的石碑

上有著規律的安排。至於〈墨梁志石〉，只有這件中看到跟其他志石不同的

佈局方式，此件凸顯在畫面上有文字錯落、大小、字間及行間的變化相當的

豐富。由於文字的大小、長短影響到佈局章法，這種比較即興性的志石如同

後來的行草書作品的印象。 

 

總而言之要能製作出這樣的文字應當具備相當程度的文字經驗，且有卓越

的技巧才能辦到，應是受過相當水準教育的匠人所製。從這批作品可以窺見相

當優秀的書法藝術與文字表現，且尚無前人有完整的研究發表，具相當高的研

究價值。本稿在此批文字的比較與分析上，仍有所不足，還有許多能更深入討

論的空間，這次研究僅針對「東漢墨家志石書法」的範圍進行考察，今後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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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基礎，繼續探討年代稍晚的志石，期待在更深入的研究後，能獲得開創的

研究成果。 

 

透過這些格格字形以及佈局章法的比照分析列舉幾個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

～東漢獻帝初平元年的〈墨祁冢志〉、〈張齊造石〉、〈楗罕墓志〉、〈廷庫

造石〉、〈建武廿五年襄平盟誓墨書〉、〈戛魯志石〉、〈孫仲隱墓誌〉、

〈墨孚志石〉、〈墨梁志石〉等共六件志石和一件墨書這段幾件的具體特色先

於下方列舉出，並針對本文的這些志石進行考察，並將結果於表格內呈現，若

有符合者可以「◎」、「○」表示，類似者以「△」表示，不符合者以「×」示

之。 

 

1. 採用具有古字形或通假字。 

2. 從文字中可見連筆、省筆、簡略化的現象。 

3. 表現出利落且挺直的線條。 

4. 文字具備迴轉線條的變化。 

5. 具有肥筆等線條粗細的變化。 

6. 起收筆中出鋒具尖銳的表現。 

7. 橫畫、文字二者書寫出不同角度的變化。 

8. 字間、行距左右擺動、文字大小長短變化豐富。 

9. 比較整齊、對齊的安排。 

 

 名稱 

特色 

墨祁冢

志 

張齊造

石 

楗罕墓

志 

廷庫造

石 
墨書 

戛魯志

石 

孫仲隱

墓誌 

墨孚志

石 

墨梁志

石 

1 ○ △ ○ △ ○ ○ × ◎ ◎ 

2 ○ ○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6 ◎ ○ ○ ◎ × ◎ × × △ 

7 △ ○ △ ○ △ △ △ △ ○ 

8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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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 △ ◎ ○ ○ ○ × 

   

附錄一 

序 代號 品名 
姓名

字號 

身分職

稱 

里籍（現

地） 
年 月 日 死因 

年

齡 
史事 

1 

1-

A045

-1 

〈墨祁

冢志〉 

墨

祁、

字來

叚

（假

） 

遼東郡

都尉 

幽州遼東

郡無慮縣

（遼寧省

錦州市北

鎮巫閭山

東側） 

東漢光武帝建

武廿一年（45

年）秋 

隨太守

擊虜，

中矢亡

身 

50  

2 

1-

A031

-2 

側面

〈張齊

造石〉 

張齊 

工師皮

境，石

工張齊 

遼東庫

（遼東

郡，遼河

以東的遼

寧省境 

東漢光武帝建

武七年（31

年） 

   

3 

2-

A045

-1 

〈楗罕

墓志〉 

楗罕

巽權 

守鄯突

騎都尉 

本鄯善國

人（樓

蘭，新疆

若羌附

近），屯

田令支，

幽州遼西

郡令支縣

（河北省

遷安市西

南趙店子

境，有濡

水即灤

河。） 

東漢光武帝建

武廿一（45

年）八月辛未

朔庚辰 

敗韋(圍)

於群

寇，數

矢穿身 

43 

〈墨祁冢志〉之造石

側記 

《後漢書·銚期王霸祭

遵列傳》有載：建武

二十一年秋，鮮卑萬

餘騎寇遼東。」 

4 
2-？-

2 

側面

〈廷庫

造石〉 

（廷

庫） 

大磨刀

石，第

五十四 

遼西廷庫

（遼西

郡，轄河

北省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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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樂

亭，遼寧

省松嶺山

以東，長

城以南，

大凌河下

游以西地

區。郡治

在陽樂

縣，即遼

寧省義縣

西境。） 

5 
3-

A045 

〈建武

廿五年

襄平盟

誓墨

書〉 

曳厄

魯，

祭彤 

鮮卑大

都護扁

何親使

曳厄

魯，奉

大都護

之命，

與漢遼

東太守

祭肜，

奉皇帝

命，盟

誓於襄

平。 

幽州遼東

郡襄平縣

（遼寧省

遼陽市

境） 

東漢光武帝建

武廿五年（49

年）八月辛酉 

 ？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

傳》載，建武「二十

二年，匈奴國亂，烏

桓乘弱擊破之，匈奴

轉北徙數千里，漠南

地空，帝乃以幣帛賂

烏桓。二十五年，遼

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

百二十二人率眾向

化，詣闕朝貢，獻奴

婢牛馬及弓虎豹貂

皮。」 

6 
4-

A131 

〈戛魯

志石〉 
戛魯 

歸義

烏桓

突騎

都尉 

其先以建

武廿六年

夙衛幽州

漁陽郡

（北京

市、河北

省、天津

市部分區

域） 

東漢順帝永建

六年（131

年）秋九月己

亥 

追毄

（擊）

鮮卑物

故 

52 

《後漢書·東夷列傳》

載，安帝永寧二年

「夏，（高句驪）復

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

攻遼隊，殺略吏人。

蔡諷等追擊於新昌，

戰歿，功曹耿耗、兵

曹掾龍端、兵馬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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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酺以身扞諷，俱沒

於陳，死者百餘人。 

7 
5-

A175 

〈孫仲

隱墓

誌〉 

孫仲

隱 

青州從

事、主

簿、督

郵、五

官掾、

功曹、

守長。 

青州北海

國（郡）

高密縣

（山東省

高密市） 

東漢靈帝熹

平三年七月

十二日卒、

四年（175

年）二月廿

一日戊午，

葬。 

被 病卒 30  

8 
6-

A189 

〈墨孚

志石〉 

墨

孚、

字孟

荺 

孤竹之

賢裔、

歷為功

曹、塞

尉、遼

西、義

營長 

孤竹之賢

裔，幽州

遼東郡無

慮縣（遼

寧錦州市

北鎮巫閭

山東側） 

東漢靈帝中平

五年十月己酉

朔廿六日甲戌

亡、六年

（189 年）三

月七日葬 

甲子

（184

年）蛾

亂，盜

寇蜂

起。擊

胡大□ 

51  

9 
7-

A190 

〈墨梁

志石〉 

墨

梁、

字文

艁 

遼西義

營長孟

荺公之

大子 

墨梁孟荺

之大子

（同上） 

東漢獻帝初

平元年（190

年）三月告

成 

經歲未

還，傳

聞死聲 

29 

《後漢書·南匈奴列

傳》載「冬，中郎將

馬寔募刺殺句龍吾

斯，送首洛陽。建康

元年（144），進擊

餘黨，斬首千二百

級。烏桓七十萬餘口

皆詣寔降，車重牛羊

不可勝數。 

《後漢書·孝靈帝紀》

載中平四年（187）

「漁陽人張純與同郡

張舉舉兵叛，攻殺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

太守楊終、護烏桓校

尉公綦稠等。舉

（兵）自稱天子，寇

幽、冀二州。」 中

平五年（188）「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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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遣中郎將孟益率

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

賊張純等。……十一

月，公孫瓚與張純戰

於石門，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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